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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 8日电（记者 朱基
钗）记者从国家外国专家局获悉，根据国务
院审改办决定，国家外国专家局近期将启动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工作。“外国
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
可”将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国家
外国专家局负责具体实施。

为推进实施工作，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天津、
河北、上海、安徽、山东、广东、四川、宁夏等
地 开 展 外 国 人 来 华 工 作 许 可 制 度 试 点 工
作。2017 年 4 月 1 日，全国统一实施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制度。

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
统一证件名称，推进“两证整合”，将原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人就业许可
证统一为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采用电子化
形式，用人单位和外国申请人可在线打印；
原外国专家证和外国人就业证统一为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统一审批流程，实行“一网”办理，建设全
国统一的“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同时，简化归并申请材料，除个人护照、电子
照片外，减少了申请函、专家或就业证申请
表、许可或存根、中外文个人简历、聘用意向
书等 7份材料，提交材料数量压缩了近一半。

遵循“鼓励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的
原则，对来华工作外国人实行分类管理。对
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分为 A、B、C 三类，即外国
高端人才，外国专业人才，以及符合国内劳动
力市场需求、从事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
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人，实行计点积分制。
鼓励引进 A 类人才，对 B 类加以控制，对 C 类
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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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口岸截获一只蚊子？
它是寨卡病毒传播媒介
新华社重庆9月8日专电（记者 赵宇飞）重庆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永川办事处日前对来自泰国的集装箱进行检疫查验
时，在装载的木薯淀粉布袋上发现 1 只蚊类。经初筛鉴定并
送国家质检总局医学媒介生物监测（重庆）区域性实验室，最
终种属鉴定为埃及伊蚊，系重庆口岸首次截获。

据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检疫人员发
现该批货物从寨卡疫区入境且未附灭蚊证明，检验检疫部门
随即对该批集装箱实施了熏蒸除虫处理，开箱发现了死蚊子，
经鉴定系埃及伊蚊。检验检疫部门已对该批集装箱实施了前
置卫生处理，并扩大了开箱比例，同批其他集装箱无截获。

埃及伊蚊是一种重要的医学媒介生物，在非洲、中南美
洲、澳洲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分布，能传播多种严重的传染病，
是黄热病、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太空小型天体与地球的碰撞
其实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每
秒钟都会有大量来自太空的微小
颗粒冲进大气层。而体积较大的
小行星撞击地球更是典型的小概
率、高风险事件，即体积越大的小
行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就越小。
直径 10 公里以上的小行星大约 1
亿年一次，直径 1 公里以上的大
约 50 万年一次，直径 140 米以上
的 5000年~1万年一次。

天文学家认为，虽然这是小
概率事件，但并不能因此低估小
行星体对地球的冲撞。为避免天
体袭击地球，人类已经在加强全
球联测、预警机制的建设以防患
于未然。

“人类防范小行星的能力正在
提升。”赵海斌表示，在监测潜在
威胁小行星、有效测算其轨道的基
础上，一旦发现对地球存在严重威
胁的小行星、彗星时，即可发射载

有爆炸装置的火箭或飞船，在小行
星的附近引爆以改变其速度和运
行方向，从而保障地球的安全。

事实上，小行星带来的并不
只有危险。科学家介绍，太空是
人类继陆地、海洋和大气之后开
拓的第四活动疆界。人类甚至已
经开始雄心勃勃地探索小行星捕
捉任务，以实现对行星资源的勘
探和利用。

据新华社南京9月8日电

7 日晚，借助有着
亚洲最大“地球哨兵”之
称的 1.2 米口径近地天
体望远镜，中科院紫金
山天文台研究人员在盱
眙观测基地首次观测
到小行星 2009ES。这颗
小行星被国际天文学界
列为对地球具有潜在威
胁的近地小行星之一。

而 9 月 2 日和 7 日
晚，另外两颗近地小行
星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呼
啸而过，从天文学角度
来看，它们与地球距离
仅有“一根头发”。

近年来，科学界日
益频繁地就潜在威胁的
近地小行星发出预警，
对小行星有可能撞击地
球的时间、地点发出预
判，我们是否有必要为
之担忧？如果危机来临，
我们有无能力防御？记
者走近亚洲最大的“地
球哨兵”——中科院紫
金山天文台盱眙近地
天体望远镜，与科学家
一同寻找答案。

国际小行星联测网的信息显
示，这颗名为 2009ES 的小行星是
美国亚利桑那州莱蒙山巡天计
划于 2009年发现的。“不仅‘个头’
较大，这还是很有可能‘出轨’的
小行星，大大增加了其风险性。”
紫金山天文台近地天体望远镜
团组首席研究员赵海斌说，由于

2009ES 轨 道 与 火 星 仅 0.0012 个
天文单位（18 万公里），极易受到
火 星 引 力 的 摄 动 ，从 而 发 生 变
轨。这种变轨可能离地球越来
越远，也有可能直接冲向地球。

摄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大
增加了小行星的观测和防御难
度。就在 7 日晚，一颗地月距离

仅 为 0.1（3.8 万 公 里）的 小 行 星
2016RB1 与地球擦肩而过，这颗
9 月 5 日才刚刚被发现的近地小
行星距离地球之近，几乎相当于
一颗地球的卫星。而就在 9 月 2
日，小行星 2016RR1 也以同样的
方式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呼啸而
过，让天文学家惊出一身冷汗。

“危险分子”频繁来扰 天文学家惊出冷汗

人类多次准确预警 防御能力不断提升

通过全球联测，目前已发现
1640 颗“ 潜 在 威 胁 近 地 小 行
星”。然而，近年来几次对地球产
生影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
并没有得到科学家的提前预报，
这也让公众产生了质疑：天地大
冲撞究竟是否可以预知？如果预

知，又能有什么应对的办法？
“之所以难以预警，关键还在

于人类的观测能力仍然不足。但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地球防御
能力不断提升，已有多次准确预
警的记录。”赵海斌说。科研人员
李彬告诉记者，7 日晚对 2009ES

观测也能够证明目前人类对近地
小行星预测精度已经较高。“根据
一系列的轨道根数，我国科研人
员已经有能力对一颗潜在威胁小
行星的轨道进行精准预判。形象
地说，它来之前我们就能知道它
要走哪条路了。”李彬说。

一旦发现严重威胁 可引爆保障地球安全

湖南郴州多名副局长
上班炒股玩游戏被免职
新华社长沙9月8日专电（记者 陈文广）记者 8 日从湖南

省郴州市纪委获悉，因上班时间看股票、玩游戏，包括郴州市
质监局副局长宾永和在内的多名副局长被免职。

据介绍，不久前，郴州市纪委、市作风大提质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牵头，采取现场查看、录音录像、查阅资料、随同办
事、问题跟踪等方式，对 48 个市直单位和 45 个 2016 年度监督
评议重要岗位开展了严肃工作纪律明察暗访活动。

据介绍，从查访情况来看，大部分单位能够自觉遵规守
纪，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也暴露出部分单位在执行工作纪律和
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是上班时间浏览股票行情，二是上
班时间玩游戏，三是上班时间观看手机视频和看小说，四是上
班时间搞运动、打瞌睡。

其中，郴州市质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宾永和上班时间用
办公电脑浏览股票行情，郴州市移民开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家高上班时间用办公电脑玩游戏，郴州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钟永平上班时间用手机玩游戏。

对此，郴州市纪委常委会审议，郴州市委决定，给予宾永
和、黄家高、钟永平免职处理，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同时，按
干部管理权限，依程序对其他暗访中被发现问题的相关人员
也作出了免职、诫勉、批评教育等处理。

掉头发要吃何首乌、肾虚要进补枸杞、补血就要多吃当归……老百姓的养生食谱
上，总有各种各样的中药材。电视台热播的养生节目、网络社交媒体疯转的养生秘
诀，被很多人奉为“金科玉律”。

人们习以为常的“药食同源”有科学依据吗？“食疗”“药膳”，为何屡屡走入药材滥
用误区？在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上，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院士、专家。

背景链接

“杀手”都有谁？彗星小行星

天文专家介绍说，有可能作为太空“杀
手”威胁地球和人类的不仅有近地小行星，
还有近地彗星。在天文学中，常把近地小
行星与近地彗星统称为近地小天体。

能量有多大？30亿个原子弹

据统计分析，直径 10 千米的小行星
以秒速 10 千米撞击地球时的能量，相当
于30亿个广岛原子弹。

曾有啥影响？恐龙消失灭绝

天文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大约
6500 万年前的恐龙灭绝的原因，就是直
径 10 千米左右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据新华社南京9月8日电

“食疗”“药膳”民间流行
最近，广州的王先生感觉每天早上在家

喝的粥有点奇怪。直到近两天，他才发现是
母亲每天在往粥里添加何首乌粉。

他说：“母亲觉得我工作辛苦，最近身体
也不太好，需要多吃补药。”

“湿气重”要拔罐，怕上火要凉茶。在岭
南地区，凉茶铺子随处可见，用中药材熬制
而成的二十四味、斑砂等各种凉茶，既是清
热解毒的中药，又是降火消暑的饮料。“食
疗”“药膳”的出发点，正是百姓深以为然的

“药食同源”。
中医很早就认识到食物不仅提供营养，

还能疗疾祛病。根据药品性能和使用目的，
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将 365种中药材分为
上品、中品、下品。上品无毒可食用，比如红
枣、人参、薏仁等，可以久服；中品有小毒，经
炮制可食用，比如何首乌、麻黄、芍药；下品
有毒，非治病不用，比如附子、乌头、半夏。

2002 年，卫生部发布了《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的物品名单》，丁香、八角茴香、山药等
86种中药材在列。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发布《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
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人参、夏
枯草、当归等 15种中药材。

然而，部分百姓信奉“药食同源”走入误
区。不恰当地服用中药，盲目追求食疗效果，因
而造成的健康受损甚至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2015 年，浙江东阳一男子连续一个月每

天服用何首乌，导致全身蜡黄。化验结果显
示，该男子肝功能严重受损。

每逢秋冬，部分地区有在食品中添加自
种的草乌、附片等乌头碱类中药进补的传
统，近年来发生多起中毒事件。2015 年 9 月
8 日，云南省宾川县一村民邀请亲朋食用草
乌炖猪脚，导致 27 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 6
人抢救无效死亡。

“药食同源”有疗效也有风险
在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上，多位专家学

者表示，应科学认识“药食同源”。
药材可不可以煲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药食同源是正确
的，“南方人喜欢煲汤，这是经过生活检验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也认为，中医有药疗也
有食疗，比如食物红枣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治
疗作用。

“ 药食同源”的现代科学依据是什么？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微生物学
特聘教授赵立平尝试从胃肠菌群的角度给
出解释。赵立平说，实验发现，传统上认为

有药效的食材，可以改善胃肠菌群结构，抑
制有害菌群的活跃程度。

“一个人因糖尿病感到身体不适，多吃
点薏仁，身体感觉会好一点。因为糖尿病导
致肠道菌群紊乱，给人身体状况带来变化。
而薏仁能调节菌群结构，使人体的不适感得
以恢复。”赵立平说。

赵立平等受访专家同时提出，“药食同
源”实践存在两个风险。第一，“药食同源”
的中药材，早期被当作药使用。人们发现这
些药材比较安全，逐渐当作食品。但“天天
吃顿顿吃，是不是绝对安全，这需要认真评
估”。第二，“是药三分毒”，中药也并非完全

“无毒副作用”。临床上，有一些长期把中药
材当食材吃而导致器官衰竭的病人。

药材食疗三大误区须厘清
一些中医专家分析指出，“药食同源”在

百姓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误区：
第一，食疗意味着可以“盲目进补”。有

些人觉得身体虚亏就服用人参等，以为可以
补气健体。中医专家认为，对阴虚体质的
人，人参是不可用的，盲目吃人参，反而消耗

阴津，使症状加重。
第二，滥用“药物食品”。近年来，“海马

酒”、“人参”软糖等药物食品流行起来，长期
大量服用可能有害健康；民间还有些人自制

“药物食品”用以“保健”，比如，认为甘草有
益则长期拿来泡茶喝。实际上，久服甘草可
导致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第三，懂“药食同源”，却不懂得药物配
伍。中药有“性味”之分，药食同源的药物都
有“寒热温凉”四种特性，是对立的。如果不
懂得药物的配伍，“寒温”乱用，不仅不会见
效，反而可能危害健康。

“一些正规的药材经过炮制，可把毒副
作用都去掉或减低，百姓却不一定懂得炮制
方法。此外，还有药材的用量，超量可能产
生副作用。如果不掌握这些中药的特点，盲
目食用药物，将适得其反。”陈凯先说。

陈凯先提醒，国家卫生部门发布的“药
食同源”药材食材清单，经过了充分检验论
证，切勿胡乱食用没有列在清单之内的药材
食材。同时，即使清单之内的药材食材也要
使用对路，这些药材食材长期食用是否对
症、能否达到养生乃至治病的目的，还需要
医生指导。

陈凯先将“药食同源”的道理概括为三
句话：“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拿来煲汤”；

“能拿来煲汤的不一定适合你的体质”；“即
使药物适合你的体质，也不能盲目加入，因
为中药讲究配伍，且不是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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