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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西省的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公司，是全国机械行业
的骨干企业，2012年起，却因“高端失守、中低端混战”这一机
床行业乃至多数装备制造业都面临的困境。为了走出发展困
境，秦川机床进行企业内部“再创业”，激发全员创新活力。
2016年二季度以来，秦川机床的业绩开始逆势上扬，如今企
业 98%的产品实现个性化定制，产生了七、八百名创客，依靠

“众智”满足了更多的市场需求。
图为秦川机床装配车间的机床大部分用于个性化定制加

工，这些用于零件加工的机床都由该公司自己研发制造（8月
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创新让老国企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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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大多数论文都只发表“结果”，不发表

“数据”，而论文结果只是作者对“数据”的理解，正

确与否无法判断。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

主席王坚在全国科学数据大会上抛出的观点，得到

众多专家的认同。

不少科研人员、高校学生也都有类似的体验：

一篇论文可能只有几十页，但背后的各种实验数据

得有几百上千页，大量数据长期“沉睡”在“科研工

作者个人电脑中”。

数据分享的好处毋庸置疑，无论是从国家层

面，还是社会角度，资源共享都会促进成本节约和

效率的提高。但是，科研数据完全无条件的分享又

存在诸多障碍。作为数据分享的一种有力尝试，数

据出版刚刚起步。

数据分享不是义务

科研工作者为什么不 愿 意 分 享 数 据 呢 ？ 8

月 9 日 ，国 家 科 技 基 础 条 件 平 台 中 心 副 主 任 王

瑞 丹 展 示 的 一 项 调 研 问 卷 或 许 能 给 出 答 案 。

在“ 没 有 将 科 学 数 据 发 布 并 共 享 的 主 要 原 因 ”

问 题 中 ，选 择 最 多 的 3 项 是 ：“ 数 据 的 知 识 产

权 不 清 晰 ，不 宜 公 开 ”“ 数 据 还 有 为 自 己 的 团

队 持 续 利 用 的 价 值 ，不 发 布 有 利 于 保 持 自 己

团 队 的 科 研 优 势 ”“ 科 研 项 目 资 助 机 构 、所 在

单 位 及 发 表 研 究 成 果 的 期 刊 并 未 要 求 将 数 据

开 放 共 享 ”。

“数据公不公开，首先应该尊重科研工作者的

意见，不能将数据分享单纯看作是科研工作者的一

种‘义务’，毕竟数据隐含了科研工作者的大量心

血，完全无条件的公开也是不现实的。”中国农业大

学汪懋华院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保护产权需贴标签

8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研究员黎建辉介绍，所谓数据出版，是指将科研

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经过规范和质量控制，以互

联 网 方 式 发 布 ，供 别 人 访 问 、引 用 、评 价 、再 应

用，给数据加以“标识”，相当于给数据办了一张

“身份证”。

“其实，原来论文和数据并不分离，发表论文的

同时也会附带数据，只是随着数据容量越来越大，

纸质媒介无法承载，才形成今天单独发表论文的形

式。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又为数据的发

表提供了可能性。”黎建辉提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石瑞香

指出，数据出版的优点显然不少，最重要的是保

护 作 者 知 识 产 权 ，出 版 也 就 意 味 着 数 据 被 贴 上

“标签”；同时，确保数据准确规范，出版拥有一套

对应的体系标准，将对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性进

行审核；此外，永久保留数据，降低个人不慎丢失

数 据 的 风 险 ；而 且 还 能 提 高 数 据 和 作 者 的 影 响

力，作者甚至在没有形成论文的情况下，单独发

表数据。

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在世界范围内，数据出版都处在起步阶段，我

国也是近两三年开始尝试的，基本上与世界同步。

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即发表的数据被引用情

况还没有被相关科研领域认可，是目前数据出版面

临的最大问题。对于论文的评价，现在有相对完善

的体系，比如 SCI 引用等，通过这些影响因子可以

对论文质量进行评价。但对于数据目前还没有评

价指标，对于如何引用、引用次数等都没有明确规

定，这也使得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在出版数据方面缺

乏积极性。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黎建辉认为，应该主要从

三个方面考虑，一是项目承担单位，可以先从项目

数据着手，对项目数据的评价、引用出台相关的规

定，规范数据的引用；二是提高科学共同体也就是

相关研究领域的认可，即大学、科研院所逐步转变

观念，承认数据对科技的贡献，认可数据价值；三是

从人才计划角度，可以将数据作为一种科研产品，

纳入职称评审、人才计划申报等体系，提高科研人

员内生动力。

在加强科学数据管理的考虑中，王瑞丹提出要

“发展科学数据出版，推动传统期刊论文支持数据

的汇交与公开。”

什么是数据分享的理想形式呢？王坚说，当大

家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到自己需要的“数据”时，数

据分享也就实现了。

在互联网上为科研数据办张“身份证”

第二看台

图个明白

8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举办了一场以“生
态农场、采摘天堂”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大会。当地依托绿水青
山的优势生态资源，将各类特色农产品打包推介；推出乡村采
摘游产品，将板桥镇打造成城市居民的“田园超市”。

图为游客在板桥镇的生态大棚内采摘有机蔬菜。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美丽乡村打造“田园超市”

广西钦州市尖山镇尝试把盐碱地变成虾塘，发展对虾养
殖。经过 20多年的发展，虾农们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养虾
经”，一个 10亩水塘每年的净利润能达 20多万元。目前，钦
州市已建成1个万亩连片对虾养殖基地和4个五千亩连片对
虾养殖基地，养虾已成为钦州市沿海农村的支柱产业。

图为8月11日，钦州市钦南区尖山镇九鸦村横丰自然村
一位农民在拉网收虾。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盐碱地上掘“虾”金

在安徽省安庆江豚自然保护区60公里长江干流江段，有
一支守护保护区江段内约60头长江江豚的协助巡护队，其中
有6名协巡员是自愿退出渔业捕捞的专业渔民。

自2017年 6月底以来，队员们每周进行两至三次的常态
化巡护，通过“江豚管家”手机软件，保护江豚及其栖息地环
境；及时发现、报告非法电鱼非法围网等捕捞活动；劝阻排污
等其他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为。

图为8月10日，协巡员在长江江面上检查不合格的渔网。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捕鱼人变身江豚守护者

王静婷

近期，一则“中药材三七面临无地可种危机”

的报道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事实上，稍加留意就

会发现，这一现象六七年前就已被媒体关注。几

年来，已经成为关心中医药发展的人们一直关注

的话题。

真实的三七种植情况究竟如何，它面临的难题

是否有解决之道，科研人员为此做了哪些努力？为

了寻求答案，记者来到云南文山一探究竟。

科技出手科技出手
能否解决能否解决““三七无地可种危机三七无地可种危机””
本报记者 杨朝晖 操秀英

“对三七未来‘无地可种’的担忧近年来一直都

有。”8 月 9 日，云南省文山三七研究院院长陈中坚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无法连作，

可用于三七种植的土地越来越少，“这一问题在规

模化种植后更加凸显”。

三七，又名田七、血山草，古时亦称血参、三七参

等，是中国特有的名贵中药材。扬名中外的中成药

“云南白药”和“片仔癀”等，即以三七为主要原料制成。

“去年云南文山州三七的产值约为 150亿元，种

植面积为 40 多万亩，占云南省一半。”陈中坚说，但

是由于连作问题难以解决，三七种植开始往其他地

区转移，“中药材特别讲究道地性，对土壤气候等条

件要求高，外迁的三七种植如何保证道地三七品质

是行业关注的问题。”

三七生长对土壤和气候有极高的要求，栽种

过三七的土地必须经过至少 10 年的休整期才能再

次种植。

三七不能连作的最突出表现，是种植在连作土地

上的三七容易得根腐病等病害，而根腐病已经成为三

七生产中危害最大的病害之一。出苗前，根腐病可让

芽子腐烂，呈现黄褐色，俗称“梧头烂”；生长期根部受

根腐病危害后，病斑呈褐色，此时地上部分叶片萎蔫

下垂；随着病情的发展，根皮腐烂，心部软腐，最后只

残存根皮及纤维状物，地上部分枯萎死亡。

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三七价格使种植户们正纷纷

考虑大幅增种，但适合三七种植的土地量正急剧减

少。与此同时，土地流转让规模化种植成为趋势。

土地的集中与三七不可连作的矛盾日益凸显。

连作障碍
规模化种植后问题更加凸显

“三七无法连作的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

它涉及到土壤的系统性研究。”陈中坚说。

因为是文山的支柱产业，包括文山研究院、

龙头企业苗乡三七科技有限公司等在内的机构

为此投入极大人力物力加以攻关。在苗乡科技

示范园的连作障碍研究基地，记者看到，一望无

际的黑色大棚，替代了记者一直期待的绿油油的

三七苗。一块种过三七的老土地被分成若干条

块，地头插着文山三七研究院、吉林人参研究院

等 10 多 家 科 研 机 构 的 标 牌 。 为 了 研 究 连 作 障

碍，苗乡三七公司提供试验地和三七种子种苗，

为高等院校和各科研所的专家搭建了“三七连作

障碍 PK 试验平台”。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团

队与陈中坚团队合作的三七持续种植大田示范基

地，记者看到，在三七连作地一年生和二年生的三

七被当成宝贝一样呵护在标准化的农场里。

“我们团队已经在连作障碍实验地小试成功，

突破到大田示范。现在看到的这片连作大田里的

三七，根腐病的发病率不到 10%，三七抗病新品种、

水旱轮作、绿肥回田、土壤修复等综合技术集成，将

成为解决三七连作障碍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三

七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陈中坚，保守地将眼前的成

果定义为“巨大的阶段性胜利”。

这一阶段性技术突破，得益于双方在三七连作

障碍方面十几年摸索形成的三七持续种植复合技

术体系。

“过去我们研究过多种给土壤消毒的办法，也

选育过新品种，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研究始终

没有形成体系。”陈中坚说，陈士林团队自 2004年以

来长期与文山州三七科技界保持合作关系，开展三

七的综合研究。

特别是几年前，在国家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

中心、云南省各级政府的组织统筹下，国际欧亚科

学院院士陈士林在文山建立了省、州两级院士专家

工作站，在文山学院文山三七研究院建立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三七研究基地后，明显加快了三

七的综合研究进程。

研究团队通过追踪三七根际微生物群落的变

化，了解在三七种植过程中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及组

成的动态变化，以及群落变化又如何影响作物的生

长等。这一基础研究为通过调控根际微生态环境，

以克服药用植物连作障碍提供了依据。

在此基础上，陈士林团队和文山三七研究院、

苗乡科技共同开发出已经在大田示范的三七持续

种植复合技术。

革命性突破
持续种植复合技术被寄予厚望

陈士林介绍，三七持续种植复合技术包含了从

优质种源到无公害药材流通、到消费端的整个三七

产业链，该技术体系及标准流程的建立保障了无公

害品质三七药材安全及三七产业可持续发展。

“我们选育出三七人工种植 400 余年来首个抗

病品种‘苗乡抗七 1号’，并获得新品种证书，这是三

七种植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抗病品种的应用，

将对解决三七连作障碍，降低农残和重金属含量有

及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还首次提出三七连作土壤复

合改良技术体系并应用于大田，连作土壤的修复及

改良为三七持续种植提供保障；今年六月发布的首

个无公害三七标准，为三七的高品质树立规则；完

成了三七品质溯源体系，保障了三七的质量可控。”

8 月 7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董林林博士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虽然陈中坚还在谨慎等待明年的最终大田试

验结果，“但以我多年的经验看，结果应该差不到哪

去。但这也并不能说三七连作障碍被彻底解决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说。

三七持续种植复合技术去年的试验种植面积

发展到几十亩，董林林博士说：“下一步我们要推广

扩大种植面积，同时，将继续体系里的技术产品

化。该技术将来还可以应用于人参等其他同样面

临连作障碍的中药材种植。”

技术创新让很多人看到了解决三七危机的曙

光，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三七危机实质上涉及种植

模式、市场管理、行业技术标准修订等多层次问题，

尚需各方参与、研讨。

陈士林坦言，科研领域的突破让人兴奋，但要

让好的成果惠及整个产业，还需政府、企业、行业以

及资本的共同努力。

文山三七产业协会会长曾立品也曾对媒体表

示，尊重历史传统和民间临床实践，破除体制约束

和瓶颈，打开三七药食同源的发展通道，吸引大资

本、大企业投入，才谈得上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

研发。

多方协作
除了技术还需打开发展通道

今年以来，三七产业接连迎来两个标准——
《三七种子种苗》国际标准及《无公害三七药材及饮
片的农药残留与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标准，这
也是提升三七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大突破。

三七，是我国中药材大品种，云南是三七的主产
地，产量占到全国三七总产量的98%。现阶段，国内
外对三七的社会需求量在2000万公斤左右，其中国
内需求1800万公斤，出口200万公斤以上。目前，我
国以三七为原料或辅料的生产企业达1300余家，以
三七为原料的制药工业总产值约700亿元。

《三七种子种苗》国际标准是我国继人参种子
种苗之后制定的第二个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标准，

“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对于从源头把控三七质量，
确保三七品种特性，实现三七机械化栽培、提升三
七栽培的规范化、现代化种植水平具有很强的规范
作用。”云南省质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量农药化肥的使用使中药材的产量越来越
高，但质量越来越低，药效越来越差。中药材品质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中
药协会会长房书亭介绍，《无公害三七药材及饮片
的农药残留与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标准适用于

无公害三七药材和饮片的判定，规定了无公害三七
药材及饮片中腐霉利、烯酰吗啉、戊唑醇等206种农
药的最大残留限量、5种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的最大
残留极限。其限量指标包括必检农药限量指标、推
检农药限量指标、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限量指标。而
且还要通过农药残留量检测以及重金属及有害元
素含量检测的方法进行检验。

“目前《中国药典》对三七的农残和重金属尚无
明确规定，文山三七的地理标识标准也仅规定了 4
个农残指标。”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
陈士林看来，该标准的制定源于市场的多元化需
求，是对现有三七标准体系的提升和补充完善。

三七产业迈向“标准化”

延伸阅读

在云南文山三七持续种植大田示范基地，连作大田里的三七长势喜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