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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鲁 文 化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在民族医药体

系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是齐鲁脉

学 发 展 的 深 厚 文 化 土 壤 。 三 千 年 的 脉 学 发

展 中 ，齐 鲁 大 地 涌 现 出 的 医 学 名 家 灿 若 星

辰，从医圣扁鹊到淳于意、王叔和、翟良、黄

元御，再到近代的孔伯华、刘惠民、陆永昌，

现代的金伟。

龙头舞则团队活

秉承齐鲁脉学实用、开放、重传承之风，齐

向华将脉诊这一瑰宝传承下来，并不断发展创

新，建立了“系统辨证脉学”这一新的脉学体系，

将中医脉学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高峰。

齐向华教授学术团队始建于 2008 年，目

前，团队由正高职称 3 名、副高职称 3 名、中

级职称 5 名及博硕士研究生共 20 余人组成，

人才梯队合理。团队以脉学为研究核心，分

化出脉神、脉心、脉病和脉络等多个方向，强

调 脉 与 机 体 健 康 状 态 的 密 切 相 关 性 。 2017

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山东省各级领导、

山东省中医院领导的大力重视和支持下，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成立了齐向华科技领

军人才创新工作室，医院积极为工作室的发

展提供人力资源各项工作条件，并对工作室

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发展空间。

坚守创新锻造“杀手锏”

“系统辨证脉学”体系是齐向华教授在融

合古今脉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长期临床

实践经验及现代研究成果形成的开放性脉学

体系。“系统辨证脉学”依据系统论的原理和

方法，将脉象信息看做一个系统，运用认知心

理学、现代信息学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将复

杂的脉象系统分化为 25 对脉象要素，并用现

代物理学术语进行描述；运用中西医学知识辨

证思维，贯穿分析脉象要素中西医形成的机制

及要素之间的医学逻辑关系，为病因、病机、

证候、西医疾病辨识，提供可靠的依据，形成

中 医 脉 学 发 展 的“ 领 舞 者 ”
——齐向华科技领军团队创新纪实

本报记者 王建良

齐向华教授系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
研究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
脑病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山东中医药
大学脉学研究中心主任，济南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扁鹊脉学文化传人，北京
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兼任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脉象研究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山东中医
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先后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脉学重大
科研课题 20余项，在学术期刊发表
高水平论文 100余篇，出版《辨证脉
学》《系统辨证脉学培训教程》《名家
论脉》，出版国内外首部脉学教程《系
统辨证脉学培训教程》，组织制定首
个国际脉学教学标准“中医脉诊特色
技术教学基本要求”。

近日，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中国高新区研究

中心联合编写的《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7》（以下简称

《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中关村、上海张江、杭州、武汉、

深圳、广州、成都、西安、合肥等高新区的创新能力继续处在国家

高新区的前列；位于二线三线城市的高新区后发优势正开始展

现。中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指数 2016 年平均增速达到

11.0%，在四大地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最高，中部崛

起的势头最为强劲。

东湖先行先试，政策推动做优园区指数

据了解，截至 2016 年底的全部 146 家国家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

区（简称 146+1家国家高新区）为评估对象，其中，三类园区中的第一

类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全国共有 6家，包括中关村、成都、上海

张江、深圳、武汉、西安。

评价指标体系由创新资源集聚、创新创业环境、创新活动绩效、

创新的国际化以及创新驱动发展 5个方面构成。2016年国家高新区

创新能力总指数增长了 18.2 点，对总指数增长贡献最大的是 5 个中

的“创新创业环境指数”，其次是“创新资源集聚指数”，从区域来看，

中部地区国家高新区正是由这两项指标带动。

环境塑造离不开政策推动。《报告》指出，作为推进自主创新和

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先行先试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东湖

高新区通过实施“黄金十条”政策，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方面

政策突破性较大。

探索新型孵化，“万亿俱乐部”武汉榜上有名

截至 2016年底，进入“万亿俱乐部”的有 4个国家高新区，分别为

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和西安，园区营业收入均超万亿元。省会城

市中，高新区 GDP 占其所在城市 GDP 比重超过 30%的有 3 家，分别

为西安、乌鲁木齐和武汉。

企业挑了大梁。截至 2016年底，企业净利润总额排名前十的国

家高新区中，武汉东湖高新区位列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后，排名第

4。从上市企业数排名来看，武汉排在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之后，

与广州国家高新区并列第 4。

同时，武汉的科技转化能力不输创新实力。企业 2016年完成的

技术合同交易额超过 50亿元的国家高新区有 9家，武汉位列第 5位。

这离不开武汉东湖强大的孵化功能。2016 年，东湖高新区众创

空间数达 66家，跻身前 3，被获赞“通过不断探索新型孵化模式，使创

业资源实现跨区域共享、创业经验得到有效积累和跨区域传播、传

承，进一步推动了承载创业活动的新型孵化器和创业空间的专业化、

市场化、多元化发展”。

国家高新区中部崛起势头强劲

东湖高新区挺进“万亿俱乐部”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李 佳
1 月初，作为我国首家以激光薄膜为特色

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院背景的中科强光

（天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把“家”安在了天津

开发区。相距不远，一家致力时尚产业以新媒

体数字精准营销为方向的科技公司也同时开

门营业……

历经 33 年高速发展，以制造业见长的天津

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如何保持区域活

力？记者近日走访了区内多家科技企业，探寻

天津开发区科技驱动下的“创新因子”。

制造业“特长生”探路——

天津开发天津开发区集聚创新因子活力转型区集聚创新因子活力转型
本报记者 孙玉松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延展，中国正与俄

罗斯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

路”。随着这一合作的推进，天津开发区有越来

越多的企业参与其中，除了传统装备制造企业，

更有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创新型科技企业。

在位于泰达中小企业园的天津海之星水下

机器人有限公司里，来自俄罗斯的科研人员正

在调试一款水下机器人，只见一个灵巧的小家

伙正在测试区里绕池游波，潜底戏水……

“这些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水下探伤、水下清

刷等领域。”天津海之星水下机器人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邹永春介绍说，“我们与俄罗斯自然科学

院合作，共同研发的空化射流水下清刷设备，与

传统人工清刷、高压射流相比，更加节能环保、

安全高效，可真正实现船舶、海油平台等水下部

分的全自动化无人操作，该项目填补了国内水

下清刷机器人领域的行业空白。”

据介绍，海之星与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

洋研究所等知名院所拥有多年合作基础，今年成

立了海之星（天津）中俄海洋高新技术研究院，这

也是俄方在华唯一产业转化平台，承接中俄“冰上

丝绸之路”的重大科研项目及国际工程合作。

“积极对接国家倡议。通过技术的不断革新

和产品的不断升级，不仅助力‘冰上丝绸之路’的

打造，也借势为企业打开了国际市场。”邹永春

表示。

水下机器人填补空白
借力倡议勇闯国际市场

人工智能，无疑是 2017年的热词之一。

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工业4.0”发展

新趋势，天津开发区启动建设“智能产业区”，以

智能制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天津中科智能产业识别技术研究院瞄准大

数据时代智能识别技术的重大发展契机，积极引

进创新企业资源，协同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让

智能科技与传统结合，驱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

级。天津中科智能识别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张堃博介绍，研究院基于国际先进虹膜和人脸识

别的算法，利用虹膜和人脸双模态生物特征识别

技术，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远距离虹膜人脸一体化

识别系统，通过多线程识别技术研发的人脸识别

技术，最多可同时检测 30人，拥有极高的识别通

过率，在门禁系统、社区安全、安防、海关、机场、

银行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我们正在与铝合金制造骨干企业立

中集团在智能制造领域进行战略合作，利用人

工智能科技为传统产业赋能。”张堃博介绍说。

此外，研究院还通过积极建设国际一流的

智能识别数据库，为天津市智能识别产业集群

提供公共技术平台，数据平台实现了虹膜、人

脸、指纹、步态等多模态共享、跨设备的数据采

集，通过对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确保智能识别

系统正常运转，积极对接“中国制造 2025”，促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30张脸能同时识别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

起步于 2006 年的飞旋（亿昇）科技，是国内

第一家完整掌握磁悬浮高速旋转机械整体核心

技术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产品 2016 年入选

国家工信部节能目录，获评“能效之星”。

“ 磁 悬 浮 技 术 具 有 实 现 高 效 节 能 、智 能

控 制 、免 维 护 等 新 特 点 ，市 场 前 景 广 泛 。 比

如 主 要 应 用 于 污 水 处 理 领 域 的 磁 悬 浮 鼓 风

机 ，一 台 200 千 瓦 鼓 风 机 ，按 照 节 能 30% 计

算，一年可节约 48 万度电，而产品寿命可达

到 15 年以上，两年即可收回成本，整个生命

周 期 内 的 节 能 效 益 非 常 显 著 。”天 津 飞 旋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工 程 师 沙 宏 磊 透 露 ，截 至 目

前，磁悬浮鼓风机已在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

区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支持飞旋（亿昇）科技脱颖而出的法宝便

是人才。谈起创新团队，天津飞旋科技有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洪 申 平 表 示 ：“ 我 们 以 科 技 为 引

领，培养了一支创新能力强、科研水平高的研

发团队，核心的研发成员都是清华大学毕业

生，总研发人数将近 50 人。与互联网研发相

比，尽管装备制造产品工艺研发周期长，但我

们的团队攻坚克难，在产业化道路上不断前

进。下一步，随着国家对高端制造的政策引

领，我们将把自主研发的磁悬浮技术继续在

不同行业进行产业化，助力由中国速度向中

国质量的转变。”

2017 年，天津开发区全年新注册科技类企

业 747 家，新认定科技型企业 787 家，累计达

6976 家；新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75 家，累

计达 441 家；规模过亿元科技企业新增 58 家，

累计达 545 家……不断更新的数字背后，正是

日益聚集的创新因子，不断拓展“朋友圈”，为

天津开发区转型升级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发展

动力。

鼓风机年可节电48万度
创新团队成就中国质量

对疾病过程的“系统诊断”“形神一体化诊断”

“活体功能态判断”。

通过“系统辨证脉学”指导临床研究，齐

向华团队发现人类的心理情绪是许多疾病的

源头，由于“心理紊乱状态”导致机体一系列

病机演变，逐步分化形成了各种躯体疾病，形

成了从诊断到治疗的完整“系统诊治”模式，

发展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中西医汇通，在许多

领域深化了中医理论。

“系统辨证脉学”临床应用中，通过“凭脉辨

证”，形成“脉—证—治”相应，并建立新“脉方

（药）相应”“脉针相应”和心理治疗的临床系统

治疗模式。“系统辨证脉学”脉象要素及系统的

形成，为中医脉学与现代工程技术的沟通构建

了桥梁，为实现脉诊技术的可视化、客观化和科

学化奠定了基础。“系统辨证脉学”明确揭示疾

病发生发展过程，准确指导病因、病机辨识，指

导系统医疗和精准医疗，实用性强，适宜基层学

习与推广，并在指导养生保健、治未病方面发挥

巨大作用。

打造行业龙头走向世界

在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大力支持的机遇下，

齐向华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工作室秉承脉象服

务人类大健康的全局理念，以开阔的胸怀，吸

取融汇多学科的知识，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

科研合作，加速脉学的创新发展，突破一批制

约脉诊客观化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掌握一批

脉学领域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在理论、技

术、管理等方面形成国内国际规范和标准；以

“系统辨证脉学”为基点，进一步形成一批新

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工程学

技术，解决脉搏信号传感、脉搏信号采集与处

理、脉搏信号智能分析、疾病辅助诊断及治疗

等相关脉诊科学化和客观化问题，研发智能脉

诊仪及系列诊治仪器与设备，做成集产品研

发、科技创新、信息交流、科技成果转化和人

才培训等多项职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科研

和推广平台，成为引领山东省乃至全国脉学发

展的行业龙头，并走向世界。

人物档案

领导视察齐向华教授的脉学研究室领导视察齐向华教授的脉学研究室

天津中科智能识别产业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光场相机天津中科智能识别产业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光场相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玉松孙玉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