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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飚：

重庆地下“宝藏”发掘者和研究者
重庆科技报见习记者 关莹洁

“很快，秀山的重大发现将会再次轰
动世界学术界。”魏光飚兴奋地向记者透
露他目前手上的工作。52岁的他已经是
分管古生物化石和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的
重庆市地质调查院副院长，但是每当说到
古生物化石，隔着眼镜片两眼都在放光。

魏光飚出生于重庆万州，古生物专业
科班出身。2000年赴日读博首度接触到
了猛犸象化石。“当时中国的猛犸象研究
长期没有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有国外专家
甚至怀疑中国根本没有早于4万年的猛犸
象化石！”魏光飚说。作为第一研究者，魏
光飚依据河北相关遗址出土的真象类化
石，首次提出草原猛犸象应为距今200万~
150万年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而非西伯利
亚的观点，把草原猛犸象的起源地点从西
伯利亚“抢”了回来。

2004年，魏光飚婉拒了英国大学的邀
请，先后工作于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主持全市范围内古生物（含古
人类）化石及旧石器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
作。2011年国务院新规，将县级以上相关
古生物化石工作由文博系统移交给了原国
土系统。魏光飚辞去原重庆三峡古人类研
究所所长职务，申请调入原国土房管局直
属的重庆市地质调查院，选择成为一名“挖
石头”的普通古生物化石管理和研究人员。

“现在条件好多了，不像我们以前在
巫山发掘时吃住都在大山中。”和化石打
交道，不用说有多么辛苦，但魏光飚却乐
此不疲，不仅自己“挖石头”，还组织大家
一起“挖石头”。他指导市地勘局208地质
队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成功转型为古生
物专业团队，并引进了著名科研院所的数

名博士和高技能人才，打造出了一个高水
平的古生物专业队伍。这个重庆目前唯
一的古生物科研机构已成为川渝地区首
个古生物专业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大力
支持下，魏光飚推动、组织、实施了古生物
类项目30余个，使重庆丰富的古生物化
石资源所蕴含的科研、科普、开发利用价
值得到充分挖掘。他与团队在云阳发现
了新恐龙动物群和全世界最大的侏罗纪
恐龙化石“长城”；在合川发现了重庆迄今
最大的恐龙“马门溪龙”；在盐井沟发现的
巨貘化石完整度高达95％，填补了全国无
貘化石装架的空白。今年，在秀山发现的
志留纪鱼化石更将全球有颌鱼类的首次
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上千万年，有望填补

“从鱼到人”演化谱系上的关键缺环。

“重庆虽然缺少青铜大鼎、黄金面具
这样的文物重器，但蕴藏丰富的古生物化
石和史前文化遗存。我的使命就是让这
些地下‘宝贝’放出光彩。”魏光飚如是说。

“老年人口腔黏膜变薄，唾液分泌减
少，普通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存在清洁力
好但刺激性较高的问题，并不适用于衰老
中的口腔黏膜。”张环来不及脱下白大褂
就认真地向记者介绍。重庆登康口腔护
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研发部部
长张环正专注于老年人牙膏的研发。

登康公司“冷酸灵”牙膏是重庆“五朵
金花”之一。作为冷酸灵产品研发主导团
队关键技术负责人，张环主导开发了冷酸
灵系列新品20余个，老年人专用牙膏正是
响应中国老年人健康质量生活大战略而
储备开发的。通过不断尝试，张环及团队
已成功搭建体内唾液分泌影响模型，正在
清洁力和口腔刺激性寻求技术解决办法。

“口腔健康影响的可不只牙齿，还与脑

卒中、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全
身系统疾病密切相关。”张环努力解释着。
比如有些人一吃冷热酸甜食物，牙齿就会
酸痛得难以忍受，可刺激消失后又像什么
都没发生过，这就是牙齿敏感。牙齿敏感
是牙病的“预警器”，要及时前往正规牙科
医院就诊，必要的话还要辅助使用抗敏感
牙膏。多年来，张环和团队主导的《含钾盐
和锶盐的双重抗过敏牙膏》专利技术开发
中的双重抗敏感技术，获行业重大科技进
步一等奖。含生物活性材料的生物活性玻
璃陶瓷HX-BGC材料牙膏，获得部级科学进
步二等奖。业内最早的植物美白技术产品

“冷酸灵去渍亮白双重抗过敏牙膏”，获重
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近5年来，张环负责
研制成功的冷酸灵系列新产品项目超过50

项，国家级研发项目1项，产学研重点项目4
项，市级新产品立项20余项，获得市级重点
新产品8项，部级科学进步二等奖1项，论著
1本，科技论文20余篇，专利10余项，行业标
准制修订7项。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张环带
领团队加班加点进行技术攻关，冷酸灵炭
能优护抗敏牙膏、专研抗敏（益生菌）牙膏
等防菌类牙膏顺利上市。但很快，她又埋
头于国家级研发项目的医药现代化应用
中。在深入研究中药特别矿物药的物理
化学性质和批次质量稳定的关键参数后，
找出了其中的关键指标，成功产业化升级

“黄连牙膏”在内的5项中药产品。
“牙体硬组织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希

望人们都能放心大笑。”张环在结束采访

时说。夜深了，张环返身回到了实验室，
她将继续带领研发团队讨论技术方案，验
证技术路线，向着“科技树”更高处攀登。

张环：

从小牙膏中完成国家级研发项目
重庆科技报见习记者 关莹洁

“汶上芦花鸡产自山东省济宁市，不
同于简单的养殖，通过科技支撑、专家指
导、企业兜底，万州区龙驹镇形成了从鸡
苗繁育、高效山地散养到深加工的全产
业链，这让老百姓养鸡有了更多的底气
和动力。”重庆三峡学院副院长、重庆市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万州区
龙驹镇队长祁俊生表示。

万州区龙驹镇曾是重庆市十八个深
度贫困乡镇中体量最大的，也是脱贫攻
坚难啃的“硬骨头”。在重庆市科技局扶
贫集团按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帮扶龙驹
镇后，祁俊生带领科技特派员走进田间
地头开展农业科研项目。

祁俊生说：“这几年，龙驹镇在科技扶
贫的道路上扎实地走出了自己的科技特
色。”扶贫工作期间，祁俊生带领团队聚焦职

能优势和资金，引进扶贫资金5000余万元，
项目资金3.8亿元；聚焦消费扶贫，协调社会
资源采购龙驹镇农产品共计2600万元；聚
焦智志双扶，组织重庆三峡学院、重庆科技
学院、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在龙驹镇开展了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2017年10月，祁俊生带领团队将“农
家科技小院”搭建于龙驹镇梧桐村，推广
种植延胡索和浙贝母，随时跟踪和解决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中遇到的问题。融
合多个市级平台，积极协调相关产业专
家、科技特派员为广大农户和产业业主
提供零门槛、零距离、零费用的科技服务
和科普宣传，成功创建梧桐村市级农业

“星创天地”，建成科技帮扶产业基地25
个，解决了扶贫规划、产业实施、企业孵
化中不同程度存在的“盲区”和“短板”。

科技扶贫，重在扶“智”和扶“技”。祁
俊生带领团队首创“三师”入户助力脱贫攻
坚，汇集科技力量服务农村，利用平台优势
聚集和引荐了乡土、“三区”、高层次与跨区
域企业技术人才。根据各村产业发展的特
点，祁俊生团队组织开展了相应的技术培
训，真正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交互发
展有机融合，创新科技扶贫帮扶模式，建立

“平台+人才+项目”的科技扶贫体系。
截至2020年底，祁俊生带领团队先

后建成有机产业基地18个，培育全国及
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5个、市区农业
龙头企业3个、入库市级科技型农业企
业22家，培育建成2个亿元村、5个千万
元组和20个百万元家庭农场。目前龙
驹镇已形成“500万只芦花鸡、3万亩特
色经济果林、1.5万亩中药材、0.35万亩茶

叶与食用菌”的特色种养业，龙驹镇2019
年获“全国十佳”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示范
点，龙驹镇党委2020年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

祁俊生：

科技助力脱贫 推动产销一体化
重庆科技报见习记者 魏星

张环常常在实验室加班。 受访者供图

魏光飚在考古发掘现场。 受访者供图

祁俊生查看幼苗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