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科普

11月下旬，浙江省委、省政府
高规格召开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动员部署
会。近段时间以来，创新浙江建设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
烈讨论。

近日，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新闻发布会，通
报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

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何内涵要义？

浙江省科技厅厅长高鹰忠介
绍，创新浙江的主要特征是科技创
新强、产业能级高、创新主体活、创
新生态好；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高
水平创新型省份；动力支撑是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教
育、科技、人才“三个强省”建设；路
径抓手是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315”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415X”先进制造业
集群培育、“双一流196”、高校基
础设施提质等重大工程。

在目标要求方面，按照“锚定
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
要求，到2027年，浙江将实现教育
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到2030年，浙江
将基本建成教育强省、科技强省、
人才强省，创新浙江成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鲜明标识。
到2035年，教育强省、科技强省、
人才强省全面建成并向更高水平

迈进，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蓝图已绘就，锚定目标加油
干。高鹰忠介绍，接下来，围绕加快
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浙江要做好“两篇大文章”，
筑牢一个底座，强化两个保障。

“两篇大文章”分别是推动教
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
体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
强省；以及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
产业前瞻布局。

“一个底座”则是指加快筑牢
新质生产力的底座支撑。坚持适
度超前，统筹布局大模型、数据、算

力、场景、科研平台等创新基础设
施。坚持“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项目建设，强化高新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万亩千亿”新产
业平台等重大平台建设。

在保障方面，浙江将加强财
政、金融、用地用能等政策支持保
障，充分发挥“4+1”产业基金撬动
作用，增强政策兑现的及时性、便
捷性、可操作性。同时，也将健全
完善一体推进的组织领导体系、工
作推进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设立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个工
作专班，打造最优生态。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怎么做？

这场发布会有答案

到医院看病，迎面而来的可能
是智能机器人；检查结果出来，人
工智能迅速给出诊断意见……随
着AI技术飞速提升，诊疗应用越
来越广。

人工智能当家的“AI医院”是
不是真的来了？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在一些新闻中亮相的“AI医
院”，实际是AI辅助诊疗技术的应
用。医疗创新在提速，但安全监管
的“闸门”仍在人类医生手上。

看病更便捷？“医疗+AI”是趋势

近日，一家研发机构称，即将
上线一款“AI医院”人工智能大模
型：AI医生通过“阅读”医学文献、
“诊疗”虚拟病人，不断自我进化，
未来有望介入真实的医疗应用场
景，辅助人类医生完成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大模型目
前并未投入医院实际应用。不过，
AI技术在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得到
广泛应用。

在浙江，乌镇智能医院自去年
开放以来，不到10名医生与一批
智能导诊机器人，已经接待了数千
名患者。通过AI技术，这家医院
还可以快速分析人体健康大数据，
形成个性化的智能健康评估结果。

在上海，一支医生团队发起、
参与研发的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
能顺利“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输入患者的主诉、现病史、
体格检查等，AI就可给出诊断和
下一步处理的辅助建议。

大模型可以“吃进”数千本医
学教材，AI可以更精准地比对CT
影像，集成视觉、触觉等传感器的
智能监测床可以及时发出预警，快
捷的病例搜索功能可以有效辅助
医生作出判断……越来越多医院
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医疗+AI”成
为趋势。

专家表示，“医疗+AI”前景广
阔，无论患者还是医生，都将在这
场科技革命中受益。

AI直接看病？还得医生“拍板”

一位医生向记者讲述了一个
真实案例——患儿两次住院，前后
历时近一年，专家确诊其患有十分
罕见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而
人工智能几分钟就给出了同样的
诊断。

不过，即便AI能大大提升看
片、审方、诊断等医疗工作的效率，
最后“拍板”的仍是身穿白大褂的
医生。

今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部门联合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涵盖
了医疗服务管理、基层公卫服务、
健康产业发展和医学教学科研4
大类84种具体场景，力求全方位
发挥AI的优势。

其中，从辅助诊断、辅助决策，
到辅助治疗、辅助规划手术，“辅
助”是AI医疗的一个关键词。

上述由医生团队发起、参与研
发的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在上海
一家医院已经投入应用，给医生提
供辅助。医院负责人介绍，这个大
模型的特色是来源于医生、服务医
生，将成为与医生共同在医学领域
深度探索的有力工具。

“AI医院”会来吗？监管将更完善

尽管人工智能看病水平越来
越高，但AI医疗还面临不少挑战，
真正意义的“AI医院”更需迈过多
重门槛。医疗安全风险如何防
范？医疗数据如何确保安全？需
要制定一系列监管标准以避免技
术滥用。

此前，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人
工智能医用软件产品分类界定
指导原则》，明确提出人工智能

医用软件产品管理属性和管理
类别的判定依据。专家表示，这
有助于保障 AI医疗产品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游茂表示，目前我国
AI医疗器械的大多数研究产出都
集中在医学影像类，技术发展有同
质化倾向，“决策规则”领域研究几
乎空白。此外，高质量数据仍然较
为缺乏，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实现机
制还需进一步建立。

游茂认为，医学AI需要构建
一个全生命周期动态评估体系，覆
盖质控等标准体系、临床准入体
系、临床应用评估体系和真实世界
数据。这些将为AI医疗器械的科
学监管提供框架和决策依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所长刘辉表示，在推动技术
创新与升级的过程中，需构建和
完善科学合理的法规政策与技术
体系，加强对算法准确性、公平
性、透明度、可解释性、隐私保护
等关键维度的评估与监管力度，
确保AI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为医患双方提供更优质的应用体
验和医疗服务。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AI医院”来了吗？

医疗创新“快”中要有“稳”

一说到预防骨质疏松，很多人
就想到了买钙片吃。但目前市场
上钙片种类多种多样，有几块钱一
瓶的，也有几百块钱一瓶的。这些
钙片，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到底买
哪种好？购买钙片时，应该注意什
么呢？

普通人缺钙，会增加骨质
疏松的风险

普通成人钙摄入不足，会增
加骨质疏松、佝偻病、骨软化病的
风险。对于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
来说，影响会更大。处于生长发
育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对钙的需
求量更高。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考摄入量（2023）》的建议，普通成
人及孕妇、乳母的每日推荐钙摄入
量为800mg；9至18岁青少年的每
日推荐钙摄入量则是1000mg。

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钙摄入量
的中位数为328.3mg/天，不足率为
94.3%。也就是说，我国居民中绝
大多数人每日的钙摄入量是不足
的。在饮食不足的前提下，适当补
充钙片是有益健康的。

2块和200块的钙片到底
有何区别？

我们在超市、药店或者网上可
以看到各种各样成分的钙片，无论
包装多么炫酷，都只有三类：有机
钙、无机钙、螯合钙。

无机钙主要包括碳酸钙、氯化
钙和磷酸钙等。无机钙最大的特
点就是便宜，而且含钙量高，但是
它的消化需要消耗大量的胃酸。
所以胃功能不太好、有胃病的朋友
应避免选择。

有机钙包括柠檬酸钙、醋酸
钙、乳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枸橼
酸钙等。有机钙的吸收不需要胃
酸的参与，虽然含量不如无机钙，
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氨基酸螯合钙，是指将每两个
氨基酸分子与一个钙离子螯合在
一起，提高矿物质的吸收利用率，
其特点是重量轻、易溶解、易吸收。

不管是低价的钙片，还是高价
的钙片，它们的核心成分是一样
的，对补钙的效果也没有明显区别
的。大家在选择钙剂的时候，并不
用太在意它的化学形式。

要注意的是，人体对钙的吸收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植
酸、草酸、鞣酸可与钙结合为难 溶
性复合物，减少钙的吸收；如果缺
乏奶制品的高纤维膳食，钙的吸收
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补钙时不要与富含植
酸、草酸、鞣酸、高纤维膳食同时进
餐，同时可适当补充维生素D、维
生素K2有助于钙的吸收。

另外，有些钙片，比如氨基酸
螯合钙、添加了维生素K2等。相
比其他的钙，吸收率确实高一些，
但如果价格太贵，也不用过于执
着。因为虽然吸收率高了，身体也
吸收不掉太多。

整体来说，人体对钙的吸收率
随年龄增长而下降，通常情况下，
选择普通钙片就足矣。

如何保证摄入足够的钙？

第一，均衡饮食，尽量吃够奶和
奶制品。奶和奶制品是补钙的最佳
选择。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
塔（2022）》的建议，成年人的奶和奶
制品每日推荐量为300至500g。

不过，我国多数居民都存在奶

和奶制品摄入不足的问题，目前我
国人均奶制品消费量不到50克/天。

第二，奶和奶制品吃不够，适当
补充钙片。在饮食摄入钙不足的情
况下，建议大家适当补充钙片。

对于胃功能正常、消化吸收正
常的人，建议首选碳酸钙，因为它
不仅含钙量高、吸收率也不低，而
且安全性好、性价比高。

对于萎缩性胃炎患者、消化功
能较差的老年人等群体，因为缺乏
胃酸，若服用碳酸钙这类无机钙将
不利于钙的吸收，可优先选择柠檬
酸钙等有机酸钙的产品。

另外，吃钙片时，一定要注意
适量。为了获得最佳吸收，每次吃
的量都建议不要超过 500毫克。
对于需要多吃的情况，建议在医生
或营养师指导下分多次食用。

第三，注意补充维生素D。过
度防晒是中国人维生素D不足的
重要原因之一。维生素D能帮助
钙的吸收或利用，两者同时服用，
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症发生的风
险。如果补钙产品中没有添加维
生素D，建议单独吃维生素D。

（来源：科普中国客户端）

2元和200元的钙片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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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
我国研制的国际首台低能量强
流高电荷态重离子研究装置，
日前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组织的专家验收。

据介绍，该装置可提供强
度高、电荷态高的重离子束
流，且离子种类多、能量变化

范围宽，将为核天体物理、原
子物理等前沿研究及核能材
料研发等应用研究提供先进
实验条件。

该装置为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研制。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国际首台！

低能量强流高电荷态重离子研究装置通过验收

人类酿酒历史悠久，但酒
易挥发难保存的特性，使得酿
酒技术探源非常困难。一个国
际研究团队日前宣布，他们发
现了迄今为止东亚地区最早的
酒类酿造证据。相关证据表
明，早在1万年前，居住在现中
国浙江地区的上山先民就已掌
握了酿酒技术。

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日前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报》上发表了这项新成果。
研究人员介绍，位于浙江省浦
江县的上山遗址是世界稻作文
化的起源地，留下大量的石器、
陶器等稻作遗存。他们在上山
遗址采集了12件不同类型的陶
器残片。这些陶器距今已有约
1万年历史。

研究人员提取并研究了陶
器内表面的残留物、陶胎中的
微体化石以及陶器残片所在文
化层中的微体化石。研究发
现，陶器残留物中含有大量驯
化稻的植硅体，还发现了稻米、
薏苡、稗草、小麦族、橡子、百
合等植物的淀粉粒，不少淀粉
粒表明发酵过程的存在。此
外，陶器上还有大量真菌微化

石，其中有红曲霉和酵母菌。
红曲霉至今仍被用于酿造传统
红曲酒。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对比发
现，这些真菌只可能在发酵时
形成，而非土壤中天然存在并
混进远古陶器中。他们还发
现，陶器类型与特定功能密切
相关，其中小口罐可能专门用
于酿造发酵酒。

上山遗址发现者、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
说，这证明在稻米驯化早期阶
段，上山先民已会利用陶器特
别是小口罐来酿造以红曲霉为
主要糖化剂的稻米曲酒。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博士生导师张健平研究员
分析说，上山先民驯化了水稻，
这为酿造发酵酒提供了稳定的
原料，而全新世早期温暖湿润
的气候为真菌生长提供了理想
的环境条件。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
化系教授刘莉说，稻米酒等酒
精饮品可能在仪式性宴飨活动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特殊
功能或许也是推动新石器时代
中国水稻广泛种植、利用和传
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1万年前上山先民就能酿酒，为东亚最早

上山遗址有新发现

南华大学近日披露，该校
核科学技术学院韦悦周教授团
队在高效分离提取医用同位素
方面取得突破，成功从我国蕴
藏丰富的稀土矿物“独居石”
中，分离得到可用于治疗恶性
肿瘤的高纯医用同位素铅-212
及铋-212。

南华大学新闻中心介绍，
铅-212及铋-212属于目前应用
前景广阔的医用阿尔法（α）放
射性核素，可用于多种恶性肿
瘤的α核素靶向治疗。但目前
铅-212及铋-212的提取工艺复
杂、产量低、价格高，其靶向药
物很难推广应用。

据了解，韦悦周团队立足
我国丰富的“独居石”矿藏资源
优势，自2022年起开展从“独居
石”加工的硝酸钍中分离提取

铅-212及铋-212的攻关研究，
成功开发了适用于高效快速提
取铅-212及铋-212等放射性核
素的新型吸附材料——多孔二
氧化硅负载型阴离子交换树
脂。这种材料可采用高流速的
进料以提高处理效率。这一研
究成果为解决当前全球铅-212
和铋-212供应稀缺问题提供了
新思路。

韦悦周说，除铅-212及铋-
212外，他和团队还在继续攻关
从“独居石”中提取镭-228、钍-
228及镭-224核素。团队将依
托南华大学在核科学、核医疗
方面的资源并谋求合作，推动
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化落地的全
链条整合，为α核素治疗推广
提供助力。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独居石”中成功提取铅-212铋-212

记者从广西大明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近日，
该局与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
究所联合组成的珍稀濒危植物
调查组在大明山发现了一株红
豆属物种。经鉴定，该物种为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柔毛红豆，属广西特有植物。

据了解，柔毛红豆是豆科
红豆属的一种常绿乔木，木材
坚韧，纹理美观。此前，该物种
仅发现于广西十万大山地区。

此次发现为大明山新记录物
种，也是大明山记录到的第四
种红豆属植物。

调查组负责人介绍，保护
区管理局已对这株珍稀的柔毛
红豆开展进一步的野外调查并
建立监测档案。此次新记录物
种的发现丰富了广西大明山保
护区的物种多样性，为保护区
红豆属植物研究提供了新资
源，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广西大明山首次监测到柔毛红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