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叶牵牛。 刘文哲供图

圆叶牵牛冲上热搜引发的思考：

守住天然提取物的“底线”
■本报记者杨晨严涛

近日，一种名为“圆叶牵牛”的植物冲上热搜。
起因是有网友举报，某化妆品品牌在一款产品

中添加了国家标准禁用的原料“圆叶牵牛提取物”。
为此，该化妆品品牌作出回应，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在 2021年 5月 26日禁止使用“圆叶牵牛提
取物”，涉事产品在 2021年 4月已调整配方，同年 5
月 26日之后，该品牌也没有再生产过任何添加有该
原料的产品。后上海市药监局经立案调查，认定该品
牌相关产品不存在违反禁限用原料管理规定。
圆叶牵牛为何物？从植物中提取化妆品原料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保证？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
专家。

圆叶牵牛为何物？

西北大学植物学教授刘文哲告诉《中国科学报》，
圆叶牵牛是旋花科一种草质藤本植物，特点习性是呈
缠绕状，一年生，夏秋季开花，花的颜色很丰富。
“圆叶牵牛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牵牛相似，为同属植

物，只不过圆叶牵牛的叶子为全缘的圆心形，而牵牛的
叶子呈三裂状。”刘文哲指出，这是圆叶牵牛和牵牛的
最大区别。“从植物学分类上来说，圆叶牵牛和牵牛因
为叶子等差异，被认为是两个种，花的颜色比较接近。”
中药里，一种被称为“牵牛子”的药物就是牵牛

或圆叶牵牛的种子，可以用来“泻水通便、消痰涤饮、
杀虫攻积、泻下利尿、消肿”。但古人亦对牵牛子的毒
性有认识，在宋代就有关于其证候禁忌的记载。

在现代，研究人员对圆叶牵牛有了更多认识。据
此前报道，其提取物因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黄
酮类、多糖类、生物碱等，一度被化妆品制造商视为
具有潜在护肤功效的原料，因为这些成分被认为具
有抗氧化、抗炎、保湿的作用。

但在 2021年 5月 2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国家药监局关于更新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的
公告（2021年第 74号）》，其中就提到了“圆叶牵
牛”。列出的表格下方，还特别注明了“明确标注禁用
部位的，仅限于此部位；无明确标注禁用部位的，所
禁为全株植物，包括花、茎、叶、果实、种子、根及其制
剂等”。也就是说，圆叶牵牛“全身”上下都被禁了。

根据《中国医药》发表的一篇名为《牵牛子历代
药性及功用变化及进展》文献介绍，历代医家经过不
断实践观察，确证了牵牛子在治疗过程中伴随的毒
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此前也有研究报道了牵牛子
对小菜蛾幼虫的生物活性及作用方式，并对杀虫有

效成分、制剂应用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牵牛子是一
种极其新颖的杀虫植物资源。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外来入侵和归化植物名录
（2023）》中，圆叶牵牛还被列为“外来入侵植物”，在
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分布。入侵危害原因表明，其为旱
田、果园及苗圃杂草，可缠绕和覆盖其他植物，导致
后者生长不良。

刘文哲表示，圆叶牵牛被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
录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基于多方考量后得出的。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青琳森表达
了类似观点：“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对一项事
物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变化。”

天然提取物不代表无毒

在某化妆品配料表或包装上，如果提及其原料名
称为“某某植物提取物”的，基本上表示该化妆品原料
成分是由该植物提取纯化而来的单一或复合组分。
“对于植物提取物的使用，我们一定要严守安全

性这条底线。”青琳森表示，很多人潜意识认为，“天
然的就是无毒的”，这并不严谨。“除了安全性，有效
性也是作为植物提取物能否入药，或者作为化妆品
原料的一大衡量标准。”

化妆品通常是由多种原料按照配方设计经加工
制备而成的混合物，原料的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产品的安全性。化妆品原料安全性，是指化妆品原料
在固定的使用方式和用量条件下，对人体健康不产生
任何损害，既不引起急性、慢性中毒，皮肤过敏等，也不
会对接触者及其后代产生潜在危害。

作为一名从事天然活性成分研究与新药开发的研
究者，青琳森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加强基础科研，把植
物提取物的有效和有害成分了解清楚，并评估其安全

用量和活性范围。“毕竟，我们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
值得一提的是，植物提取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研究较为复杂。来源于不同植物部位的提取物，因其
所含化学成分种类和含量不同，其功效性和安全性
也存在差异。

目标产物不同，对某一植物的提纯处理或加工
手段也不同，获得产物的安全性会有很大差异。如魔
芋富含生物碱等有毒物质，食用之后会出现麻嘴、腹
痛、恶心的情况。

但把魔芋打磨成浆，加上草木灰，再高温蒸煮之
后就可以食用。同时，从魔芋里提取和精制而得的葡
甘露聚糖，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活性多糖和可溶性膳
食纤维，可用于制作洁肤棉、面膜、消毒纸巾等产品。

在不同地方或不同时间采集的同一植物，分别
获得的提取物也有可能存在差别。“如何对这些情况
进行严格分类，明确标准和规范，是我们下一步的科
研工作。”青琳森说。

打破化妆品原料研制的尴尬局面

对植物天然成分的提取虽然复杂，但意义重大。
“不能因为有些植物或其部位有毒，就在化妆品原料
成分选取中完全避讳植物提取物。”青琳森介绍，目
前，化妆品原料主要通过化学合成、天然动植物提
取、生物发酵等方式获取。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植物种类和迁地栽培植
物种类数量均占全球的 1/10左右，可以说中国的植物
种类繁多、资源植物丰富。所以，我国在利用现代技术
手段进行天然植物资源开发上，拥有先天优势。

但是，我国化妆品原料研制面临一个尴尬局
面———世界上大多化妆品原料成分的知识产权仍然
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化妆品原料是化妆品产业发展
的‘芯片’。”青琳森举例，如今在化妆品行业里炒得
火热的玻色因、玻尿酸等成分，也是由国外研发。他
们借此抢占先机，收割了大批市场红利。
“所以我们希望发挥自身优势，从天然植物中找

到突破口，获取更多效果好的原料。”青琳森说。
目前，青琳森正在着手提取黄芪中的某一单体

成分。“黄芪属于药食同源，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很好
的科学证实，是我们一直关注和研究的植物之一。”

植物单体成分是指从植物中提取的单一化合物
或化学成分，如银杏叶中的黄酮苷等。青琳森表示，研
究植物单体成分极有意义。“以植物的单体作为原
料，纯度高，相应成分的活性和安全性更好把控。”

中车四方设计制造的时速 350公里雅万高
铁动车组整装待发。 中车四方供图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

揭示猕猴大脑表征物体颜色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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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

无人机智能气流传感器研究取得新成果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刘东）华南

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李继宇团队研发出
一种基于压差测量的小型全方位智能气流
传感器，为低空飞行器的气流测量领域带来
新技术。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测量》。

李继宇团队研发的新型气流传感器采
用独特的多边形棱柱结构设计。通过与传
统圆柱结构的对比仿真实验发现，在相同
风速条件下，多边形棱柱在 2~0m/s风速范
围内的压差绝对值更大，对风速变化的响
应更为灵敏，从而为高精度的气流测量提供
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基于此研究成果，该
团队成功打造出整体外形尺寸仅为 13毫
米×13毫米×9毫米的气流传感器，其小巧
的体积在同类产品中极具竞争力。

这款传感器的核心创新点之一是运
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推算气流速度和方
向。团队自主设计并搭建了小型吸入直

排式风洞实验装置，采集了大量的气流速
度、方向和气压数据，共计 87501组样本。
利用这些丰富的数据，团队持续训练与改
进高效神经网络模型，该模型能够精准学
习和拟合气流参数与气压分布之间的复
杂关系，从而实现对气流速度和方向的精
确推算。实验结果表明，该传感器的平均
风向测量误差低至 0.74毅，精度达到行业
领先水平，远远优于传统测量方法。

此外，该传感器具备了低功耗的优
势，能够在长时间内稳定运行，减少了能
源消耗和维护成本。同时，传感器可实现
高时间分辨率的气流测量，能够及时捕捉
气流的细微变化，为实时监测和精准控制
提供有力支持。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孟凌霄）人类大脑中存储
着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知识，如西瓜的颜
色、枫叶的形状等。那么，猕猴是否也知道
西瓜是红色的、香蕉是黄色的呢？近日，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宁团队和北京
师范大学毕彦超、王效莹团队合作，揭示了
猕猴大脑表征物体颜色的神经机制。相关
论文发表于《公共图书馆 -生物学》。

研究人员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首先通过比较猕猴大脑对彩色光栅和灰
度光栅的响应，确定了猕猴脑内负责感知
颜色的区域，即颜色加工区。接下来，研
究人员通过多体素模式分析发现，即便猕
猴看到的是物体的灰度图片，颜色加工区
仍能根据物体的真实颜色对物体进行分
类。例如，颜色加工区对灰色的草莓和猕
猴桃有着不同的响应模式，而对灰色的草
莓和西瓜的响应模式则更为相似。

研究人员还发现，基于彩色光栅响应

模式的解码器，可以从颜色加工区对物体
灰度图片的响应中解码出物体的真实颜
色。此外，颜色加工区对真实颜色与虚假颜
色的物体图片，如红色西瓜与绿色西瓜，有
着不同的响应模式。通过眼动追踪实验，研
究人员证明猕猴对真实颜色的物体图片表
现出更强的观看偏好，这为猕猴确实具备
物体颜色知识提供了行为学证据。

这项研究表明，即便没有完备的语言
系统，猕猴也拥有与人类相似的关于物体
颜色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以基于视觉颜
色经验的方式存储在颜色加工区。此外，
人类大脑中基于感知觉经验进行知识表
征的方式在进化上是保守的，且并不依赖
复杂的语言系统。这也为人类认知科学
提供了新视角。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速度、中国标准———

中车四方打造世界轨道交通新高地
■本报记者廖洋 通讯员邓旺强王冰笛

从城市地铁到高铁列车，从“和谐号”到时
速 350 公里、全球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复兴
号”，再到时速 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中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车四方）以强大的创新能力，持续刷新世界轨
道交通新高度。

作为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核心研制基
地，中车四方制造出的各种列车在世界 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疾驰，为全球轨道交通贡献中国
技术、中国服务、中国方案。

从追赶到领跑，中车四方的身影正遍及在
世界各地。

持续发力，打造轨道交通“梦工厂”

高速动车组、城际市域动车组、城轨车辆
的研发制造，中车四方的身影随处可见。中国
首列时速 200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 30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 380公里高速动车
组、首列“复兴号”动车组、首列出口国外高速
动车组、首列城际市域动车组和首列中国标准
地铁列车，均诞生于中车四方。

目前，中车四方已形成不同速度等级、适应
不同运营需求的高速动车组和城际市域动车组
系列化产品。该公司自主研制的 CRH380A型
高速动车组创造了 486.1公里 /小时世界铁路运
营试验最快速度；研制的“复兴号”CR400AF动
车组实现时速 350公里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
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设计制造的
雅万高铁动车组，实现了中国高铁列车走出国
门的历史性突破；牵头研制的时速 600公里高
速磁浮交通系统已成功下线。由此可见，公司
拥有全谱系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产品，可为用
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中车四方参与的青藏铁路工程项目、京沪
高铁工程项目、“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轨道交通装备产品在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出口世界 30多
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 6月 26日，中车四方为青岛地铁 1号
线研制的碳纤维地铁列车“CETROVO 1.0碳星
快轨”在青岛正式发布，这是全球首列用于商业
化运营的碳纤维地铁列车。与传统金属材料地
铁列车相比，该碳纤维地铁列车的车体减重
25%，转向架构架减重 50%，整车减重约 11%，运
行能耗降低 7%，每列列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130吨，相当于植树造林 101亩。

在更快、更安全之外，更节能、更绿色成为

中车四方持续发力的方向。
今年 9月 24日，由中车四方自主研制的我

国首列氢能源智能城际动车组 CINOVA H2
在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正式发布。该车采
用氢动力，行驶全程实现“零碳”排放，运行速
度、载客能力、续航里程等关键性能均优于国
际同类产品。

据中车四方主任设计师梁才国介绍，氢能
源智能城际动车组 CINOVA H2 搭载氢燃料
电池，利用氢气和氧气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电能
驱动。与国际同类产品相比，该动车组“装得更
多，跑得更快、更远”。

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中车四方在轨道交
通装备国际标准领域不断实现新突破。该公司
主持制定国际标准 6项，填补了相关技术领域
的国际标准空白；累计主持或参与制定国际、
国家和行业标准 420项，正推动中国企业从标
准参与者到标准主导者转变。

目前，中车四方形成了涵盖高速动车组、高速
磁浮、地铁车辆、城际动车组等八大产品平台，实
现时速 60公里 ~600公里全速度等级覆盖，产品
出口至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中国名片”。从创新打造“复兴号”高铁
动车，到率先推出商用碳纤维地铁列车，中车四方
凭借科技实力，不断扩展轨道交通装备的疆域。

自主创新，引领行业前沿

走进中车四方高速动车组总装生产线，一
辆辆崭新的动车组如巨龙般整齐静卧在工位
台上，蔚为壮观。制造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进
行装配操作。动车组完成总装调试后，从这里
驶向海内外。

中国高铁列车凭什么能从这里扬帆出海？
背后的“核心密码”是自主创新———坚持自主
创新引领，持续深耕“根技术”研发，不断完善
轨道交通装备自主研发体系，全面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打造轨道交通装备创新高地。

中车四方搭建了 10个国家级研发试验机
构，建立了 28台套行业顶尖试验台、30个专业
方向的仿真平台、8个学科 35个方向的基础研
发学科体系，具备全球领先的研发试验能力。

目前，该公司科技研发人员规模超过 3000
人，形成了集团级科学家、首席技术专家、资深
技术专家、技术专家和公司级技术专家 5个层
级 300多人的核心技术人才队伍，搭建起科技
人才职业发展“直通道”。集团级科学家与公司
副总裁同等待遇，为企业创新提供强劲的人才

支撑。
“复兴号”动车组是中国标准动车组的代

表作，体现了全面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决心
与实力。从整车气动设计到网络控制系统，研
发团队经过 503 项仿真计算、5278 项地面试
验和 2362 项线路试验，打造出全球领先的高
速动车组。
“复兴号”不仅速度全球领先，还实现了经济

性与节能环保的完美结合。例如，其整车运行阻
力降低 12%，人均百公里能耗减少 17%。在京沪
高铁上，“复兴号”往返一趟可节省 5000度电，车
厢噪声降低至 65分贝，舒适性世界领先。

从北京到上海，600公里、3.5小时，中车四
方拥有一张“金名片”。2021年 7月 20日，中车
四方牵头研发的世界首套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
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当前速度最
快的地面交通工具，填补了航空与高铁之间的
速度空白。高速磁浮列车具有无接触、无磨耗
的独特优势，可实现自动驾驶，单节载客量超
百人。其人均百公里能耗仅为航空的 1/2，是一
种高效、绿色的交通方式。

近年来，企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大批
引领世界轨道交通技术前沿的高端装备从中车四
方驶出，从当前可实现的地面最快大型交通工具
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到全球商运速
度最快的高铁列车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动车
组、全球首列商用碳纤维地铁列车、全球首列氢能
源现代有轨电车以及空轨列车、城市智慧快轨等。
正在研制的时速 400公里的 CR450动车组，将
再次引领世界高速动车组技术取得新突破。

面向未来，构筑轨道交通新生态

作为国际尖端技术的集大成者，高速磁浮
是未来轨道交通的战略制高点。

通过自主研发，中车四方构建了完善的高
速磁浮技术体系，目前正在积极推进高速磁浮
试验优化和工程化发展。

在国家“交通强国”战略指引下，高速磁浮
将成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成渝经济圈均在规划
高速磁浮线路。

未来，高速磁浮将以其独特的效率和环保
优势，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国内高速磁浮正引领新潮。放眼国外，中
车四方的高端轨道技术正沿着“一带一路”这
条纽带不断传播出去。

目前，该公司产品和服务已出口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覆盖高铁动车组和
城轨地铁车辆、城际电动车组、高速内燃动车
组、干线铁路客车等各型高端装备，出口产品
和市场实现高端化升级。

在印度尼西亚，为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时
速 350 公里高速动车组是中国高铁列车出海
“第一单”，助力印尼进入高铁时代，成为“一带
一路”上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

在老挝，为“一带一路”样板工程中老铁路
设计制造的“澜沧号”动车组，助力老挝实现
“陆联国”梦想。

在新加坡，先后累计赢得 916辆地铁车辆订
单，实现我国地铁车辆出口发达国家的突破。

在美国，赢得芝加哥地铁车辆项目订单，
创下我国地铁车辆单次出口发达国家数量最
多的纪录。

在阿根廷，向当地出口 709辆城际动车组，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口量最大的城际动车组
项目。这些城际列车奔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服务当地数百万人的交通出行，成
为一张张奔跑在阿根廷的“中国名片”。

在巴西，企业城轨车辆装备圣保罗 13号
线，服务南美洲首条机场线；为巴西唯一提供

客运服务的干线铁路研制客车，这也是中国企
业首次向巴西出口干线铁路客车。

在埃及，为斋月十日城铁路提供电动车
组，这是中国电动车组首次开进埃及，助力埃
及拥有第一条现代化电气铁路。

在阿联酋，出口的运营时速 200公里全球
最高速内燃动车组，不仅是我国首次出口阿联
酋的客运内燃动车组，也是阿联酋首个干线铁
路客车项目。

世界各地，都听到了“中国制造”疾驰而过
的声音。
“雅万高铁动车组依托中国最先进的高铁

技术平台———‘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技术
平台打造。作为高速动车组技术的集大成者，
‘复兴号’是中国高铁自主创新的典范。”中车
四方副总工程师陶桂东说。

自主创新也为中车四方赢得行业标准“话
语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

近年来，中车四方主持制定的《铁路应用 -
机车车辆车体侧窗》《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使
用燃料电池轻轨的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基础
设施 -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智慧交通》等多项
ISO国际标准先后发布，填补了相关技术领域
的国际标准空白。

截至 2023年底，中车四方累计主持或参与
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 420项，其中主持制
定国际标准 6项，拥有授权有效专利 4000余
件，海外授权发明专利 300 余件，获得中国专
利金奖 4项。
国际标准舞台上，“中国声音”同样响亮。
未来，高速磁浮、智能动车组、绿色轨道交

通装备将成为中国交通事业的新名片，助力实
现“交通强国”的宏伟蓝图。

中车四方牵头研制的时速 600公里高速
磁浮交通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