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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 22 时 39 分，中国工程院

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汪应洛教授在古都

西安走完了他 93 年的人生历程。

汪应洛是我国著名系统管理学科

奠基人、工业工程学科创始人之一，为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统工程、工业

工程的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及融合作出

了突出贡献。

推动我国系统管理学
科发展

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打破了汪应洛

平安宁静的生活，他随家人辗转迁往重

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

这些儿时经历培养了汪应洛的爱国心

志和坚韧意志，使他自幼树立了发奋学

习、振兴中华的志向。

汪应洛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

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汪

应洛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举

家随校迁往西北，在西安交通大学任

教，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西安

交通大学工作期间，汪应洛将系统工程

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解决中国工程管

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推动了我国系统工

程从工程向管理领域的发展。他出版

的第一部以解决管理与经济问题为导

向的《系统工程》教材，成为中国系统管

理学派的重要成果，他的研究成果也被

企业界和政府广泛采纳与实施，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 世纪 80 年代初，汪应洛开始着

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推动

我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

科的发展、繁荣及相互融合。

汪应洛还在我国率先提出了生产

率工程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核”与“核

度”的理论。应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

研究，他提出了全面提高工业生产率的

手段和方法，在企业应用中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通过参数

核度进一步刻画系统“核”，研究了在核

度意义下的优化理论，为复杂系统的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

上，他提出和谐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开

始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

响应国家需求开展科
学研究

汪 应 洛 一 直 提 倡 要 根 据 国 家 重

大需求开展科学研究，他自己也身先

士卒。

2000 年 后 ，汪 应 洛 将 大 数 据 技 术

引入社会与经济管理中，提出了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为 IT 流

程治理、社交网络治理和公共安全管

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

解决方案。他还提出和倡导开展智能

制造管理研究与实践，推动我国制造

企业创新发展。

汪应洛亦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先行

者之一。他的研究对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产生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他的研究还为丝绸之路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思路。

作为三峡工程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汪应洛在三峡工程规划和设计阶段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运用系统管理学科

的理论与方法，参与了三峡工程的风险

评估与优化设计，为工程的顺利建设与

运行提供了科学指导。在他的领导下，

研究团队对三峡工程的影响、可行性进

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

设计方案，使得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兼顾。

汪应洛还首次提出了中国煤化工

“三位一体化”发展模式，即将煤炭、煤

化工和煤电三个产业相结合，实现资

源、能源和产业的有机融合。他的理念

为中国煤化工产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

方向，推动了煤炭资源的高效利用，为

中国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做出了积极

探索。

在汪应洛人生九十三载的光阴中，

他始终怀揣“国之大者”的理想，不断追

求卓越，为我国科技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贡献了毕生心血。他怀着对科学的无

限热爱与追求，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又一

个科学难题，推动了我国工程学科的发

展与创新。他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真理

的执着，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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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已经过去了

两千多年。在这岁月长河中，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

的作物一直供养着全世界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

人口。这一重要事实赋予了中国一个名副其实的

称号——农业大国。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大国，

靠的不仅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自古以来

不断进步，且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农业科技。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数

十年来研习中国农业史。在他看来，农业史事实上

就是中国这片土地的历史。自从一万年前，种植业、

畜牧业随新石器革命诞生以来，在这一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中国人发展出了高水平的农业科学技术。

在中国，农学与政治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映

了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和宇宙观。

农学为我国古代四大学科之首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曾雄生引述《吕氏春秋》中的这句话，表明农业即

“稼”，在古人眼中是天、地、人之间的桥梁。

曾雄生注意到，《史记·夏本纪》对于大禹治水的

记载中有一句为“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意思是

大禹命令伯益向大众分发水稻种子，种植在低洼湿

润的地方。这个细节表明先商时期中国已有农业知

识与技术的传播行为。

秦国能统一六国离不开农学的领先。曾雄生表

示，秦国的农业是各国当中最发达的，它的农学也很

发达。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

农》等 4篇就是现存最早的农学论文。

《说文解字》中记载：“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

禾。”按照先秦的贵族谱系，秦国公族的祖先正是接

到大禹命令负责传播水稻技术的伯益，而“秦地宜

禾”表明秦国的土地恰好适合种植水稻和粟等粮食

作物。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秦国成为了

农业强国，最终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霸业。

除了史料记载，宏观数据也表明古代中国农学

水平先进，对世界贡献巨大。曾雄生表示，中国是世

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按照学界的统计，全世界栽培

的作物种数在 600 种到 1000 种之间，其中起源于中

国的超过 20%。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评选的 88 项

“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与创造”当中，农业相关发

明与创造有 20 余项，包括阴阳合历、杂种优势利用、

二十四节气、水稻栽培、猪的驯化、酿酒、粟的栽培、

养蚕、缫丝、大豆栽培、竹子栽培、茶树栽培、柑橘栽

培、分行栽培、多熟种植、温室栽培、扇车、翻车、大风

车、都江堰、灵渠、大运河等。还有学者把水稻栽培、

大豆栽培和利用、种桑养蚕和种茶饮茶称为“中国农

业四大发明”。

中国农业养活了数量庞大的人口，不仅如此，

“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科技文

明。”曾雄生强调。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分为四大学科：农、医、天、

算。其中农学排在第一位，对其他三大学科亦有重

要影响。例如医学强调药食同源，医学的发展亦和

食品的研究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核心使

命之一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在数学领域，很多数学

问题都来源于土地测量、赋税摊派、农产品交易等具

体应用；在思想层面，农业也造就了中国传统科技重

视实用、以人为本的特色。

在构成中国古代科技支柱的同时，中国农学也

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水稻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蚕丝是高级

衣料，大豆牵动着世界经济格局，源自中国的曲面犁

壁和耧车是 18 世纪欧洲农业革命的重要基础……

无数案例表明，中国的农学源自中国的农业知识、农

业技术，都有着世界性的贡献。”曾雄生说。

农业实践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在现代农业生产当中，生态环境保护是人们最

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的先民在成千上万年的农

业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去处理农业与环境的关

系。”曾雄生说，“例如用地养地的绿肥种植、选种

育种一穗传、稻田灌溉的水温调节、接力追肥的看

苗施肥、田间管理的晒田烤田、植物保护的以虫治

虫等。”

古人还注意到要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进行

杂种、兼种和扩种。对于不同的土地类型，古人会选

择不同的作物组合。凭借这种方式，我国传统农业

不仅提高了产出，节约了民力，还保护了生态和物种

的多样性。

此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通过改变耕作制度，实行

多熟种植、种植与养殖结合等手段来深层次利用土

地。例如桑间种豆，稻田养鱼、养鸭等举措在提高土

地利用率的同时，兼有除草、灭虫和肥田的作用。在

此基础上，古人还发展出了循环农业模式。

“传统农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实践是我

们现代人处理农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份宝藏。”曾

雄生评价说。

农学在交流互鉴中发展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世界上还有其

他的农业起源地。各地区农业文明的交流互鉴，科

学技术的相互传播从古至今始终在发生。曾雄生表

示，农业文明是开放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农业进步都

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

在古代中国为世界提供大量农学成果的同时，

中国也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大量的作物、农学知识和

技术。大约五千年前，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我国，

成为在中国仅次于水稻的主要粮食作物。从汉代到

唐代，大量果蔬和畜禽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宋代

引种推广的占城稻和宋元之交推广的棉花，明清传

入的辣椒、玉米、番茄和马铃薯，都深刻影响了中国

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风俗文化。

“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中国传统农业的

改造作出了巨大贡献，现代中国的农药、化肥、种子、

灌溉技术都是受西方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些也是中

外农业交流史上的重要案例。”曾雄生也提醒说，近

现代中国对外来农学的吸收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

单向的。近现代农业在中国的普及，与中国政治、社

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直接相关，中国对外国农学的

引进也有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特点。

“交流互鉴是农业文明与生俱来的特征。交流

的意义是强化自我、完善自我。农业交流是一个具

有能动性的选择过程，例如中国传统农业以谷物栽

培为主，因此对中国农业影响最大的外来物种都是

植物。但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居民膳食营养水

平的提高，我国越来越注重畜牧领域的交流，这是农

业交流能动性的体现。”曾雄生说。

“中国农业有着辉煌的历史。‘走出去’‘请进来’

的情况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少见。在未来，我

国的农业和农学仍将在交流互鉴中发展，为世界作

出巨大贡献。”曾雄生总结说。

从传统农业看中华科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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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容易使人燥热上火，津

液亏虚。茶为凉性，基本功能即为生

津止渴，因而饮茶为我国传统消暑方

式之一。清代医学家张璐撰《本草逢

原》，载茶“消食止渴，无出其右，合醋

治伤暑泄利”。作为明清皇宫的紫禁

城，每年有数十种贡茶进宫，供皇室成

员饮用。而在暑期时节，宫中使用较

多的茶则有龙井、普洱、仙茶以及代茶

饮等。

龙井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杭县风

篁岭，龙井茶、龙井雨前茶、龙井芽

茶等皆产自此处。龙井茶不仅历史

悠久，而且具有色绿、香郁、味甘、形

美等特点，因而深受皇家喜爱，是宫

中夏季常用的消暑茶。如乾隆帝御

制文《玉泉山竹垆山房记》载：“古之

人 冬 日 则 饮 汤 ，夏 日 则 饮 水 …… 北

苑荆溪龙井天目别其地，踵事增华，

议 论 滋 繁 ，解 渴 悦 性 之 道 ，逝 其 远

矣”。记载中，乾隆帝通过“解渴悦

性”来说明龙井茶的消暑功效，通过

“别其地”来体现对龙井茶的偏爱。

普洱茶为云南历史名茶。清代

医学家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对

普洱茶的特点进行了介绍：“苦涩，逐

痰下气，刮肠通泄”“消食化痰，清胃

生津，功力尤大也”。可知普洱茶具

有生津止渴等多种功效。清人吴振

棫撰《养吉斋丛录》，内载道光年间各

地的年贡清单，其中有“云贵督端阳

进：普洱大茶五十元（团），普洱中茶

一百元，小茶一百元，普洱女茶一百

元，普洱珠茶一百元，普洱芽茶三十

瓶，普洱蕊茶三十瓶，黄缎茶膏三十

匣”。端阳即端午，此时已进入初夏

时节，天气变热，暑气渐升。而云贵

督府在此时进贡普洱茶，可反映在炎

夏时期，普洱茶在宫中是受到欢迎的

消暑饮品。实际上，档案记载表明，

普洱茶除用于消暑外，还有健脾胃、

解油腻等功效，是宫中皇室成员的日

用饮品。

仙茶即蒙顶山茶，产于四川省雅

安市蒙顶山。清人赵懿撰《蒙顶茶

说》载：“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

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

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即仙茶

具有色泽怡人、香气缭绕、味道甜美

等优点。《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载“贡

档进单”明细中，就包含了仙茶，而仙

茶的进贡时间，多为炎热的七月、八

月。由上不难推断出：仙茶在宫中的

用途之一，即为消暑。

清代宫廷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消

暑茶，称为代茶饮。所谓代茶饮，即

将中药与茶叶混合，或用中药经煎

泡后，像茶一样饮用。代茶饮具有

饮服方便、药效充分、养生保健等功

能。御医在暑气时节为皇室成员开

具的代茶饮，见于清代宫廷的多个

脉案。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紫禁城里

的消暑茶，是我国古代博大精深的茶

饮文化和中医文化的体现。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里的消暑茶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 通讯

员王祺丹 赵文丽）记者 7月 25日从云

南省楚雄州元谋县获悉，继 2000 年发

掘后，当地重启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

考古发掘工作，此举对古人类研究及

保护好元谋猿人遗址具有重要意义。

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课的

“元谋人”，是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

类。1965 年 5 月，在元谋县老城乡大

那乌村东首次发现了元谋猿人遗址，

将中国早期人类发现历史向前推进

到了距今 170 万年前，对揭示东亚地

区早期人类演化和发展历史具有重

大意义。

遗址自发现以来，文物考古部门

先后开展了 3 次调查、5 次考古发掘，

共发现元谋猿人门齿化石 2 枚、胫骨

化 石 残 段 1 件 、有 人 工 痕 迹 的 石 制

品 22 件、尖状骨器 1 件、有人工修理

痕迹的骨片数件，以及炭屑等人类

化石和遗物。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经 研 究 共 有 6 目 29 属 约 40 个

（种）。 1982 年 2 月 ，元 谋 猿 人 遗 址

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989 年，元谋县建成元谋人陈

列馆，2010 年新建的自然科技类专题

博物馆——元谋人博物馆，是全国为

数不多的古人类文化、史前文明专题

展示馆之一。

此次考古发掘前，由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云南省考古研

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

考古发掘队，对遗址展开了深入细致

的前期调查勘探工作，确定了 2023

年度的发掘区域，并在遗址周边区域

新发现旧石器和第四纪古生物化石

地点共计 40 处，发现石器标本 600 余

件、动物化石 600 余件。

目前，元谋猿人遗址 2023 年度考

古发掘 A 区的系统发掘已全面开展，

其他区域的发掘也将陆续启动，将持

续到 2027 年底。今年下半年，发掘队

将对遗址东南部区域开展考古发掘，

面积为 200 平方米，同时以考古发掘

工作为纽带，积极开展古人类学、古生

物学、年代学等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

工作。

元谋猿人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启动

故宫藏龙井茶。
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供图

科技日报广州 7 月 27 日电 （记

者龙跃梅）27 日，以松山湖科技创新之

路为主要内容的专题系列纪录片《大

国使命之科技创新》第一集《破冰路》

正式发布。

7 月 27 日，恰逢松山湖科学城纳入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

区三周年。《大国使命之科技创新》紧

紧围绕松山湖“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的突出特色，通过诸多生动的科技创

新故事，展现了身处中国科技发展第

一线的创新创业者们的奋斗历程，以

及他们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展现出的磅

礴力量。

第一集《破冰路》聚焦科技创新，以

松山湖对科技创新的前沿探索为主线，

展现了松山湖科学城作为全国第四个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长远眼光布局引进大科

学 装 置 集 群 ，牢 牢 把 握 发 展 的“ 金 钥

匙”，用科技与智慧打造新时代创新创

业发展乐土的故事。

《大国使命之科技创新》纪录片发布

7月27日，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开幕。本届图书交易博览
会共设8个展馆，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线上线下共展出各类出版物70多万种。图
为读者在博览会现场阅览新书。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