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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学既吸收了藏医理论，又与自
身的临床经验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民族
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

蒙医学认为：人体内存在着赫依
（风），希拉（胆），巴达干（涎）三种物质，
看不见摸不着。这三种物质在人体内
平衡时，就无病；一旦失去平衡就产生
病变。蒙医的责任就是通过诊断、治疗
使三者保持平衡。这种“三相和合”的
理论是蒙医学的基础理论。

在蒙医看来，生命运动对物质世界
有很大的依赖性，“三相和合”是生命运
动的动力。这是因为赫依（风），希拉
（胆），巴达干（涎）的生成变化与自然界
的空气、水、土、太阳能等及社会环境
（饮食、起居、活动等）生成变化有着直
接关联。因此，生命的存在取决于“三
相和合”在人体内的相对平衡。基于这

种认识，蒙医学认为：人体有“七力三
垢”：食物精华、血、肉、脂肪、骨骼、骨
髓、精液为七力；大小便和汗水为“三
垢”。由”三相和合”支配着”七力三
垢”，当其失去平衡发生病变时，就体现
在“七力三垢”形态、色味的变化上，就
成了蒙医进行诊断的重要依据。

蒙医学又认为：“三相和合”在人体
内部有二十个存在特性和十五种功能，
其中：

“赫依”（风），大致相当于中医的
“气”和”风”，但其作用广于中医的气和
风，其性为粗、轻、寒、微、硬、动。风的
功能是主呼吸、血液循环、五官感觉、大
小便的排泄、运化水谷、精微以为生命
活动的动力。按其在人体内所在部位
和所主功能的不同，又分：“持命风”“上
行风”“通行风”“平位风”“下泄风”。

“希拉”(胆），天致相当于中医的
“火”，但其作用也广于中医的火，与解
剖部位的胆腑迥然不同。其性为：腻、
锐、热、轻、臭、泻、湿。胆的功能是：产
生热能，维持体温，强消化，知饥渴，壮
胆生智，荣润肤色的热能动力。按其所
在部位和所主功能不同，又分：“消化
胆”“容光胆”“行动胆”“视力胆”和“增
色胆”。

“巴达干”（涎），大致相当于中医的
“水和土”，其作用也广于中医的水和
土。其性为：腻、凉、重、钝、稳、柔、黏。
涎的功能是增加胃液、运化水谷、司味
觉、生肉润肤、调睡眠、胖瘦和性情，保
持和调节体内水分运转的动力。同样
涎又分：“根基涎”，“研磨涎”，“尝味
涎”，“餍足涎”，“黏合涎”。上述各五种
风胆涎组成了整体功能性结构系统，但

它的形态特征又非解剖学、组织学所能
观察或解释。它们既自具职能，各有特
点，又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既对立的统
一，又相生相克的运动关系。例如，人
的消化功能是通过研磨涎、消化胆和平
位风相互协调、统一地进行活动来完成
的。

讲“三相和合”失去平衡，实际上就
是这二十个存在特性发生了变化，即出
现了盛衰不及或太过。医术高超的蒙
医通过诊断，能准确无误地发现这些微
妙变化。（摘自《蒙古贞历史》）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

以 人 工 智 能 助 力 教 育 变 革

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
三年之际，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立足经验，破解问题，继续
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以
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近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推
进教育数字化工作的相关情况。

深入推进资源、服务、数据集成化

三年来，教育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
化战略行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成了
全球最大的公共教育资源平台、公共教
育服务平台、公共终身学习平台。

在集成化上，《意见》提出，以国家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枢纽，集成各
级优质平台、资源、服务，逐步实现入口
统一、资源共享、数据融通。围绕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四
大领域和德智体美劳五大版块建设汇

聚精品资源。要持续升级国家平台公
共服务功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
扩大教育公共服务“一网通办”事项。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
周大旺介绍，在国家平台升级方面，教
育部将持续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
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多
模态数据分析等技术，优化课堂测评、
资源搜索等智能功能，完善“AI试验
场”，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
理和科学研究四大方面，汇聚高水平大
学和企业的创新力量，组织研发具有前
瞻性的实用AI工具，接入国产通用大
模型，帮助师生更好掌握AI技能。

激活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潜能

为进一步激活人工智能重塑教育
的潜能，《意见》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
智能化，坚持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培养
学生的高阶思维、思考判断能力、实践

能力。根据技术发展的形势，调整学科
专业布局，培养师生的基础能力，深化人
工智能与教、学、管、评、研等场景融合。

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
会主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表
示，要积极建设中国教育人工智能大模
型，持续打造一批教育垂直领域的专用
大模型，有序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应用
试点。要不断深化人工智能与教育教
学全过程的融合，树立在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典型示范，要不断提升
管理者的数字化领导力、教师的数字素
养，推动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更具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优质课堂。要
多学段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塑
造适应智能时代、驾驭人工智能的创新
人才核心竞争力。

推动数字教育出海

杨宗凯认为，数字技术不断冲击与

颠覆着我们对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教
育何为、教育向何处去”，已成为全球共
同思考的时代命题。我国作为一个负
责任的大国，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与世界分享数字教育的发展机遇
和实践成果。

周大旺介绍，《意见》提出，要持续
增强数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数
字教育资源的国际共建共享，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教育品牌，赋能
人才国际化培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
教育的治理，鲜明提出建好国家平台
国际版，持续实施“慕课出海”行动，赋
能“鲁班工坊”等职教出海项目建设。
持续办好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等，建好数
字教育海外学习中心，推动中国数字教
育标准成为国际共识。通过国际合作
与交流，提升我国数字教育的国际影
响力，为全球数字教育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光明日报）

辽宁高校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成果转化金额达 37.18 亿元

4月17日，辽宁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辽宁省科技厅副厅长金莉
在发布会上表示，辽宁省高校在科技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具有重要地
位。2024年，辽宁省高校转化科技成
果7395项，合同转化金额达37.18亿
元，合同金额 100 万元以上项目 793
项，较上一年增长7.5%。这些数据充
分说明了高校在辽宁省全面振兴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据悉，在2024年辽宁省科学技术
奖励中，高校牵头获得省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分别占总
数的86.8%、56.3%和31.4%，2项国际
合作奖也均为高校获得。

金莉说，为持续推进高校科技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辽宁省将加快“双一
流”建设，聚焦振兴发展需求与科技发
展态势，持续推动学科专业优化调整。
加强辽宁高等研究院、现代产业学院等
载体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提升创
新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稳定支持省
属本科高校自主开展科学研究，将科研
资源向40周岁以下青年教师以及在校

优秀学生倾斜，为承担国家重大攻关
项目“育苗”。推动高校建立跨学科、跨
学院项目的实施机制，汇聚校内优势力
量和资源，积极承接国家及省重大科技
专项任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及地方
发展。

与此同时，还将聚焦辽宁省4个万
亿级产业基地和22个重点产业集群建
设，统筹优化资源，培育若干重大科研
平台，争取在全国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
中取得新突破。

此外，通过持续开展辽宁“校企协

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在更广范围、
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推动校企合作，
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强化深度精准对
接，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好人才和智力
支撑。

金莉表示，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
要力量，在辽宁省全面振兴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下步工作中，辽宁省将
继续深化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
作，推动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深度
合作，为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 （光明日报）

“ 数 纸 融 合 ”赋 能 书 香 中 国

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是增长知
识、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涵养品德的重
要途径，是青少年成长的坚实阶梯。置
身于数字化时代，人类引以为傲的深度
阅读能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解构危
机。信息碎片化导致的知识结构瓦解，
多媒体刺激引发的元认知能力萎缩，即
时反馈机制逐渐培育的思维惰性……
面临数字化阅读时代的集体困境，我们
需要审慎思考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的
弹性边界，让跳跃的超链接与静谧的书
页达成动态平衡。

传统阅读主要是指通过纸质书籍
或报纸来获取信息的阅读方式。应该
说，每个读者最初的阅读体验基本都来
源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小学语文课本扉
页的油墨清香，《唐诗三百首》插页间夹
藏的枫叶书签……这些浸润着纸质书
香的启蒙时刻，都在读者的认知结构中
刻下了独特的精神标记。在多重感官
体验下，纸质阅读带来了沉浸式情感体
验和审美享受，有助于读者保持长时间
的深度阅读。

随着数字技术和媒介终端的迅猛

发展，以电子书、有声阅读、视频讲书等
为代表的数字阅读逐渐受到读者的追
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VR、5G、物联网等便捷的数字服务让
万卷书变得触手可及。《2023年度中国
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
阅读用户规模达 5.7 亿，同比增长
7.53%，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占网民规模
的比例首次超过50%。与传统阅读相
比，数字阅读的便捷性和共享性更加突
出，在早晚通勤的地铁上、朋友聚会的
空隙里、出差候机的等待中……数字
阅读可以随时随地悄然发生。需要注
意的是，虽然契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数字阅读依然需要静下心来、耐着性
子，避免“浅尝辄止”式的短平快、碎片
化阅读。

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不是非此即
彼的竞争关系，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
在自发实践这种融合路径：地铁上“刷”
电子书，下班后读纸质书；网络上看书评
导读，再去图书馆翻看原著……传统阅
读赋予我们深度、安静与沉淀，数字阅

读带来便捷、多元与共享。正是两者的
结合，才能构建一个健康、多元、可持续
的阅读生态。

无论是数字阅读还是纸质阅读，
优质内容永远是稀缺品和必需品，因
此要坚持内容为王，这也是“守住我们
的内核和素养”的关键所在。当优质内
容遇见创新表达，数字时代的深度阅
读非但不会消亡，反而能绽放出更璀
璨的思想光芒。只有不断推出富有时
代气息、有品位、有格调、有温度的精品
佳作，才能真正厚植书香底蕴，让“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氛围更加
浓厚。

在“书香校园”建设过程中，应该注
重发挥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的融合育
人功能。作为集聚“最大流量”的阅读
区，学校图书馆既要保留纸质阅读区，
也要加快智能化升级，创设虚实融合的
多元阅读空间。当前，部分学校图书馆
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准确把握青少年
群体的多元化阅读需求，除了及时开设
电子阅览室，还逐渐配备纸电联动系
统，开设纸电联动主题书架，学生通过

一键扫码即可实现纸质书与电子书无
缝切换，在快速试读中完成精准选书。
面向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小学图书馆
以智慧场景为牵引，通过采集学生在馆
内的行动轨迹和阅读数据，为每一位读
者创建数字人形象，积极联动国家智慧
教育读书平台，开展线上“阅读成长
营”，提供更多可欣赏、可社交、可分享
的阅读场景。

在脑机接口技术萌芽的今天，阅读
革命正走向人机协同的新纪元。技术
革新带来的不是替代关系，而是阅读生
态的重构。青少年读者应当以思维主
体性驾驭技术工具，在纸质阅读的深度
耕耘与数字阅读的广度拓展间保持张
力，培育“既具人文底蕴，又有数字素
养”的复合型认知能力。

当“Z世代”青年在图书馆古籍部
查阅《永乐大典》影印本，同时在平板电
脑上调阅数字校勘本，两种媒介的和
谐交响正谱写新的文明乐章。这种阅
读范式的革新，不是传统的消逝，而是
文明基因的数字重生。

（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