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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新增本科专业目录，

“人工智能”专业位列其中，有 35 所高校获批

建设。“它反映的是我国人工智能本科教育呈

现出的繁荣景象。”3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

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王万森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设立，对

我国各级各类院校的高层次人工智能人才培

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过，也有人感到困惑——在本科专业

目录中，早已有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工

智能专业和它到底有何区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波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一般认为，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专业面

偏宽，与行业的对应关系不直观，而且脑科

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一般划分在生命科学领

域。北航牵头组织新申报并获批的人工智能

专业，是信息领域的一个本科专业。“至于如

何开设，应该鼓励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

选择。”李波说，感知、认知基础好的学校可以

选择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技术及应用基础

好的学校可以选择人工智能，当然，学校也能

在现有计算机或其他专业中培养人工智能方

面的人才。“总之，各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制

定有自身特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王万森亲历了我国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

专业创建、发展的全部过程。在他看来，它和

人工智能专业并没有本质区别，差别只是在

于专业名称不同，名字的社会认知度不同。

18 年前，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在北京召开

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学术年会，部分与会代表

提出了在我国建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建

议，该建议得到大多数参会人员的认可。但

就专业名称，大家最后的共识是叫“智能科学

与技术”专业。

王万森说，这是因为，当时人工智能正处

于其发展的低潮，在“寒冬”时期将专业命名

为“人工智能”，其结果可以想象。而且，这一

名字沿用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名称的结

构形式，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惯例。

后来，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立了“智能科学与技术”

专业教学指导工作组，确定了该专业的知识

结构。从专业知识结构来看，该专业和人工

智能专业也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在上述专

业知识结构下，我国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15

年来的教育实践，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

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王万森表示。

至于两个专业如何并行发展，王万森也

有自己的想法。一是可以将“智能科学与技

术”作为研究生教育层面的一级学科名称，

把“人工智能”作为本科教育层面的专业名

称；如果两个本科专业一定要并行存在，那么

建议在研究型高校和部分应用研究型高校采

用“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名称，而在部分应

用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技术型高校采

用“人工智能”专业名称——前者注重研究，

后者强调应用。

不过，王万森也强调，办好高质量的人工

智能高等教育，关键不在专业名字叫什么。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孤立专业，而是一个

专业类。”例如，沿大数据智能这一学科领域

衍生出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沿

智能自主系统学科领域衍生出来了“机器人

工程”专业……“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快速

发展及其应用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还会不

断衍生新的专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业为核心，外加

衍生层诸专业的新生专业类，即人工智能类

专业。”王万森说。而整个人工智能专业教育

体系，除上述核心层、衍生层专业外，还应该

包括支持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复合型

专业和支持人工智能交叉型人才培养的交叉

型专业。

王万森建议，应创新人工智能与智能科学

与技术专业的协同发展模式，构建与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实

现人工智能和其他专业的有机复合与交叉。

“人工智能专业建设不应颠覆性地另起

炉灶，推倒重来，而是要结合实际需求，和原

有专业创新、协同发展。”他表示，智能科学与

技术/人工智能专业看起来发展得如火如荼，

但诸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人

工智能与其他社会领域专业的有机复合、与

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都还不够深入。“这

些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科技日报北京4月3日电）

35所高校新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专家提醒——

人工智能非孤立专业，不宜另起炉灶
本报记者 张盖伦

3月 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体细

胞治疗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将医疗机构作为细胞

（以下均为非生殖细胞）治疗研究、制备、转

化的责任主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和应用

可以在备案后进行，并允许转化应用阶段

收费。征求意见稿的出台让一些媒体惊

呼：“魏则西时代又回来了吗？”

2015 年，“魏则西事件”后，我国全面

整顿叫停了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随着

2017年美国药监部门批准 2个细胞治疗产

品上市，细胞治疗又一次成为医药科技创

新的热点。

“备案后即可进行细胞治疗临床研究”

“转化应用可收费”……这些第一眼有着

“违和感”的规则让此次新规被认为是对医

疗机构“放水”，可能再现魏则西事件发生

时细胞治疗行业的乱象。真是这样吗？

“ 备 案 ”就 是“ 放
水”？实则是“高精尖式”
规范管理

“发布这些言论的媒体和业内人士并

没有认真阅读征求意见稿。”北京医院生物

治疗中心主任马洁回应科技日报记者时表

示：办法对备案的医疗机构要求明确，需要

符合6条要求，除必须是三级甲等医疗机构

外,还要承担过省级以上体细胞治疗研究项

目、有依据国家规范制备细胞的能力等。

“不要一看备案制就以为是放松管

理。”马洁说，事实上符合如此高要求的医

疗机构并不多，如果该征求意见稿正式出

台，现在打着“临床研究”旗号实则进行变

相收费开展的临床治疗将“偃旗息鼓”。

据介绍，按照目前临床研究管理政策，

原则上细胞治疗临床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即可进行。这使得一些不具备细

胞治疗研发核心能力的机构、企业在进行

低端、重复的临床研究，很难取得有创新性

的研究进展。相关人士表示，顶尖医学机

构的研究更具原创性、创新力，尤其是细胞

治疗领域，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都需要学术上、医术上、人才、设备上等具

备一定的实力才能胜任。因此，符合条件

的机构是极少数。

国家卫生健康委同时发布的征求意见

稿解读中写道：对不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及

其研究项目提出暂停或终止意见，符合条件

的可继续开展研究。也就是说，不符合条件

的医疗机构将不能开展细胞治疗临床研究，

只有符合标准的高精尖式医疗机构才能够

开展细胞治疗研究及转化。可见，“备案制”

的实质是“高精尖式”从严规范管理。

影响企业研发？动
态目录管理确保“错位
发展”

还有一些企业担心，医疗机构可以以

转化应用的形式收治患者，那么已经花重

金进行的细胞治疗药品研发，会不会被

“抢”了市场？

事实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对细胞治

疗的转化应用项目实行目录管理，与产业

化发展前景明确的细胞治疗产品错位发

展。“一旦企业研发产品获得药监部门临床

批件或药证，同类细胞治疗项目将从转化

应用目录中移除，为获批上市的细胞治疗

产品让路。”马洁表示。

据介绍，目录管理是动态的，会依据产

业层面的细胞治疗进展进行调整，推动错

位发展。最终实现“两条腿走路”，互不牵

绊。如果医疗机构的临床研究很成熟到了

产业化阶段，被市场认可，也可由企业参与

转化，推动上市。而由企业主导研发的体

细胞治疗产品，仍旧按照药品管理有关规

定向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申报注册上市。

出台符合国情的办
法，不照搬国外

目前，国外已经获批上市的细胞治疗

产品价格不菲。以诺华首个细胞治疗产品

定价 47.5万美元。而其后续将上市的新基

因疗法定价 400万到 500万美元。

“单一以企业为主导进行研发，即便

攻克了疑难重症，也很难及时惠及百姓。”

马洁说，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疗体系也与

国外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完全照搬

美欧模式，国家卫生健康委此次征求意见

的管理办法也是借鉴了日本和我国台湾

地区的双轨管理模式，既允许细胞治疗按

照产品向药监部门申请上市，也允许部分

细胞治疗项目在医疗机构有监管地开展

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细胞治疗的临床

价值被逐步认可，让我国的患者尽早享受

到医学科学发展的红利，必须有符合国情

的管理办法，做到既促进发展又保证安全

有效，同时还要“挤掉”商业化的巨额赢利

空间。

据介绍，目前该办法仍在征求意见阶

段，相关细节仍在进一步讨论中。

（科技日报北京4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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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废奴丰碑——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特展”在北京西藏文化博物馆开
幕。展览共分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经济
社会历史性跨越、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建设美丽西藏 5
个单元。据悉，展览免费向社会开放，将
持续到今年12月底。

右图 观众用手机记录反映西藏变化
摄影作品。

下图 观众用手机记录西藏人民新型
住宅。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六十年风雨历程

一甲子铸就辉煌

科技日报长沙4月 3日电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徐峥勇 陈松）“下一步，我们拟启动新

的科技重大专项，加快重金属污染防治，为保

护湖南‘一江一湖四水一绿心’，和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助力。”2—3日，在长沙召开的“全

国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期间，湖南省

科技厅副巡视员刘琦表示。

近年来，湖南高度重视污染防治工作，

着力通过“科技+”“+科技”行动的实施，加

速科技创新向环境保护重点领域延伸和融

合融通。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贺修铭介绍，

2013 年以来，该省滚动实施了三个“湘江保

护和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并出台了《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和《湖南省污染

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等，围绕重金属污染防治等重点难点，在有

色金属清洁冶炼、土壤修复等领域，实施省

级科技项目 100 余项，获国家支撑计划、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 10 余项，形成了从

“预防—治理—控制—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链条。

同时，该省以洞庭湖水环境治理与生态

修复等为主题，组建了 30 多个国家和省级科

技创新平台。仅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

术中心，就成功突破重金属废水生物处理与

回用等技术 30多项，攻克了污酸治理、锑渣高

效回收等多个世界性难题；组建了“大气污

染”等 12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依托亚欧

水资源研究和利用中心，与德国汉诺威水协

等 50 多家中外涉水机构，共同实施了洞庭湖

湿地保护、常德穿紫河治理等大批国际合作

项目。此外，该省在全国率先推行政府采购

两型产品政策，截至目前已发布 6 批《湖南省

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累计推广 1330项产

品。刘琦表示，在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

启动后，将设立重金属污染科技重大项目，加

强重点领域创新平台建设和关键共性技术攻

关，研发和推广应用一批成本低、效果好、易

操作的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力争在污染治

理、绿色发展和产业升级等方面探索形成和

示范推广一批好的经验模式。

加快重金属污染防治 湖南拟启动新科技重大专项

科技日报昆明4月3日电（记者赵汉斌）
痤疮的发病由多基因共同调控，也可受到遗

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多方面的影响，是一种复

杂性疾病。记者 3 日获悉，云南大学、昆明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合作，在中国汉族人群重型痤疮的治疗研

究中取得新进展，找到了遗传易感基因。

痤疮俗称青春痘，是因皮脂腺与毛孔

堵塞，使皮脂外流不畅所致的一种常见炎

症性皮肤病，在临床上分为轻中型Ⅰ—Ⅲ

级和重型Ⅳ级。其中，重型痤疮由于皮损

严重、易复发、易形成瘢痕，往往造成患者

永久的损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黎教授团

队长期致力于痤疮研究，先后开展了从痤疮

遗传模式到疾病易感基因的系列工作。此

前，何黎团队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张亚平研究员团队与国内多个机构合作，运

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法，首次在中国人群中

发 现 了 两 个 和 重 型 痤 疮 相 关 的 易 感 基 因

SELL 和 DDB2，这两个基因分别与雄激素代

谢通路、炎症过程及疤痕形成有关。

近期，研究人员开始探讨稀有变异对疾

病遗传易感性的影响，如一些疾病相关的稀

有变异由于发生时间较晚，可能局限在一些

特定的人群中。这些稀有突变的单倍型没有

被重组事件打断，导致单倍型的同源一致性

片段在患者中分布的概率要大于在正常对照

中的概率。基于此，张亚平研究员团队和何

黎教授团队合作运用 IBD 定位策略，对中国

人群重型痤疮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数据进行了

深度挖掘，除了检测到此前报道的 DDB2 基

因，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重型痤疮相关的

风险基因 F13A1。已有的研究表明，F13A1突

变可上调白细胞介素 6 水平，从而参与痤疮

发病机制中的免疫应答。

研究结果在独立扩大样本的基因分型实

验中得到了支持，并以“通过对中国汉族人群

的分析揭示其严重痤疮易感位点”为题，在线

发表在国际皮肤病学刊物《皮肤病学研究杂

志》上。

我国汉族人群重型痤疮遗传易感基因找到

在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的 5 个食堂

中，每个窗口都装有一台带有人脸识别功能

的人脸智能双屏终端——“刷脸器”，学生选

定菜品后，只要站在“刷脸器”前面 1 秒钟，身

份就会被识别出来，姓名、饭卡余额和套餐类

型等就餐信息，便会出现在屏幕上，在确认无

误之后，点击“确认”即可完成结账，整个过程

所花费的时间不超过 3秒。

4 月 1 日，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简称《规定》）

开始施行。《规定》指出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

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

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

如何让卫生更讲究，食材采购有明细台

账，可以追根溯源？

科技+“智慧食堂”，正在守卫学生们“舌

尖上的安全”。

杨村一中共有 5 个食堂，4 个学生食堂

和 1 个教工食堂，承接全校师生的早、中、晚

三餐需求。2018年 11月 29日，杨村一中引入

禧云信息和云创世纪的“智慧食堂”解决方

案。

“‘智慧食堂’解决方案是一套标准化的

团餐信息化解决方案，涉及 ERP管理、智能硬

件、移动支付、人脸支付等，可以实现从采购、

售卖、经营分析等全流程信息化服务。”禧云

信息业务运营高级总监魏建颖说。

“此前，每到饭点，学生们基本上要排队

10 分钟以上，才能刷卡吃上饭，等待时间较

长。高中校园禁止学生携带手机，无法应用

社餐普遍使用的移动扫码支付，‘智慧食堂’

解决方案采用的是人脸支付，无需用卡，无需

手机，避免了学生丢卡率高、补卡率高造成的

金钱浪费，同时降低了排队时长，提高了就餐

效率。”杨村一中网络信息化负责人宋战秋

说。

目前，杨村一中全校 3000 多名师生基本

上完成了人脸信息的采集，开启了“刷脸”消

费的新模式。

过去，家长并不了解孩子的消费情况，更

对孩子的一日三餐知之甚少。

“‘智慧食堂’系统和家长的手机支付宝

绑定使用，我家孩子每完成一笔‘刷脸’消费，

我的支付宝小程序都会实时收到账单，可以

了解到孩子的就餐详情、营养摄取情况和账

户金额的去向，了解我家孩子每天吃的什么

饭，喝的什么汤。”杨村一中高一学生家长赫

军虎说。

“菜品原材料的质量影响食堂经营的每

个环节。通过‘智慧食堂’数据采集、分析和

信息化技术，我们能了解到食材从农田到餐

桌的每一道关口的情况，确保学生吃下的饭

菜均是安全无忧的。原料可追溯，自然会降

低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杨村一中生活管理

处主任王克生说。

“‘智慧食堂’带来了学生、家长、食堂、学

校的‘四方共赢’，夯实了我们对校园信息化

建设的信心，我们会搭建更多的信息化场景，

让校园生活更加智能。”宋战秋说。

除了杨村一中外，“智慧食堂”也已在石

家庄一中、上海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等百

所全国重点中学落地，实现了点餐效率平均

提升 31%，排队时间平均节省 20%，备餐准确

率平均提升 50%，经营成本平均降低 10%，综

合好评率平均提升 80%。

“智慧食堂”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上接第一版）
而我国第一批工程院院士的产生则要

晚得多。

1992年 4月，师昌绪、张维、张光斗、王

大珩、罗沛霖、侯祥麟 6 人联名上书中央，

阐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1994 年初，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工程院。随

即 96 名优秀的科技人员被选聘为工程院

首批院士。

在一年来逝世的工程院院士中，有两

位就是 1994 年当选院士的。其中一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阮雪榆。

从 1963年到 1976年，阮雪榆先后出版

了《冷锻技术》等 4 部专著，在国际上首先

提出冷挤压许用变形程度理论，在国内首

先研制成功黑色金属冷挤压技术，成为中

国冷挤压技术的主要开拓者。其成果应用

覆盖了全国 21个省、市、自治区及美国、日

本、德国和瑞士等多个国家，涉及轻工、电

子、机械、航天、汽车和仪表等十多个行业，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78 年“冷挤压

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阮雪榆成为工

程院首批院士，当之无愧。

一年来，两院逝世的 35 名院士中，90

岁以上的有 14 名，他们是：周尧和、洪朝

生、程开甲、施教耐、于敏、金国章、王业宁、

沈自尹、艾兴、吴德昌、李载平、侯芙生、彭

司勋、涂铭旌；80—89 岁的 18 名，李天、宋

玉泉、刘光鼎、李朝义、马瑾、闵乃本、陈创

天、邓起东、梁敬魁、刘伯里、刘彤华、林祥

棣、王梦恕、李连达、谢世楞、梁维燕、阮雪

榆、孙伟。其余 3名分别是 76岁的林尊琪、

66岁的徐德龙和 59岁的高长青。

2015 年才当选为院士的高长青曾任

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获得过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他开创了我国机器人微创外

科技术，引领并推动了国际机器人微创外

科的发展，是让患者免遭“开胸破肚”痛苦

的医生，是亚洲机器人微创心脏外科的开

拓者之一。只是英年早逝，令人格外叹惜。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清明之际，我们深

切缅怀这些为科技事业奉献终生的院士们。

科技日报沈阳4月3日电 （记者郝晓
明）纳米金属的晶界在机械变形作用下容

易发生晶界迁移并伴随晶粒长大，使得纳

米材料发生软化，这种现象在拉伸、压缩、

压痕等变形条件下均有大量实验和相关计

算模拟结果的报道。

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

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卢柯院士、李秀艳研

究员发现，对于塑性变形制备的纳米晶

Cu、Ag、Ni样品，准静态拉伸变形时，随着

晶粒尺寸从亚微米减小至纳米量级，晶界

迁移先逐渐增强，而当晶粒尺寸小于临界

值时，晶界迁移逐渐受到抑制，这一结果颠

覆了传统的认识，与其在纳米晶热稳定性

晶粒尺寸反常效应的相关发现一致。

研究人员表示，一般认为力作用下的

晶界迁移速率与晶界能、晶界的曲率、晶界

上的有效台阶等相关。

纳米金属机械稳定性的反常晶粒尺寸效应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