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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近日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获悉，共有 198位申请人获
得 2010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这是经第六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评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 2010年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定会议审议
评定的。

此次评议是根据基金委在 2009年
修订后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办法》进行的。据悉，修订后的
管理办法扩大了资助范围，允许所有
符合申请条件并全职在中国内地工
作的华人青年学者（包括外籍和港澳
台地区青年学者）申请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新修订的管理办法进一步
明确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的遴选标准：应重点考虑研究成果的
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对促进学科发展
方面将起到的作用；对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影响；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
创新性构思、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和
研究方案等。评审会上，评审专家对
申请者的创新潜质和科学道德也给
予了高度关注。2010年共有 1908位
青年学者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其中外籍 25人，中国香港 3人，中
国台湾 1人（2009年申请总数为 1908
人，其中外籍 30人）。受理项目申请由
基金委科学部组织同行专家通讯评
审及专业评审组会议评审，然后经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评
定。

2010年度获得资助的 198人研究
领域的分布情况为：数理科学 28人，化
学科学 29人，生命科学 30人，地球科
学 20人，工程与材料科学 35人，信息
科学 25人，管理科学 6人，医学科学 25
人；198人所在单位的分布情况为：教

育部所属高校共有 97人，占总数的
49%，中科院所属研究所共有 64人，占
总数的 32%，其他部委及地方所属单位
共有 37人，占总数的 19.7％；从地区分
布情况来看，北京有 80人，占总数的
40.4％，上海 22人，占总数的 11.1％，西
部地区共 16人，占总数的 8.1％；从申
请人的年龄情况分析，高峰仍处于
43~4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数为
113人，占总数的 57.1％（2009年为
62.2％），平均年龄为 42.2岁，最小的 33
岁，共有 3人；198人当中 196人具有博
士学位；另外，今年获资助人选中共有
女性科学家 31人，占总数的 15.7％，是
历年来比例最高的一年。
据悉，2010年度批准资助的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资助强度
仍为 4年 200万元（数学和管理学科的
获资助者为 4年 140万元）。 （陈晨）

阴本报实习生 王亚楠

棉铃虫是世界性重大致灾害虫之
一，可危害棉花、玉米、小麦、大豆和蔬
菜等多种农作物。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期，棉铃虫在我国黄河流域
和长江流域连年暴发成灾，给农业生产
带来严重威胁。据农业部统计，仅 1992
年棉铃虫在各种作物上累计发生面积
达 2192万公顷，虽经大力防治，仍然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60亿元。

在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的支
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所长吴孔明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以
棉铃虫和转基因棉花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棉铃虫的迁飞习性和棉铃虫的监测
预警以及转基因棉花对棉铃虫持续控
制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该研究团队发
表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为
我国棉铃虫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兼性迁飞是
棉铃虫监测预警核心

棉铃虫是夜蛾科昆虫的一种，整个
发育过程包括卵、幼虫、蛹和成虫。以往
的研究认为棉铃虫是一种能够越冬的
昆虫，冬天以滞育蛹的形式在寄主根际
附近的土中冬眠。
“我们在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

初曾发现某个地方没有棉铃虫，但是突
然几天就会出现一大批棉铃虫。”吴孔
明说，“我们当时猜测是不是棉铃虫能
够迁飞，当时对判断这个虫子是当地长
出来的，还是别处迁飞来的问题都没有
人研究，也没有任何科学的记录数
据。”

20世纪 90年代棉铃虫在我国连
年暴发，虫灾的突发性给监测预警带来
很大的难度，为了搞清造成这种现象的
机制，吴孔明带领他的团队对棉铃虫迁
飞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

团队在山东渤海湾的一个小岛设
立监测站，利用雷达遥感对经过这里的
虫子进行夜间迁移监测。这里是各种昆
虫迁飞必经的通道，而且没有农作物，
因此可以确定从监测站上方经过的昆
虫全部处于迁飞过程中。他们把飞行中
的昆虫引诱下来，对飞行中的昆虫种
类、生理代谢及飞行需要的温度、风速
等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棉铃虫不但具有越冬能
力，而且也具有兼性迁飞的特性。像大
多数靠跨越空间越冬的昆虫一样，棉铃
虫在进化过程中准确地掌握了整个东
亚的气候变化和季风循环的关系，每当
栖息地的环境温度不适宜或食物不过
充足时，它们就会起飞，随着这些季风
跨越渤海湾进行迁飞。
棉铃虫一般在黄昏前后开始大量

起飞，晨昏时刻降落，整个夜晚可持续
飞行 7～10个小时（依黑夜时长而变）。
它们非常聪明，会准确利用风向、湿度
和温度等实现定向最有利的飞行。它们
像是“乘坐”着季风，飞到一个适合生存
的新环境时就会停下。

“如果搞清了棉铃虫什么时候起
飞，什么时候降落，跟风有什么关系
等问题，就可以模拟昆虫在空中的轨
迹运动，知道它从哪到哪，对预测预
报很有帮助。同时对于棉铃虫的防
治、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及其他转基
因作物的布局等都起到科技上的支
撑。”吴孔明说。

据介绍，通过十几年的数据收集和
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与其主要合作单位———全国农工业技
术推广中心结合棉铃虫发生数据库和
监测网络建设，建成了以多种预报方法
和预报模型为内核，以长期预报、中期
预报和短期预报相结合的棉铃虫检测
预警技术体系。

病虫防治需要绿色方法

“我们对棉铃虫的关注，不仅研究
棉铃虫的监测预警系统的建立，而且还
关注棉铃虫的防治，其指导思想是综合
多种技术实现持续控制。”吴孔明说。

根据资料，在上世纪 80年代初的
时候，我国治理农业害虫主要通过喷洒
农药。农药会使害虫产生抗药性，于是
农药的浓度和喷洒的频率越来越高，害
虫的抗药性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使用
1605等剧毒农药对付害虫。造成农药
成本不断提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和人类食品安全的隐患。

随着社会的发展，百姓对食品安全
和环境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喷洒化学
农药为主的防治措施已经不能满足农

业生产需求。利用转基因抗虫作物控制
害虫危害这一高新技术应运而生，现已
在许多个国家推广和应用，在中国也有
10年的历史。

吴孔明带领的课题组对我国华北
地区广泛种植转 Bt-Cry1Ac基因抗虫
棉花（简称 Bt棉花）对棉铃虫种群区域
性的生态调控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表
明 Bt棉花实现了对棉铃虫的有效控
制，使棉铃虫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研究
成果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据吴孔明介绍，Bt其实是一种细
菌，对棉铃虫有比较明显的防治效果。
以前都是通过发酵，用于制作农药。现
在利用转基因技术，把这种细菌的杀虫
基因转入到棉花里面，给棉铃虫制造一
个“死亡陷阱”。
棉铃虫是杂食性昆虫，玉米、大豆、

花生、棉花、蔬菜等都是其寄主，但主要
吃植物的花、果、蕾等繁殖器官。6月份
正是棉花现蕾期，为棉铃虫提供了良好
的食物来源。转基因棉花防治棉铃虫就
是通过切断棉铃虫的食物链，使得棉铃
虫到第二代的时候因为“食物中毒”而
导致种群的“青黄不接”。
“因为转基因棉花只对棉铃虫等几

种鳞翅目害虫起作用，相对于化学农药
的广谱性杀伤作用而具有显著的绿色
防控特征。”吴孔明指出。

延缓棉铃虫的抗性进化

虽然 Bt棉花对棉铃虫的控制非常

成功，但吴孔明想得更长远。
“现在我们觉得转基因棉花对棉铃

虫防治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也不能保证
棉铃虫对转基因棉花不产生抗药性。我
看到过因为害虫产生抗药性而导致大
暴发的事件，所以不希望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吴孔明说。
吴孔明团队对棉铃虫 Bt棉花抗性

机理与防治的技术进行了长期研究，在
国际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小农模式
下玉米、小麦、大豆和花生等棉铃虫寄
主作物所提供的天然庇护所延缓棉铃
虫对Bt棉花抗性的策略。
吴孔明介绍，国际上为了解决棉铃

虫对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抗性，一般会要
求农户种转基因棉花的同时必须种普
通棉花，这样普通棉花中的棉铃虫属于
敏感棉铃虫，通过与产生抗性的棉铃虫
杂交，降低棉铃虫的抗性，从而为转基
因棉花提供庇护所。
但是我国农村大多是农户分散

种植，不能实现某种作物规模化种

植。针对我国国情，和对棉铃虫迁飞
规律的认识，吴孔明提出利用我国农
户小规模多作物种植模式提供的天
然庇护所延缓棉铃虫的抗性进化速
度的新观念。
“对棉铃虫的监测预警和控制是世

世代代的问题，我虽然研究棉铃虫有
20多年的历史，但是也不敢说对棉铃
虫就全面了解。我们有很多工作去做，
棉铃虫自身防控不能放松，针对棉铃虫
的研究对于其他害虫有效治理的经验
都有非常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吴孔
明说。
据了解，吴孔明对棉铃虫对转基因

棉花抗性的研究规模较大。其实验选取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 6个省份设 100个
观测点，对棉铃虫进行连续性、长期性
观测，在棉铃虫与环境的关系、与转基
因棉花的关系、产生抗性的机理以及种
群变化过程的内因和外因等有全面而
系统的研究。
“生物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接下去我们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吴孔明说，“关于棉铃虫我们
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比如对于昆虫迁
飞的昆虫自身原因、生理生化遗传学上
的调控等微观方面还需要去研究，对于
减缓棉铃虫抗性进化的原理和方法等
也是今后努力的方面。”

本报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化学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四届
四次会议于近日在京召开。此次会议
主要完成了 2007年度获资助创新研
究群体科学基金的延续资助评审；听
取了化学科学部 2010年度科学基金
评审资助工作报告；进一步讨论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化
学科学”和“纳米科学”两大学科发展
战略研究报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二五”发展规划。

此次接受评估的厦门大学“团簇
化学”研究群体，南京大学“功能配位
化合物”研究群体、中科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药物作用新靶标、新机制和
新分子实体发现方法与应用研究”研
究群体和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实验与理论研
究”研究群体在评审中均获得三分之
二以上赞成票数，专家组建议给予今
后三年的延续资助。
在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中，与会专

家根据化学科学部提供的“化学科
学”和“纳米科学”学科战略报告讨论
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专家着重讨论
了学科发展目标、布局和重点发展方
向，进一步理顺原稿内容，使论述层
次更清晰。

与会专家就规划中化学科学的
重点领域、有关跨科学部优先发展领
域的内涵及如何组织实施交叉领域
的研究等提出了意见。专家建议，适
当增大交叉领域组织实施的包容性，
促进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将更有利于
推动交叉领域的发展。专家赞成对变
革性项目的扶持，对于概念上可能产
生突破性变化或能产生认识上的变
化的原创性工作，即使没有多少研究
基础也应尝试给予适当支持。

化学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梁文平
最后向咨询委员会汇报了 2010年度
学部评审资助情况。 （陈晨）

本报讯 2010年度“理论物理
专款”项目评审会暨“第六届彭桓
武理论物理论坛”近日在山东大
学举行。“理论物理专款”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93 年
设立的，目的是为促进我国理论
物理学研究的发展，培养理论物
理优秀人才，充分发挥理论物理
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在战
略决策上应有的指导和咨询作
用。据悉，到 2010年，“理论物理
专款”的计划经费已经历 6个阶
段，由开始时的每年 100万元提
高到每年 1000万元。自 2005年开
始的“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每年
举办一次，前五届分别在中国科
学院理论物理所（举办两届）、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和浙
江大学举行。
“第六届彭桓武理论物理论

坛”吸引了山东大学及周边院校
的众多师生前来聆听。该期论坛
举行的时间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 46周年纪念日相隔一天。理
论物理学在我国是有着良好基础
和传统的学科，在“两弹一星”的
研制过程中，我国理论物理学家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彭桓武
院士是“两弹一星”功勋，为我国
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杰出
的贡献。
基金委数理学部常务副主任

汲培文首先介绍了该论坛的目的
和意义，以及前五届论坛的举办
情况。汲培文指出，山东大学理论
物理有着很好的传统和基础，近
年来涌现出很多优秀的青年教师
和学生，希望该论坛在这里举办
能进一步促进理论物理在该区域
的发展，提升“理论物理专款”的
影响力；希望论坛走过的地方能
涌现出更多彭桓武式的优秀理论
物理学家；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
够促进大学的科学研究发展，培
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智慧的新
人，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
力。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也对“理
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选择
在山东大学举办这样高层次的论

坛表示欢迎。“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
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欧阳钟灿院
士还特别介绍了彭桓武先生的学术思想。

随后，北京大学的王恩哥院士、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黄涛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的方忠研究员以及山东大学梁
作堂教授分别作了《有水或无水不同的世
界》、《渐近自由和夸克禁闭》、《磁性拓扑绝缘
体与量子化反常霍尔效应》、《核子结构研究
进展》的精彩学术报告。
经“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的讨

论、评审和投票，通过了 2010年度“理论物理
专款”建议资助研究项目和委托任务 133项，
资助经费 1000万元。其中，“合作研修项目”
目的是支持全国范围理论物理研究条件较差
的学者或研究组，通过与国内理论物理研究
相对实力强的学者合作研修，完成项目研究
任务，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该类项目申请
176项，建议资助 33项，每项 15万元（3年），
资助经费 495 万元。“博士研究人员启动项
目”目的是资助近 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正在
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而又没有科研经费的研究
人员，该类项目申请 247项，建议资助 93项，
平均每项 4万元（1年），资助经费 371万元。
资助“第七届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第七期
理论物理专题讲学活动”、“理论物理前沿讲
习班”、“后 BEPCII加速器高能物理发展战略
的理论研讨”、“理论物理高级研讨班”、“西部
理论物理研究交流”等活动项目，资助经费
134万元。 （陈晨）

棉铃虫袁我们认识还不够
———记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和他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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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孔明介绍
吴孔明，博士，研究员。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兼
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并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理事长和《植物保护》主编等职。
长期从事棉花害虫生物学与

控制技术研究工作。先后获得国
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 8项，主持完
成的“棉铃虫区域性迁飞规律与
监测预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于
2007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发表研究论文 200余篇，其中
国际 SCI源刊物论文 80余篇。关
于 Bt棉花对棉铃虫和盲椿象种群
生态调控的研究论文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0年发表于 Science杂志。
1998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被农业部授予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2006 年
获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和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2007 年入选人事
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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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棉铃虫危害棉花

图二 昆虫雷达

图三 雷达观测棉铃虫迁飞

2010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名单公布

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