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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
完 美（中 国）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特 约

国外各国家和地区对芦荟产品的归类各有不同，

欧盟通过国际食品法把芦荟纳入法规范围内，芦荟被

归类为蔬菜，因此，芦荟在欧洲属于普通食品。芦荟在

医药品领域的应用在《欧洲药典》中有关植物的专论有

详细描述，并受欧洲医药法律法规的约束。芦荟在欧

洲既可以应用于食品行业，也可应用于医药行业。

在德国，由于食物产品在市场中不需要被特定介

绍或许可，因此，公共规则仅对食品中的蒽醌类物质

含量进行了限定。几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颁布了

芦荟苷在芦荟食品中的应用标准，与欧盟食品法典相

同，即非酒精类食品芦荟苷≤0.1pp同，酒精类食品芦

荟≤50ppm。

在奥地利，芦荟作为普通食品得到公众认可，在

希腊，芦荟通常作为普通蔬菜被食用。在比利时、荷

兰、卢森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和英

国等国家，芦荟被社会认可为普通食品。在瑞士，有

关芦荟所属的具体种类仍在进一步讨论中。土耳其

在 2005年把芦荟归类为药品，2007年，土耳其政府又

将芦荟列入 GOOD LIST, 促进了芦荟食品产业的

发展。欧盟国家则未将芦荟归类为新型食品。

芦荟作为食品或食品补充剂归类现状。

通常欧洲各国政府不认同芦荟作为食品补充剂

的特性。他们认为，芦荟本身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

太少，对消费者的健康没有促进作用。但将芦荟原料

与其他营养物质如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起制备食品补

充剂，在欧洲发展得较成功。

在美国，芦荟既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也可以作为

食品补充剂，芦荟素标准为 10ppm 以下，在食品和食

品调味品领域中，必须分别符合各自的法规。

芦荟作为药物的使用方法由《欧洲药典》中有关植

物的专论规定。《德国药典》中有关植物的专论几乎与

《欧洲药典》中有关植物的专论相同，有一种芦荟在德

国药典中被描述为巴巴多斯岛芦荟，我国药典称之为

老芦荟，是指由库拉索芦荟的叶子浓缩干燥制得的干

燥物，它包含有至少 28％的蒽酚衍生物，以芦荟苷表

示，用于药品中。德国对药品的监管非常严格，必须经

过很长时间的检测，当药物通过长期的测试获得德国

药物管理机构的法规允许后，才可从德国药品协会获

得准入，药物只允许在药店销售，而且只有经过培训和

具有从业资格的工作人员才允许在药店销售药物。

国外芦荟产品的归类

这里是西南高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平均海拔 3380米，三江并流于此，山高而路险。

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7 月 22 日至 27

日，参加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迪庆藏区行的

14 位专家带来了知识与技术，献上了他们对高原的

一片真情。

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迪庆藏区行由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实施，目的是组织留学专家直接服

务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帮助当地解决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

路途遥远，挡不住专家们服务藏区的迫切愿望。

一到迪庆，专家们全然不顾高原反应，立刻投入工作：

医疗专家换上白大褂，拿起听诊器，走进病房；农牧专

家来到农技站，向当地农技人员面授技术；林业专家在

雨中走进林场，实地考察公益林保护情况；教育专家走

访各类学校，与老师们交流座谈，传授经验。

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心

内科主任医师高海径直来到内科医生办公室。看到

北京来的专家，大家围拢过来。

“高原地区心脏病发病率如何？一年收治多少

心脏病病人？能开展哪些手术？”高海一连问了几个

问题。

得知这家全自治州最大的医院尚不能开展心脏

支架手术，高海提出两家医院可以开展合作。“我在

西藏、青海都做过这种手术，如果能在当地做，藏区

群众就不用千里迢迢跑到大城市去了。”高海说。

在医院的 ICU 病房，于丽天、郭秀海两位专家查

看了每一位病人，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骨科专家姜旭

得知 23日有骨科手术，直接走进了手术室。

该院内科主任和发新对记者说：“几位医疗专家

理论造诣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他们愿意把这些毫无

保留地教给我们，我能感受到他们对藏区的那份情

谊。”

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詹慧龙是

农业经济专家，曾多次来过迪庆州。这一次，通过实

地考查，他给迪庆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建议。

“迪庆农业产业还处于糊口型、原料型、生计型

的低层次上，今后应着重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

业链延伸、着力发展农业深加工等问题。”詹慧龙说。

23 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两位林业专家来到

小中甸镇国有林场。在这片生态保护林中，雷相东

研究员发现大量的树木生长缓慢，一些树木的低层

树枝已经枯死。他果断指出，林场种植密度过大，不

利于树木生长。

林场工作人员向他反映现在林木保护的经费明

显不足。雷相东说：“我到许多林场都发现了这个问

题，这里尤其突出，我一定会呼吁的。”

25 日，专家们还来到海拔更高的德钦县，医疗专

家分别在县医院和奔子栏镇卫生院进行义诊，农业

专家到乡镇农技站讲授农业知识，林业专家考察了

当地的石漠化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教育专家到村

小学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

专家们表示，藏区行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基层渴望知识与人才，今后要多下来，把知识、信息、

技术无私地奉献给基层。

“专家们带着一片真情来，留下一串串足迹，他

们的业务能力让人钦佩，他们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希望还能有更多专家来到我们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迪庆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郭崇先说。

（据新华社）

海外赤子真情献高原

他，1986 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是重庆文理学院林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他，带着研究团队把满腔热忱和全部身心都投入

到成百上千次的实验、试种之中；

他，培育的速生桉品种，是用脚走出来，用心“泡”

出来，走遍了永川、璧山、荣昌、丰都、开县等 20 余个

区县的丘陵山区；

他就是重庆市科技特派员、“造林教授”“助农专

家”——刘奕清。

2002 年，刘奕清针对川渝地区土质、土壤和气候

条件，开始引进、筛选、培育适合川渝地区种植生长的

速生桉新品种。

2007 年，他的“重庆速生桉引种选育及克隆育苗

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巨桉无性系 WLEG-17”通

过专家鉴定，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008 年，刘奕清创办重庆市天沛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在永川区流转农民土地，建立特色种苗科技成

果转化基地 500亩。他带头创建了西南领先、规模最

大的组培种苗科技成果产业基地。基地年培育出速

生桉、生姜、蓝莓、猕猴桃、彩叶榕等特经作物和绿化

植物 2000 万株，满足 20 万亩土地的绿化需要。公司

把速生桉作为市场试金石，至今速生桉已经遍及川渝

地区 20 多个区县，种植面积突破 100 万亩，每年可为

创造经济效益 10 亿元，改写了重庆无成片桉树人工

林的历史。仅速生桉，天沛公司就实现经济收益 600

余万元。

2010 年，天沛公司与重庆市永川区政府实施

“校地校企合作”重大科技协作项目，牵头创建占地

2000 亩、总投资达 2.3 亿元的重庆（永川）特色种苗

科技城产学研示范基地。也是这一年，刘奕清生姜

病原物分子检测及脱毒种苗的繁育体系针对性科

研攻关取得成功，在重庆部分区县推广应用。天沛

公司还与专业合作社合作，指导领办丰都县联鑫蔬

菜专业合作社建立脱毒生姜高产示范基地 300 亩，

年产值 870 余万元，利润 370 万元。与秀山红星中药

材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在秀山建立金银花组培种苗

产业化生产示范基地 1000 亩，年产优质种苗 1000 万

株、经济效益达到 3000 余万元，带动武陵山区金银

花农户增收 3000 元/年·户。

在永川区科委的支持下，2011 年刘奕清组建了

刘奕清：“造林教授”扎根巴渝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2009 年 9 月的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响起:“喂，

是刘教授吗？我是江津中山古镇的，我们栽的速生桉

种苗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天突然叶子发黄，就像要枯

死的样子。”对方很着急。

第二天早上七点，刘奕清便带着他们的队友一行

四人驱车前往中山镇太和村。

雨后初晴。到了中山镇太和村，狭窄崎岖的机耕

道泥泞湿滑，刘奕清实验室的车根本进不去，无奈之

下，他们只得换乘一辆农用四轮车继续往前赶。农用

车一路颠簸，刘奕清一行心都悬到嗓子眼上了。走着

走着，农用车也开不动了——前面的路车子进不去。

没有办法，刘奕清他们只好弃车步行，足足走了 3 个

多小时，到了太和村时已是下午 4点多钟了。现场查

看，提取了所施肥料、土壤样本 50 多种，到江津城里

已经是晚上 9点过了。

返回学院，通过化验分析，刘奕清他们找到了让

人哭笑不得的答案。原来是因为当地农民觉得这个

新品种在市场上太俏了，为了让“速生桉”早日见效，

擅自把常规施肥量加大了 2 倍以上，致使温度太高，

离根系太近，从而造成桉树“烧苗”。后来，他们多次

进行了回访，帮助解决技术难题。而今，太和村的速

生桉已是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农户们拔苗助长的教训，让刘奕清深感科普在促

农增收中的重要性。为此，他发挥兼任永川区科协副

主席的优势，和同事们采取培训、会议、宣传栏、科技

咨询、现场指导等方式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技术。

——延伸阅读——

要让科普促农增收

在总结自己的研究经历和成果时，刘奕清说：我

研究的课题来自来自农村，来自市场。刘奕清负责攻

关的重庆市重点课题“生姜病原分子检测及无病原种

苗繁育体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选定，就是一个

典型例子。

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黄瓜山村几百户村民有着

种植生姜的传统，种植面积达 1000多亩，是远近闻名

的“姜乡”，黄瓜山生姜一直以来也以其脆嫩爽口而走

俏市场。

2008年 7月的一天，该村党总支书记申希泉找到

刘奕清，硬是拉着他要到黄瓜山去，帮他们村解决

“烂姜”的问题。村民王成功有 20 多年的种姜经验，

可谓“老把式”了，然而他家的生姜却烂了不少。其实

“烂姜”（姜瘟病）问题在黄瓜山村种姜人眼里，是个老

大难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望着王成功憨厚、朴实

却有些无奈的脸，刘奕清爽快地说，一定从根本上破

解黄瓜山村生姜种植中的“烂姜”难题。

除了永川黄瓜山，荣昌盘龙镇、潼南双江镇、丰都

包銮镇也盛产生姜，且都“先天不足”：生姜抗病能力

弱，易发姜瘟病。为了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适应能力，

刘奕清和重庆文理学院花卉研究所的专家们赴荣昌、

潼南、丰都等地，采集母本资料，进行攻关研究——生

姜病原物分子检测及脱毒种苗的繁育体系研究，解决

生姜病原菌难题，提高抗逆性，实现优质高产。目前

该课题研究已经取得成功，即将在重庆市进行大面积

推广，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再添新项目。

研究课题来自农村

永川区特色种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这一年，针对三

峡库区瘠薄土地和冬季低温室的特殊气候条件，刘奕

清研发的“邓恩桉”成功通过品种认定，先后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重庆市人民政府和永川区人民政府科技进

步奖。

截至目前，刘奕清共主持承担国家重大星火计

划、重庆市重大科技专项“森林工程现代苗木设施

技术与配套产品开发”、重点攻关项目“生姜无病原

分子检测及无病种苗繁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16 项，获省部级成果奖 3 项，鉴定成果 6 项，国家发

明专利 6 项。

刘奕清担任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后，和同事们走村

串乡，采取培训、会议、宣传栏、科技咨询、现场指导等

方式，广泛宣传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近 3 年

来，他先后参与宣传普及农技知识会议 38次；办宣传

栏 20 期；举办各类优质种苗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

集约化管理等培训 61次，参训人数达 1100多人次；开

展科普讲座 15次，受训人数达 1560人次；培养科技示

范户 345 户，带动从事种苗种植和开发农户超过 1.6

万户，每年带动 110万人次从事植树造林和科学育苗

工作。

刘奕清，还担任着重庆市特色植物种苗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是重庆市林学重点学科建设带头人，

先后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三届先进工作者”“感动重

庆十佳教师”“讲理想·比贡献——重庆市科技标兵”

等荣誉。

刘奕清（左）在田间指导农民

据新华社讯 （记者余晓洁）“8 月初，中国科学家

将搭乘本国潜水器进行‘大洋第一潜’，五彩缤纷、神秘

莫测的大洋深海生物令人期待。”“蛟龙”号首个试验性

应用航次二、三航段的首席科学家王春生 28日对新华

社记者说。

如果海况良好、身体条件许可，这位国家海洋局第

二研究所的海洋生物学家有望成为“大洋第一潜”的科

学家。连日来，王春生接受了模拟舱抛载应急训练，并

进入真舱内熟悉环境，为下潜充分做好准备。

“蛟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一航段期间，科

学家们在我国南海冷泉和海山区收获颇丰，采集到很

多样本。与第一航段相比，“蛟龙”号二、三航段的“大

洋之旅”任务更艰巨——先后赴东北太平洋中国多金

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和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勘探申请区

开展近底生物调查、地质取样、海底摄像和相关海底试

验作业。

19 日从厦门起航 10 天以来，“蛟龙”号及其母船

“向阳红 09”一路向东已行驶 2000多海里，途经东九区

和东十区进入东十一区，预计将于当地时间 8月 4日抵

达第二航段作业区。在这个 7.5 万平方公里的合同区

里，我国享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第二航段初步计划在

两周左右作业时间里进行 5 次预定下潜和 2 次机动下

潜，最大下潜深度 5000 多米。其中，首次下潜预计在

结核富集的东北太平洋 CC 区。已有科考资料显示，

结核中金属品位锰最高可达 30％、铜 1.5％，钴 1.0％。

“若能如期下潜，我们将开展结核试采区沉积物原

位工程力学参数测量；近底定高航行拍摄；小尺度结核

分布规律研究；采集巨型底栖生物样品和视像资料；分

析比较深海海盆和海山巨型底栖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

构，为深海采矿环境影响评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王春生说。

他说，第二航段工作区地形为深海海盆，生物食物

来源主要靠海面沉降。能沉降到 5000 多米深海的食

物非常有限，所以海盆里的生物分布少，捕捉不易。为

提高捕获几率，科学家们制作了形状各异的生物诱捕

装置。

“鱼类、海参、虾等强的物种通常在深海分布比较

广泛，而海绵、海葵、水螅、海百合等固着的底栖动物在

不同国家的合同区分布不均衡，地方性种类比例较

高。我们很想尽快了解我国合同区内生物群落的分布

状况。”他说。

王春生：

备战“大洋第一潜”

王春生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已发表论文50多篇，专著1本。获国家海洋
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海洋
创新成果二等奖一次。

科技日报讯 （陈耀龙 袁志勇）这是一支风华正

茂，训练有素的团队。这是一支不畏艰辛，风雨无阻、

所向披靡的队伍，他们是沈阳铁路局通辽供电段培训

基地“牵引供电”第一批学员。

该基地，是这个段为 2015年通霍电气化铁路，培养

牵引供电专业人才的摇篮。今年 4月份，组织上为这个

段分配了一批高职高专生和复转军人。为了把这支年

轻的队伍，打造成政治素质高、技术业务素质过硬的专

业团队。该段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开班伊始，段党委书

记郑永益为新学员上了“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第一课。

段工会为学员配备了丰富的生活用品，段团委组织了形

式多样的联谊活动。丰富了青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三个月的

集中培训，这支队伍完成一个又一个艰辛的任务。该

段党委书记郑永益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通辽供电段

的未来，这个基地真正起到了“聚如一盆火、散似满天

星”的作用。在这里，每名学员都凝聚了“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的正能量。

郑永益：让培训基地成为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

据新华社讯（璩静 王帅）29日，由共青团中央、中

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2013全国少

数民族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项目正式启动并在中央民

族大学举行了开营仪式。

主办方表示，此次实习活动为期 1 个月，旨在帮助

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国情社情、体验职场运行、提升就

业能力搭建平台，包括岗前培训、岗位实习、参观座谈、

总结交流等内容。据悉，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

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学院、广西

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

大学、四川民族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

学、云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河北

民族师范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 17 所各地少数民

族院校选派了 145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参加活动。

此外，实习岗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 37家企事业单位提供。

据悉，该实习计划由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具

体实施，自 2011年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两届。

全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在京启动

据新华社讯 （璩静 王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9日公布了面向青少年的 50种优秀音像电子出版物推

荐目录，其中音像制品 40种、电子出版物 10种。据悉，

这也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首次向全国青少年推荐音像

电子类出版物。

经各地报送、专家论证等环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最终从400余种音像电子出版物中遴选出50种进入推

荐目录，包括英华电子音像出版社历史文献纪录片《苦

难辉煌》、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国旗护卫

队》、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纪录片《永远的雷锋》、中国唱

片总公司《中华儿歌珍藏集》等社科文艺类出版物，云南

音像出版社的多语种版《中华上下五千年》、河南教育电子

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华成语小故事》、湖南电子音

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聆听经典》、辽宁电子出版社《大

耳娃智趣学习宝典》等教育类出版物，北京科影音像出版

社《变暖的地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音像出版社《地球

档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小身体大学问》、上海科学

普及出版社《天文追星》等科普百科类音像电子出版物。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次向青少年推荐5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