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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生命科学

“现在，大家都认为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CUSBEA 学子也成长为
非常优秀的学者。那么，当年这些优秀的学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被选拔出来的呢？今天，我愿意在这里和
大家共同回顾这段经历。”近日，作为 CUSBEA 项目的中方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顾孝诚讲述了曾经
参与的 CUSBEA 项目中的人和事。

阴本报记者 何姣 王丹红

2007 年 7 月 21 日，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
生项目(CUSBEA)25 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大学举
行，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 Richard Gumport
教授和夫人非常希望能参加，虽然因 Gumport
教授生病住院而未能成行，但夫妇俩还是在当
天清晨通过电子邮件致信顾孝诚，请她宣读他
们的回忆和祝福：

“ 非 常 遗 憾 我 们 不 能 出 席 这 次 盛 大 的
CUSBEA 纪念活动。自从 1984 年我们第一次
去中国面试 CUSBEA 学生以来，我们一直想了
解你们每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两方面的进步。总
的看来，CUSBEA 项目显然大获成功，但这样
笼统的评价会掩盖你们每个人的贡献。在过去
这些年里，常常有年轻的中国学者走近我们，问
我们是否还记得他们。说实话，我们一般是记不
得了，因为时光飞逝如电，我们面试了太多的学
生。但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重新认识你们，了解
你们的成就、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种种冒险经
历。给我们写信吧！”

日前，顾孝诚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了本报
记者专访，回顾了当年在地球的两端为 CUS-
BEA 项目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包括北京大学
的叶宁女士和参加面试的几位美国教授和他们
的夫人。顾孝诚说：“我想念并感谢他们。”

CUSBEA 北京“首席执行官”

1981 年 3 月 24 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
化学系教授吴瑞和助理教授戴碧瑾联名致信时
任中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严济慈，提出设立 CUSBEA 项目、选拔优秀的
中国本科毕业生赴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想法；
同年 4 月至 5 月间，两人又联络 50 多所美国大
学，询问它们是否愿意参加 CUSBEA 项目，40
多所大学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1981 年 4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
道向严济慈介绍了吴瑞的初衷；1981 年 5 月
15 日，教育部正式邀请吴瑞到北京商谈，7 月
1 日，教育部将执行 CUSBEA 项目的责任委托
给北京大学校长、生物化学家张龙翔教授，并
决定该项目是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计划的一
部分。

而这时，北京大学生物系副主任的顾孝诚
教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1981 年初夏的一天，
骑着自行车的张龙翔校长在北大的校园里碰见
我，跳下车来，兴奋地对我说，教育部副部长黄
辛白请他做 CUSBEA 项目中方协调人，他正在
寻找一位帮手，问我是否愿意。尽管我什么也不
知道，但还是一口答应：‘好吧，跟你干。’我就是
这样与 CUSBEA 产生的联系。”顾孝诚说。

种种的因缘际会，顾孝诚成为 CUSBEA 项
目在北京的“首席执行官”。

这是国家的需要

当吴瑞在美国忙碌时，顾孝诚则在地球这
一端忙碌。

“CUSBEA 只是我的副业，为了这事我可
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今天我也并不以此为荣，因

为这是为国家做点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我觉得
这是值得的。”顾孝诚说。

电报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信息传递的主要
工具。每年 3 月 28 日前后，当美国大学决定录
取某位 CUSBEA 学生时，就会通过电报通知张
龙翔或顾孝诚。有时一位学生会被两个以上大
学录取，但也有学生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
为了保证每位学生都能被录取，CUSBEA 委员
会会对这种情况作适当调整，甚至启动第二轮
申请和录取。

“那个时候北京大学还没有传真机，为了发
个传真，我要跑到复兴路的电报大楼，而且中美
有 12 小时的时差，我必须晚上过去，保证他们
早晨上班收到传真。反正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任
何一件事。好多年后北京大学才有了一台传真
机。”顾孝诚说。

顾孝诚还要到北京机场接送面试的美国教
授。美国教授的飞机都是晚上到，而且那时的国
际航班没有不晚点的，只要我在，顾孝诚都去接
送他们，也因此和这些教授成为终生朋友。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务呢？“因为我深知
‘文化大革命’10 年对高等教育的破坏有多大!
我深知！那时候说了好多年的四化，可是‘文革’
10 年不但没有实现四化，而且还更加倒退了。
那时候你只要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你就愿
意让你的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顾孝诚说：

“你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活儿，我觉得很简
单，这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
件事，北京大学就是应该做这件事。”

怀念叶宁

1983 年，为 CUSBEA 而忙碌不已的顾孝
诚需要一个帮手，她看中了在北京大学动物房
做饲养员的叶宁，于是调她来帮忙。那一年叶宁
24 岁，她共参与了 7 届 CUSBEA 的工作。1992
年，年仅 31 岁的叶宁因乳腺癌去世。

“我至今很想念她！”15 年后的今天，顾孝
诚含着眼泪、哽咽着谈起这个普通而又不普通
的女孩：“她去世时只有 31 岁，那年我 62 岁，今
年我都 77 岁了，我非常怀念她、尊重她。我愿意
说这个项目有叶宁很大的贡献。当年，她和那些
学生的年龄差不多，而她只有中学文凭，命运和
他们迥异，她没日没夜地帮助这些学生填申请
表、办护照、办签证，送他们出国，从来无怨无
悔。”

叶宁是“文革”时候北大附中的高中毕业
生。“她上中学时成绩很好，但她妈妈得了一种
遗传病，她伺候妈妈好几年，学习给耽误了，没
考上大学。”顾孝诚说：“她是在妈妈去世后顶替
她妈妈的职位来北大的，那时我正好缺一个帮
手，就把她找来帮忙。她就这样一直跟着我。刚
开始时她真的什么也不懂，可她聪明，又非常勤
奋好学，到后来，好多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办了，
她一个人能应付与近百所美国大学的联络，她
甚至还可以独自去广州帮那些学生填表。她是
我第一个也是最可爱的一个秘书。”

直至去世，叶宁的名分仍然只是工人。在她
生命的最后几年，北京市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
她这类人参加补考，考试合格者在获得国家承
认的文凭后，就可以有资格申请从工人提干。这
种考试连续进行了 3 年，但每次的考试时间正

好是 CUSBEA 大忙的时候，她因此从来没有要
求请假参加考试。

叶宁生病时顾孝诚曾经特别对她说：“我真
后悔，没让你好好考试。”叶宁说：“我不后悔。”
顾孝诚说：“我觉得叶宁一辈子对公对私都无愧
于世界。最可贵的是，她一辈子勇敢，生病以后
还跟着我干，直到最后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
来。”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命运

CUSBEA 创办之时，中美刚结束了 30 多
年的隔离， 彼 此 间 还 十 分 不 了 解 ，GRE 和
TOFEL 考试尚未在中国展开。为了顺利打开美
国大学接收优秀中国学生的大门，吴瑞在与中
国教育部的协商中坚持按美国大学的标准考
试：第一，由美国大学出考题，学生用英语答题；
第二，由美国大学的教授对考试合格的学生进
行面试。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Manfred Karnovsky
教授和夫人参加了首届 CUSBEA 学生的面试。
Karnovsky 夫人是心理学者。Karnovsky 是世界
一流的科学家，他资历深，经验丰富，曾做过哈
佛医学院的生化系主任、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
委员，人也很好。他在这些面试的教授里面好像
是个头儿一样，实际上他是帮着吴瑞做，把这个
事情做下来了。”

但当初吴瑞并不认识 Karnovsky，事情是怎
么开始的呢？顾孝诚说，吴瑞要做 CUSBEA，就
要在美国的华人中找线索，商量哪个美国人可
以帮忙做这件事。于是，他找到了哈佛大学医学
院的教授林继俭。林继俭的父亲林存规教授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林继俭当年在
北大也是学法律的，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美国
哈 佛 医 学 院 改 学 生 物 学 ， 他 的 老 师 就 是
Karnovsky。Karnovsky 很喜欢林继俭，极力推荐
他留在哈佛医学院工作，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是很不容易的事。

从 1981 年到 1986 年，Karnovsky 夫妇参与
了 3 届 CUSBEA 学生的面试。1998 年，80 岁高
龄的 Karnovsky 因脑癌逝世。哈佛医学院以他
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资助优秀国际学生
到哈佛念书，当时大家猜测，其中肯定会有名额
是给中国学生的，果然如此。哈佛发现中国学生
的质量很好，后来 CUSBEA 学者之一、哈佛医
学院教授施杨每年都来中国面试学生。

今年，哈佛医学院为纪念林继俭去世一周
年举行追思会，Karnovsky 夫人将追思会的材料
寄给了顾孝诚，她在信中写道：“CUSBEA 这个
项目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个项目不但改变
了这些学生的一生，也改变了我们这些参与人
的生活和命运。”

情系康奈尔

CUSBEA 确实改变了顾孝诚的生活，她和
许多 CUSBEA 的学生和教授成为终生的朋友。

顾孝诚的父亲顾振早年考取“庚子赔款”，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
机械工程系学士学位后，又获得了康奈尔大学
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回国参与铁路建设，
曾做过京奉铁路的局长、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的

中方总经理等职。但是，顾孝诚 7 岁时父亲就去
世了，所以，她对父亲的过去知之甚少。

1985 年，顾孝诚访问康奈尔大学，接待人之
一是面试第一批 CUSBEA 学生的康奈尔大学
教授 Keith Moffat。Moffat 因 CUSBEA 项目而结
识顾孝诚，并得知她父亲曾留学康奈尔大学。这
一次，他为老朋友顾孝诚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
物：他到康大的校友档案馆，将顾振当年在康奈
尔大学辩论会上获第一名的照片和文章找了出
来。

在康奈尔与 CUSBEA 项目之间还有一段
佳话。

1984 年，CUSBEA 项目加入了英语考试，
英语试卷是由中国科学院研究院生的李佩教授
出题的。李佩 1947 年赴康奈尔大学留学，她的
丈夫、中国两弹元勋郭永怀则是 1946 年到康奈
尔大学任教，是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
的创始人之一，两人带着女儿于 1956 年回到中
国科学院工作。

2007 年 7 月，当李佩在家中读到《科学时
报》上关于 CUSBEA 项目 25 周年庆祝会的消
息时，她立即打电话索取顾孝诚的电话。因为李
佩的父亲留学回国后也曾在天津开滦矿务总局
工作，和顾振是好朋友，两家当年在天津时就认
识。李佩和顾孝诚这两位老人在电话上谈了很
久。

中国人民真好 中国学生真好

采访快结束时，顾孝诚说：“如果想写可纪
念的人，我还愿意给你们讲一个人：美国印地安
那州立大学医学院的 David W. Allmann 教授，
他和太太真了不起，他们参加了 4 届 CUSBEA
学生的面试，这个项目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
们从此爱上了中国人。”

“每当 Allmann 知道 CUSBEA 的某位学生
要到印地安那州立大学留学后，他和太太就会
与这位学生联系好，自己掏钱先把学生宿舍的
房子租下来，将厨房里的炊具、油盐酱醋都买
好，然后开车到机场将学生接回来，看他做出第
一顿饭吃下去，知道这学生不会饿肚子了才离
开。Allmann 教授说中国学生刚到美国时上课听
不懂英语，Allmann 太太就亲自免费给学生们补
习英语，直到他们能听懂为止。”

“Allmann 夫妇后来多次来中国，用他们自
己的话说，来中国多少次都记不清了，我问他为
什么这样喜欢来中国？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民
真好，中国学生真好！’”2007 年，Allmann 因肺
癌去世，去世前他告诉顾孝诚，有一位 CUS-
BEA 学者已经在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做
系主任了。2006 年，印地安那州立大学校长率
团来北京大学访问，顾孝诚正好要到美国探望
女儿，临行前，她叮嘱负责接待工作的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顾红雅说：“你一定要向校长
说说，Allmann 教授有多好，对中国人民作出了
多大的贡献。”

顾孝诚说：“我总是尽力，凡是对中国人民、
对中国年轻学者、对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有过
贡献的人，我都感谢并纪念他们，我还想方设法
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特别是那些作过贡献而却
始终默默无闻、无缘出名、更谈不上受奖的同事
们。”

“除了吴瑞，我还要感谢这些人”
—————北京大学教授顾孝诚谈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

从燻烟纸记录到立体网络化实时传输
———中国地震观测技术发展足迹

阴本报记者 王静

“地震科学是一门建立在观测技术发
展基础之上的科学，地震学的发展一直伴
随着地震观测技术的进步向前推进。”中
国地震局科技司有关专家介绍。那么，中
国地震观测技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未来
将会有怎样的变化？

有关专家说，中国地震观测技术的发
展大约可分为 5 个阶段：起步、发展、优
化、跨越和腾飞。

“如果追溯历史，地震史料的记载最
早在公元前 1831 年的《竹书纪年》中，距
今约 4000 年。后有《史记》、《汉书》等记述
地震事件及其影响。这是中国古人留下的
宝贵地震史料。此外，中国著名科学家张
衡于 132 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
仪———侯风地动仪，并记录到公元 138 年
远在千里之外的陇西大地震。但在近代社
会，中国没有自主研制的地震观测技术。”
专家说。

“世界上定量记录地面运动的地震观
测技术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初，
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先后在中国台湾的台
北、上海徐家汇、大连、营口、旅顺、沈阳、
长春和青岛等地，建立了地震台。当时地
震计的摆体运动直接通过机械放大后，绘
在燻烟纸上。”专家们介绍。

中国地震年谱记录：
1930 年，李善邦先生在北京西山鹫

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地震台。
1951 年李善邦根据需要研制成了 51

型机械式地震仪，成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
一台地震仪。

1955 年之后十余年，中国以仿制前
苏联基尔诺斯中长周期地震仪为主，建成
了约由 20 个地震台组成的全国基本地震
台网。

此后，中国模拟地震观测技术得到了
快速发展，一系列地震仪器出现。其中，包
括短周期照相记录的 62 型高倍率地震

仪；63A 和 63B 型晶体管放大器及记录
器；64 型、65 型地震计和 67 型放大器等。
为了进行城市等高地噪声地区的地震观
测，中国还发展了井下地震观测，研制了
JD－2 型井下地震仪，分别布设在全国数
十个深井内。中国地震观测技术由此起
步。

专家们认为，地震观测技术一方面随
着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另一方面，随着地
震的出现而发展。

他们举例，上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
代，中国主要发展了模拟式滚筒记录地
震观测技术。特别是 1966 年河北邢台两
次强烈地震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地
震前兆观测和预报实践，地震观测技术
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当时，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直接
关怀下，中国利用 8 条电话专线，把北京
周围 8 个地震台上的短周期垂直向地震
信号用基带传输方法实时传到当时的
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分析室集中记录，
从而首次实现了实时传输地震信号。这
就是当时的“8 条线”北京有线传输模拟
遥测地震台网。

在 1975 年的海城地震之后，国家地
震局启动了“768 工程”。这一工程采用
了有线和无线的传输方式实时传输地
震信号，首次在一个电话话路中采用频
率调制的方法，实时传送 8 路 20Hz 带
宽地震信号，确保一个台上可实时传输
三分向短周期和三分向中长周期地震
计信号；首次采用模拟磁带机以电记录
的形式记录地震信号，确保了信号精
度，并使其能方便地进入计算机。与此
同时，还引入了 6 路自动换纸墨水记录

器，大大地减轻了维护的工作量；首次
在地震观测中引入了地震信号的实时处
理，能通过实时处理和人机结合的方法
确定地震参数；建立了全台网系统的遥
控和自动校准系统，确保了技术系流的
可靠性。

随后，中国还大规模研制了用于地
震预报研究的地球物理场观测仪器，逐
步形成了地形变观测台网、地磁观测台
网、地电观测台网、地下流体动态观测
台网。但大多数前兆观测仪器主要沿袭
有关学科原有的仪器设备，缺少地震前
兆观测的专用仪器。

1976 年 7 月唐山地震后，为解决大
震速报和西部地区地震的快速定位问
题，1983 年国家启动基本建设项目“全国
地震数据传输、分析和处理系统”，称为

“837 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适逢中国通
信卫星开始试验，地震观测数据的传输
首次采用卫星通信的方法实时传输，极
大地推进了地震速报业务。这是中国地震
观测技术的发展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国地震前兆
观测仪器已达到几十种类型、100 多个仪
器型号，但仪器产出的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通过攻关，十几种具有高精度或高灵
敏度、高稳定度、抗干扰性能强，并采用数
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技术装备的地形变、
电磁、流体学科的先进仪器，在地震观测
系统中逐步推广使用，开始研制实时或近
实时的综合分析和快速预报要求的前兆
数据传输系统。这是中国地震观测技术的
优化阶段。

最近 20 多年，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
时机，1983 年中美双方达成原则协议，由

美方提供设备和技术，共同建设“中国数
字化地震台网”（CDSN）。该台网 1987 年
通过技术评审和验收，正式投入运行。
1993 年，中美再次合作，进行了二期技术
的改造。其技术系统与 IRIS 台网一致。台
网由最初的 9 个台站发展到 11 个。它们
是：北京白家疃、内蒙古海拉尔、黑龙江牡
丹江、上海佘山、湖北恩施、海南琼中、云
南昆明、西藏拉萨、陕西西安、甘肃兰州、
新疆乌鲁木齐。该台网是目前世界上最先
进的地震台网之一。

此外，中法合作还在新疆乌什台安装
了 GEOSCOPE（地球透镜）计划的宽频带
数字观测设备。中国地震观测技术实现了
跨越发展。

但科学家们意识到，CDSN 毕竟不是
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
上再独立自主地向前发展，无论是发展技
术，还是扩建台网规模，均受到制约。通过
国家支持，在“八五”和“九五”期间，中国
地震科技人员自主研制开发了系列数字
化地震观测仪器设备，并成功建设和改造
了近 400 个测震台、220 个前兆台站，中国
地震台网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实践表明，中国“九五”建设的数字化
台网在运行自动化水平、数据连续率和技
术上达到了国际同类台网的先进水平，使
中国地震台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
的用于地震监测预报的地球物理观测台
网，并在地震监测预报中开始扮演重要角
色。

在“十五”期间，“中国数字地震观测
网络工程”实施。根据项目设计，“十五”地
震前兆台网将实现“网络化”目标，使所有
的前兆台站和所有的前兆仪器联结到因

特网上。这将更大地推动我国地震前兆观
测技术的发展。

专家们介绍，在未来，中国地震观测
技术主要在 4 个方面发展：

1.深井观测技术。研究适合我国实际
的深井观测技术，在重点监测防御区和
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逐步建立一个
观测技术装备先进、观测点位比较密集
的，测震、形变、地下流体、地磁等观测项
目一体的综合深井观测系统。对地壳介
质的运动方式、地壳的应力的动态变化
等进行实时监控，记录到地表或浅孔不
能记录到的微破裂过程，为进行深部结
构研究、地震孕育过程研究和地震预报
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弥补地面观测系统
不足。

2. 海域地震监测技术。海洋研究是
21 世纪的热门课题，中国有广阔的海域，
地处太平洋板块的西侧，研（究）海底地
震的活动对了解中国地震成因有重要作
用，因而开发海底地震观测系统将会被
越来越重视，着重开发可实时传输的海
底井下地震仪和用于海底流动观测的沉
浮式海底地震仪，建设海域地震观测技
术系统。

3.空间对地观测技术。研制发射地震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建立配套的地面接收
与应用技术服务系统；组成天地一体的卫
星地震应用研究与实验系统。研究高分辨
率遥感卫星、InSAR 卫星和重力探测卫星
等国家民用航天数据处理和应用技术，提
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增强地震灾害预防
和地震紧急救援能力。

4.研制精密可控的人工震源。地震预
测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地震孕育区

的介质特性进行动态的、长期的和定量的
监视，由于天然地震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
确定性，采用地震台网监测天然地震的方
法，很难达到上述目的。发展可控震源技
术，可以达到对深部孕震区进行动态和定
量监视的目的。

为了建设我国地震监测台网，地震科
技人员历经千辛万苦，并为此曾写下了许
多感人的诗句。

台 站 有 感
郑继烈

一
岁岁月月守机台，
分分秒秒提精神。
非是窗外无颜色，
只恐一疏误生灵。

二
寒去暑往鬓霜浓，
笑说当年比花容。
青春热血付何处？
尽在锦锦数据中。

三
霞落独看鸟归林，
雨后长听蛙长鸣。
曾有封门六尺雪，
路阻炊断机不停。

四
年复一年除夕夜，
妻提箪壶到站台。
遥听城内鞭炮急，
定然父母陪孙孩。

五
首建一台八达沟，
而今网布十三州。
测磁形流皆齐备，

“四个面向”在筹谋。

第三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将举行
本报讯 以传承、创新、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世

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将于 9 月 22 日～24 日在广州召开，本
次大会旨在总结、交流世界结合医学及我国中西医结合医
学实践成果，展示结合医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研讨结合医学发展前景，探索结合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的应
用模式。大会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承办。30 多位来自中国、美国、英
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著名医学专家
将在本届大会发表特别讲演，总结中国中西医结合发展现
状，介绍结合医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在各个领
域取得的研究进展和突出成就。预计将有来自世界各地及
世界卫生组织的 300 多位专家和中国各地的 800 多位专
家出席本次大会。

据了解，大会论文征文工作已经结束，经过大会科学
委员会组织专家审稿，共遴选出 1000 余篇论文在大会上
发言及交流。论文作者覆盖了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内
容涉及基础与实验研究、临床观察、理论、教育和管理及新
药研究与开发等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多个方面，代表了这一
领域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和水平。会议期间还将就循证医
学组织专题会议，并将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海外中医药
师注册认证工作委员会”。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是保障
人民健康的三支重要力量，中西医结合正在成为我国医疗
卫生领域有特色、有活力的重要学科之一。 （潘锋）

复方制剂可降低糖尿病死亡率

本 报 讯 一 项 名 为 糖 尿 病 和 心 血 管 病 行 动（AD-
VANCE） 的研究近日在维也纳欧洲心脏病学大会上发
布，这项迄今为止针对糖尿病治疗的最大研究显示，由
培多普利和吲达帕安两种降压药物组成的固定复方制
剂减少了糖尿病人的死亡率总死亡，以及发生心脏和肾
脏疾病的危险。ADVANCE 研究由一个独立的国际医学
研究组完成，澳大利亚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局和施维雅
公司给予资助。来自中国乔治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球 20
个国家的总共 11140 个患者参加了这个为期 4.3 年的
项目。

研究领导者之一、澳大利亚乔治国际卫生研究中心
的 Stephen MacMahon 教授说：“对于全世界数以亿计的糖
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临床医疗技术进步中很重要的一步。
这种治疗使得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死亡机会减少了近
1/5，而且几乎没有副作用。”中国乔治中心主任武阳丰教
授说：“在中国广大的 2 型糖尿病人群降低血压方面，这项
研究将提供重要的信息。中国乔治中心致力于提高对慢性
疾病和伤害的控制和预防，目标是研究并找出实用有效的
新方法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

2002 年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显示，在中国大约有
2700 万人患有糖尿病，而全球大概有 2.5 亿的糖尿病患
者，大多数最终会由于并发症而死亡或残废。糖尿病患者
最常见的死因是心脏病。肾脏疾病也影响一大部分患者。
2006 年，联合国发表声明，呼吁采取更多的国际行动以同
全球性的糖尿病作斗争。 （张其瑶）

小麦新种“临优 145”获山西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山西省科学技术大会上，由山
西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培育成功的强筋小麦新品种“临优
145”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评为国家“863”计
划突破性成果。

强筋小麦是制作优质面包等食品的主要原料，全国每
年需要各种优质专用小麦 200 多亿公斤,其中 90%以上依
赖进口。在山西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定一
主持下，研究人员以高产、优质、抗逆为育种目标，通过对
小麦的遗传改良和种质创新，首次培育成功强筋小麦新品
种“临优 145”。该品种不仅高产稳产，而且烘焙品质优良，
品质超过国家一级强筋小麦标准，优于美国、加拿大硬红
冬麦和硬红春麦，成为郑州商品粮交易所唯一达到强筋品
质指标的小麦品种。

“临优 145”问世以来，先后获得科技部、农业部和
山西省财政支农项目资助，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推广的农
业新技术项目，并在山西省及黄淮麦区累计推广转化
1004.6 万亩。“临优 145”为我国食品加工业提供了优质
原料，对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小麦产业化起到了重要的
促进作用。 （程春生）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