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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现代化军事武器
不断更新迭代。但是，看到
80多年前抗日战争中出现的
自制“土武器”，仍能给人带
来深深震撼。

它，就是“延吉炸弹”。
“1931 年 末 至 1932 年

夏，东满各族人民在艰苦的
抗日根据地斗争中自主研发
的‘延吉炸弹’，让敌人非常
恐惧。”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博物馆馆员许永吉介
绍，“延吉炸弹”在东满抗日
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当时的“延吉炸弹”按照
大小与作用分为不同型号。
三号弹一般当作手榴弹使
用。二号弹比三号弹大一
些，一般用作进攻战。一号
弹威力更大，用于防卫战和
爆破敌人碉堡。

许永吉说：“有了‘延吉
炸弹’，敌人非常害怕，我们
可以随时炸毁敌方的炮楼和
汽车。”

“延吉炸弹”的名气让敌
人闻风丧胆，然而，它的研制
经历了艰辛的过程。

最初的“延吉炸弹”是根
据矿山中所用炸弹制成，声
音巨大，但杀伤力不强，敌人来了
只能“吓一跳”，对其战斗力伤害不
大。因为朝鲜族群众喜欢吃辣，所

以后来尝试把辣椒面放入
炸弹中。这种炸弹在室内
爆炸后可刺激敌人眼睛，让
其流泪，但在野外爆炸效果
还是不好。此后大家又在
炸 弹 中 放 置 玻 璃 碎 片 、石
子，爆炸效果有所改善，但
杀伤力只是略微增强。最
终发现，在炸弹中塞满生铁
片，试验效果好于手榴弹和
手雷，大的炸弹可以炸毁敌
人的汽车。

“延吉炸弹”一般由炸
药、炸药筒、生铁片、外壳、
铁丝制成。因为当地有矿
山，可以解决炸药的来源。
但最难解决的就是生铁片
的来源问题。游击队和群
众开始主动拣些破铁锅和
不能用的锄头、犁铧等送给
兵工厂，但还是难以充足保
证“延吉炸弹”的生产。面
对敌人，当地百姓义无反顾
地砸破了自家做饭的铁锅。

在制造“延吉炸弹”的
过程中，不少同志炸瞎了眼
睛，炸断了手臂。孙元金同
志就是其中一位。在制造
炸弹的过程中火药爆炸，他
双眼失明。

1933 年在王隅沟抗日游击根
据地保卫战中，抗日游击队和根据
地人民群众共 1000 多人，成功利
用“ 延 吉 炸 弹 ”抗 击 敌 人 超 过
2000 人 ，并 最 终 夺 取 战 斗 的 胜
利。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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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国务院近日公布修订后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负责人就条例的有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条例修订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主要把握了四点：一是落实药品医疗器械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夯实企业主体责任。二是巩
固“放管服”改革成果，优化审批备案程序，对创新医
疗器械优先审批，释放市场创新活力，减轻企业负
担。三是加强对医疗器械的全生命周期和全过程监
管，提高监管效能。四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

问：2017 年出台的
《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
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
械创新的意见》明确，推
动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全面实施。请问条例对
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
人作了哪些规定？

答：医疗器械实行
分类管理，第二类、第三
类需要取得上市许可，第一类实行备案，条例使用了

“注册人、备案人”概念，对应上市许可持有人概念。
为落实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条例规定：

明确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的定义。取得医
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办理备案的企业、研制机构为注
册人、备案人，对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
过程中的安全性、有效性依法承担责任。明确注册
人、备案人义务。细化其全过程管理义务，包括建立
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开展上市后研究和风险
管控、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建立并执行产品追溯
和召回制度等。厘清注册人、备案人与受托生产企
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使用单位等其他市场主体
的权利义务。

问：条例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创新方面作

了哪些规定？
答：为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减轻企业

负担，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规定：
将医疗器械创新纳入发展重点，完善创新体系，

在科技立项、融资、信贷、招标采购、医保等方面予以
支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信息化建设，提高在线政务服务水平，为医疗器械行
政许可、备案等提供便利。优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
材料，允许企业提交自检报告。优化备案程序，实行
告知性备案、并联备案等。对用于治疗罕见疾病、严
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以及应对公
共卫生事件等急需的医疗器械，可以附条件批准，加

快产品上市。对延续注册和临床试验实行默示许
可。将生产经营许可审查期限由 30 个工作日缩短
为 20个工作日。明确免于临床评价的情形，提高企
业注册申请的效率。鼓励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试验，
将临床试验条件和能力评价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
审。允许拓展性临床试验，对符合条件的正在开展
临床试验的医疗器械，可免费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
患者，其安全性数据可用于医疗器械注册申请。

问：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条例作了哪些专
门的制度安排？

答：为满足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要，
加快将急需医疗器械投入使用，条例规定：

一是优先审评审批制度。对创新医疗器械优先
审评审批。

二是附条件批准制度。对用于治疗罕见疾病、
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和应对公
共卫生事件等急需的医疗器械，可以附条件批准，加
快产品上市。

三是紧急使用制度。参照疫苗管理法，规定出
现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
众健康的紧急事件，可以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
使用医疗器械。

四是临床急需特批进口制度。规定医疗机构因
临床急需进口少量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经国
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口。

五是医疗卫生机构
研制医疗器械制度。规
定医疗卫生机构为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
研制医疗器械，管理办
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
主管部门制定。

问：条例对法律责
任作了哪些完善？

答：为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高违法成本，保
障人民群众健康，给守法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条例作了三方面修改：

一是大幅提高罚款幅度。特别是对涉及质量安
全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货值金额 30倍的罚款。

二是加大行业和市场禁入处罚力度。为净化市
场环境，将严重违法者逐出市场，视违法情节对违法
者处以吊销许可证、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相关活动、
不受理相关许可申请等处罚措施。

三是增加“处罚到人”规定。对严重违法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
收入，最高可以并处 3 倍罚款，5 年直至终身禁止其
从事相关活动。 （据新华社电）

落实“四个最严”监管要求
为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三部门负责人就《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古蜀文明之光，再次闪耀于中华文明版图西南部。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

……20 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
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新发现的 6 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 500 余件
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 1986年震惊世界的
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再惊天下”。

33..55平方米的平方米的““祭祀坑祭祀坑””一片金光闪闪一片金光闪闪

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麓的广汉市，曾有一
景点名叫三星伴月堆。后来考古发掘确证“三星伴月”所
说的 3个相连的土堆，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

这个古蜀文明的宝库，最早被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
代。广汉真武村月亮湾一户村民在自家院前无意间发现
了一大堆玉石，随后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

1986 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 1、2 号“祭祀坑”，出土
珍贵文物 1700余件。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贴黄金面罩
的青铜人头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超出了人们
当时的认知范围。

从此，三星堆名扬天下。
此次新发现的 6 个“祭祀坑”位于 1、2 号“祭祀坑”旁。

专家认为，目前这 8 个“祭祀坑”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
王国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祭祀坑”的情况，可以想见
约 3000年前的祭祀场面该是如何宏大与奢华。

占地仅 3.5平方米的 5号“祭祀坑”一片金光闪闪——
考古队员已从此处清理出多件金器和 60余枚带孔圆形黄
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经专家初步判
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
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
见的青铜器，比如有些青铜尊附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的
造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
雨说。

在 3号“祭祀坑”，记者看到了坑内铺满百余根象牙和
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尊、青铜罍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
像、大面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 6 号“祭祀坑”发现
了一具“木匣”，长约 1.5 米、宽约 0.4 米，内外均涂抹朱
砂。它是做什么用的？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考古人
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关注，在现场反复讨
论“开匣”方案。

像“木匣”这样的未解之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去破
解。但是，就目前的阶段性成果而言，已经展示了三星堆
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独特的技术、艺术和精神信仰。

“本次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
星堆文化的认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黑科技黑科技””与与““豪华阵容豪华阵容””助力考古大发现助力考古大发现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研究员和
陈显丹研究员站在新的发掘现场，回首当年亲历 1、2 号

“祭祀坑”发掘的往事，感慨万千。他们告诉记者，当时的
发掘现场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砖的工
人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只用两个月，就把 1、
2号坑发掘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早已换了人间。
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数

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
各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人惊叹
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祭祀“圣地”开展“野
外”考古，仿佛是在封闭的高科技实验室工作。在“考古
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
备一应俱全。

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炫”。三星堆遗
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

者，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
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
生物、细菌等。

不仅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专家“阵容”也堪称“豪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
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
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
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
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
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我们在 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
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考古学家推

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即将青铜器、象牙等祭品燃烧后
填埋。这种“燎祭”是在坑外燃烧，还是坑内燃烧？燃烧最
高温度是多少？……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古学家
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说：“此次发掘
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
发掘团队，构建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实
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雾之中。三星

堆，自 1986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是留给世人无尽的遐
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
人联想在一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
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
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
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盉、高柄豆
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
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
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
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
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在冉宏林的指引下，记者还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
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
青铜器上找到祖型。

但是，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他们从哪里来？尽管考古发现已勾勒出从营盘山、桂

圆桥、宝墩到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但
他们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还有待更多考证。

还有他们以何为生？
他们因何消亡？
他们喜爱哼唱怎样的曲调，擅长烹饪什么美食？
……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种

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
时间的学术研究、分析。

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祭祀坑”开展精
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
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

宋新潮说：“本次发掘工作的细致程度，决定了它的信
息丰富程度和价值。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进行更加系统的
整理、修复以及实验室工作，将田野考古获得的材料进一
步地消化和深入研究。”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每一天，都可能
会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对未来充满希望
——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破解，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
证实，人们翘首以待。 （据新华社电）

金面具、青铜人像、大量象牙……

三星堆新发现“再惊天下”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这是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33 号号““祭祀祭祀
坑坑””出土的青铜器局部出土的青铜器局部（（33月月 1919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贺贺 摄摄

正在考古发掘的正在考古发掘的 33号号““祭祀坑祭祀坑””的局部的局部（（33月月 2020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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