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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姻本报记者 张行勇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一直被称为世界作物

遗传与育种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当前，在杂交水稻种植正向着“亩产逾千

斤”的目标迈进时，中国的小麦杂种优势利用
研究却一直未见重大突破，杂交小麦产业化推
广更是尚需时日。

为此，在日前于西安召开的作物杂种优势
利用国际学术大会上，一直从事杂交小麦研究
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呼吁，必须下
大力气解决杂交小麦种子高效生产技术、杂种
优势有效改良两个关键问题，才能进一步推动
杂交小麦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孙道杰向《中国
科学报》记者介绍说，小麦是一种自花授粉作
物，杂交育种难度很大，目前常用的是小麦常
规杂交育种。
“西农 979”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通过常

规育种选育出的新品种。近两年，“西农 979”
在我国黄淮麦区推广面积已超过 1000万亩，
在河南驻马店更是创造了百万亩单产超千斤

的纪录。
不过，孙道杰说，如同水稻一样，小麦也存

在杂种优势，未来小麦单产瓶颈的突破还是要
寄希望于小麦杂种优势利用。“采用杂交优势
育种的小麦，在诸多重要性状如长势、产量、抗
性等方面，均要优于其亲本。”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小麦杂交优势研究
似乎并非一帆风顺。用孙其信的话说，可以用
“历经千辛”来概括。

1965年，时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的蔡旭从
匈牙利引进“Ｔ型小麦雄性不育系”，我国小麦
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就此开始。
此后，从 1972 年被列为全国农林科研重

点研究项目，到 2006 年进入国家“863”计划
“强优势组合突破”专项，中国杂交小麦育种
研究历经近半个世纪，先后探索出“Ｔ 型杂
交小麦”、“K、V 型杂交小麦”、重庆温光型核
不育小麦 C49S 和 C86S、河南温光敏两系
BNS等审定新组合。

不过，不育系育性不稳定、恢复源少、群体
杂种优势不够显著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决。

其间，化学杀雄技术曾一度带来希望。
所谓化学杀雄，就是在小麦生长发育阶

段，通过施用化学药剂诱导其产生非遗传性的
雄性不育做母本，再选另一品种做父本进行杂
交而配制出强优组合的杂种。
但是，杀雄效果、安全性、稳定性及制种

成本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其在生产上的大规
模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两系杂交小麦的

研究也比较曲折，但近年来取得了很多重要进
展，有可能成为杂交小麦产业化的希望。
孙其信介绍说，目前我国两系杂交小麦制

种技术基本成熟，已进入较大面积试种阶段，
审定组合也最多。在 1998~2009年间，云杂 3、
5、6号在云南及周边地区和越南累计示范种植
约 45万多亩，亩增产小麦 50~100公斤。
北京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赵昌平也表示，

自 2005年以来，中国两系杂交小麦研发取得
了飞速发展，通过不同类型小麦光温敏不育种
质资源的发现和利用，在光敏不育系和恢复系
创制、规模化高效制种、强优势杂交种创新等
技术领域，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试验，基

本建立了一套较完善、实用的温光敏两系杂交
小麦育种技术体系。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开展的

“小麦杂种优势新种质的创制”项目，通过对
300多个普通小麦与斯卑尔脱小麦和密穗小麦
种间杂种优势的分析鉴定和对人工合成六倍
体小麦的利用等，揭示了一些小麦杂种优势形
成的遗传及分子基础规律，为未来深入研究小
麦杂种优势奠定了基础，而基因组技术的应用
更是为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基础研究提供了
新的手段。
“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是 20 世纪后期以来

人类在农业领域中的重大创新。”孙其信表示，
我国在玉米、水稻、油菜等作物的杂种优势利
用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但在小麦等作
物上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为此，在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国际学术大会

上，与会专家已向相关部门建议，更加重视中
国的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工作，整合国内研
究力量，加强协同创新，促进小麦等作物的杂
种优势利用研究全面深入地展开，以进一步加
快杂交小麦在中国的产业化推广进程。

本报讯（记者闫洁 通讯员李
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
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中
科院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利用在水下对
油具有超低粘附的高能无机材
料，设计制备了一种微型器件
“油黾”，该器件能在油水界面自
由漂浮而不受油的污染。相关成
果日前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纳
米》杂志上，并被美国化学学会
出版的《化学与化工新闻》周刊
报道。

据介绍，通过设计抗油粘附
表面实现水相设备的抗油污染，
对于科学研究及生产生活都具
有巨大的意义，是当今材料领域
面对的巨大挑战。

化学所的研究人员利用简
单的碱腐蚀方法，制备了粗糙
的、氧化铜层包覆的、在水下对
油具有超低粘附性质的铜丝。受
在水上自由运动的水黾的漂浮
原理启发，并模拟其腿部构造，
研究人员利用制备的铜丝作为
“腿”设计制备了能在油水界面
自由漂浮的“油黾”器件。铜丝表
面的氧化铜层及氧化铜层的表
面微纳复合结构，使铜丝在油水
界面上受到巨大的水下超疏油
力的支撑，并且使铜丝对油具有
超低粘附特性，从而使得“油黾”
能漂浮在水下油表面而免受油
污染。

研究人员经过系统的实验，
分析了该超疏油力的主要影响
因素，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模

型。这一人造“油黾”的设计为制备新颖的水下抗油污
表面及微型器件提供了途径，将对目前频繁发生的原
油泄漏事故中原油清理及设备抗油污等提供帮助。同
时，该研究也对减阻材料、水下油井、输油管道等材料
设备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报讯（记者杨清波通讯员曾平）8月 30日，
重庆市万州区科协主席何木等一行 5人，前往万州
区熊家镇“金龙科普大院”，为留守儿童送去 500余
册科普读物。据统计，万州区科协近年来共为该镇
和“金龙科普大院”赠送科普读物价值 6万余元，还
帮助兴建了“科普培训室”、“科普活动中心”、“华硕
科普图书室”，深受农村学生和农民称赞。

农民首创科普场馆，是万州区科协引导民间
力量共建科普阵地的有效举措。2007年，到沿海
打拼回乡的熊家镇农民谭明海，在该区科协的支

持下，投资 52万元建起了“科普文化大院”，内设
图书室、科普宣传室、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
科技活动场所、影视演艺大厅、艺术陈列室等活
动场所，配备了 20台电脑和 1套投影设备，还通
过万州区科协向中国科协争取到“华硕科普图书
室”项目。目前，“科普文化大院”有各类科普图书
近万册。

很快，“科普文化大院”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
金钥匙。大院天天免费向该镇居民和农民开放，
还请来专家为镇上的干部和群众培训电脑知识。

村干部大都学会用电脑管理和处理事务，工作效
率大大提高。很多青年农民参加“科普文化大院”
培训和活动后，纷纷学会从网上搜索科普资料，
查阅实用技术信息。这不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还拓宽了致富门路。

据了解，熊家镇远近闻名的“科盲”刘万才，
以前种的西瓜总是个头小、产量低、品质差。去年
3月，他参加了“科普文化大院”组织的西瓜种植
技术培训后，一下种了 10亩西瓜，不仅大获丰
收，而且卖了好价钱，收入翻了好几倍。今年夏

天，老刘专程送来又大又甜的西瓜请“科普文化
大院”工作人员品尝，并再三表示感谢，直夸大院
的科技培训办得好。

据悉，经过 4年多的努力，熊家镇“科普文化
大院”已成为三峡库区乃至重庆市规模大、功能
齐、效果好的首个农民自办科普大院，受到国家
有关部委和市、区领导及相关部门的高度赞扬。
中央、市、区新闻媒体多次对“科普文化大院”进
行报道，谭明海也先后获重庆市第二届科普工作
三等奖和 2010年“全国农村科普带头人”称号。

东莞首家云计算应用研究
联合实验室挂牌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云计算中心与广东生
益科技公司联手打造的云计算应用研究联合
实验室在东莞揭牌。

据悉，这是东莞首家由国家级科研院所和
上市公司联合成立的云计算应用联合实验室。
实验室将聚焦云计算信息化技术前沿领域的
应用研究，满足珠三角企业对云计算的应用需
求，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推动东莞云计
算产业发展。

据了解，此次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和广东生
益科技公司合作，旨在探索在云计算领域领先
的科研机构和公司间建立合作共赢机制，并通
过项目合作及联合研究方式进行共同创新和
成果转化。双方将联合申报国家及省市级云计
算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承接国家及省市重大
项目，充分利用核心技术优势推进科研成果转
化和产业发展，着力打造东莞云计算品牌。

（李洁尉）

国家水稻产业技术发展报告会
在武汉召开

本报讯近日，国家水稻产业技术发展报告
会暨红莲型杂交稻现场考察会在武汉召开。来
自全国水稻产业相关单位的 200 余名专家参
会，共商水稻产业发展技术。

据悉，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是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水稻研
究所为建设依托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
式华为首席科学家。湖北共有 5家单位参与，
其中武汉大学朱英国院士团队的“红莲型杂交
稻研究”和“抗褐飞虱基因的研究利用”以及华
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带领的功能基因组研
究，在全国都很有特色和优势。

据了解，这是自 2007年“国家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大会。会议期间，与
会院士和专家还深入武汉大学红莲型杂交稻
示范基地等进行现场观摩。 （鲁伟吴江龙）

中国医师协会
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第五届中国外科医师年会日前在
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甲
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同时成立。解放军总医院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田文当选主任委员，副主任
医师张艳君当选副秘书长。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甲状腺高
峰论坛。与会专家结合国外甲状腺外科治疗指
南，探讨并修改了我国的甲状腺外科治疗指南
及外科治疗规范，旨在全面提高我国各专业普
通外科医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执业水准。

会上，田文主持介绍了疑难甲状腺手术术
中应用神经监测技术以及应用腔镜切除甲状
腺等新技术新方法。其中，应用腔镜切除甲状
腺技术可有效避免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并
能使患者颈部无疤痕，获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
评价。 （丁佳文敏才）

中国联通投资百亿元
建设“智慧贵州”

本报讯近日，贵州省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贵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十二五”期间，中国联通集团公司
将在贵州投入 100 亿元，与贵州共同推进“智
慧贵州”建设。

据悉，项目将重点建设“八大工程（平台）”
和“六大领域信息化示范工程”，加快打造以物
联网、软件和智能终端产业为核心的“智慧贵
州”产业集群，大力提升该省信息化发展水平。

贵州省相关领导表示，希望中国联通进一
步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加强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带动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推动该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表示，中国联通将全
力推进“智慧贵州”工程，优化信息基础设施布
局，努力为贵州提供专业化、高效率、综合性的信
息服务，助推贵州科学发展、跨越发展。（龙九尊）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小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暑假校园科技日活动。活动以“低碳、环保”为主题，展示了小
学生们用废物加工而成的各种手工制作。尤其是用废旧包装袋等材料制成的各式环保服装，格外引人注目。

该校科技日活动组组长胡红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举办这样的科技日活动已坚持了 10多年，旨在激发学
生的灵感和想象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生活意识与习惯。

图为小学生们在演示科技小制作。 本报记者程春生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贺根生）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广西年中科技工作会议上
获悉，2012年上半年，广西申请发明专利 1986件，同比增长 96.44%，在
全国排名第 19位，比去年同期上升 4 位，增长率连续 4个月居全国第
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4个百分点；获授权发明专利 430件，同比增长
36.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个百分点。

据悉，上半年广西发明专利大幅增长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优势
企业专利创造、运用能力上升，如广西玉柴集团累计申请专利近 1300
件，获授权专利近 1000件；二是高校发明创造生力军作用凸显，至 6月
末，全区高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452件，同比增长 52.70%；三是科研机
构发明创造能力大幅提高，上半年全区科研机构申请发明专利 154件，

同比增长 126.47%；四是全民发明创造成效显著，全区个人申请发明专
利 745件，同比增长 100.27%。

据了解，广西发明专利工作获得新突破，离不开自治区政府对发
明创造工作的重视。今年，广西新修订了《广西专利条例》，从专利项
目扶持、奖励、报酬等方面加大财政投入激励发明创造；自治区科技
厅进一步强化科技计划、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加大对专利产出和运
用指标的考核；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增大了专利申请资助奖励和年费
资助力度，对发明专利申请的资助额最高达到每件 4050 元，对获授
权发明专利每件奖励 2000 元，并从授权当年起，对 6 年内的专利年
费给予 70%~85%的资助。

广西上半年发明专利申请增长近一倍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瓶颈待突破

“科普大院”拓宽重庆万州农民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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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封帆 通讯员于洋）近日，由中科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承担、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公
司和东北师范大学参与的吉林省“双十”重大科技攻关
项目“生物可降解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开发”通过
吉林省科技厅的鉴定。

据悉，生物可降解医用高分子材料作为用于诊断、
治疗和器官再生的材料，由于无须二次手术，可减轻病
人痛苦，简化手术程序，具有提高治疗效果、延长病人
生命并提高病人生存质量等作用。近年来，该种材料被
广泛应用于药物控制释放载体、手术缝合线、骨固定和
修复器件以及组织工程支架等领域，其相关研究在生
物技术、生命科学和医学等领域均占有重要地位。

来自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从可生
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结构设计出发，制备了不同种类
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并对其基本性能、功能化、靶
向性、生物学评价和临床应用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
列进展。

研究人员制备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PLLA（左
旋聚丙交酯）、PLGA（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EG
（聚乙二醇）-PLLA、PEG-PLGA及其与改性羟基磷灰
石共混得到的复合材料，同时开发了基于上述复合材
料的自增强加工技术及其骨折内固定器件，器件的力
学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

其中，项目组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和中日联谊医
院合作完成了骨折内固定器件钉和板的临床实验，取
得了良好的临床实验观察效果。制备的聚乙烯亚胺—
聚氨基酸共聚物等材料，细胞毒性低，对 HeLa 和
CHO细胞的转染效率高于商品化试剂。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制备的基因转染试剂盒已
实现批量生产，正在进行市场应用推广。目前，该项目
开发出的医用可降解系列材料合成技术已在长春圣博
玛生物材料公司规模化生产，市场前景广阔。

据悉，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 11项、授权 2项，发表
论文 10篇。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制备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8 月 30 日，国内首家省级人口发展研究
院———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广东这个“全
国第一人口大省”，终于有了自己的“大人口”智库。

据介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试验区，广东的人口数已经
过亿，其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华侨人口、境外人口等规模均居全国
首位。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成立后，将为该省省委、省政府出台有
关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养老保障等关系全局的重大人口政策充当

决策参谋。
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骆文智表示，研究院将立足广东，面向全

国，力争成为省级智囊型人口研究机构和省政府重要的人口理论思想
库、人才库、信息库。

据了解，目前，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已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广
东省社科院原院长梁桂全担任委员会主任，邬沧萍、李竟能等 17位省
内外知名专家担任顾问。

首家省级人口发展研究院在穗成立

油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