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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至 24 日，第十五届国际络病学大会在北

京成功召开。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中国工程

院三局局长易建，陈凯先、葛均波、高润霖、张运、吴以

岭、于金明等 15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中国、美国、加拿

大、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共 200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大会

现场。千余个视频分会场同步直播，超过 30000名医学

界同仁同步收看会议盛况，为历年来影响人数最多、覆

盖地区最广的一届络病学术盛会。

王国强在开幕式致辞中对络病学研究取得的系列

成果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以吴以岭院士为代表的络

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努力创新，以络

病理论为指导推动了临床特色学科建设，显著提高了

心脑血管、糖尿病等临床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和水平，

在此基础上促进了一系列创新药物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发展，形成了“理论—临床—新药—教学—产业”中医

药理论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发展的新模式，为中医药

创新发展以及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挥了重

要的示范作用。国际络病学大会已经召开了 15 届，成

为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和品牌，希

望大会能够认真总结十五届以来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成

果，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机制和内涵。

易建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国际络病学大会已成

为促进我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开展战略执行、组

织学术出版、加强国际交流、使工程院发挥高端智库作

用的重要抓手，学术引领直接体现国家竞争力和文化

软实力，是工程院国家高端智库体系的重要部分。不

断推进中医药络病学的国际化进程，必将为中医药事

业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Ikhlas A. Khan 教授在开幕式

上说，屠呦呦教授的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中药

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们也会在中药方面做出新的工作、

新的努力。密西西比大学和以岭药业签订了合作协

议，在新药研发领域开展对天然物化学分析、药理机制

和临床研究等方面的广泛合作，推动新产品在美国及

其他国家的注册。密西西比正在开展针对大复方中药

连花清瘟的临床研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我们会努

力迎接这个挑战。

美国杜克大学临床研究中心 Eric D.Peterson 教授

在开幕式致辞中说，疾病并没有国界，不管中国还是美

国，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一直致力于在国内用中

医药改善国人的健康，希望能够通过大规模的随机对

照临床实验证实中医药的有效性。

在大会主论坛环节，作为络病学科创立者和学术

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教授作题为《络病学研

究 40年回顾与展望》的专题报告，系统回顾了络学研究

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形成了我国中医、西医、中西
医结合研究团队

40 年来，吴以岭院士始终致力于中医络病学术及

临床研究，吸引了一大批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生物

学专家学者，形成了以中医为主体、多学科交叉的研究

团队。通过发挥络病研究团队高层次人才专家优势，

加强各级学会和国际学会建设，加强学科建设与络病

学教学人才培养，深入开展络病学国际学术交流。

从 2004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成立至今，建

立起了遍布全国的省、地市络病专业委员会，脉络学说

指导建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血管脉络病专业委员

会，创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络病专委会。

2005 年至 2015 年间，络病理论与创新中药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络病重点研究室先

后获批成立，围绕络病理论传承创新临床重大疾病证

治规律、中医新药研发关键技术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多年来培养了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

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卫生部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级“领军人才计划”

和高端人才等一批高层次人才。

络病学国际学术交流也如火如荼。迄今为止，越

南、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成立

络病学会，并不定期举行络病高峰论坛、络病学术交流

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地

区）中医络病学的医疗、教学、科研的合作与发展。

获得一批国家研究成果

络病理论创新研究是近年来中医药继承与创新的

典范，吴以岭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先后承担国家 973、国

家 863、国家十五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等国家、省部课题 30余项，围绕络病理论开展了

大量研究，获得一批国家研究成果。中医络病学被确

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新世纪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创新教材《络病学》成为包括首都医

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

大学等全国 40 余所高等医学院校本科生、硕士生的学

习课程，累计近 10万名医学生受益。

将中医整体思维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系统构建络

病研究三大理论框架——“络病证治”“脉络学说”和

“气络学说”，形成指导临床疑难杂病、“脉络—血管系

统病”和神经、内分泌、免疫类疾病的系统理论，属于重

大理论原创。络病理论指导临床心血管病科建设和发

展，发展成为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区域诊疗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疑难疾病中西

医临床协作试点单位，显著提高临床重大疾病防治水

平。络病理论指导研制出通心络、参松养心、芪苈强

心、连花清瘟、养正消积胶囊和津力达颗粒等 10个创新

专利中药，受到国际医学界的肯定和关注，7 个列入国

家医保目录，6个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5个列入国家基

药目录，5 个列入中华医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等

颁布的疾病诊疗指南及专家共识。通络中药先后荣获

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4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等国家、省部科技奖励 30余项。

络病学研究仍在向更深入的领域进军。不久前，

河北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教授领衔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脉络学说营卫理论指导系统干预心血管事件

链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这既对开辟心血管事件链关键

病理环节临床治疗有效新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对

40年络病学研究的薪火传承。

络病学国际合作研究方兴未艾

随着络病学研究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多家

国际医学科研机构相继与吴以岭院士开展学术交流与

合作，对通络方药开展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大量

成果。

大量络病学国际合作正在开展，美国杜克大学

以及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医疗机构已经加入到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脉络学说营卫理论指导系统干预

心血管事件链研究”项目中；与美国得克萨斯州贝勒

医学院合作开展的“通心络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

用及分子机制研究”课题，以及与美国杰克逊实验室

合作开展的“中药肌萎灵冻干粉质量及作用机制研

究”课题，均列入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与荷兰

莱顿大学合作的“复方中药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

心力衰竭联合研究”列入河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

划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并围绕心血管疾病、传染性疾

病等领域开展合作；“密西西比大学—以岭天然药物

研究院”将围绕中医药临床中心、药代检测、新产品

研发等开展深入合作。

络学研究创新的丰硕成果开拓了中医药现代化发

展新途径。随着每年一届的国际络病学大会，以及不

定期开展的中韩络病论坛、中俄络病学术论坛等带来

的国际学术交流，英文版《络病学》在世界各地发行，

《络病学》英文版课程在新加坡中医学院、南洋仲景学

院等海外高等医学院校开课，多个国家民众通过了解

络病理论认识了中医药，更认同了中医药的宝贵价

值。一批通络中药已经进入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加拿大、俄罗斯等市场，在国际市场

中广受好评。

吴以岭院士在大会间隙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3000年之久的络学研究，是历史留给当代人的重大

课题。中医药学是中国的国宝、特色，博大精深，随着

它的价值被人们慢慢发掘，它也越来越受到西方人的

重视和欢迎。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脉络学说营

卫理论指导系统干预心血管事件链研究”的 5个子课题

中，每个课题都有国外知名专家参与合作，通过国际化

团队的研究数据、临床试验，来证实中医药的有效性，

宣传推广中国的中医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希

望络病学创新理论走向全世界，造福全世界人民，为推

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中 医 药 学 术 发 展 的 重 大 创 举
——第十五届国际络病学大会总结 40 年络病学研究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宋 莉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教授作题为《络病学研究40年回顾与展望》
的专题报告。

在第十五届国际络病学大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左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杨跃进教授（左二）、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姚晨教授（左一），以及美国杜克大学的Eric D. Peter-
son教授（右三）和冼颖教授（右二）等国内外专家参加“中国通心络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心肌保护作
用研究”启动会仪式。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 25 日

发布的一份气候学研究报告，美国加州理

工学院科学家进行的一项高分辨率模拟研

究指出，较高的大气二氧化碳（CO2）浓度

（约为现有水平的 3倍）或将造成层积云消

散的严重后果。除了 CO2水平升高本身引

起的变暖外，层积云消散还可能导致全球

升温最高达 8℃。

在多数情况下，层积云是水汽通过空

气的波状运动以及乱流混合作用凝结而形

成，有时则是因强烈的辐射冷却而形成。

层积云全球皆可出现，在凉爽的海洋和沿

海地区尤为多见。数据表明，层积云大约

覆盖了地球 20%的低纬度洋面，在维持地

球能量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其他云

种不同，层积云的维持主要依靠云顶的冷

却，而不是来自地球表面的热量，这让层积

云可能会受到地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升高

的影响。

此次，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塔皮

奥·舒耐德及其同事运用高分辨率模拟，

在大气 CO2 水平升高的条件下模拟出层

积云最活跃的云尺度过程。由于这些云

尺度过程通常较小，此前大部分气候模式

都难以模拟。

在研究团队的最新模拟中，层积云会

在 CO2 浓度超过 1200ppm（体积含量的单

位，1ppm=百万分之一）时发生消散，并会

对全球平均表面温度造成严重后果。此

外，层积云一旦消散，只能在温室气体水平

低很多的条件下重新形成。

科学家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层积云

的消散对过去温室气候的形成可能有过推

动作用，比如 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

如果云大规模的消散，地球就要遭

殃。层积云，呈条状、片状或者团状，它的

维持靠的是云顶冷却。倘若大气中 CO2浓

度超标，层积云就会被“热跑”。层积云一

旦被热跑，又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让失

去遮蔽的地方温度继续升高。科学家认

为，层积云消散可导致全球升温最高达

8℃。温室气体增多的影响涉及到诸多方

面，其后果可能比科学家用大型计算机推

演的还要糟糕。各国都需落实减排承诺，

否则，当这“人祸”的后果凸显，人类连“带

着地球去流浪”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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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 25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太空网近日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 司（SpaceX）研 制 的 宇 宙 出 租 车——“ 载

人龙”飞船（Crew Dragon）将于 3 月 2 日进

行首次试飞。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试飞

是 名 为“ 展 示 -1”（Demo-1）的 不 载 人 任

务。如果进展顺利，将于 7 月启动载人飞行

测试。

SpaceX 称，飞船将搭乘“猎鹰 9”号火箭，

从卡纳维拉尔角起飞。如果这次任务延迟，

备选时间为 3月 5日、8日或 9日。

2014 年，SpaceX 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签订了 26 亿美元的合同，开发“载人

龙”飞船。NASA 也与波音公司签署了类似

的协议（价值 42 亿美元），后者正在建造的载

人飞船“星际客车”（Starliner）计划于 4月前进

行首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无人飞行测试。

这两家公司的目标都是在美国本土实施

载人航天任务。自 2011年 NASA的航天飞机

退役以来，美国一直借助俄罗斯的“联盟”号

飞船让美国宇航员进出国际空间站，每个座

位的成本约 8000万美元。

“载人龙”飞船建立在 SpaceX 的“龙”货

运飞船的基础上，但两者之间仍有很大差

异。最明显的区别是，“载人龙”飞船有 7 个

座位、一套生命支持系统、一个供宇航员使用

的触摸屏控制台。此外，飞船还配备 8 个“超

级天龙座”逃生引擎，可在紧急情况下使飞船

脱离危险。

“展示-1”将对“载人龙”飞船的多个系统

进行测试。SpaceX 称，数据收集工作将由飞

船上一个身着宇航服、载有传感器的假人辅

助进行。

如果“展示-1”任务进展顺利，这艘“载人

龙”飞船将于 6 月进行不载人的高空中止测

试，使“超级天龙座”投入使用。

据悉，“展示-2”（Demo-2）载人任务将

于 7月进行，送两名 NASA宇航员进入国际空

间站，有望开启私营载人航天的新时代。

美“载人龙”飞船3月进行首次不载人试飞
如任务顺利将于 7 月进行载人试飞

“载人龙”飞船将于3月2日进行首次不载
人试飞。 图片来源：太空网

科技日报莫斯科2月25日电（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国立叶夫多基莫夫口腔医科大学

与莫斯科国立“斯坦金”技术大学联合，研制

出一款新型外科手术机器人平台，从牙科到

神经外科等各种医疗临床手术都可以使用。

莫斯科口腔医科大学发展项目管理部门

负责人伊格尔·罗曼年科称，该外科手术机器

人平台包含导航、手术规划和两个机器人三

部分，其中两个机器人一个是全自动的，一个

是手动的，属于机械手臂型。手动机器人（机

械手臂）的外形很像一座台灯，被固定在手术

台上用来管理和控制各种手术工具，包括手

术刀、活检针、激光灯等。另外，还有一个可

视化和导航系统平台，可以根据患者器官的

数字模型规划手术，并通过视觉系统在计算

机屏幕上观看手术的进程。

伊格尔·罗曼年科说，研制该外科手术

机器人平台的本质是实现外科“智能手术”，

手术时不需要外科医生参加，机器人做手术

的准确性要比外科医生高。手术执行的顺

序和时间由外科医生决定，之后，计算机程

序将手术规划转化为一组自动算法，医生按

下 Enter 键后手术程序启动，并开始控制整

个手术过程。当然平台上还有个红色按钮，

以便医生可随时叫停机器人。从概念上讲，

该手术平台与无人驾驶汽车的工作原理很

相似，无人驾驶汽车目前还需人类司机进行

控制。

研究人员指出，该手术平台与目前市场

上类似的机器人手术平台不同，主要区别在

于使用了自主机器人，而目前在全球数百家

医院使用的著名手术机器人“达芬奇”只是一

个辅助手术平台。

据悉，研究人员已研制出了样机，并能够

在人体模型上完成包括脑活检、口腔软组织

激光切割、用自体干细胞消除龋齿等 5种外科

手术。

有关专家指出，该平台中的机械手臂近

几年内就可以出现在医院，而全自动手术平

台进入临床可能还需要 5年时间。

俄研发出新型外科手术机器人平台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遗传学》杂志 25 日在线发

表的一项研究，美国科学家报告了一个几

近完整的草莓参照基因组。该高质量基因

组不但为了解草莓起源和演化历史提供了

新见解，还对未来改善其品种及提高抗病

性大有助力。

八倍体栽培种草莓卡姆罗莎有 8 组染色

体，也被称为花园草莓，因其味美清香而深受

喜爱。

此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帕

德里克·艾德格及其同事，对该八倍体草莓的

基因组进行了高质量组装和注释，共鉴定出

10万多个草莓基因。研究团队对草莓属二倍

体种（拥有两组染色体的草莓品种）的 31 组

RNA 分子进行了测序，并将二倍体种的表达

基因序列与八倍体栽培种草莓的表达基因序

列进行了对比。

研究团队随后通过演化分析，鉴定出了

森林草莓、饭沼草莓以及此前未知的绿色草

莓和日本草莓，是八倍体栽培种草莓的 4个二

倍体祖先种。该分析结合现存种的地理分布

还可以表明，八倍体草莓起源于北美。

除此之外，团队还对八倍体草莓的 4个亚

基因组开展了演化动力学分析，他们发现了

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亚基因组，能在很大程度

上控制草莓的代谢和抗病性状。

研究人员总结表示，草莓的演化和起源

信息、占主导地位的亚基因组，以及首个八倍

体草莓高质量基因组，未来能作为研究人员

和育种者改善栽培种花园草莓口味、香味和

提高抗病性的有利资源。

几近完整的高质量草莓参照基因组公布
为了解草莓起源和演化历史提供新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