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启动重大疑难疾病

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三

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提出，

自

2018

年

1

月起实施周期为

3

年的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

临床协作试点工作，

58

个项

目入选为试点项目， 涉及糖

尿病及并发症、 肝癌、 脑梗

死等

30

余种疾病。

通知说， 试点工作以提

高重大疑难疾病临床疗效为

目的， 中西医双方通过整合

资源、 优势互补、 协同攻关，

探索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

新思路、 新方法和新模式。

随通知印发的 《重大疑

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

项目实施办法》 提出， 在协

作机制建立上， 建立中西医

人员紧密协作的会诊、 联合

门诊、 联合查房、 联合病例讨

论、 学术联合、 高层次中西医

人才交叉培养等协作模式及医

疗制度 ， 为患者提供从预防 、

治疗到康复一体化的中西医协

作综合诊疗服务。

在协作重点内容上， 上述

办法提出， 从临床入手， 针对

协作病种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

某一阶段、 关键环节， 开展中

西医协作联合攻关， 挖掘整理

中医药治疗经验和特色疗法 ，

提炼临床经验， 对诊疗方案的

临床实施进行动态管理， 强化

对临床病例资料的分析、 总结

与评估， 建立中西医结合疗效

评价标准， 形成独具特色的中

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或专家共

识。

据新华社

“海龙Ⅲ”潜水器首试成功潜水 1690 米

中国 “海龙

Ⅲ

” 潜水器由

“大洋一号” 科考船搭载，

25

日

上午在西太平洋海域完成首次深

水试验， 抵达

1690

米深的海底。

北京时间

25

日

5

时

20

分

许， “海龙

Ⅲ

” 从母船 “大洋一

号” 入水， 进行

2000

米级深水

试 验 ， 潜 水

3

个 小 时 后 抵 达

1690

米深的海底 。 潜水器拍摄

到海山结壳， 相关设备也完成了

规定动作， 随后成功回收到 “大

洋一号” 甲板。

“大洋一号” 首席科学家初

凤友说， “海龙

Ⅲ

” 本次深水试

验搭载了岩石切割工具、 取样机

械手等多种设备。 海试过程中，

潜水器及各种设备运行良好， 技

术状态稳定 ， 试验目标顺利实

现。

据了解， 综合海试科考队还

将择机对 “海龙

Ⅲ

” 进行

4000

米深水试验。

“海龙

Ⅲ

” 是中国大洋协会

组织下、 由上海交通大学水下工

程研究所开发的勘查作业型无人

缆控潜水器， 也是中国 “蛟龙探

海” 工程重点装备。 它最大作业水

深

6000

米， 具备海底自主巡线能力

和重型设备作业能力， 可搭载多种

调查设备和重型取样工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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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 2311 个

最“热门”专业均与信息技术相关。 此外还撤销 241个专业，涉及 135所高校

教育部上述

2017

年度高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 北京外国语大学此

次新增审批专业

14

个，全部为此前没有的

小语种专业。其中包括斐济语、库克群岛毛

利语、卢森堡语、桑戈语等。

这延续了最近两年新增专业的一个趋

势———去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增小语种

专业为

11

个，同样均为新专业。此外，天津

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分别新增

13

、

8

、

6

个小语种新

专业。

2017

年江苏

35

所高校新增

101

个本科专业，其中小语种就占了五成。

有专家认为， 小语种大热有两个背

景， 一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主要面向欧

美，开放面比较狭窄，目前已不能满足实

际需求；二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合作深

入推进， 小语种人才的培养也是基于同

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

同样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布局相

关，

2017

年度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显示，有

18

所高校本科新增“网络空间安

全”专业。

据甘肃省教育厅官网， 兰州理工大学

申 报 的 网 络 空 间 安 全 本 科 专 业

（

080911TK

）， 获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自

2018

年开始招生。 该校表示该专业的获批，

是学校主动适应 “一带一路” 建设战略布

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新工科建

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综合新华网消息

教育部

3

月

21

日公布了

2017

年

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 本次共新增备案本科专业

2105

个，新增审批本科专业

206

个，合计新

增专业

2311

个；撤销

241

个专业，涉及

135

所高校； 本次还有

51

个专业调整

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

据统计，其中，新增备案本科专业

数量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多

达

17

个。

2017

年，中国社科院大学首

次招生，共有

4

个学院

7

个专业在全国

招生，首批入学新生共

392

人。

新增审批本科专业最多的是北京

外国语大学，共新增

14

个小语种专业，

且均为新专业。

在这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中 ，最

“热门”的均与信息技术相关，其中，

250

所高校新增了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

60

所高校新增了“机器人工

程”专业。在新增审批本科专业中，也有

18

所高校新增了 “网络空间安全 ”专

业，

16

所高校新增了“信息安全”专业。

高校自主设置专业实行备案制，也是

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举措，

依据教育部的规定， 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

业和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的新专业以外，高校自主设置专

业实行备案制，加强省级本科专业管理

统筹权，引导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高校专业的调整，往往与社会对人

才需求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今年，高校

新增专业有什么特点？同时又有哪些专

业被淘汰呢？

在新增备案本科专业中，“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 最为热门。 根据统计， 共有

250

所高校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厦门大学等

19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河

南省

21

所高校新增该专业， 为最多省份。

河北、山东、安徽、广东、江苏等省也有较多

高校成功获批。

2016

年

2

月 ，教育部公布新增 “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北京大学、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大学成为首批获批高

校。 次年，又有

32

所高校获批。 此次

248

所高校获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几乎是前两次获批高校的

8

倍。

该专业备受高校青睐与国家大力支持

大数据产业发展及该产业人才奇缺相关。

国务院

2015

年

8

月曾印发《关于印发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明确鼓

励高校设立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相关专

业， 重点培养专业化数据工程师等大数据

专业人才。

根据教育部上述

2017

年度高校本科

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此次共有

60

所高

校获批 “机器人工程” 专业。

据统计，

2017

年， 教育部公布

2016

年度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获批

“机器人工程” 专业的高校增至

24

所，

今年这一数据达到

60

所。

“机器人工程 ” 专业大热的背后 ，

是人工智能行业的持续发展。 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四次提及 “智能”， 并特别

指出要 “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

“发展智能产业”。

据媒体报道， 人工智能行业人才需求

旺盛， 有经验的就能月入八千， 甚至有企

业为机器人工程师开出

2.5

万元月薪。

250所高校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60所高校获批“机器人工程”

“小语种”“网络空间安全”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