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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都 芃

科技日报银川 11 月 19 日
电 （记者王迎霞）19 日，宁夏银

川市第二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在银川九中举办，该市 100 余

所中小学校近 2000 名选手同台

竞技。

近年来，银川市科协立足“科

创中国”创新枢纽城市建设，以举

办青少年科技体育运动会、科技

创新大赛、校园科学节等活动为

抓手，有力促进了中小学生素质

教育全面发展。

图为参加宁夏银川市第二十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选手。

本报记者 王迎霞摄

两千名青少年

科创大赛竞技

◎本报记者 代小佩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太空环境将提供特殊极端的各类条

件，支持和推进人类疾病相关的生物医学

研究。”11月18日，为期3天的2023空间

技术和利用（健 康）国 际 研 讨 会（IP-

SPACE 2023）在京开幕，国际宇航科学

院秘书长让-米歇尔·康坦在主论坛中表

示，国际宇航科学院已经开展了助力生物

医学的太空系统研究，例如通过立方体卫

星助力生物医学研究在太空开展。

“武汉大学主导研制的珞珈四号是全

球首颗医学遥感专用卫星，将于明年初择

机发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德仁在会上介绍，健康卫星监测范围

广，有助于研究公共疾病传播，能够对环

境与人民健康进行全方位评估。

将空间技术应用于大健康领域成

为 IPSPACE 参会专家共识，多个国际

宇航机构已经开展相关探索。大会组

委会介绍，会议期间将研讨空间技术在

健康、教育、环保等领域的创新转化应

用，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推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空间技术为健康研
究提供重要数据
“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球有近 9500

个航天器在轨工作。”中国宇航学会副

理事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杨保华介

绍，航天科技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中

国为例，每百次火箭发射的完成时间从

最初的 36.4 年缩短到现在的 1.6 年，而

每两百个航天器发射的完成时间从最

初的 43.5年缩短到现在的 0.9年。

与此同时，卫星载荷技术的进步使得

卫星的探测精度、数据传输速度、定位能

力等大幅提高。李德仁介绍，珞珈二号装

载了合成孔径雷达系统，可以进行视频成

像，具有成像和数据传输一体化功能。

“目前，中国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基

本建成，推动了卫星通讯、卫星遥感以

及卫星在各不同领域的广泛应用，对经

济建设和数字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

用。”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

主任赵坚表示，对地观测卫星系统已经

实现了“四高三全”，即高时间分辨率、

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高观测

精度和全天时、全天候以及全球覆盖，

可以为人类健康研究提供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的数据和信息。

“俯瞰”与生命健康
相关的环境信息

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新

的卫星监测手段将为疾病研究的环境诱

因提供高精度、大尺度的“俯瞰”视角。

李德仁表示，航天遥感具备范围广、时效

性强、不受地域限制、自动化程度高的优

势，可以获取粮食安全、水环境健康、气

候环境特点等多层面的健康相关信息。

“通过搭载主动激光雷达等载荷，

卫星可利用主动激光、高光谱、多光谱

等多种测量手段，实现对大气颗粒物、

污染气体、温室气体、云和气溶胶以及

各类环境要素的大范围、连续动态、全

天时综合监测。”赵坚表示，高精度、全

体系的测量将大大提高健康相关环境

状况的监测能力。

空间技术不仅可以居高临下对健康

相关因素进行高、全、精的探测，还可以微

型化进入身体内部实施精准定位探测。

利 用 遥 感 卫 星 的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IS）相关技术，武汉大学相关团队建

立了高精度的立体“地图”，对体内微循

环空间进行精细地再现。“人体是柔性

的，而地球是刚性的，因此进行人体内

三维建模需要攻克很多难题。”李德仁

表示，目前胶囊机器人已经实现了小体

积、低功耗、低成本的改造，基于精准到

毫米级别的定位能力，胶囊机器人在临

床中可进行病灶的辅助诊断，当前临床

试验效果令人满意。

利用空间技术服务于人民生命健

康已经成为空间领域学者的共识，IP-

SPACE 期间，各国际研究机构先后成

立了国际院士联合体医学科学委员会、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国际研究院等，以

进一步推动跨学科融合创新，助力成果

转化落地。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9日电）

用 空 间 技 术 造 福 人 类 健 康
——2023 空间技术和利用（健康）国际研讨会速写

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一些人感染

呼吸道疾病后，选择居家观察，等待疾病自愈。其

中有哪些认识误区，应该注意些什么？

“近期流行的呼吸道疾病包括流感病毒、鼻

病毒、肺炎支原体等感染。”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副研究员李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这些呼吸道感染病的病原体不同，但它们早

期症状差别不明显，都以发热、咽痛、流涕、咳嗽

等为主。

有人认为，出现发热、咽痛、流涕、咳嗽等与感

冒差不多的症状后，为避免交叉感染，等待自愈即

可，没必要第一时间去医院。

李辉表示，对于年轻、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

群，感染呼吸道疾病后可以先在家观察 3—5 天，

同时注意多休息、饮食清淡、多喝水、避免劳累，一

般一周左右症状就会自行缓解。

“虽然多数呼吸道疾病对年轻的健康人群来

说可以自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患者持续

高热不退，咳嗽不缓解，出现呼吸困难、呼吸频率

加快等情况，建议尽快去医院就诊，根据医生建议

完善血常规、胸部影像学等检查，明确有无进展为

肺炎。必要时完善呼吸道病原学检查，尽快接受

针对性治疗。”李辉强调。

而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

群，出现类似感冒症状应当及时去医院就诊，尽快

确诊感染病原体类型，并采取针对性治疗。“因为

这部分人群免疫力相对较低，出现危重症的概率

相对偏高。为避免交叉感染，去医院就诊时要戴

好口罩，做好防护。”李辉说。

感染呼吸道疾病后可否自行购药服用？

“如果是吃常规的退烧、止咳类药物，问题不

大。但服用抗病毒药物或抗生素类就需要在医生

指导下使用。”李辉解释道，“一是医生会权衡药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日常服

用的一些药物，可能与抗生素、抗病毒药物产生相

互作用，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不良反应。二是

对于一些药物的适应证及适用人群，非医学人士

很难通过简单看药品说明书掌握，自行服用会带

来药物误服乱用风险。”

北 京 市 呼 吸 疾 病 研 究 所 所 长 童 朝 晖 日 前

在 国 家 卫 健 委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也 提 到 ，建 议 大

家 在 确 认 病 原 体 以 后 再 用 药 ，而 不 是 靠 猜 想

滥用药。

针对部分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阿奇霉素等药物的做法，北京儿童医院主任

医师王荃表示，这种做法不可取。她解释道，阿奇霉素对病毒感染无效，使用阿

奇霉素治疗病毒感染是不合理的。另外，孩子脏器功能发育不健全，滥用药物有

可能造成一些不良反应，尤其是有可能造成脏器损害等。家长要在医生或者药

师指导下给孩子规范用药。

近期，有家长在社交媒体分享在家给孩子做雾化治疗的经验。这种居家做

雾化的操作可行吗？

李辉认为，居家应用雾化类药物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他说：“这主要有 3

个原因：一是患者难以自行判断是否适合雾化，有些人气道敏感，居家雾化某些

化痰药可能会刺激气道发生痉挛，造成呼吸困难，而这种情况在家很难及时处

理；二是难以自行判断合适用药类型，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常用雾化药物包括化痰

药物、支气管扩张剂、雾化激素等类型；三是雾化装置清洗消毒不到位，存在导致

继发细菌感染等的风险，可能导致病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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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青岛 11月 19日电 （记

者宋迎迎 通讯员刘琨）继成功完成里

岔黑猪克隆工作后，青岛农业大学在克

隆技术领域又取得新进展。19日，记者

从青岛农业大学获悉，该校哺乳动物体

细胞克隆基地迎来新生命——一只健

康活泼的橘猫。这是我国首只全流程

采用国产设备、试剂和耗材培育的体细

胞克隆猫，标志着我国在动物克隆领域

拥有了完整的产业链。

此次诞生的克隆猫为 141 克的雄

性 橘 猫 ，由 代 孕 母 猫 妊 娠 69 天 后 自

然分娩。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教授赵明辉介绍，猫的体细胞克

隆对设备、试剂和耗材的要求更高，

操作更为精细。此次克隆猫的顺利

诞生，不仅是我国在动物克隆技术领

域的重要进展，也是我国高端设备制

造、精密加工和化工等领域快速发展

的一个缩影。

据悉，本项研究始于 2020 年。当

年，赵明辉带领研究团队进行猪体细胞

克隆时，发现进口药品频繁出现性能不

稳定的情况，导致实验多次出现问题。

自那时起，团队开始尝试制作国产化的

动物体细胞克隆相关试剂。经过多次

实验筛选，团队于今年 6 月基本完成了

国产化试剂的制作工作。

研究团队多次在国内考察寻找克

隆核心设备显微操作仪及融合仪的生

产厂商，最终与广州的一家仪器公司建

立合作。该设备生产商根据研究团队

的意见持续改进显微操作仪及融合仪，

最终达到了技术需求。在国产设备及

试剂的加持下，我国首只全流程国产化

培育的克隆猫顺利诞生。

首只全流程国产化培育的克隆猫诞生

科技日报讯（记者代小佩）一项中

医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日前登上

《美国医学会杂志》，编辑部还少见地配

发了述评、编者按和访谈。11 月 16 日，

在京举行的相关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生

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建忠称，该研究

是首个登上国际四大医学期刊的中医药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是中医药循证

医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这项研究表明，

通心络可使急性心梗死亡风险降三成。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

MI）病死率高，患者即使接受了再灌注

治疗和最佳的医疗处理，仍然面临很高

的院内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复发风

险。目前，全球范围内仍缺乏特异性治

疗药物来解决该问题。中国通心络治

疗急性心肌梗死心肌保护研究（CTS—

AMI）发现，在指南推荐治疗基础上加

用通心络胶囊，可显著改善 STEMI 患

者的死亡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

名誉校长张伯礼表示，该研究是心血管

领域中西医结合取得的重大突破。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教授高润霖称，这项研究不仅为通心

络增添了坚实的循证医学证据，也为中

西医结合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

医药提供了样本。

基于既往研究成果，中国医学科学

院 阜 外 医 院 教 授 杨 跃 进 牵 头 开 展

CTS—AMI 研究，其为“脉络学说营卫

理论指导系统干预心血管事件链研究”

项目子课题。研究共纳入中国 124 家

医院发病 24小时内的 STEMI患者 3797

例，开展随机、双盲、多中心、安慰剂对

照临床试验。

结果显示，通心络显著降低 30 天

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包括心源性死

亡、再次心肌梗死、紧急冠脉血运重建

和脑卒中）风险 36%，降低心源性死亡

风险 30%；研究 1 年时通心络持续降低

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 36%，降低

心源性死亡风险 27%。

虽然研究证实了通心络治疗 STE-

MI 的临床疗效，但其活性成分和作用

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华盛顿医学院

心内科教授理查德·巴赫表示，就像屠

呦呦从中草药青蒿中鉴定和衍生出青

蒿素为治疗疟疾提供有效药物一样，对

通心络特异性活性成分进行分离和检

测，进而为全世界提供能治疗 STEMI

的中药，将是又一个重要突破。

通心络治疗心梗有了循证医学证据

“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并不缺

一流人才。但人才的潜力仍然需要进一

步挖掘，要让一流人才聚焦最前沿的一

流科学问题。”11月18日上午，通用人工

智能协同攻关合作体人才培养计划（以

下简称“通计划”）启动会在北京大学举

行，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大学

智能学院院长朱松纯表示，通计划的主

要目标，就是要让一流人才研究一流问

题，培养一批通用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人

才，推动我国在该领域快速发展。

通用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

发展的终极形态。其目标是研发具备

自主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行和社

会协作等能力，且符合人类情感、伦理

与道德观念的通用智能体。朱松纯认

为，通用人工智能要具备三大核心要

素，即能够在不预先设定的无限范围内

完成任务；能够不依赖人类自主定义任

务；能够由价值驱动完成任务，且其内

在价值体系与人类价值伦理对齐。

“通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前沿、交叉的

学科，人才需求庞大，但目前还没有形成

很完备的培养体系。”着眼于通用人工智

能领域关键问题和人才培养瓶颈，北京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通用人工智

能研究院先后成立，朱松纯均担任院

长。2021年，由朱松纯领衔，北京大学和

清华大学联合启动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

（以下简称“通班”）建设。随后，2022年

底，在通班基础上，《重点精准支持通用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的计划》获教育

部批准，由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与

国内多所高校开展战略合作，打造通计

划，瞄准我国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博士生

严重不足这一紧迫问题，开展博士研究

生联合培养工作，计划每届招收规模约

为 130 人。目前，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共 9所高校

参与该计划，共同探索通用人工智能人

才培养新模式。

在朱松纯看来，在通用人工智能领

域，我国人才潜力与培养水平均已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但关键是如何让一流人

才走上科研最前沿。因此，通计划坚持

“兴趣为主、课题导向、任务牵引、内部协

调”的培养模式，借助北京通用人工智能

研究院这一前沿科研平台，以北京大学

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善的通用人工智能课

程体系为基础，结合当下通用人工智能

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向，给学生“出

题”。“一流人才就要到科学研究的最前

沿、瞄准一流问题‘放枪’。”朱松纯说。

通计划采取双导师制，在原有院校

导师基础上，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

研究员也将被双聘至计划内高校担任

学生导师。朱松纯表示：“我国在人工

智能人才培养领域具备一定后发优势，

培养体系更加完善、软硬件平台齐备，

通计划有信心在 5 年内打造出一支通

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王牌军’”。

让 一 流 人 才 研 究 一 流 问 题
——通用人工智能协同攻关合作体人才培养计划启动

（上接第一版）
来到河北三利毛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利毛纺”）电商仓库，数十名

拣货员正推车穿行于货架间，一台台

自动打包机快速打着包裹，一个个大

小不一的包裹从输送带上排队“走”向

自动分拣线……在这里，记者见证了

快递物流的“加速跑”。

“这个 3000 多平方米的拣货区有

万余个产品，为使拣货员快速找到产

品，这里的每个产品都有对应的库位

码、箱码和产品码。”该公司计划中心

负责人牛进军介绍，数字化提高了拣

货、打包和分拣的效率。

“这里仅是全县 3000 多家纺织企

业线上销售的一个缩影。”高阳县商务

局局长董峰介绍，今年 6 月以来，该县

纺织产品线上月销量达 1600 多万件，

电商为产业发展提速提劲。

创新驱动产业变“绿”

“这卷毛巾采用了常温染色新工

艺，在整个前处理中不会产生化学需

氧量。”三利毛纺研发部主任刘学展向

记者介绍，这将颠覆使用蒸汽印染毛

巾的传统工艺。

谈及新工艺，刘学展欣喜地说：

“这得益于我们与天津工业大学合作

研发的新型常温活性水连续漂白助剂

项目。”

“为提升县域科技创新能力，我

们在 2021 年印发了《高阳县促进科

技创新支持奖励政策》。”高阳县人民

政府代县长齐志国告诉记者，目前高

阳县已打造了纺织类省级科技创新

平台 6 家。

在高阳县圣翔染厂染整车间，工

人正操控数字化平台将一笼染好的

纱线吊出染缸。“我们的筒子纱染色

设备配置了智能均染和清洗系统，有

效降低了废水排放。”该厂总经理冯

月晶介绍，经过砂滤、超滤和反渗透

工艺处理后的废水，可以返回生产车

间再利用。

治污先治水，绿产先绿“基”。

循环产业园成为高阳县纺织产业

发展的“托底”工程。“已有 9 家印染企

业入驻循环园区，企业废水经过处理

后变为可循环使用的再生水，纺织固

废收集加工后变成劳保用品和新型燃

料。”高阳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时毅恒介绍，是数字化管理和产业运

营，让企业从“分散”走向“集聚”，将废

水和废渣“吃干榨净”。

数智驱动产业未来。“传统产业

的发展因时而变、因势而新，也能成

为永不落后的朝阳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纺织产业深度融合，将推动

其走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也

将为我们的纺织产业迈入千亿级集

群蓄能起势。”高阳县委书记蒋东方

满怀信心。

（上接第一版）

建立自主可控的发展体系

正如《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专

利分析》报告所分析的，对互联网平台

公司和通信企业等创新主体而言，手

握大量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专利，

为加速形成优质生产力奠定了基础，

但要进一步抢占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核

心技术高地，道阻且长。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专利数量优

势已经十分明显，但质量和价值仍有

一定的追赶空间。报告建议相关创新

主体应紧盯技术热点和空白点，着力

针对技术难点提升技术基础创新能

力，加大培育高价值专利力度，专利布

局要跟紧“脱虚向实”主旋律。

以 6G 技术为例，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平认为，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技

术堵点可能表现在全要素、全产业链、

全生命周期、全球化和全过程方面。

“我们要把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发展

成图谱，建立自主可控的发展体系。”

张平建议，我国应以自主内循环的移

动产业生态为主导，对芯片、器件、核

心软件及开源，乃至平台化生态应用，

进行独立自主研发制造，打造完整产

业生态链。

抢占高地 赋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