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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 辛 通 讯 员 冯
颖）近日，中山医
院骨科教授董健
带领的团队运用
经单一后路全脊
椎整块切除技术，
完成国际首例累
及三椎节胸腰段
脊柱的复发巨大
造釉细胞瘤切除
手术。这标志着中
山医院在脊柱外
科肿瘤治疗领域
已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

造釉细胞瘤
生长在脊柱上十
分罕见，国际上只
有个案报道。28
岁的患者蔡先生
就诊时，已不能坐
起，小便也受到影
响。影像学检查发
现第 11、12 胸椎
及第 1 腰椎有一
巨大实质性肿瘤
占位，骨质破坏明
显，巨大肿瘤向后
方凸入椎管，严重

压迫脊髓。如不及时治疗会造成双下肢感觉运
动功能完全丧失、大小便功能障碍。

然而，此肿瘤所在区域部位深、暴露困难，
肿瘤前方有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后方有功能
极为重要的脊髓。这里一向是肿瘤手术禁区，难
以整块切除。传统手术方法均须前后联合入路，
手术时间长、创伤大，且只能将肿瘤分块切除，
容易造成肿瘤组织残留，容易局部复发。

术前董健制定了“三椎节经单一后路全脊
椎整块切除术”的手术方案，通过背部这一单一
的手术入路，避开脊髓，即可实现三椎节脊柱作
为一个整体切除的特大型手术。虽然手术难度
极大，但对于多次发生肿瘤局部复发的患者，该
方案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以董健、周晓岗和李熙雷为核心的手术团
队经过 10个小时手术，细致暴露、分离，顺利地
将肿瘤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切除下来。术后 8
天，患者即康复出院。

据悉，经单一后路全脊椎整块切除术是目
前世界上仅少数医院有能力开展的手术，集中
展现了脊柱外科和肿瘤学的综合实力和理念。
该手术难度极大，涉及到三个椎节脊椎的整块
切除，国内外鲜见报道；对于肿瘤局部复发患者
行三节段肿瘤整块切除手术，遍查国际文献，更
是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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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郑金武
“虽然我国的木材产业每年有上千亿元的规

模，但资源不足、质量较差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半
以上的木材原料需要依赖进口。”

近日，林木资源高效培育与利用协同创新论
坛在京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在发言中担
忧地作上述表示。
和沈国舫一样，多位参加论坛的专家都指出

我国林木资源亟须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同时林木科
研单位也应为高产高质木材培育提供科技支撑。

木材安全问题堪忧

沈国舫表示，林业发展关乎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林业在生态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承
担着重要的支柱性作用。
“林业的生产过程是绿色的，产品也是绿色

的，具有可再生、低能耗、低污染等特点，而且带
有很重要的碳汇功能。”沈国舫说。

我国是世界木材及木制品生产大国，也是消
费大国。然而，我国人均森林资源占有量处于较
低水平，随着经济进入稳步发展期，生产建设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进一步刺激木材消费。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宋维明介绍说，2010 年
我国木材消耗折合 4.32亿立方米，其中进口木
材及其相关制品折合 1.8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

度接近 50%，超过了国家木材安全的警戒线，木
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所导致的木材安全问题不
容忽视。
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报告显示，我国

人工林保存面积居世界首位，但我国森林覆盖
率仅为 20.36%，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2/3；人
均森林蓄积 10.15 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占有
量的 1/7。
宋维明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商品木材缺

口每年可能高达 2亿立方米。
国家林业局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

管理办公室主任闫振指出，国际社会出于环境和
资源安全双向考虑，开始限制木材出口，我国木
材安全问题愈加严峻。
而木材安全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需

求的同时，也要满足生态建设的需求。
目前，我国林业品种的结构失衡问题非常突

出，森林中珍稀、珍贵品种普遍较少。因此，进口
木材原料中，珍稀、珍贵品种占比较大。
“我国的人工林中，杨树、桉树等速生品种占

有重要比重。这些品种能满足速生丰产的要求，
但与珍稀、珍贵林木品种相比，其生态功能较
弱。”闫振说。

生产力低下困扰中国林业

虽然我国杨树人工林种植面积已达 700 万

公顷，但其平均年生长量远低于林业先进国家。
显然，“良种”与“良法”已成为制约我国林业

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沈国舫感叹道：“我国虽有从热带到寒温带

的地理条件，但林木质量问题多年来没有显著
提高。”
和农业一样，我国林业发展也面临人多、地

少、生产力低下的问题。
“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而且在局部地

区，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闫振说，“林业也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对
林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宋维明表示，我国林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是提升林业的生产力。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森林平均蓄积量为每公

顷 69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60%。在芬
兰等林业发达国家，森林蓄积量每公顷甚至高达
380立方米。
同时，我国的人工林蓄积量与世界相比也有

较大差距。我国人工林蓄积量平均为每公顷 35
立方米，而日本为每公顷 179立方米，德国为每
公顷 266立方米。
“提升林业生产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闫振看来，林业要扭转劳动密集型的特质，
向高效率转变，需要政策和科技的支撑。他还
表示，“目前我国已在七省开展示范项目，着力
发展珍稀、珍贵木材树种，但在育种和种植模

式上亟须科技支撑。”

协同创新助力林业成长

论坛上，专家们纷纷指出，近年来，林木种质
资源研究及创新备受重视，在种质资源评价的基
础上，采用常规育种方法结合现代生物技术，从
群体、个体到细胞、分子的育种技术正在深入发
展。世界林木育种正向多目标、多途径、高产、优
质高抗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针对主要高产用材
树种都制定了长期的育种策略，通过稳定资助开
展多世代遗传改良。
当天，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局速生丰产

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管理办公室、中国林科院等
单位宣布共同成立“林木资源高效培育与利用协
同创新中心”。
为整合产学研用资源，该中心还聚集了中

国林业集团公司、嘉汉林业国际有限公司等企
业力量。
目前该中心的重点任务包括速生、优质、高

抗林木良种选育关键技术研究，林木高效培育、
经营与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林木资源高效利用
关键技术研究和林木资源培育与利用政策体系
研究。
宋维明表示，该中心将为实现我国森林面积

和林木蓄积量“双增”和快速提升木材自给能力
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讯（记者陆琦）近日，中科院动物研究
所鞘翅目形态与进化研究组将三维重建方法应
用于昆虫形态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论
文发表于《系统昆虫学》上。

昆虫形态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一直在昆
虫分类学、昆虫系统学及昆虫胚胎学等领域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新
技术和方法不断被引入该领域。计算机三维重
建方法可真实而直观地反映动物体的空间形态
结构，已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动物形态学研究
领域。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杨星科研究组一直致
力于将基于显微 CT、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技术及
组织切片技术的三维重建方法应用于昆虫形态
学研究。他们应用显微 CT技术、计算机三维重
建及系统发育分析等方法对叶甲亚科两个
属———榆叶甲属和喜山叶甲属的系统关系进行
了深入探讨，确立了二者的单系性，并推测了上
述两个属的起源及扩散方式。

该研究组应用显微切片技术、激光共聚焦
显微技术及计算机三维重建方法，重构了鞘翅
目寄生性甲虫一龄幼虫的全部肌肉、神经系统
及消化系统，探讨了昆虫微小化的结构特点，比
较了与其他寄生性甲虫及捻翅目的内外形态结
构相似性，其研究论文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
馆·综合》上。

“这些成果不仅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昆
虫乃至动物形态学研究工作及相关平台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昆虫形态学研究提供了全
新的思路与方法。”杨星科表示。

三维重建法研究
昆虫形态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黄辛）1月 7日，记者从上海交
通大学获悉，国家“973”计划项目“核电站紧急救
灾机器人的基础科学问题”已正式启动。
“核电站紧急救灾机器人的基础科学问题”

项目由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中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广核集
团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

研究所等 7家单位共同承担。项目首席科学家、
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高峰告诉记
者：“该项目将面对国家核电站事故防范和救援
的迫切需求以及核电站紧急救灾机器人的技术
发展趋势，旨在揭示机器人与核事故重载灵巧救
灾任务适应性规律、无网络环境核事故救灾机器
人人机交互与自律协同控制规律、救灾机器人信

息采集与控制系统的核辐射损伤机理。”
“973”制造与工程领域咨询专家组成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表示，该项目将突破多项核
电站事故救灾关键技术，为开发国家急需的核电
站紧急救灾机器人提供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支
撑，提升我国核电站重大事故预防和快速响应与
救援能力。

“973”计划启动核电站救灾机器人项目

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恐怕没什么比成天和雷管、炸药打交道更危

险的了。然而，这几乎是周家汉工作近 40年来每
天的必修课。
自从 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

系毕业，被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爆炸力学研究室
工作后，周家汉便开始了与这些危险物品打交道
的过程。
虽然地雷、手榴弹这些爆破物品距离日常生

活比较遥远，然而，爆炸力学依旧与我们的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
爆竹声声除旧岁，鞭炮就展现了其在现实

生活中“响亮”的魅力。不过，这远非爆破的全部
功用。开矿采石，水电工程大坝坑基开挖，铁路
公路路堑、隧道开挖，水下礁石爆破，旧建筑爆

破拆除……随处可见其“身影”。
开凿 4000余公里的西气东输管道，如果依

靠人力，少说也要花费一两年时间；如果利用电
子雷管串联的起爆技术，同样的工作量仅要一两
个月便可以完成。
“在工程中利用爆炸技术，不仅省力，而且速

度快，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周家汉表
示。然而，他同时指出，爆炸的坏处就是不易控
制，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并且往往会影响到
生命安全。
不破不立，爆炸技术经常被应用于除旧建新

的工程中。然而，拆除离地面数百米的高楼大厦、
工厂烟囱绝非什么简单的活儿。如果计算不到
位，使坍塌方向与原计划不一致，结果就是生命
财产的损失。

2010年，美国一座 85米高的烟囱在拆除过

程中，由于没有按照预定方向倒下，不仅压垮了
临近的一座建筑，还压断了高压线，导致 4000户
居民断电，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爆炸工作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我们没有很

好地掌控它，能掌控的危险就不是危险了。”周家
汉说。为了提高拆除过程中的安全性，减少建筑
物倒塌振动对临近房屋和设备的损害，他研究提
出的建筑物塌落振动速度计算公式，在国内外被
广泛应用。

从事爆炸力学研究近 50年来，周家汉曾主
持或参与三峡工程大坝围堰爆破、北京石景山电
厂等大大小小百余项工程的爆破拆除。
“成功在于一丝不苟。”他一直把这句话当作

自己的座右铭。然而，在工作生涯中，有一件事一
直让他无法忘却。

2006年 6月，三峡工程三期围堰爆破拆除

在即，由于当时国内电子雷管技术尚不成熟，为
了拆除这些在施工时临时阻挡水流的围堰建筑，
使江水进入大坝完成发电，该项拆除工程不得不
从加拿大购置进口电子雷管。
即便如此，三峡工程上游围堰的爆破依然没

有像预先设想的一样，一次性地“完美”爆破拆
除。爆破后仍残留了一段围堰，在第二次爆破中
才完成拆除。
“作为我国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却没能成

功使用国产的雷管，并且爆破结果还存有瑕疵。”
每次谈起这件事情，他总是充满遗憾。
“6年过去了，目前我国电子雷管在地面爆

破工程中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水下电子雷管
技术仍须加紧提升。”周家汉说。已退休的他依然
时刻关注着我国爆炸力学、爆破技术的发展，对
爆炸力学发展寄予厚望。

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周家汉：

一生追求完美爆破

中国林业期待“茁壮成长”

简讯

新疆地质找矿勘察捷报频传

据新华社电 1月 7日，记者从新疆地矿局工
作会议上获悉，2012年新疆地质找矿成果显著，
在煤、铁、镍、金、铅锌、钨等矿种以及煤田供水水
源地勘察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新发现矿产地 15
处，其中大型矿产地 7处。

去年新疆全力推进和什托洛盖、东疆、准东
等重点煤炭资源勘察工作，承揽实施煤炭资源调
查和勘察项目 22个，探获煤炭资源量 1000亿
吨。其中，和什托洛盖煤田白杨河矿区勘察提交
煤炭资源量 684亿吨。此外，三塘湖煤田已发现
3处可供开采的富水地段，白杨河煤矿圈定两处
大型水源地。

2013 年，新疆地矿部门将继续以新疆三大
成矿带、13 处找矿远景区和 23 处矿集区为重
点，主攻国家、新疆急需的煤、铁、铜镍、铅锌、
金、钾盐、页岩气等优势矿种，争取新发现矿产
地 7 到 10 处，提交可供开发的矿产地 3 到 5
处。 （刘兵）

我国新增三个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近日，辽宁大连现代海洋生物产业
示范基地、江苏大丰海洋生物产业园和福建诏安
金都海洋生物产业园被国家海洋局认定为国家
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至此，我国国家科技兴
海产业示范基地数量上升为 4个。

据介绍，辽宁大连现代海洋生物产业示范基
地关注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水产品精深加
工、海洋医药和生物制品研发等方面；江苏大丰
海洋生物产业园在耐盐植物、海藻和滩涂贝类养
殖等领域具有独特区域产业特色；福建诏安金都
海洋生物产业园则围绕海洋生物医药材料、海洋
生物制品、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等特色领域
进行建设。

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是对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示范、支撑
和带动作用的企事业（群）或者具有鲜明产业特
色的区域。 （陆琦）

吉林省科技厅与交通银行开展合作

本报讯 1月 8日，吉林省科技厅与交通银行吉
林省分行签订协议，宣布双方将在科技发展方面进
行全面战略合作。
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

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及有关金融政策，在符
合交行信贷制度和审批条件的前提下，对科技厅推
荐的客户予以信贷资金支持，在未来 3年内给予
50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支持。 （封帆郑原驰）

山西启动冬春农业科技大培训活动

本报讯记者从山西省农业厅获悉，该省冬
春农业科技大培训活动日前全面启动。此次活
动以“学科学、用科技、促发展、保增收”为主
题，将根据现代农业建设要求，组织万名农技
人员下乡，深入田间地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50
万人。

据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董希德介绍，本次活
动在培训方式上注重实效，力求实现培训到村入
户、技术落地、农民受益。 （程春生焦彦生）

长春应化所与荷兰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近日，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荷兰
高分子研究所（DPI）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项目启
动仪式在长春举行，双方将紧密加强科研合作与
学术交流，促进双方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同
时，DPI对“透明涂层模型体系的制备及表征”项
目进行资助，这标志着其在中国的首个科研项目
启动。

DPI由荷兰经济部牵头创立于 1997年，运
行于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旨在组织起最强的科
研力量联合攻关，解决企业长期共性瓶颈问题，
开展进入竞争阶段之前的研究。目前，DPI在全
球共有 32家化工巨头企业合作伙伴和 48所世
界一流大学及科研机构伙伴。 （封帆于洋）

1月 7日，记者在河南省原阳县太平镇罗李村看到，金黄色的稻秆垛堆积如山。草编工人在机器旁紧张而有序地劳作着，
编出了草绳，织出了草帘，打出了草垛。
“我们生产的草制品全部专供铁道部，垫在车皮下，防滑、防压。”该村草制品公司负责人李胜利自豪地说，“我们厂年产值

2000余万元，日出货 10吨左右。”
据悉，随着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农民们不但把废旧的稻秆变成了“黄金秆”、“致富秆”，而且安置了周边

10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日均工资百元左右。 本报记者谭永江 通讯员雷雯、李双文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