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光阴弹指过，甲子人生尽坎坷。
医教研管织岁月，奈何岐黄胜与我。
天势人和百科济，惟将勤奋补蹉跎。
大奖足以慰平生，甘做径石迎来客。

张伯礼院士
获奖宣怀
为《求贤》杂志所作

本刊讯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 1月 9日在北京召开，本市共有 17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自然科学奖 1项、技术
发明奖3项、科技进步奖 13项，涉及新材料、生物医药、化学工程等多个领域。特别是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主持完成的“中
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该领域唯一获得一等奖的项目。
据悉，相对于2013年度本市的获奖情况，2014年度增加2项。其中，新增了 1项自然科学奖、2项科技进步奖，减少了 1项技
术发明奖。本市所获的 17项科技成果中，南开大学等6所高校共9个参与项目获奖，占据本市获奖项目数的半壁江山。本市 17
项科技成果获奖标志着天津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上迈上了新台阶。

天津17项成果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张伯礼院士主持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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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 
创新驱动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人和获奖单位 奖种及等级

1 配位聚合物构筑与结构性能调控
卜显和、李建荣、杜  淼、胡同亮、曾永飞
南开大学

自然科学奖
二等

2
海洋钻井隔水导管关键技术及工业
化应用

姜  伟、杨  进、刘书杰、周建良、谢梅波、邓建明……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技术发明奖
二等

3
有机硅杂化层状分子筛新催化材料
及节能异丙苯成套技术

高焕新、周　斌、杨为民、杨卫胜、魏一伦、曹　葵……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技术发明奖
二等

4
大跨度漂浮型铁路斜拉桥列车制动
响应智能控制新技术

瞿伟廉、李忠献、秦顺全、涂建维、程海斌、程旭东……
天津大学……

技术发明奖
二等

5
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
及其产业化

张伯礼、程翼宇、瞿海斌、刘　洋、范骁辉、谢雁鸣、高秀梅、张 平、刘  雳、王　毅、张俊华、
康立源、胡利民、任  明、张艳军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一等

6 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发与应用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特等

7
新型熔喷非织造材料的关键制备技
术及其产业化

程博闻、唐世君、陈华泽、刘玉军、邢克琪、康卫民、宋晓艳、庄旭品、刘  亚、杨文娟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二等

8
非耕地工业油料植物高产新品种选
育及高值化利用技术

李昌珠、夏建陵、王光明、叶 锋、蒋丽娟、王昌禄、肖志红、马锦林、聂小安、张良波……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南开大学蓖麻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二等

9
粉沙质海岸泥沙运动规律研究及工
程应用

赵冲久、季则舟、杨  华、孙林云、张庆河、章始红、侯志强、冯仲武、张华庆、于建海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天津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0
辣椒天然产物高值化提取分离关键
技术与产业化

卢庆国、张卫明、张泽生、曹雁平、连运河、赵伯涛、陈运霞、李凤飞、韩文杰、高　伟……
天津科技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1 高耐性酵母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俞学锋、曾晓雁、陈  雄、肖冬光、李知洪、张翠英、李志军、李祥友、陈叶福、王  志……
天津科技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2
高酸重质原油全额高效加工的技术
创新及工业应用

董孝利、吴  青、王少飞、陈  淳、袁忠勋、黄梓友、苑少军、郑明光、尤德华、王仲华……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3
百万吨级精对苯二甲酸（PTA）装
置成套技术开发与应用

周华堂、罗文德、姚瑞奎、许贤文、李利军、汪英枝、马海洪、王丽军、肖海峰、郑宝山……
天津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4
痕量分析用试剂纯化及检测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

李红梅、张庆合、戴新华、黄  挺、全  灿、冯钰锜、周  涛、马  康、陈大舟、何雅娟……
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5
重型柴油车污染排放控制高效SCR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贺  泓、王树汾、潘吉庆、资新运、刘  洋、苏大辉、余运波、郭庆波、刘福东、李腾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6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国家平台构
建、关键技术与应用服务

孙九林、诸云强、闾国年、李晓波、杨雅萍、王卷乐、朱建钢、吴立宗、廖顺宝、曹彦荣……
天津理工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7 肝胆胰腹腔镜手术技术体系及应用
刘  荣、胡三元、秦鸣放、黄志强、安力春、胡明根、张光永、赵宏志、赵国栋、许  勇……
天津市南开医院……

科技进步奖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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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国家“重
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药典委员会执委兼中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副
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中医学类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
委员。荣获澳门科技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获国家科技计划
组织管理突出贡献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何梁何利基金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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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合作，在慢病防治上争取更大的

成果。第二，在中药研究方面我们要

更加努力，注重创新中药开发研究，

深化中成药二次开发，同时要推动中

医药的国际化。”

提到中医药的发展，不得不提中

成药的二次开发。对此，张伯礼坚定

地说 ：“一个人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就

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进步，这是我

一生的目标。现在中成药二次开发已

经拓展到全国，将引领中药产业转型

升级，对此我很有信心。进入 21 世纪，

人们对古老的文化要传承和发扬，并

赋予现代科学内涵，推陈出新，否则

就没有进步。赋予古老的中医药以新

的生命，这是大势。而顺应时代潮流时，

还要人和。庆幸的是，我们中医药现

代化有一个大的团队，所以才能一直

坚持地做下去。在此基础上多个学科

都来介入到中医药研发，都来帮助我

们做好中医药，这是史无前例的，是

很好的机会，所以要抢抓机遇，有所

作为。这不但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机

会，也是天津的机会，更是全国中医

药的机会。以后中医药的发展会越来

越好，会不断产生新的成果，培育更

好的中药大品种，实现整个中药产业

的升级换代。”

从来不吃补品
工作是最好的保健品
在不了解张伯礼的人眼里，也许

他是一面镜子
本刊独家专访张伯礼院士
撰文/冷珊珊 周莲娣  摄影/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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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本刊记者曾专访过张伯礼院士。3年后，他办公室的灵芝依然还在原处。

“灵芝冠众芳，安得阙亲近。”灵芝，在杜甫的诗中是杰出人才的象征，在今天看

来，它仍然不失神秘色彩，耀眼夺目。灵芝不远处，是一本本厚厚的中医药书籍，

书香在冬日的阳光下分外浓郁。

在采访张伯礼院士之前，本刊记者先采访了天津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张俊华

博士，他在张伯礼身边学习工作了十多年。在他看来，张伯礼既是领导、老师，

又是前辈、朋友，在张伯礼身边工作，就像是在读一本书，让他懂得了如何从事

科学研究、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如何让生命更有价值。

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张伯礼仍然按部就班，出门诊、搞研究、改

论文、带学生，一样都没有少……他说荣誉只说明过去，我们要着眼未来，未来

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荣誉都是过去式
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不能停
此次刚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张伯礼 30 多年科研生涯的第 7个国

家级奖项。记者问“之前您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这次您想过能获得

一等奖吗”时，张伯礼笑道：“想过。刚开始确立项目时没想过，但项目干到一半时，

特别是技术成熟推广以后产生那么大效益，我就觉得差不多应该能得奖。作为一

个课题的负责人，应该把握研究的价值以及关键技术的分量，想到研究成果推广

以后可能产生的效益，对全局具有的指导价值，这个是一个合格学术带头人应该

具备的基本功。”

关于下一步打算，张伯礼说 ：“荣誉都是过去式，就此画上句号了。推动中医

药现代化的进程不能停下来，现在我们要做好‘十二五’的总结。现在国家全面

深化改革正在进行中，如何适应新常态，组织全国‘十三五’的重大项目，包括

全国中医药现代化下一步研究部署和顶层设计，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首先，

在临床研究方面我们要下更大功夫，围绕中医药临床优势，要不断整合资源，多

他就像一座山，需要仰视。其实，张

伯礼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他的学

生，或者是他的病人都知道，张伯礼

身上没一点架子。每周三个半天的门

诊，雷打不动，即使出门在外，他也

一定想法补回来。

张俊华说：“有时我劝张院士，少

出一次门诊，大家都能理解。但他却

说当医生最重要的是理解病人，理解

病人的痛苦与需要、理解病人的渴求

和心愿。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肯

定不是合格的医生。”

提起每周三个雷打不动的门诊，

张伯礼说 ：“事实上，给患者看好病是

一种享受。深入一线，方能真正体会

到作为一名医生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

任，生命所系，性命相托。每位医生

都是患者培养的，没有患者就没有好

医生。经常给患者看病，一方面可以

让大脑不断思考，自己获得新知，并

不断地去培养学生；另一方面，医生

也会把这些收获还给患者，为他们解

除病痛。患者的满意和笑容是对医生

最大的安慰和奖赏。有人问我平时吃

什么补品，我说我从来不吃补品，工

作是最好的保健品。”    

谈到张伯礼的科研工作，张俊华

的感触挺深。他告诉记者，在实验室

里，张院士和所有研究人员的待遇是

一样的，一样的盒饭，没有特殊，与

众不同的是他的严谨。对所有的研究

资料和报告，张院士一定要亲自过目，

有疑问的核对、有缺陷的完善、有错

误的纠正，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让所

有人感动。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和

助手都把他当镜子，工作上不敢懈怠，

科研上不敢马虎。

说到这，张俊华给记者讲了一件

令他难忘的事。去年深秋的一天，他

与张伯礼一起去外地调研，在高速路

上他收到一份邮件，急需上报一项研

究报告。“按说这报告已比较完善，不

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张院士却让司机

到服务区停车。司机以为张院士要到

服务区休息一下，没承想，张院士让

我打出电脑里的报告，走到服务区的

快餐店，坐到一张快餐桌前，认真阅

读报告，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那天

气温已经很低，快餐店里又没有暖气，

张院士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直到完

成整个稿件的修改。”张俊华回忆道。

严师出高徒
致力于培养人才
尽管门诊、科研工作很忙，但张

伯礼对他所带的学生始终要求很严，

对学生的研究方向、论文选题、实验

报告等等，逐一过问。张俊华对记者说，

这是张院士一贯的教学作风，他说老

师教不好，学生就好不了。既然带了

学生，就要对学生负责，不能误人子弟。

其实，张俊华所讲的一切，记者

也有同感。2011 年，张伯礼当选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时，记者曾采访过他。

那次采访，记者就了解张伯礼是院士

也是校长，但在学校，老师、同学们

多亲切称他为“张老师”。在张伯礼看

来，“老师”就是“阶梯”，可以让更多

的学生不断向上发展，所以他的教学

理念是“不误人子弟，为每一位学生

提供发展空间和平台”。因此，他总是

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走上讲台为

本科生上课，走进实验室指导研究生

们做实验搞科研，一遍遍地修改学生

的论文。难怪中医药大学的师生们说，

他们的张校长是最忙的人，也是精力

最充沛的人，还是对学生最无私关爱

的老师。他捐出何梁何利奖、中医药

国际贡献奖、科技进步奖、百篇优博

指导教师奖的 80 余万元奖金，加上社

会捐赠的 300 余万元在学校设立了“勇

搏”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我觉得我年纪大了，走的路也长，

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应该把自己

的经验和体会告诉学生，让他们少走

弯路，能够更快地成长。这是作为老

师和校长应该做的。”如今张伯礼已

经培养毕业 200 多名研究生，有许多

成为中医药界的精英。“看着自己培养

出的学生一步步成长起来，我也就欣

慰了。更希望他们超越我，这是对我

的最好奖励。”张伯礼笑道。

此次采访张伯礼院士让记者感觉

到，有一种忠诚叫坚守，有一种崇高

叫责任，有一种伟大叫平凡。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该项目从解决中成药品种个

性化难题起步，聚焦于突破

中成药二次开发共性关键核

心技术，开辟了中药制药技

术升级路径，并无缝连接实

施成果转化，对中药产业提

质增效发挥了引领支撑作用。

本项目具有原创性，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获 19 项发明专

利及 7项软件著作权，提高

国家药品标准8项；发表论

文 150 篇，SCI 收录 91 篇。

本项目完成的32个中成药

品种二次开发，销售额过亿

元品种由3个增加到 12个，

2013 年销售额达 50亿元，

累计销售额超过 200亿元。 

项目技术已在全国 19个省市

推广，应用于近百家中药企

业。通过推广实施中药二次

开发战略，培育了中药大品

种群，提高了中药行业集中

度，过亿元中药品种增长了

3倍，过亿元品种年累计销

售额达 1200 亿元，约占中

药工业产值的28%。中药二

次开发引领了中药产业创新

发展方向，推动了中药产业

技术升级换代。           

项目历时8年，用实践证明

中成药二次开发是一条投入

少、见效快、创新驱动中药

产业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

不仅能推动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服

务医改、惠及民生，可为重

大疾病防治提供安全有效、

质优价廉的药物，对保障我

国医改成功，促进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将起到重大推动

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中成药
二次开发
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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