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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完成数百种传统蒙药材标准化研究，
为古老的红色水丸包衣打造零毒害健康

“新装”，传统蒙医脉诊变身高大上的“智能
脉象模拟装置”……在自治区蒙医药重点
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古老的蒙医药“邂逅”现代科技，

“碰撞”出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蒙医药重点实验室位于“中国蒙医药

之都”通辽市，依托自治区重点学科“蒙医
学”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蒙药
学”的相关优势，经过数十年成长，成为蒙
医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以及国
际合作的一块高地，为自治区经济发展和
群众身心健康做出积极贡献。

传承与创新并举
探索蒙医药奥秘

疫情期间，实验室发挥蒙医药治未病
优势，及时研制蒙药“沙黄清疫丸”以及蒙
药小香囊，对病毒起到有效防御和治疗的
作用。

“传统蒙医药底蕴深厚，是民族医学智
慧的结晶。随着时代发展，蒙医药创新之
路任重道远，要把传承、创新当作一种责
任，用科研的力量孕育出更多成果，把这门
古老的医学发扬光大。”实验室前主任、蒙
医药科学家奥·乌力吉教授常常这样教导
他的学生们。

奥·乌力吉教授带领团队对多种蒙中
药材进行系统研究，使实验室在蒙医药基础
研究及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传统蒙药材山沉香用药需求量大，然
而，一直以来成分不明确，标准未确定。研
究团队通过实验，明确了山沉香的成分，并
建立了山沉香的TLC鉴别法和测定其中
挥发油、香豆素与黄酮、多糖含量的GC、
HPLC和UV法，给山沉香制定了标准，填
补了相关质量标准研究的空白。

多年潜心钻研，“广枣通脉胶囊”“海伦
胶囊”“蓝红胶囊”“清咽利喉胶囊”……一
个个蒙药新药的研究成果落地转化，大大
拓展了生命的维度领域。

在蒙医药产业化过程中，有很多共性
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基础研究薄

弱、药材资源短缺、质量控制标准落后，成
为制约蒙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
题。实验室以蒙药材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研究为基础，开展蒙药基础研究、蒙药标
准化研究等蒙药品质评价核心问题的探
索，提高蒙药产业核心竞争力。

2016年 10月，奥·乌力吉申请立项，
带领团队承担起内蒙古蒙药材标准2018
版的自治区科研项目。团队走遍全国多个
省市，对300多种蒙药材进行了7个以上
批次的采集，并对逐个药材进行标准化研
究和提升，到2018年底，共完成了320多
种蒙药材标准化的研究工作。

最近，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
站上，有一份包含13种蒙药水丸性状修订
公示稿。这些蒙药的性状，分别由原先的
红色、暗红色等变成了如今的黄棕色、棕褐
色等。奥·乌力吉表示：“长久以来，水丸的
部颁标准就是红色，要达到这个标准，处方
中的朱砂、银珠必不可少。但实际情况是，
制作红色水丸面临着重金属超标的威胁。
这些问题，药厂一直都知道，却又无力去改
变，只能照着标准生产。”

就水丸的颜色问题，奥·乌力吉组织召
集27个相关医药科研单位开了6次研讨
会，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修改意见，最终共
同形成一套方案，上报国家药典委员会。

“一旦新标准开始实施，不仅能进一步提
升这些水丸的产品质量，确保广大百姓的用药
安全，还可以使各家药企每年节省几十万至上
百万元的原材料添加成本。”奥·乌力吉表示。

教学与科研并重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019年5月，内蒙古蒙中药资源普查
第二队在拉喜那木吉拉与布和巴特尔、吴
香杰教授带领下，开展早春植物调查工作，
对通辽市科尔沁区药用资源种类、分布、蕴
藏量、资源变化趋势、传统知识、野生与栽
培情况、收购量、需求量等蒙药中药资源信
息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我们首次系统地获取了科
尔沁区蒙中药资源信息，共获得药用植物
种质资源47科96属145种，为本地区蒙中
药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有
效依据。”拉喜那木吉拉告诉记者。

近年来，依托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
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和地方政府重大应用
科研项目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在服务地方
地区方面，实验室特色鲜明，为通辽市建设

“全国蒙医药产业发展核心区”及“中国第一
个蒙药之都”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实验室主任拉喜那木吉拉介绍，实验
室拥有608台科学仪器，总价值达5463万
元，其中价值5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11台。近5年来，实验室授权的发明专利
与实用新型专利有15项，获得国家及自治
区级奖励8项，刊发成果论文186篇。

在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一款全
新的医学装置引起人们注意，它是实验室
包晓华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蒙医智
能脉象模拟装置”。该装置目前已成为蒙

医学者短时间内方便快捷地掌握蒙医脉诊
理论和操作方法的“神器”，深受广大师生
的喜爱和欢迎。

团队以蒙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传统
蒙医脉诊方法为标准，设定蒙医寒热十二基
本脉象搏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计算机
技术模拟不同脉幅、脉力、脉速、脉势的寒热
十二基本脉象波动特征，进行动态显示。

包晓华表示：“蒙医智能脉象模拟装置
解决了蒙医脉象无统一标准，仅凭个人对文
献的理解和医疗经验判定主观性大的问题，
为蒙医脉诊标准化研究奠定了基础。该研
究成果在蒙医学领域为首例，填补了此方面
研究的空白，丰富和发展了蒙医脉诊学。”

“蒙医药重点实验面向科学前沿，聚焦
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开展蒙药药性理论与
方剂配伍机制研究、蒙药质量评价和创新药
研究、蒙药有效物质及作用机制研究、蒙药
资源学研究、蒙药炮制原理及规范化研究等
5个方向的蒙医蒙药创新性研究。”拉喜那
木吉拉表示，“人才是实验室建设的核心因
素，要通过团队的凝聚力，使分散的个体产
生强大的合力，充分调动实验研究队伍的积
极性，积极参与到各项工作中来。”

实验室始终把人才培养、造就和引进
优秀高质量高水平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作为
重要的工作内容，制定人才引进政策，积极
吸引优秀学者。这些人才的加入，不仅壮
大了实验室研究队伍，也扩大了实验室的
研究领域。

十年磨一剑。自治区蒙医药重点实验
室经历近10余年的建设，依靠科技创新及
成果转化等重大成绩，在2019年自治区科
技厅组织的化工、信息、生态和蒙药4个领
域的评估考核中，获得全区优秀重点实验
室称号。

“这也是全区蒙医药系统中第一个获
得该称号的重点实验室，标志着在自治区
重点实验室布局中，有了蒙医药的一席之
地。”拉喜那木吉拉说。

“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驰骋
多远”。立足传统蒙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开发，依托重点实验室，一批领先于国内外
的蒙医药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将蒙医药理
论精髓、蒙医精神推向全国，蒙医药产业厚
积薄发，一步步从草原走向世界。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嫦娥五号从月球带回的约 1731克“土特
产”备受关注。近日，国家航天局首次对外发
布了《月球样品管理办法》，月球样品原则上将
分为永久存储、备份永久存储、研究和公益四
种基础用途。

●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品牌将在 3 年内
推出一批科技创新力高、产业带动力强、区
域影响力大的创新枢纽城市，辐射带动创新
资源有序下沉，培育重点产业集群，助力中
小企业创新。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的批
产卫星智能生产线已在武汉投入试运行。这
条生产线可年产 240 颗以上的小卫星。该生
产线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卫星产业园
航天器智能制造中心，可实现生产过程精准
感知、关键工序质量实时控制、制造全过程数
据采集与控制。

●蔬菜是人们日常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
之一，其生产过程既关系到食品安全，又与生
态环境息息相关。中外科研人员长达 10余年
的实证研究发现，一种基于知识和产品的土壤
—作物系统综合管理模式能够在提高蔬菜单
产的同时，大幅减少肥料用量，温室气体减排
近三成，让蔬菜生产系统更“绿色”。

●近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组织完成了我国首辆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的初
次评审。初评环节遴选出弘毅、麒麟、哪吒、赤
兔、祝融、求索、风火轮、追梦、天行、星火共10个
名称，作为我国首辆火星车的命名范围。

●沙特阿拉伯将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新
未来城建一个名为“线”的“零汽车”“零排放”
城中城。“线”将是一座长条状城市，长 170 公
里，可容纳100万居民。城中没有私家车，办理
日常事务或公共交通站点最多只需步行 5 分
钟，乘坐超高速公共运输系统可以在20分钟内
到达城中任何地方。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传统产业“触网”
工作人员为一把二胡拍摄产品照片。近年来，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着力于将本地的针纺

服装、鱼竿渔具、民族乐器等传统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对接融合，形成相互促进、创新发展的
“新业态”。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推介当地特色产品成为新“农活”，电商的兴起为当地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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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闲时节忙繁育
工作人员展示培育棚内的澳洲淡水龙虾的种虾。入冬以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

林镇的种养殖户们开启了种虾种蟹的选苗及繁育工作，为来年开春大规模养殖做好准
备。近年来，东林镇积极引导当地种养殖户转型升级，从传统耗能大、污染多的温室龟鳖
养殖业转向生态环保、附加值高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稻虾共养、稻蟹共养等生态种养模
式。 据新华社电

看天下

窃蛋龙孵卵效果图

天然钻石形成于地球深处高温高压条件
下，通常需要数十亿年时间，而以往合成人工钻
石总离不开高温。澳大利亚和美国研究人员组
成的研究团队近期在室温下用短短数分钟造出
钻石，实现突破。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支团队由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研究人员牵头，
在相当于640头非洲大象施于芭蕾舞鞋尖上的
高压条件下造出两种结构不同的金刚石。一种
结构类似于珠宝上镶嵌的常规钻石，另一种类
似于蓝丝黛尔石。

蓝丝黛尔石又称六方金刚石，也由碳原子
组成，但排列方式不同，可承受的压力比钻石高
58%。这种金刚石极其罕见，通常出现在陨石
上，被认为是流星上的石墨坠向地球时在极端
高温和高压下形成。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物理学教授乔迪·布拉
德比说，室温下制造钻石的关键在于如何施加
压力。他们在100千帕压力下剪切一小块类似
石墨的碳切片，使其碳原子移动到位，形成钻
石。研究团队使用高级电子显微镜技术，从实
验样品中捕捉到完整的固体切片，用照片记录
钻石形成过程。照片显示，两种金刚石均以狭
长纹理状呈现，其中常规钻石夹于蓝丝黛尔石
纹理之中。

布拉德比说，这项研究长期目标是造出更
多这种罕见但极其有用的金刚石，特别是蓝丝
黛尔石。它由于硬度比常规钻石还高，或许可
用于切割矿区超固体材料、保护钻头以延长使
用寿命等。 （据新华社电）

神奇！
室温下数分钟
造出钻石

我国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江西赣
州出土的一组恐龙化石后发现，这是世
界上罕有的同时保存有成体、胚胎和蛋
窝的窃蛋龙孵卵化石。

该组化石是在距今约 7000 万年
前的地层中发现。成年个体窃蛋龙长
约 2米，前肢向后下张开、覆盖在蛋巢
之上，后肢折叠在身体下方，整个身体
位于蛋巢中心，与现代鸟类的孵蛋姿
态一致。巢内有 24个蛋，呈上下三环

排列。
论文第一作者、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

教授毕顺东说：“该化石除呈现了窃蛋龙伏
在蛋巢上的孵卵姿势外，更难得的是，蛋巢
内还保存了正在孵化中的胚胎，这为认识窃
蛋龙孵卵行为和孵化方式提供了最新证
据。”

窃蛋龙类属兽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
1.25亿年至6600万年间。过去研究者曾在
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戈壁地区发现过伏在

蛋巢上的窃蛋龙个体，但由于巢内缺乏胚
胎化石，使得窃蛋龙孵卵行为的假说长期

以来存在争议。
“窃蛋龙已具备了‘异步孵化’这种现

生鸟类里较为进步的孵化方式。可以说，
恐龙的生殖方式远比之前认知的更复
杂。”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说。

该成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期
刊《科学通报》上，由云南大学、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
成。 （据新华社电）

7000万年前窃蛋龙会孵卵

自治区蒙医药重点实验室——

古老蒙医药邂逅现代科技

拉喜那木吉拉教授做蒙药栽培实验。奥·乌力吉教授在野外进行蒙药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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