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马树怀2018 年 7 月 9 日 星期一 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这是我国中医药行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

重要事件。

在 7日举办的智造中药高峰论坛上，天士

力集团、康缘药业、红日药业、扬子江药业等

国内知名中医药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在《推动

实现中药智能制造的行业共识》（以下简称

《共识》）上签字。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行业在关键时刻

的共同抉择。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

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正是这一《共识》的

发起人之一。中医药的智能制造，是见证和

推动中国中医药现代化的张伯礼近年来经常

提到的关键词。

“中医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而

产品质量是根本立足点，用不稳定的药材

生 产 出 高 质 量 的 产 品 ，需 要 依 靠 科 技 创

新。信息化、智能化和工业化融合使中药

智能制造可以实现，推动中药质量提升。”

张伯礼说。

中药智造呼唤跨界融合

“20多年来，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推动了中

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汇融合，不仅丰

富和揭示了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也推动了中

药产业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社会经济效

益。”张伯礼说，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中药工业

总产值达 9000 亿元，约占生物医药工业总产

值的 1/3，并带动形成约 2.5 万亿元规模的中

药大健康产业。

但同时，张伯礼也坦陈，我国中医药现代

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

科技结合才能产生原创性成果；中医药理论

先进但技术层面相对落后的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尤其是在中药生产制造领域，工艺较粗

糙，质控水平低。

张伯礼认为，要整体推动中药产业提质

增效发展，就需要搭乘信息化、人工智能的快

车，大力推进中药智能制造。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古老的中医药行业要敞开胸怀拥抱物

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

在去年 10月召开的首届未来中医药论坛

上，重大新药创制、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

通信等专项的技术总师和副总师及专家们共

聚一堂，对利用信息技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并形成多项共识。

本次论坛同样邀请到传化智造李仁涵教授，

联想集团副总裁、大数据事业部总经理田日

辉等相关领域专家。

田日辉认为，对于中医药行业来说，数据智

能化的核心价值，是通过深度学习等技术，对原

材料进行智能化检测分析，对生产过程和疗效

进行关联性分析，来优化生产过程，从而提升产

品质量。他说，已经在石化等行业成功应用的

相关技术或有助推动中医药的智能制造。

十年行动计划瞄准行
业痛点和难点

中药成分和作用机理复杂，因而实现其

智能化生产也更难。康缘药业董事长萧伟认

为，最难的是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

的分析处理。“在复方药中实现几个成分的智

能制造控制意义不大，但是要实现对几十个

成分的控制，以及生产全过程中它们的互相

作用，同时还要兼顾均一性，是很难的。”萧伟

认为，如何将数据变成信息，将信息变成智

慧，是行业需共同解决的问题。

天士力集团总裁闫希军则表示，中药材

的质量控制、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制剂水平

均是中药智造未来要解决的课题。

基于这些行业痛点和难点，此次论坛上，

“中药智造十年行动计划”适时启动。张伯礼介

绍道，该行动将致力于推动中药智能制造核心

技术研发、应用与推广，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

路径，推动形成行业统一行动规划及相关标准。

“人才培养是中药智造行动的一大重点任

务。”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制药工程学院李正

教授讲道。“中药智造十年行动计划”将面向智

能制药的工程人才培养，结合高校与企业资

源，建立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基地。以新工科

建设推动新时代先进制药人才培养方案的改

革。同时，以高级研修班、学术推广会议等多

种形式，建立企业人才的培训机制。

中医药发展急需前沿技术支撑
中 药 智 造 十 年 行 动 计 划 启 动

霍林河露天煤矿是我国五大露天煤矿

之一，年产煤近 3000 万吨。生态环境部 8

日通报，截至目前，该煤矿损毁草原面积达

67400亩，生态破坏情况触目惊心。

开一处矿山毁一片草原

矿山开采对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就指出，内

蒙古多年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粗放，“开一

处矿山、毁一片草原、损一方生态”现象十

分突出。

霍林郭勒市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科尔

沁草原腹地。中央环保督察发现，霍林河

矿区共有煤矿 12家，累计占用草原面积多

达 103362 亩 ，现 仅 完 成 矿 山 环 境 治 理

39251 亩。其中，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霍

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霍林河露天煤

矿，共占用、损毁草原面积 67400 亩，持续

的矿山开采在草原上留下两处深度超过百

米、总面积超过 50平方公里的巨型大坑。

矿山生产必须执行“边开采、边治理、

边恢复”原则。但督察发现，2013 年以来，

霍林河露天煤矿占用、损毁土地面积迅速

扩大，达 14000亩，6年来复垦资金仅有 419

万元，复垦面积仅 1483 亩。其中，2017 年

北露天矿煤炭产量高达 999 万吨，复垦资

金仅 10 万元，吨煤投入仅 0.01 元；南露天

矿煤炭产量高达 1799万吨，复垦资金仅 85

万元，吨煤投入不到 0.05元。

在已开展治理的排土场，部分只通过

撒草籽进行简单恢复，边坡草木稀疏，大面

积土层裸露，治理恢复效果很差。督察人

员现场检查还发现，矿区仍有 2074 亩应治

理而未治理的排土场，部分使用中的排土

场堆放不规范，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当地国土部门默许
纵容企业长期违规

督察人员还发现，作为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工作的主要监管部门，通辽及霍林郭

勒市国土部门 2014 年就已发现霍林河南、

北露天矿采矿规模由 1500 万吨/年增加至

2800 万吨/年，但对该矿的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工作仍按照原有能力监督管理，

导致矿山生态恢复保证金无法足额征收，

矿区恢复治理面积严重不足。

而且在督察问询时，通辽、霍林郭勒两

级国土部门对于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缓慢现状视而不见、互相推诿，6 年来从

未对企业提出整改要求，从未对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查处，长期默许纵容企业违

法违规行为。甚至在现场检查时，霍林郭

勒市国土局百般遮掩，对企业存在问题不

愿说、不敢说、说不清，还向督察组谎报企

业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面积等。

环境部表示，霍林河露天煤矿自 2013

年至今合计违法占用草原 5436 亩，但一直

没有上报。市农牧部门在日常监管中从未

对该企业违规占用草原问题进行处罚，监

管缺失，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对上述问题，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副

组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要求当地党

委、政府对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法；企业必

须加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不欠新账，多还

旧账，确保把矿山开采对草原生态环境的

破坏程度降到最低。

（科技日报北京7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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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操秀英

7 月 5 日傍晚，在风浪骤起的安达曼海海

域，两艘载有 127名中国游客的船只在返回普

吉岛途中倾覆。

此前，泰国副总理巴威表示，4 日至 6 日

泰国气象厅已经发布了气象预警，禁止普吉

海域船只出港。涉事船只属于不顾警告，擅

自出海。

木焱（化名）是普吉岛的一名潜水教练，

经常会随船出海，教学员潜水。她向科技日

报记者表示，没有所谓的违规出海，5 日当天

所有潜店都没有收到禁止出海的通知。

对他们来说，“禁止”的信号很明确——

码头的旗杆上挂红旗。

在此之前，木焱也遇到过风暴预警。预

警一般会于头一天下午之前下发，通知到潜

店和船公司，公司再告知教练和顾客，第二天

安排的出海行程也会全部取消。

“无论预警下发的流程是怎样的，码头上

都没有收到通知。”木焱说。证据有二：一是

码头上的接驳车没有停止运营，二是当天普

吉岛查龙码头上挂的旗帜为绿色。

绿色代表气候条件良好，可以出海。

环球网 7 日晚间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一细

节。而且，普吉岛上多位潜水教练表示，挂绿

旗是“事实”。一位潜水教练在朋友圈上写

道，当天晚上 7点，码头上还是绿旗。

根据新华社报道，当天出海的中国游客

反映，从未获知出海预警，在码头上也没看到

红色禁止出海标志。

网上还流传着一份泰国气象局 5 日发布

的紧急通知书。

通知书上写，本月 5—12日泰国海及安达

曼海域有大风浪，泰国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

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靠近泰国海及安达曼海

海域的渔民出海要小心，船最好暂时不要出

海。通知日期为 7月 5日 16时。

半个小时过后，风暴就袭击了安达曼海

岸，甚至一度造成了城市道路供电中断。

木焱介绍，一日游游船一般都是早上八

九点出海，下午四五点回到码头。此时事故

船正在返航途中，海面状况变化突然，无法立

即开到港湾避风。

“岛上潜店都没接到信息，码头绿旗高

挂，接驳车照常运营，这是政府管理的失误。”

不过，根据幸存者的表述，倾覆船只在安全规

范方面也存在问题。木焱说，她无意推卸船

只责任，只想说出她所知道的事实。“没有潜

店想冒险出海，没有谁要因为挣这一点钱去

玩儿命。”

事故发生后，木焱介绍，在普吉岛的中国

及部分外国的潜水教练第一时间自发开展了

救援。倾覆船只之一“凤凰号”的老板在潜水

群里发出请求支援的信息后，“普吉中文潜店

能出海的大船马上安排出海救援了”。现在，

教练们都不愿意多说救援情况，因为“画面太

冲击，心里太难受”。

据悉，中国蓝天救援队已召集多名心理专

家，将抵达普吉岛对现场人员开展心理干预。

普吉岛潜水教练：沉船事故前并未收到出海禁令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之际，7
月7日，中国22家抗战类纪念馆共同举
办的《伟大抗战 伟大精神》主题展览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展览
展出120余幅照片、281件文物，并运用
科技手段让观众以看、听、触、唱等多种
方式了解抗战历史，全方位展现中华民
族伟大的抗战精神。

图为观众观看抗战题材雕塑。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珍贵文物

展现抗战精神

科技日报重庆7月8日电（记者雍黎）消

化道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有了更有效的方法。

7月 7日—8日，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内镜医师学

术大会在重庆召开，会上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

中心联盟正式成立，将推进消化道肿瘤筛查、

早诊、早治防控体系的建立。会上，首批 79家

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基地医院揭牌。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上海）主任李兆申介绍说，在国家“十

二五”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下，国家消化病临床研究

中心依托协同研究网络开展了全国多中心胃癌

筛查研究，建立了新型胃癌筛查评分系统用于胃

癌初筛，具有良好的筛查效能，实现了用最低的筛

查成本检出尽量多的胃癌中高位的目标。

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成立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记者从 7 月 7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8 年年会“绿色

产业与乡村振兴”主题论坛获悉，我国林业产

业产值已从 1994年的 1337.5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7.1万亿元，23年增加 53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彭有冬说，全

国有 46 亿亩林地、60 亿亩草原、8 亿亩湿地、8

亿亩可治理沙地，这既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

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农牧民就业增收的重

要载体。

我林业产业产值23年增加53倍

夏日傍晚的沙滩上，光着脚丫的孩童

们挖着沙子，垒着城堡。人们三五成群地

围坐在一块拍照聊天，其乐融融。远处伫

立岸边的一排茅草亭，更是平添了几分神

似海滨的味道。这是记者日前随“走近最

美的家乡河”采访团在渭河陕西咸阳段看

到的一幕。

“我们这里也有‘马尔代夫’！”57 岁的

咸阳市民田女士自豪地对记者说道。在网

上得知咸阳版“马尔代夫”开放的消息后，

她便时常带小孙女过来玩耍。紧邻“马尔

代夫”的是一大片运动场地，深红塑胶跑道

搭配绿茵足球场，吸引了不少前来锻炼的

市民。

广为市民点赞的咸阳版”马尔代夫”得

益 于 渭 河 咸 阳 城 区 段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的 实

施。咸阳市水利局副局长邢博介绍，通过该

工程的建设，新增水面 6200 亩，新建人工沙

滩 3.2 万平方米，铺设健身步道及园路 29 公

里，种植色带、花卉、草皮等地被类植物 66

万平方米。

“我们遵循‘以生态治理为主，恢复河道

自然属性，扩大水域面积，建设景观功能区’

的建设原则，力争把渭河咸阳段打造成为最

美的生态公园、最大的全民健身长廊、最亮丽

的城市会客厅。”邢博说道。

事实上，不只是咸阳，此次采访途经的

岐山、杨凌、渭南等地，在陕西渭河综合整治

过程中建设了一系列的湿地公园。站在几

乎步步是景的湿地公园里，你或许很难想

象，过去的渭河曾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

“关中下水道”。

“人们对渭河的依赖和掠夺式利用，曾使

得渭河不堪重负，上游干了，中游臭了，下游

淤满了，河流功能一度几近丧失，‘小水大灾’

时有发生。”陕西省渭河生态区管理局局长党

德才回忆道，尤其是 2003 年 8 月发生的渭河

洪灾，使得华阴、华县地区一片汪洋，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创。

2010 年，陕西省委、省政府作出在“十二

五”期间渭河陕西段全线综合治理的重大部

署。据介绍，经过沿渭多地的共同努力，渭河

综合治理基本实现“洪畅、堤固、水清、岸绿、

景美”的目标，沿渭群众也由过去的怕水转变

为现在的乐水。

渭河治理带来的不仅是“绿水青山”，也

是“金山银山”。在党德才看来，渭河治理带

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产业聚

集效应，高新区、工业园区和生态经济区等一

批高效农业和低碳环保产业、傍河小城镇建

设开始沿河布局，8个沿渭重点小城镇建设已

经启动。

“要说渭河治理对城市发展起到什么作

用，眉县城区的变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眉县水利局局长王世平说道。他介绍，过去，

眉县城区面积不到 6 平方公里，随着渭河整

治、堤防加固，县城得以北移，目前城区面积

扩展到近 12平方公里。

在渭河综合治理中尝到甜头的陕西，显

然有着更大的雄心。2016 年 2 月，陕西省委、

省政府提出设立总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的

渭河生态区，启动实施二期规划，成立渭河生

态区管理委员会，组建渭河生态区管理局。

渭河生态区范围西起渭河陕西与甘肃交界,

东至渭南潼关入黄口，沿渭河两岸堤防向外

侧按城市核心区 200米、城区段 1000米、农村

段 1500米控制，形成一个长约 512公里，宽约

1—6公里的“绿肺”。

“渭河生态区的设立，标志着渭河治理进

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将力争经过

5 年努力，实现沿岸生态环境优美、历史文化

相连、产业集群发展、基础设施完备的特色生

态区目标。”党德才展望道。

过 去 怕 水 现 在 乐 水
——“走近最美的家乡河”之陕西渭河见闻

本报记者 唐 婷

经过一年多来的野外调查，广西在恭

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新发现 1 个石墨矿

床，在博白县黄凌镇发现 2 个石墨矿（化）

点，圈出了 3个晶质石墨成矿远景区，填补

了广西石墨矿的空白，实现了石墨矿找矿

零的突破。

近日，广西国土资源厅组织专家对

2017 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广西石墨矿

资源调查及潜力评价”项目进行了野外

验收。专家组通过听取项目汇报、审查

资料及野外实地检查，一致认为该项目

找矿成果显著，对广西石墨资源开发意

义重大。

一直以来，广西尚未有石墨矿登记，对

石墨矿的研究程度很低，相关的资料很

少。1949 年以来，就曾有地质、冶金、煤炭

等多支地勘队伍在广西范围内开展石墨矿

找矿工作，由于技术、经费等种种原因，始

终没有取得突破。

“作为勘查单位，我们克服资料稀缺、

经验不足等诸多困难，在恭城瑶族自治县

莲花镇新发现 1 个石墨矿床，在博白县黄

凌镇发现 2个石墨矿（化）点，圈出了 3个晶

质石墨成矿远景区，初步估算矿床晶质石

墨矿石资源量约 150 万吨。”广西区域地质

调查研究院院长潘罗忠说。

2016 年，广西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

具有广西特色，集产品研发、推广应用、技

术服务于一体的石墨烯产业体系。当年，

广西启动石墨矿野外勘查工作。

“本次石墨矿的发现可为广西石墨烯

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资源保障，对石墨烯

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广西区域

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建辉表示，随

着广西大力发展石墨烯产业体系，石墨矿

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地位则更加凸显。

“接下来，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将加大对

优质石墨资源的再调查评价，努力勘查一

批更优质的石墨资源基地，为下游高端的

石墨烯材料、新能源负极材料等产业提供

上游资源。”潘罗忠说。

（科技日报南宁7月8日电）

广西结束无石墨资源历史
新发现晶质石墨矿石资源量约 150万吨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周
慧）记者从合肥工业大学获悉，该校科研人

员首次成功探明了功能性基因 DFR1在植

物面对恶劣环境时调节适应能力的机制，

为提升农经作物抗冻抗旱能力开辟了新的

理论路径。研究结果日前发表在国际著名

学术期刊《细胞报告》上。

该校科研团队在 2005 年首次发现功

能性基因 DFR1，并通过比对证实，该基因

普遍存在于各种植物中。为探明其基因调

控机制，该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曹树青

教授课题组与刘永胜教授课题组合作，成

功克隆该基因，并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开

展了系列研究。研究证实，该基因通过调

控植物细胞中脯氨酸的动态平衡，实现植

物对各种环境胁迫的应答反应。

脯氨酸是植物细胞重要的渗透压调节

剂，参与维持膜结构和蛋白质的稳定性，但

过多积累会导致细胞生理机能受损。研究

发现，在正常环境下，模式植物拟南芥中该

基因保持极低的表达量，从而维持脯氨酸

的稳态平衡。

实验结果表明，将模式植物置于干旱

或低温环境后，DFR1 基因的表达量立即

急剧增加高达 400 倍，植物细胞中脯氨酸

含量也随之升高 50倍，并在恶劣环境中一

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在该基因的调控作用

下，DFR1 表达植物对恶劣环境的耐受性

大幅提高，在持续 18 天重度干旱或 12 小

时-8℃冷冻处理条件下，其植株存活率较

野生型提升 3至 4倍。同时，在拟南芥脱离

恶劣环境后的 3至 6小时内，该基因表达量

便急剧下降，导致 PDH 和 P5CDH 活性被

快速释放，从而加速脯氨酸的降解，并恢复

在恶劣环境中造成的细胞生理机能损伤。

这一成果可大幅提升植物在恶劣环境

中的存活率和生物量，在农经作物抗逆分

子育种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植物适应恶劣环境机制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