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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两国家工程平台通过验收

本报讯 6月 25日，由广西科学院承
担的“特色生物能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南宁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
物炼制公共服务平台”项目通过专家委
员会验收。

3年间，两项目构建了糖薯技术等 4
个研究室、生物基化学品等 4个实验室，
还建立成果转化中试车间，共承担省部级
以上项目 39项，开展了产业共性关键性
技术攻关、成果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训
和技术服务，为我国特色生物能源、生物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贺根生）

中国（甘肃）国际新能源博览会
引资近千亿元

本报讯 6月 22日至 23日，中国（甘
肃）国际新能源博览会暨酒泉投资合作洽
谈会在酒泉市举行。会议期间，酒泉市签
约 139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976.12亿元。
本次博览会旨在展示酒泉新能源产

业的最新成果，加强酒泉与外界的产业
对接和优势互补，促进经贸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 （刘晓倩）

十一届中国软交会在大连举行

本报讯 为期 4 天的第十一届中国
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日前在辽宁
省大连市闭幕。30多家跨国公司、806家
国内软件企业在展会现场呈现出近千种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今年中国软交会设立 58项会议论

坛，有 500多位嘉宾演讲，加上 LED内
容显示，方便了参展者交流和选择。

（刘万生）

粤德职教合作交流会在穗召开

本报讯 6月 24日，粤德职业教育合
作交流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围绕
德国技术标准及证书标准在广东职业教
育中的应用；驻粤德资企业如何深度参与
广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如何进一步加强
粤德职业教育合作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教
育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德国驻广州总
领事馆、德国工商大会、广东省教育厅、德
国驻粤企业等近 200人与会。
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德国驻广州总

领事馆和德国工商大会代表共同签订了
《粤德职业教育合作备忘录》。当日，双方
合作成立的“粤德职业教育合作推广与
发展研究中心”揭牌。（李洁尉粤教研）

“西农 928”大旱之年创高产

本报讯6月 24日，从陕西彬县传来消
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谢惠民主持培
育的抗旱节水小麦新品种———“西农 928”
获得丰收。该品种百亩核心攻关田平均亩
产 390.85公斤，万亩方平均亩产 354.12公
斤。这两项数据创下陕西省本年度旱地小
麦百亩和万亩高产纪录。
专家组认为，彬县小麦高产创建田

在本生产年度遭遇 50 余年来最严重的
干旱、春季低温冻害、红蜘蛛危害等情况
下，长势好、产量高。专家组建议加强“西
农 928”旱作集成技术应用质量，发挥示
范点辐射带动作用，促进陕西旱地小麦
稳产、增产。 （靳军张行勇）

美一公司
在华成立心血管病学院

本报讯美国波士顿科学公司近日宣
布在中国成立专业教育品牌新视野学院，
面向中国医务人员提供心血管疾病介入
治疗领域的综合性、专业化教育和培训。
据悉，学院成立后，预计每年在中国

30 多个省区近百家医院，培训约 2000
人次的心血管领域医务人员。（李惠钰）

发现·进展

简讯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曾经，每到夜晚，青海玉树经常因

为电力供应不足而灯光稀疏；如今，从
太阳能电站输出的电流已经可以让玉
树居民在晚高峰期间随意用电。在海拔
三四千米的玉树，一盏盏“长明灯”照亮
了黑夜，这一切，离不开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简称电工所）科研人员的努
力，离不开“青海省玉树州水 /光互补微
网发电示范项目”的如期落成。
在 6月 24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刚从玉树结古镇回京的电工
所副研究员王一波说：“结古镇的海拔
就有 3700米，我们的电站海拔还要更
高，约有 4000米。说真的，在这样的高海
拔地区建太阳能电站，真的很不容易。”
早在 2009 年，中科院就启动

“300kW水 /光互补发电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及示范”项目，将该项目交由电工
所具体运作。此后，青海水电集团找到
电工所，双方决定在青海玉树建太阳能

电站，以保障当地居民用电。
由于玉树电网是孤网运行的微网系

统，容量较小，这对电网的稳定性造成了
挑战，也对发电设备提出了较高要求。在
多次考察无果后，电工所最终自主研制
出世界首台具有良好并网性能、额定功
率达 250kVA的自同步电压源型逆变器
以及 150kVA双模式逆变器和 150kW具
有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的充电控制器，
为项目提供了先进完善的测控系统。

2010年，玉树地震后，当地 4座小水
电站中有 2座被毁，电力缺口迅速扩大。在
这种情况下，光伏电站的设计和施工进度
被迫加速。2011年 12月底，经过科研和施
工人员的努力，这座高原上的光伏电站如
期发电，每天能为居民提供 2兆瓦的电力。
“玉树当地的小水电站只能满足居

民白天的用电需求，晚上供电不足，我们
的电站运行后，居民晚上用电得到保
障。”王一波说，“光伏电站给灾区人民重
建家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人迹罕至、气候多变的青藏高原，

科研人员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2011年年底，电工所的研究人员留守在
电站，对运行情况进行观测。没想到玉树
突然天降大雪，厚厚的冰雪封锁了出山
的路，飞机也无法到达，这让打算回家过
年的科研人员心急如焚。
“更要命的是，我们是穿着秋衣进的

山，完全没有作好过冬的准备。”王一波说。
所幸天遂人愿，在大年二十九那天，

大雪终于停了，科研人员赶紧出山，一夜
之后，大雪再度覆盖了结古镇，“大家差点
没能出来。”电工所博士生赵勇回忆说。
今年 6月，青海电网 330千伏的高

压输电线路延伸至结古镇。一项新的挑
战随之而来：玉树的孤电网即将并入大
电网。光伏电站的电力能否融入大电网？
运行会不会稳定？

6月 4日，王一波、赵勇等人再度赶
赴青海，进行调试。最终，并网结果令所
有人满意。

青海的天气变化不定，即便是在夏
天，也有可能白天太阳高照，晚上突然结

冰，这样的天气没少给科研人员“出难
题”。有一次赵勇一觉醒来，窗外居然是白
雪皑皑，这让还穿着短袖的他哭笑不得。
更让大家感到危险的是，电站外面经常
会看到野狼出没，“有个同事晚上出去上
厕所，结果往栅栏外一看，发现好多双绿
油油的眼睛，当场出了身冷汗”。
在高海拔地区作业，缺氧是少不了的

考验。在这次调试工作中，有两名科研人员
一到玉树就高烧不止，出现高原反应。
“我们马上将他们送到当地医院输

液，还好治疗及时，都没什么大碍。”赵勇
说，“但为了电站能够顺利运行，第二天稍
有好转，两位科研人员还必须和我们一
起爬山进站。”
“这是迄今为止，海拔最高、规模最大

的水 /光互补微网太阳能电站。”王一波
说，他们的这套系统能够解决一般光伏电
站电力不稳定、晚上无法发电的弊端，具有
很强的推广价值。未来，这套系统将会进一
步推广到西藏、青海等电力稀缺的地区，为
更多的高原居民送去光明。

点亮海拔 4000米的“长明灯”

海洋资源：加强保护方可持续利用
姻本报记者黄辛
近年来，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生态

环境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日前，以“海
洋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基础”为主题的
东方科技论坛在沪举行。论坛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潘德炉表示，只有积极采取
措施，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才能真
正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海洋和渔业专家认为，海洋生态既

受自然因素影响，也受人类活动，特别
是不合理、超强度的开发利用影响；同
时，不当利用海洋环境空间也会导致海
域污染和生态恶化。例如，对沿海湿地
的围垦必然改变海岸形态，降低海岸线
曲折度，危及红树林等生物资源，造成

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
“我国近海海洋生态环境承受的压

力是极大的。”潘德炉说，目前沿海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激增。全世界约 3/4
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
在距海岸线 100公里左右的沿海地带，
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发达的大都市连绵
区、经济密集地带都分布在沿海区域。
近年来，陆源入海排污口普遍超标

排放，超标排污口比率均大于 50%，主要
超标污染物多年来基本不变，依次为
COD、悬浮物、氨氮和磷酸盐。2012年监
测的 435个入海排污口污水排海总量约
322亿吨，污染物入海总量为 214万吨。
受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影响，我国自

然岸线的比例缩减，人工岸线比例增

加，重要海湾水域面积缩减。全国人工
岸线的比例已达到 58%，沿海省、市（自
治区）中，上海、天津、江苏的岸线人工
化程度高，人工岸线比例分别达到
100%、100%和 97.64%，海南省自然岸线
比例最高，为 67.29%。
海岸带是陆域生态系统和海洋生

态系统之间的缓冲带，也是我国开发
活动最为集中、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
地带。受岸线自然属性的制约和围填
海、海岸带地质灾害及陆源排污、海岸
侵蚀等影响，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十
分脆弱。2009年，我国脆弱岸线总长度
达 14344 公里，约占岸线总长度的
80%，其中局部呈高脆弱性，杭州湾以
北绝大部分岸段处于海岸带高脆弱区

和中脆弱区。
专家认为，我国近海海域污染严

重，严重污染海域分布在我国辽河流
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
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入海河口海域，水
域污染的主要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自 2004年以来，连续 6年的评价
结果显示：我国近岸海域的生态健康总
体形势是生态系统处于高风险、强压力
下的暂时稳定状态，我国大亚湾、闽东
沿岸等主要海湾生态系统均处于不健
康或亚健康状态。导致海湾生态系统健
康状况较差的主要原因是水体氮磷比
失衡，富营养化程度高，部分生物体重
金属和石油烃残留水平偏高，围填海压
力增大、栖息地环境受损加剧，渔业资

源下降，生物群落结构稳定性较差，生
物多样性整体上呈中等或较差水平。
滨海湿地是我国近岸海洋生态健

康维护的关键区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
最高的区域，也是海洋生物资源集中分
布的区域，是渔业资源养护、陆源污染
物降解、应对气候变化和抵御自然灾害
的关键区域。
我国大陆沿岸珊瑚礁主要分布

区———广东徐闻和大亚湾珊瑚礁也出
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
与会院士专家呼吁，我国应进一步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技术储备，
加大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投入，逐步建
立完善海洋生态监测与评价体系，从而
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6月 25日，民警在展示待销毁的毒品。
当日，贵州省公开销毁各类毒品 637.59公斤，以此在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震慑毒品违法犯

罪。据悉，此次公开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和 K粉等，同时销毁的还有 756.09公斤罂粟壳。
据介绍，随着新型毒品的不断出现以及贩毒手段的“高科技化”，禁毒工作给科技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荔枝采后保鲜有新法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通讯员邓传

明）目前，南国正值荔香蝉鸣之时，而
荔枝采后如何保鲜，成了海南省澄迈
县无核荔枝基地的一大难题。6月中
旬，华南植物园果蔬贮藏保鲜组的专
家来到该基地，进行荔枝采后保鲜示
范并获得成功。

荔枝采后在常温下极易变质，
为解决长期困扰果农的荔枝常温保
质问题，海南陆侨集团有限公司通
过中科院广州分院海南办事处，邀
请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蒋跃明带领的
果蔬贮藏保鲜团队，与日本某公司

的技术人员，一道在现场进行无核
荔枝采后保鲜试验。

在没有对无核荔枝使用任何保
护措施的常温状态下，华南植物园
保鲜处理后的荔枝到第 7 天时，大
部分荔枝仍表面新鲜，没有出现褐
变和霉变，好果率超过 80%。而日本
某公司保鲜处理后第 3天大部分荔
枝表面出现褐变或变黑，好果率不
到 50%。

华南植物园保鲜技术首次在海
南无核荔枝上的试验成功，为无核
荔枝的远程销售提供了技术保障。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记者近日从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获悉，由国家知识产
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我
国首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综合性评价
报告显示，广东省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
数在 2010年至 2012年连续 3年位居全
国第一。
《报告》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环境四个维度对 2012年我国知识产
权综合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对 2007年

至 2012年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趋势进行
了分析，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
权发展状况进行了排名。
《报告》显示，在 2012年我国知识产

权创造发展指数方面，广东省位居第
二，落后于北京，领先于上海；在 2012年
我国知识产权运用发展指数方面，广东
省排名第三，但在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
转让数量、专利质押融资金额、商标使
用许可合同备案数、商标转让数等具体

指标方面，均居第一位。
据了解，2012年，广东省发明专利

授权量为 22153 件，同比增长 21.4%，连
续五年位居全国首位；PCT 国际专利
申请受理量 9211 件，占全国总量的
50.76%，连续 11年位居全国首位；累计
有效注册商标总量 992334件，同比增长
17%，连续 18 年居全国首位；马德里商
标国际注册申请量 531件，首次跃居全
国首位。

粤专利指数连续三年居全国首位

视点

变病死害动物为土壤改良剂
浙江湖州师范学院首创动物热解炭化技术

本报讯（通讯员潘菲）当前，我国
对禽流感病死家禽、黄浦江打捞上来
的死猪等病死害动物通常采取消毒
填埋、高温处理等处置方式。然而这
种做法往往会产生二次污染，且达不
到资源化利用的目的。近日，浙江湖
州师范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博士车
磊等人研制的“病死害动物热解炭化
炉”及动物热解炭化技术在湖州市病
死害动物处置中心投入使用。
“动物尸体热解炭化是一种新

型高温无害化处理技术，在无氧条
件下利用高温使有机成分发生热解
并最终形成固体炭化物，让病害动
物尸体不再携带病害，并使绿色资

源回归自然。”车磊说，“经过 600摄
氏度的高温热解炭化处理，病死害
动物的尸体完全变成了生物炭，可
以直接用做土壤改良剂或再加工成
具有高附加值的生物炭肥等，使废
弃物变成资源得到再利用。”

据介绍，经过这台设备处理后，
烂在田间地头的秸秆、树枝叶等生
物质废物摇身一变成为蓬松、粒径
均匀的颗粒。
“最贴近市场需求、百姓健康的

研究成果可以更快地走出实验室，”车
磊说，“让环保变成老百姓身边实实在
在，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从而带来更
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生物体氧化还原循环研究获进展
为生物医学研究提供有力工具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近日，中
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复杂分子
体系反应动力学研究组研究员韩克
利团队，通过引入含碲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模拟酶，开发出一种可逆近
红外荧光探针检测生物体内过氧化
亚硝酰和谷胱甘肽之间的氧化还原
循环的新方法，并研究了其激发态
动力学性质。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最近一期《美国化学会志》上。

内源性过氧化亚硝酰根已被确
认为一种生物体内的强氧化剂。过氧
化亚硝酰根的这种化学性质使得它
成为生物所患各种疾病的主要致病
因子。过氧化亚硝酰根作为硝化剂也
造成了细胞内的硝化应激。更多研究

表明，内源性过氧化亚硝酰根通过其
硝化生物分子的能力来调制信号转
导通路。过氧化亚硝酰根甚至可以作
为一种潜在的候选抗癌药物。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首次实
现了对水溶液和细胞内的氧化还原循
环对过氧化亚硝酰 /谷胱甘肽的近红
外荧光检测。并实现了在分子、细胞和
活体三个层次上对具有生理氧化还原
活性的物种的原位、实时、动态荧光成
像分析。研究结果对揭示这些功能性
活性物种的产生、转移、作用机制等规
律产生重要意义。该成果在一定程度
上揭示了生物体内氧化还原过程对生
物生理和病理的影响，为进一步的生
物医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专家揭开巨型叶片生长之谜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记者日前

从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获悉，
通过研究巨型叶片植物在自然界稀
少、叶片最大生长面积与叶片结构功
能关系等问题，科研人员发现，叶片
边缘部位的生理功能受到抑制，会限
制叶片面积的继续扩大。相关研究发
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

据悉，热带典型巨型叶片天南星
科植物海芋的叶片直径可达 1米。为
此，中国科技大学和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李帅在
导师曹坤芳研究员的指导下，开展了
对海芋叶片不同部位结构和生理功

能异质性的研究。
研究发现，由于叶片边缘部位导

水功能和气体交换功能减低，加上巨
型叶片的水汽边界层较厚，叶片边缘
散热受到抑制。在晴天下午，露天生
长的植株叶片边缘比叶片中部温度
高 8.8摄氏度，导致一些叶片边缘出
现因高温灼伤而“干枯”的现象。

研究者认为，叶片边缘部位的
生理功能受到抑制，会限制叶片面
积的继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从
植物生理学角度解释了叶片面积为
什么不能长得太大，以及巨大叶片
植物在植物界很稀少的原因。

本报讯（记者成舸通讯员周倩）记者
近日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获悉，该院今
年建立的电法促醒植物人综合诊疗体系
在近期临床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
“植物人”在医学上又被分为“植物状

态”及“最小意识状态”两类。“植物状态”
病人丧失思维、情感等能力，仅保留睡眠、
呼吸、生长发育等功能；“最小意识状态”
则是一种意识的严重改变，有极小但很明

确的自我和环境觉醒的行为证据。
我国每年新增约 10万个“植物人”，

但目前尚缺乏成型、规范化的促醒诊疗
体系及相应临床指南，仅有零散的个案
报道，且病人治疗周期平均长达半年到
一年。

湘雅二医院针对“最小意识”患者，率
先开展了一种覆盖评估—诊断—治疗—
康复全程的综合促醒诊疗体系。该体系针

对病情个体化、规范化地调整促醒药物。
术前，使用神经电生理技术评估患者脑
干、大脑皮层功能及受损程度；术中，植入
电刺激器以激活“沉睡”的大脑细胞，促进
神经兴奋性恢复和血液循环再通；术后，
早期辅以言语训练、高压氧疗、肢体功能
锻炼等综合处理，使昏迷病人苏醒。运用
这种诊疗体系，该院近期已帮助两例“植
物人”苏醒。

湖南建立植物人促醒诊疗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