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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12 月 12日，由上海交通
大学与闵行区政府共建的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
术研究院奠基。

该产研院的一期工程占地 30亩土地，由闵
行区政府出资 3亿元建造，将用 3年时间建成产
研院总部大楼、智能电网实验室、创业孵化公共

服务平台以及配套服务楼。入驻的项目将围绕新
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关键技术开展
产业化。

另据介绍，紫竹产研院在产业化服务模式设
计、产业分析与研究、法律咨询等 12个方面提供
专业化服务。至今已经对上海交通大学 12个院

系的 48个项目，根据不同特点提供了不同类型
的近 300项服务。在人工合成青蒿素项目产业
化、航空复合材料检测平台建设等诸多项目中取
得明显效果。并且，该产研院已与“高温超导带
材”、“上海航空材料与结构研发试验中心”、“大
飞机发动机研究院”等五大平台有实质性合作。

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建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近日，记者从陕西省
科技厅获悉，到 2012 年 11 月 30 日，陕西省技
术合同交易额已达到 308.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4%，提前三年完成“十二五”的目标任务。

根据统计分析，2011 年，陕西省技术合同
交易额由上年的 102.59 亿元增加到 215.37 亿
元，全国排名由第九位上升至第五位。今年陕
西省技术合同交易额将超过 310 亿元，全国排

名将保持在前五位。科研院所继续保持技术交
易的主体地位。今年，前 100 家单位共成交
202.98 亿元，其中科研院所占 32 家，金额达
133.66亿元，占 66%。突破 1亿元的 49 家单位
中，科研院所占 25 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长
安大学等 7 家高校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 亿
元，成交总额 16.22 亿元，表明高校技术成果交
易潜力加快释放。

据了解，在科技工作方面，陕西省将进一步
调动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的职能，不断探索完善成果转化的新措施机制，
做大做强技术市场，力争“十二五”末全省技术合
同交易额突破 500亿元，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
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6%以上，全省科技
进步贡献率超过 55%。

陕西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三百亿元

香港首座零碳建筑
将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记者程春生）记者 12 月 14 日从山
西省农业厅获悉，山西省 2012年粮食总产、单产
双双实现新突破，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山西省粮食总
产量为 127.4亿公斤，粮食亩产为 258公斤。总产
和单产增幅比全国平均增幅分别高出 3.6个百分
点和 4个百分点，全国排名分列第 3位和第 4位。

山西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郭卫东
分析指出，惠农政策、科技给力和气候条件是增
产主因。其中，机械化的种植、优良品种及配套技

术的示范推广和辐射带动作用不可低估。
2012年是山西省农业科技促进年。山西省

农业厅厅长李平社告诉《中国科学报》，现在农业
科技服务基本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跟踪指导，科
技人员成为了“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
民把钱赚”的活财神。

今年，山西省在 11个市的 78个县（市区）创
建粮棉万亩高产示范片 245个，每个示范项目都
配备省级指导专家，做到“万亩片有专家，千亩方
有技术员，百亩田有示范户”。

据介绍，山西省农科院今年在全省实施了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动”和“农业综合开发粮食
高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组织了 600多名科技
人员深入全省 60多个县（区）农村蹲点搞服务，
示范推广了 150 多个优良品种和 100 多项先进
适用的农业技术，培训农民近 100万人次。

山西农科院今年还在全省开展了主要农作
物高产高效竞赛活动，创建了多种高效栽培模式
和高产典型，刷新了该省玉米、小麦、谷子等多种
粮食作物的单产纪录。山西省壶关县龙泉镇小山

南村农民王六则等 56户种植示范户，就在驻点
科技人员指导下，创造了山西旱地玉米 1189.35
公斤的单产纪录。
“开展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动，为山西粮食

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同时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模
式集成、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山西省农科院院
长刘惠民指出，“十八大”精神将会激励农业科技
工作者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让科技成为农
民丰产增收和山西现代农业建设的强力推进器。

科技兴海

简讯

本报讯（记者蒋家平 通讯员
朱陶、黄谋周）有颊窝、能在夜里判
断人的位置、毒性强、可致人死亡
……12月 14日，记者从安徽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获悉，该校师生发现
了一种生活在大别山区的稀有毒蛇
新品种———大别山原矛头蝮，相关
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两
栖爬行动物研究》第 3期上。

这一毒蛇新物种是由安大师
生和安徽省观鸟会观鸟爱好者于
2011年暑假期间在大别山鹞落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动植物考
察时发现的，并由“鸟友”虞磊带回
交给安大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
保卫和教授韩德民一起指导研究
生对毒蛇进行了鉴定。

由于蛇被送到实验室时已经
死亡并开始腐烂，这对物种鉴定有
一定影响，且从物种鉴定角度来
说，更多的样本会加大精确性，因
此潘涛等 3 名研究生于今年 8 月
份再赴大别山，费尽周折找到了第
二条毒蛇。

此后，张保卫等带领研究生对
这种毒蛇进行了形态学研究，从头
部鳞片、身体各部位鳞片数目、花
纹及花纹所覆盖的鳞片数目等多
方面进行分析，最终确定此种毒蛇
为大别山原矛头蝮。随着论文《安
徽大别山地区原矛头蝮属一新
种———大别山原矛头蝮》在国际学

术期刊上的发表，标志着这一新品种已为国际
学术界所确认。

据张保卫介绍，大别山原矛头蝮生活在大
别山地区，分布区域不大，数量相对较小，比较
珍稀。此种蛇有颊窝，颊窝作为蛇的热感应器，
使得蛇在夜里也能判断人的位置，具有一定危
险性。同时这种蛇毒性强，被咬后会出现伤口肿
胀、溃烂，被成年个体咬后可能需要截肢，被咬
到要害部位，如脖子，甚至会导致死亡。但这种
蛇生活偏远，故不易伤人。且此种毒蛇与蝮蛇、
五步蛇是近亲，人被该蛇咬伤后可以使用蝮蛇、
五步蛇的抗毒血清进行治疗，具有一定疗效。

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物种多样性，使人们
更清楚地了解原矛头蝮蛇的家族成员，还有助于
研制抗毒血清。目前，研究人员正从遗传学角度对
大别山原矛头蝮展开基因组分析方面的工作。

第一届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
国际会议召开

本报讯 12月 14日，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
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主办的
第一届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国际会议在京召开。
据悉，此次会议主题为“创新社会管理与可持续
发展”，旨在应对各国战略需求，推动前沿理论进
展，推进多学科的深度交叉研究。
大会主席、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牛文元表示，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共同构成了全球尺度的社会网络系统，社
会网络系统的速传性、虚拟性、突发性、冲击性给
传统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网络
条件下的全新的社会行为识别理论必然应运而
生，这在新时期给自然与社会交叉学科带来了挑
战。 （张巧玲）

国家专利技术
（长春）展示交易中心揭牌

本报讯近日，由吉林省长春市科技局、长春高
新区管委会共同举办的中国专利周长春市活动启
动暨国家专利技术（长春）展示交易中心揭牌仪式
在长春高新区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举行。
据了解，国家专利技术（长春）展示交易中心

由长春高新区投资建设，位于长春高新区东北亚
文化创意科技园科技大市场内。其主要功能是成
果展示、技术交易、设备共享、信息服务、合作交
流等 5项内容。
该中心按职能划分为中介服务区、行政服务

区等 5个功能服务区域。同时建立国际合作专利
技术展示交易平台，目前一期已引进中韩国际合
作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 （封帆吕阳）

2012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穗落幕

本报讯 12月 15日，由国家海洋局和广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2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在广州落幕。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981”钻井平
台模型和“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模型等在展会期
间登台亮相与观众见面。
据了解，第二届广东海洋经济博览会更名为

“2012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升格为国家级海洋
经济博览会后，本届海博会以“科学开发海洋资
源、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共有三大展区展
馆，包括国家综合馆和沿海省市馆，展览面积约 2
万平方米，展位共 1200个。 （朱汉斌）

河北严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

本报讯记者 12月 16日从河北省林业厅了解
到，自 11月 27日河北省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该省各地森林公安
相继查获了一批重点案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截至目前，河北共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

政案件 20起，行政处罚 171人，破获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刑事案件 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7名，收
缴野生动物 1760只（头），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 2只，涉案价值 13650元。 （高长安姚伟强）

海信携手德国公司开发绿色技术

本报讯记者 12月 16日获悉，海信携手德国化
工企业巴斯夫，发布了双方联合开发的低密度发泡
技术。该技术是海信在自主开发的 245fa/c-pentane
（环戊烷）复合发泡技术基础上，通过创新突
破，实现了对当前普通型聚氨酯发泡技术的升
级换代。
经监测，应用上述低密度发泡技术，可使冰

箱单台降低 3%~5%的能耗，与此同时可节省约
8%的发泡原材料消耗。 （廖洋董伟慧）

姻本报记者廖洋 实习生 杨锡畅 赵燕
在寻找新能源的道路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把目光投向了海洋。近年来，有关潮汐能、波浪
能、海流及潮流能、海洋温差能和海洋盐度差能
的研究屡见不鲜。
日前，记者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获

悉，由该所刘伟民研究员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 15千瓦温差能发电装置研究及试验
项目日前通过验收。

15千瓦温差能发电系统成功运行，标志着
我国海洋温差能发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海洋里各种能源之首

经过长期观测计算，科学家发现到达水面的
太阳辐射能大约有 60％透射到 1 米的水深处，
有 18％可以到达海面以下 10米深处，少量的太
阳辐射能甚至可以透射到水下 100米的深处。在
低纬度海域，海水温度随水深而变化，一般深海
区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从海面到深度约
60米左右的地方，称为表层，该层海水一方面吸
收着太阳的辐射能，一方面受到风浪的影响使海
水互相混合，海水温度变化较小，约在 25～
27℃；第二层水深 60～300米，海水温度随着深
度加深急剧递减，温度变化较大，称为主要温跃
层；第三层深度在 300米以下，海水因为受到从
极地流来的冷水的影响，温度降低到 4℃左右。

表层海水和深层海水之间存在着 20℃以上的温
差，是巨大的能量来源。
据测算，全球热带海洋的水温只要下降

1℃，就能释放出 1200亿千瓦的能量，实际上，海
洋的温差能居于海洋里各种能源之首。
海水温差发电装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构成发电循环的设备，如蒸发器、冷凝器、汽轮发
电机、循环泵和辅助设备等；另一部分是海洋结
构物，如海洋结构物主体、冷水取水设备、温水取
水设备和电站定位设备等。海水温差发电一般是
用氨或氟利昂等低沸点物质作为介质、吸收表层
海水的热量而在蒸发器中蒸发成气体，出来推动
汽轮发电机。做完功后的气体进入冷凝器，由深
层海水冷凝，然后再由循环泵将介质送至蒸发器
用表层海水使其蒸发，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四年建成实验基地

历时四年，刘伟民带领课题组，经过夜以继
日的研究试验，终于圆满完成课题任务。
根据温差能循环发电装置的输出功率，课题

组完成了温差能发电装置的设计。考虑到温差能
利用的特殊性，课题组还搭建了多能互补独立电
站系统和温差能海水淡化测试台。
课题组还成功研制了 15 千瓦微型氨透平

（又被称为涡轮），根据温差能发电装置的技术需
求，他们选择双机头透平，减少了单机头透平轴
向推力对透平效率的影响。此外，课题组还对适

用于海水温差能装置的低成本高效换热器进行
了研发。
另外，根据装机容量设计温差能发电系统，

课题组对系统运行过程中工质的进出口温度、压
力值进行数值模拟和优化设计。经过研究试验，
课题组完成了氨水热物性模拟、朗肯循环系统热
力过程分析、上原循环热力过程分析以及新热力
循环方式的研究。在上原循环研究的基础上，从
节能的途径考虑，减少了一级循环泵，增加了一
级热回收，使新的热力循环效率比上原循环效率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最后是系统运行工质的选择和系统可靠性
设计。根据海水温差属于低焓差的特点，课题组
首先确定了工质选择的标准，同时考虑到成本和
清洁性，最终采用氨作为运行工质。在系统设计
方面，考虑到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课题组采
取了泥沙过滤、氨液紧急排空系统、氨系统泄漏
安全防护等措施。

经过不懈努力，课题组完成了任务并实现了
研究目标。在课题完成的过程中共获得授权的发
明专利 2项和实用新型专利 3项。课题组共发表
论文 13篇，EI收录 6篇，其中英文论文 5篇。科
研组培养硕士 5人，并建成了容量为 15千瓦的
海洋温差能实验基地。

有助于屯海戍疆

据介绍，该 15千瓦海洋温差能发电系统的成

功运行对于我国海洋温差能的开发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有助于解决我国沿海岛屿用电问题。

我国温差能资源蕴藏量大，这些资源主要
分布在南海海域，尤其是南海中部的西沙群岛
海域，该海区具有日照强烈，温差大且稳定，全
年可开发利用，冷水层与岸间距离小，近岸海底
地形陡峻等优点，开发利用条件良好。由于海
洋上下层温差较稳定，没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发
电负荷稳定，同时温差发电系统可以放置在岸
上，而不是建设在海洋中，因此抗台风能力较
强，维修方便。

利用深层冷海水冷凝热海水的蒸汽产生冷
凝水，系统运行过程中，不耗费其他能源，就能附
带产出大量的冷凝水。冷凝的淡水可以用于生活
及种植。温差能在能源供给的同时，还可以提供
相应的居住和生产环境条件，特别适用于屯海戍
疆的综合开发应用。

海洋温差能发电系统可以从海底抽吸大量的
冷水，可以为海水养殖和大棚蔬菜种植提供营养物
质和冷源。冷海水还可以作为冷源为日常工作、旅
游和居住提供舒适的环境温度，另外，还可利用冷
海水种植反季节蔬菜。深层冷海水富含生物质，因
可与常温海水混合开展海水养殖，具有经济价值。
因此，海洋温差能有着极高的发展利用前景。
刘伟民表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尚

有不足之处。因此，还需进一步提高发电规模和
效率，并完善产学研联合机制，加速实现该系统
的产业化进程。

海洋温差能：凉热之间电流生
———我科学家建成 15千瓦温差能发电系统

本报讯（记者王卉）近日，在廊坊研发中心，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循环流化床实验室在
0.3兆瓦循环流化床热解燃烧试验系统上，成功
地完成了热解燃烧的热态试验任务。

0.3兆瓦循环流化床热解燃烧试验系统是工
程热物理研究所承担的“半焦 /煤清洁高效燃烧
技术示范”项目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该项目是中科
院“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重大项目之一。

解决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的关键技
术，将热解产生的半焦作为高品位洁净燃料燃
烧进行发电，是任务中提出的一项重要的研究
内容。为确保该任务的顺利进行，循环流化床实
验室对此进行了周密安排和部署，成立了以青
年科研骨干为核心，资深研究人员和经验丰富
的技术人员提供强有力支持的项目组；实验室
对试验系统的概念设计和基本设计进行了反复
论证和严格评审，并在建设施工现场多次召开
现场会，解决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此次试验由 35岁以下的年轻科研人员担当
试验总负责和试验协调工作，青年科研人员在
此次试验过程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

0.3兆瓦循环流化床
热解燃烧试验成功

本报讯（记者潘希 实习生丁源）记者近日从
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地区气候变化预估数据
集（3.0 版）”已制作完成，该数据集将为国内从
事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评估方面的业务、科技
人员及单位提供相关气候变化预估数据。

据悉，“中国地区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3.0
版）”是国家气候中心利用 IPCC第五次评估报
告数据搜集小组提供的典型浓度排放场景下的
多个全球气候模式和区域气候模式的模拟结
果，结合 2008年和 2009年的 1.0版本和 2.0版
本，于 2012年 12月制作完成。

此次 3.0版本的推出，有利于我国增强对气
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
同时有利于减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风
险。但鉴于气候变化趋势的评估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该数据集仅可作为国家气候中心的业务
产品，供相关业务、研究人员和机构参考使用。

3.0版本气候变化预估
数据集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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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

科技促山西粮产量实现双突破

12月 17日，工作人员在介绍太
阳能装置。

当日，香港首座零碳建筑“零碳
天地”宣布将于 2013年 1月 5 日正
式向公众开放。“零碳天地”采用太
阳能以及较环保的生物柴油发电，
其产生的可再生能源比营运时所需
能源更多，并可将剩余能源回馈公
共电网，以抵消建造过程及建筑材
料本身在制造和运输过程中所使用
的能源。 新华社记者吕小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