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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峡大坝建设之前的地图，你看这里都

是村庄。这一幅是大坝修建之后的，从这两张图上

就能清楚分析出三峡大坝修建后的变化情况及相

关数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副主任王东华指

着电脑里的地图告诉记者。

电脑里正呈现的，是去年更新完成的全国 1∶5

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历经 8 年建成、5 年完成

更新的这一数据库，对王东华来说，就像是一个慢

慢长大的孩子。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王东华作为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者，参加

了 1∶100 万、1∶25 万、1∶5 万比例尺 3 个大型国家级

空间数据库的建设和更新，担当了解决重大技术

问题的关键角色。由于出色的科研和管理经历，

王东华于近日当选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二批

科技领军人才。

从1∶100万到1∶5万的跨越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通俗说来，就是将

地形地貌数字化电子化。它在国家经济建设、国防

等各个领域发挥基础作用，也是数字城市、数字中

国甚至数字地球建设的基石。

这一工作听起来简单，但事实上，大范围、高精

度的基础地理信息获取及有效持续更新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涉及到测绘、遥感、地理信息等多学科领

域的技术问题。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开

展了 1∶100 万、1∶25万、1∶5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库

的建设与更新。

“1∶100万、1∶25万数据库建设主要是将已有的

纸质地图通过人工或扫描方式采集数据，录入到电

脑系统中，1∶5 万的数据库已经全面采用到遥感及

数字测图技术，采集或更新数据，精度更高、速度更

快捷。”王东华说。

从 1986 年—1998 年，王东华作为主要负责人

之一，全程参加并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系统全国 1∶100万数据库”，以及承担完

成国家重大测绘工程“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1∶25

万数据库”建设，研究建成我国第一个实用型和全

国范围大型地理信息数据库，开创性地开展了数据

库实体建设、技术方法和数据标准研究，以及实际

应用等基础工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分别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二等奖。

2002年，他带领团队第一次尝试国家级大型数

据库的更新，建立了采用中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

车载 GPS 技术以及各种专业资料更新 1∶25 万数据

库的技术方法、工艺流程和技术规范标准，以及工

程化协同更新的生产组织模式等，实现对 1∶25万基

础地理数据库进行全面更新。2009年，又实现了对

全国 1∶25万数据库进行第二次全面快速更新。

从 1999 年—2006 年，历时 8 年，“十五”期间的

国家基础测绘最大的工程项目 1∶5万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库建成。这个项目的总投资超过 7 亿元，上百

个单位、近万人参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为主

要负责单位。王东华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建成全国范围内现势性最高
的最大比例尺地理信息数据库
“近几年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城镇化发展

速度加快，对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提出更高要

求，因而数据库更新也就成为一项迫切任务。”王东

华说，2006年，1∶5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

工程启动。

在这一项目中，针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对国家 1∶5 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内容完善、现

势性提升、全面覆盖的迫切需要，王东华带领团队

对 1∶5 万基础地理信息更新的模型方法和关键技

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们研制了工程

技术方案及工艺流程，制定一系列技术标准规范；

研发了先进实用的质量控制技术方法及软件系

统；研制基于数据库的 1∶5 万地形图快速制图技术

方法及系统，系统性解决了生僻字地名信息更新、

地形图快速制图以及地形数据库与制图数据库联

动更新等难题；突破了 1∶5 万数字高程模型精化与

更新技术；创新研发了新型海量空间数据库网络

化集成管理与服务系统，形成了新的数据库建库

模式。

最终创建了国家 1∶5万基础地理信息更新的技

术体系，形成了规模化更新生产能力，完成了我国

80%陆地国土面积的更新区域 19150 幅 1∶5 万基础

地理信息的首次全面更新。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覆盖全国陆地范围，比

例尺最大、现势性最好的地理信息数据库。1∶5 万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它将祖国陆地上的各种地理

信息以高精确度数字化的形式表现，包括地形要素

数据、正射影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地形图制

图数据等 4种产品形式。其中 1米分辨率的影像地

图，能反映出 1 米大小的地面物体和要素，在城市

中，大到一个学校、一座桥梁，小到居民楼，甚至公

共厕所，都可以在其中找到。

在具有同等国土规模的大国中，中国是首个完

成该尺度国家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全面更新的

国家，无论在技术创新性、工程宏伟性、数据现势

性，均属于国际先进，这使得中国成为国际测绘地

理信息的领先国家之一。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每年向社会提供的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中，1∶5万数据占 71%，数据用途十分

广泛。王东华说。

遵循“边建边用”原则，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成

果已在国家和省市各行业上千单位使用,在全国水

利普查、电子政务建设、省级数据交换平台建设、文

物保护、国防建设与反恐维稳应用、应急服务等方

面产生了重要效益。

王东华说，目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

上仍是以社会公益和政府部门内部使用为主，但随

着两大工程的竣工，商业化应用会逐渐得到推广。

目前，王东华和他的同事一直致力于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库的动态更新技术研究。2012 年实现每

年对重点要素进行一次更新。今后的目标是实现

动态快速更新。

出色的大工程“管家”

如今，具备丰富大工程组织管理经验的王东华

正在全面负责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动态更新、

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及

全国 1∶1万数据库整合升级等重大工程项目等。

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不同于一般的科研课

题。科研课题寻求的多是单个或某些方面的技术

突破，而重大工程则更加需要整体技术集成与无

缝链接，以及管理模式的创新等，在近三十年的历

练中，王东华成为满足这种需求的科技管理组织

人才。

他在工程管理、技术协调，以及解决工程实施

遇到的重大问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多年来，他

组织设计的工程技术方案就有几十个，解决了许多

生产实践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在国内率先主持

研究出一整套地理信息工程质量控制的先进技术

方法，开发了实用的软件系统，用计算机软件对空

间数据进行质量检查。

同时，在项目管理上大胆创新，建立一套优

化的项目管理方式与机制，做到工程实施分工明

确，配合协调，管理规范、有序，各项管理工作快

速、高效和务实，质量管理严格，保证工程有序推

进。国家 1∶5 万数据库更新工程的组织实施与管

理创新，得到有关领导、专家及项目承担单位的

一致好评，成为重大测绘地理信息工程管理的成

功典范。

随着各地数字城市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各省

开始全面建设与更新 1∶1万基础地理信息库。但由

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技术实力不同，如果不能很

好地进行统筹规划设计，对于将来全国 1∶1 万数据

库的融合带来困难。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要设计和编制一套更详细

的技术方案及标准，从全国层面统一各省的数据

库。”王东华说。

王东华：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字化
文·本报记者 操秀英

王东华 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副主任、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科技领军人才。
1996 年至 2008 年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青年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1999 年起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 年入
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现任中国测绘学
会地图与 GIS 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影像获取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注册测绘师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海洋工程
技术咨询协会理事；中国遥
感学会理事。多次荣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等诸多奖项。

■ 人物档案

中国中医学自古以来就有“药食同源”的理

论。这一理论认为：许多食物既是食物也是药物，

食物和药物同样能够防治疾病，许多食物和药物之

间并无绝对区别。

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此

也确定了许多食物的药性。食补在我国至少已经

有 3000年的历史，据《备考》和《尚书》记载，唐尧、夏

禹等皆百余岁，他们都非常注意调补饮食。唐代孙

思邈笃重养生，他在《千金方》中倡导：“食能排邪而

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他还指出：“凡欲治

疗，先以食疗，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这些论述，阐

明了人体患病后的治疗原则，即先以饮食作为调养

机体，防止病情加重或者并发其他疾病的重要措

施；当饮食治疗效果不满意时，方可运用药物治

疗。许多食物本身就是中药材，既有营养价值，又

有药用价值，况且食物并没有单纯药物所具有的强

烈副作用，对机体的伤害很小。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是维护健康的根

本。古代医著《黄帝 内经》说“五谷为养，五果为

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也显示了古人对饮食疗

法的重视。古代名医张景岳亦称“盖气味之正者，

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对于中国人来

说，是药三分毒”“药补不如食补”的思想深入人

心。历代医学家也认为：“药物多用于攻病，食物多

重于调补”。食补调养，不论用于治病，还是为了保

持身体健康，都是有利无害的。

另外，食补同样也具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种理论也体现在食疗中，

即通过平时的饮食营养，不断提高机体抵抗力，避

免和消除各种致病因素对机体的危害，以保持身体

的健康。而当机体患病后，则更应该注意饮食的营

养与合理，利用食补来调治疾病，防止疾病进一步

发展。

从营养学角度来讲，饮食是维持人体生命的物

质基础，人类必须摄入食物才能维持生命，而合理、

充足的营养摄入则是健康的保证。通过饮食补充人

体所缺乏的某些营养成分，不仅可以补养身体，而且

可以消除疾病及其隐患，达到养生益寿的目的。

GB 16740—1997《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

第 3.1条将保健食品定义为：“保健（功能）食品是食

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

的机能，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

目的”。

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对于饮食要求也不仅仅

局限于吃饱，更注重食品中所蕴涵的营养成分以及

对于提高健康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所具有的功效，对

于健康生活的品质要求也有所增加。而芦荟及制品

恰恰能够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摄入后可以显

著增强身体免疫能力，达到预防与保健的作用。

药食同源的芦荟

一边是红红火火的社会需求，一边是难尽人意

的精髓传承。时代的发展让中医药传承问题成为

业内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那么，中医药在百姓的求

诊就医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

作用？中医药“传承难”难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如何解决？

记者 21 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举行的传承工作

会议上采访了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伯礼。

我国中医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记者：中医药在百姓求诊就医中、在社会的经

济发展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伯礼：一些数字能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去

年 10 月卫生部统计的数字，中医以 4％的医疗机

构 、6.79％ 的 人 员 、6.36％ 的 财 政 投 入 ，承 担 了

15.38％的急门诊和 12.61％的住院医疗任务。这已

经显示了中医简便验廉的优势。

2011 年，中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 4100 亿元，约

占全国中医药工业总值的 27.8％；中医药企业聚集

度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制药企业百强中，中医

药企业约占 1／3，中医药大品种战略取得成效，过

亿元品种超过 200个。

中医药科研成绩突出，每年发表的中医药相关

科技论文达到 5.3 万篇，高影响论文增长 7.5 倍；专

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大幅度增加，每年申请已超过

5000件。

这些数字最能说明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长足

的进步和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重视传承工作就抓住了根本

记者：这些能否说明我们已经完全继承了中医

药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是，那么“传承难”难在哪

里？

张伯礼：应该说中医药发展形势不错，但我们

还应保持一份冷静和淡定。中医药发展还有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中医药学科特色优势缺少认真的总

结提炼，中医药基础理论尚没有系统的整体提高，

存在着简单化的现象。中医思维弱化、中医学术异

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评价西化的倾向普遍存在。

同时，我国浩瀚的中医药古籍尚未得到系统的

研究，特别是近百年中医史研究尚属空白；名老中

医学术思想传承形式大于内涵，重方药而缺少学术

内涵提炼；科研研究注重罗列数据，用现代医学诠

释的多，较少进行中医理论的分析、思考；民间中医

药的人才、方药、技术尚未受到重视，弃之不问、自

生自灭，甚至失传；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模式和内容

还有待与深化改革等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医药

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中医药发展的短板和瓶

颈，甚至是隐患和内伤。

记者：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张伯礼：归根到底是中医药基础理论支撑作用

薄弱，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尚未构建系

统的中医生命科学认证体系，传统文化底蕴浅薄，

忽视中医理论的指导作用。而一些理论零散破碎，

甚至是歪曲谬解。精通中医理论，并能有效指导临

床实践人才短缺，民间医药对有一技之长的人缺少

政策支持等等。

其实，各个学科都有继承发展的问题，但对中

医药来说更加重要。传承是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

的基本形式，师徒相授、薪火相传，延续了学术的生

命。传承是中医药的基础，没有基础就如空中楼阁

虚幻缥缈，就没有了根基。重视传承工作就抓住了

根本，事业越是发展，我们越要坚守学术的底线。

基于实际的需求和问题做好传承

记者：如何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传承难”？

张伯礼：中医药传承是个永恒的主题，必须坚

持面向需求，在解决当前生命科学重大难题过程中

做好传承工作。中医药的典籍浩如烟海，中医的理

论百家争鸣，从哪儿入手做好成传承工作？是基于

实际的需求和问题。现在很多生活方式疾病仍然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传染性疾病变化多样等等。近

几十年来，针对临床重大需求的研究，也取得了一

些成果，如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心血管疾病、通络解

毒方药治疗脑血管病、扶正祛邪疗法对肿瘤治疗有

效果等等。这些工作就是传承创新的榜样和范

式。从临床难点入手，解决问题才是最大的动力。

几千年来，中医药薪火相传，历史悠久，但其理

念并不落后，历久弥新，现代生命科学很多难题可

以从中药宝库寻找到解决办法。只要我们带着问

题研究经典，传承经验，按历史的脉络进行梳理，不

但总结学术发展演变的过程，还能掌握多种破题的

思路和方法。 （据新华社）

张伯礼：中医药传承“乍暖还寒”■ 周三有约
文·王 茜

“我这头疼的老毛病有好多年了，一疼起来，就只想用

脑袋撞墙。多亏了王医生，他的针灸治我的头疼老毛病还

真管用，而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过钱！”谈起王医生，河北

临漳县南二村的老苟眼里满是感激。

“王医生”名叫王视孝，是临漳县南二村一名 76岁的乡

村老医生。从 1958 年开始，他就免费给乡亲们针灸治病。

时光流转，至今已有 55个年头了。

1956 年，王视孝去邯郸市磁县参加了医学培训班，掌

握了针灸技术。两年后，他到村保健站当上了乡村医生。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免费为乡亲们针灸治病。1980 年村保

健站解散，他就在家办起了诊所。跟从前一样的是，针灸依

然不收一分钱。

在这个冀南农村，多年来，村里谁有了小病小灾，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王视孝。除了常规医治方法，村民还很看重

王视孝的针灸好手艺：“不仅不收钱，对卧床不起的病人，还

上门治疗。”

今年 60 岁的老苟，年轻时就有神经性头疼的毛病，每

每休息不好、心情不爽时，就容易发作。“有时候疼起来受不

了，就在床上打滚。”老苟说，虽然为治头疼病没少花钱，但

老毛病一直没根治。这么多年来，王视孝一直为他免费针

灸，针灸一次，头疼就能减轻不少。王视孝还耐心开导他不

要因为琐事和家人生闷气。

村民王兰西的妻子因脑溢血手术后遗症，不会说话

了。束手无策的老王找到了王视孝，经过近 2年坚持针灸，

妻子竟能开口说些简单话了。如今，王兰西还坚持带妻子

到王视孝家里，继续针灸治疗。不仅如此，如今一些邻村村

民也慕名前来，享受免费针灸。

如今，王视孝已记不清免费为多少人做过针灸。据估

计，50 多年，他放弃收取的合理治疗费用，应该有数十万

元。然而，他家的三间堂屋年久失修已成危房，两间住人的

东屋，是他多年省吃俭用盖起来的。

王视孝说：“每治好一位病人，我心里就多一份喜悦。

只要身体还行，就会坚持下去。”

（据新华社）

王视孝：
为乡亲免费针灸50载
文·王俊平 齐雷杰

■ 走基层

清晨 5 点，“海巡 21”船按照既定航线在南海上急速前

进，汹涌的波涛拍打船身上下起伏，一排排浪花冲上甲板，

发出啪啪巨响。

驾驶室内，值班长关富春正带着 2 名值班员执行监测

任务。突然，监测雷达发出滴滴响声。“报告船长，我船左前

方 10 海里处发现一艘船，正在向我方靠近，请指示。”执行

瞭望任务的李志锋紧急报告。

“请核实该船船籍港、出发港、目的港，载货情况！”船长

关富春说。

“是！”李志锋接到命令后，马上行动。

通过无线电通信系统，李志锋很快联系上该船船长，经

过问询，该船为工程船，从宁波港出发，前往东方八所港，目

前正按照既定航线前进。在航海日志上，李志锋飞速记下

这些信息，在核对准确无误后，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海南首艘大型海巡船独立到南海巡航执法，容不

得半点马虎。”关富春说，“过去大家都是在港口周边巡航，

范围小，可控性强。现在驾驶‘海巡 21’船在南海巡航，执

法范围大，突发事件多，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

据海南海事局副局长张捷介绍，“海巡 21”船是 2012年

12月入列海南海事局的，船总长 93.2米，排水量 1583吨，最

大续航能力 4000海里，具备在多种气象条件下实施海空立

体监控和搜寻救助能力，主要担负海南岛周边及南中国海

海事执法任务。

“这可是‘中国海事第一船’！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先进

的海巡船，有了它，我们就能在广阔的南中国海破浪前行，

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张捷说。

张捷说，此次南海巡航将在永兴岛、东岛、浪花礁沿线，

重点巡查海洋环境、通航条件、测试无线电通信系统的覆

盖，“一旦发现外国籍船舶违规违法行为，将立即予以纠正

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来自文昌清澜海事局的林宗平告诉记者，这几年海事

部门的装备力量不断提升，过去只有几十吨的小船，2009

年，新装备了 600 多吨的“海巡 183”船，实现了环海南岛巡

航。而现在，千吨级的“海巡 21”将执法半径扩至整个南中

国海，“这让我们能更好地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

“滴、滴、滴”，监测雷达再次发出警报，值班队员又进入

紧张的工作状态，放眼望去，远处天空已经泛白，关富春说：

“这回是踏浪南海来守疆，苦点累点都值。”

（新华社）

海巡卫士：
踏浪南海来守疆
文·王自宸 夏冠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