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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三十米望远镜将建
中方贡献约 11亿元，不低于总额 10%

本报北京 7月 30日讯（见习记者倪思洁）记者今日
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获悉，三十米望远镜国际天文台

（TIO）组织最近从夏威夷国土资源委员会得到了土地
使用权。目前，TIO 董事会已决定正式启动下一代三十
米望远镜（TMT）工程建设，并将于今年 10 月在世界众
多顶级天文台之“家”———莫纳克亚山峰顶附近举办开
工典礼。

“开始建设意味着 TMT 正在成为现实，对所有天文
学家来说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TMT 要做的科学是令
人惊叹的，并会吸引所有的天文学家在新领域的探索。”
TMT 董事会观察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天文学家
Catherine Pilachowski 说。

TMT 是下一代地基巨型光学—红外天文观测设
备，该项目始于 20 年前，如今进入建设阶段的创始伙伴
包括加州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以及
日本国立天文台。作为新的合作伙伴，印度和加拿大将
分别于今年下半年和 2015 年正式加入 TIO。

记者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获悉，自 2009 年始，国家
天文台和南京天文光学技术所联合长春光机所、成都光
电所和理化技术所等单位，同美国、加拿大等著名科研
机构携手合作，围绕 TMT 的主光学系统、激光导引星系
统和科学仪器终端系统等核心技术系统开展技术攻关，
投入研发资金共计 5000 万元人民币，参与 TMT 项目建
设的能力和技术方案已得到国际认可。

“TMT 台址开工建设的消息，对所有参与者都是一
个激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

据了解，根据 TMT 的合作方案，中方贡献将不低于
10%（大致为 11 亿元人民币，其中 70%为实物贡献）。一
旦 TMT 建成，中国将分享与实物贡献成比例的 TMT
的观测时间，获得相应的科学回报。

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介绍，目前，中国正在进
行 TMT 主镜子镜磨制技术研发、TMT 第三镜即科学转
向镜系统设计，钠信标激光器和激光导星系统研发、
TMT 第一代仪器宽场光学摄谱仪（WFOS）与红外多目
标光谱仪（IRMS）子任务研发。

《细胞研究》影响因子高升
同领域学术期刊中排名亚太第一

本报上海 7月 30 日讯（记者黄辛）今天，美国汤森
路透集团发布的最新期刊引证报告（2013 版）显示，知名
学术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提升至
11.981，在 SCI 收录的 185 种国际细胞生物学领域期刊
中排名第 13 位，在同领域亚太地区学术期刊中排名第
一。这是继 2013 年《细胞研究》影响因子突破 10 以后的
又一次重大突破。

专家评价称，这表明《细胞研究》在继续保持上升
态势的同时，进一步确立其在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
领域权威优秀期刊地位，并向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目
标前进了一大步。也标志着《细胞研究》成为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学术期刊国际品牌，将促使我国分子与细
胞生物学领域学术期刊和中国科学文化更好更快走
向世界。

《细胞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科院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中国细胞生
物学学会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
/ 生命科学期刊社承办，是一家以全英文形式出版、编辑
和发行原创性研究论文、学科综述及快报的国际性学术
月刊。

目前，《细胞研究》基本形成了同《细胞》《自然》等品
牌期刊子刊同台竞争的态势，标志其已确立了在国际分
子与细胞生物学领域权威优秀期刊的地位，必将更好地
为中外科学家们提供优质服务。

据悉，《细胞研究》还以排行第一的成绩成功入选
“2013 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自然科学与工
程技术类）。

茆智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发展农田水利既要解决水量问题，也要解
决水质问题，否则不可能实现粮食增长的可持
续发展。”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中国工程院院士茆智指出，农田水利的发
展，必须要把水量和水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对防控当前农业面源水污染具有重要作用。

在茆智看来，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
农业面源水污染的重要原因。以化肥使用量为
例，我国每公顷使用量是世界上为防止化肥对
水造成污染所设上限值的 2.06 倍，是世界平均
值的 3.54 倍，而长江下游更甚，每公顷使用量
达到世界平均值的 5.05 倍。

施化肥过度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数据显
示，对于江河湖库的水体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中
总氮的贡献率为 57%，总磷为 67%；而且，长期
过量施化肥，特别是氮肥，利用率低，流失、挥发
率高，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大幅度下降、

肥力下降，产量和产品质量下降，污染土壤和
水；且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体健康受到危害。

“从 1980 年到现在的统计显示，农村消化
系统和城市呼吸系统的发病率以及出生婴儿的
缺陷均持续升高，水、土、空气和食物污染是主
要原因之一。”茆智认为，为了减轻农业面源污
染，要从源头防控，合理施肥、科学施肥、降低施
肥量。

茆智说，农民固有的理念是“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让农民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
非常难。

在这种情况下，茆智表示，从农田水利设施
上进行减污相对简易可行。他提出构建具有两
套措施、四道防线的塘堰湿地———生态沟综合
系统。

据茆智介绍，第一套措施也是第一道防线
是田间节水灌溉、控制排水和水肥综合调控，即
施肥总量不减少，把施肥时间与降雨、灌水配合
起来，并用节水灌溉和控制排水的方法减少污

染物的排放量。
“根据我们的试验，该防线可以使得氮磷的

排放量减少 20%～30%。”茆智说。
那么剩下的 70%～80%应该怎么办呢？这就

要靠第二套措施的三道防线了。
茆智说，第二套措施是要建立生态草沟—

小型（塘堰）湿地综合系统，而这套系统包含第
二至第四的三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是建立田边、田与田之间的田
间草沟，在沟里栽种适宜的植物，但是不施肥；
这样做可以淡化田里流出水中来的氮、磷等浓
度，可以达到降解农业面源污染的效用。

“一般条件下，长 100 米左右的草沟承接
10～20 公顷的农田排水，可以降低 15%～25%
的氮磷浓度。”茆智说，流程长的田间草沟，降解
氮磷的效果更高。

第三道防线是建立小型的人工湿地，对草
沟里流出来的水作进一步处理。

2006 年至 2010 年，茆智曾带领团队在湖北

荆门和广西桂林进行观测试验，他们利用原有
塘堰或将一些低洼地改造成具有良好净化效果
的小型湿地，对氮磷进一步降解。

“湿地改好以后，必须要种植物。我们目前
种了水莲、菖蒲、灯心草等等，来比对谁的效果
好。”湿地可降低水中氮、磷浓度 30%～50%。

最后一道防线是建设骨干生态沟，水从湿
地里流出来，经过骨干生态沟又起到降解氮磷
浓度 20%～30%的作用。

“从田间到草沟到湿地再到骨干生态沟，氮
磷浓度可降解 70%～80%。”茆智说，两套措施四
道防线，对于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非常有效，
现在团队已经在鄱阳湖以及漓江等流域开展长
期的合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茆智：

防控农业面源水污染须发展水利

院士之声

科学家研制出新型异质结光探测器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中科院理化所贺军辉

团队和清华大学孙家林团队合作，在实现超宽带光探
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制作了还原氧化石墨烯—硅纳
米线阵列异质结光探测器，实现了一个探测器就可以
完成从可见光到太赫兹波的超宽带光探测，达到了以
往多个探测器同时工作才能达到的探测带宽。相关成
果发布在《微尺度》上。

据介绍，宽带光探测器广泛应用于红外成像、遥感、环
境监测、天文探测、光谱分析等领域。在红外成像领域，要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色红外成像，探测器必须能同时探测不
同波段的红外辐射，如短波红外、中波红外、长波红外、甚长
波红外，甚至是太赫兹波辐射，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化学剥离石墨制备的氧化石墨烯的还原产物被称为
还原氧化石墨烯，具有天然的能隙，而且这个天然的能隙

可通过氧化石墨烯的还原程度来调控。而硅纳米线阵列适
合探测可见和近红外光，且有序排列的纳米线阵列结构可
以强烈地抑制光的反射，从而提高器件的光捕获能力。

研究者将还原氧化石墨烯和硅纳米线阵列两者的优
势结合，制作了还原氧化石墨烯—硅纳米线阵列异质结
光探测器。该异质结光探测器在室温下，首次实现了从可
见光到太赫兹波的超宽带光探测。他们还发现，氧化石墨
烯的还原程度对探测性能有显著影响，随着氧化石墨烯
还原程度的提高，探测器的响应率可以提高 5 倍以上。在
所有波长中，探测器对长波红外的响应率最高。

实验证实，该探测器对人体红外辐射具有灵敏的响
应，可用于人体红外传感如夜视领域。因此，还原氧化石
墨烯—硅纳米线阵列异质结光探测器在超宽带光探测方
面，特别是宽带红外光探测方面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日前，国家卫计委下发
《二、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这份标准中，国家卫计委
准备在医院“服务质量”一
节规定：三级医院住院患者
死亡率≤0.8%，住院手术死亡
率≤1.4‰；二级医院住院患
者死亡率≤4.0‰；住院手术
死亡率≤0.28‰。该消息一公
布，社会哗然，也引发包括医
生在内的强烈质疑。

医院是特殊场所，不管
是三级医院还是二级医院，
都有可能发生患者死亡的事
件。而患者死亡的多与少，很
多时候并非取决于医院设备
的先进与否和医生医术的高
低。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
三级医院可能很长时间内没
有患者死亡，却可能因为来
了几十名重大事故的重伤者
而导致死亡率暴涨。可见，死
亡率并不能说明该医院的服
务质量水平高低。

此外，单纯从医生的角
度来说，不管什么样的患者，
哪怕是命悬一线，都会希望
能尽快将其治愈，而非甩手
不管，除非患者伤情明显超
过自己的能力范围。从这个
角度来说，将患者的死亡率
放入医院的“服务质量”一栏，
无疑是对医院服务质量、医
生医术水平的一种反讽。毫
无疑问，将二、三级医院的死
亡率进行划线，是一种简单
粗暴的做法。

面对外界质疑，卫计委
医政医管局副局长赵明刚回
应称，这只是引导性指标，不
是强制性指标，“只是告诉医
疗机构和人员，在执业中加
强管理，确保质量和安全”。

该回应看似有些道理，
但赵明刚并没有列出这一数
据是如何得来的。即便退一
步，这样的标准只是引导性
指标，但同样会产生负面作
用。道理很简单，既然要求医

疗机构人员在执业中确保“质量和安全”，那么
医院和医生完全可能会为了“质量和安全”，牺
牲患者的利益。需知在很多时候，引导性的指标
发挥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强制性的指标差。

毋庸置疑，卫计委制定标准的出发点，肯定
是希望医院改善医疗流程、医生提高手术水平，
减少患者的死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患者
的死亡率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可能是靠一
个标准能立即提高的。因此，卫计委在制定相关
政策时，其着眼点应该放在降低医疗成本、规范
医药与服务、缓解医患矛盾上，至于医院的死亡
率问题，尊重人类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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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在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东兴食用菌合作社种植灵芝的大棚中，村民王英展示刚刚摘下的灵芝。
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孟村回族自治县土地盐碱化严重，粮食产量低。该县新县镇新县村农民王英萌发了在

盐碱地上种植灵芝的想法,并请来农技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终于在盐碱地上成功种植灵芝。 新华社记者马宁摄

没管到位，也没防住“贼”
姻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实习生 张雅琪

“我国做转基因水稻育种的科研人员和公
司很多，很难防止外流；此外，在种植方式上，我
国大多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种植，这也为转基因
监管增加了难度。”7 月 29 日，中国农科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基因工程与转基因安全研究室主任
卢长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今年 4 月，有记者在武汉一家大型超市
随机购买了 5 袋大米，将其送往中国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有 3 袋含
有“Bt 汕优 63”转基因成分。

“‘5 袋大米有 3 袋含转基因’的表述并不
科学。”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院长罗云波告诉记者，五袋大米的抽样数量太
少，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整体情况，不过，这一
事件还是反映了目前转基因稻种的管理问题。

“转基因大米和非转基因大米混在一起，
只要检测出 0.1%，也就是说在 1000 粒米里发
现 1 粒转基因大米，检测数据就会呈现阳
性。”卢长明说。

记者了解到，“Bt 汕优 63”是华中农业大
学研发的转基因水稻，1999 年研制成功，2009
年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但一直没有得
到商业化种植许可。

对于转基因稻米的流出渠道，“Bt 汕优
63”转基因水稻研究项目带头人、中科院院士

张启发曾表示，在 1999 年进行成果展示与鉴
定时，可能有单位或个人拿走稻种；2003 年华
农进行大规模生产性试验时，可能有种子公
司拿走种子后非法育种。

华中农业大学宣传部有关工作人员在回
应《中国科学报》时表示：“既然通过了安全评
价，就证明种子的安全性不成问题，现在的问
题出在监管环节。”

“目前，转基因监管的‘架子’已经搭起来
了，但是没有管到位。”卢长明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要求，
转基因植物品种的选育、试验、审定和推广应
当进行安全性评价，并采取严格的安全控制
措施。

“但是，盗种情况防不胜防。”罗云波表
示，尽管国家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中也制订了若干项惩戒规定，由于转基因
看不见摸不着，在监管上不能采取军事保卫
的方法，因此收效甚微。

就科研单位或企业故意泄漏转基因稻种的
情况，有专家表示，该行为可能涉嫌非法经营，
但是否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能确定。

与此同时，卢长明认为，我国传统的农户种
植方式，也造成了市场上转基因大米的泄漏，并
成为监管难点。“转基因抗虫稻在农民中很受欢
迎，因为能抗螟虫，农民可以省下买农药和请打
药工人的钱，每亩地能省二三百元。对于一亩地

毛收入只有 1000 多块钱的农民来说，这无疑是
一笔不小的利润。”卢长明说。

罗云波介绍，就本土的商业化种植来说，
在我国连转基因大豆也并未获准。

“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大豆也都是从国外
进口的，出口方必须向我国提出申请，而且采
取一事一议方式。”罗云波介绍，我国农业主管
部门要从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两方面评价转
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在取得转基因作物生产本
国的全套安全评价材料和我国的两个安全评
价证书后，才能向农业部提出申请。

与转基因大豆等其他作物不同，迄今为
止，对于转基因大米，我国政府既没有批准商

业化种植，也没有批准进口。
“因此，理论上，市场上的大米是不需要进

行转基因品种检测的。”卢长明说，对于水稻来
说，商业化种植的前提是有品种审定证书，而
拿到品种审定证书的首要条件是要通过转基
因成分检测，确定不含转基因。

“未来如果有可能，最好还是要对货架
上的大米进行转基因检测，这样比较保险。”
卢长明说。

对于目前转基因管理的尴尬，卢长明建
议，我国需要有策略地发展转基因，不能从主
粮开始，而可以将棉花、油料等非主粮作物作
为突破口。

千粒米有一粒转基因就显阳性，专家谈“武汉转基因风波”：

背景链接

7 月 26 日，媒体对湖北省部分地区非法
销售转基因稻种事件进行了报道。此事迅即引
发公众关注和多方争议。7 月 29 日，农业部第
一时间回应武汉转基因水稻外流事件，责成湖
北省农业厅依法迅速核查，严肃处理。目前，湖
北省农业厅、武汉市农业局已经采取联合行
动。与此同时，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办公室重申，对转基因作物，无论是制种、试
验，还是种植，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批准，对个
别公司或个人，违规种植、销售转基因作物，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此次检测出的“Bt 汕优 63”，属于华中农
业大学培育的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
系，是转基因抗虫水稻。有调查显示，从 2006
年起，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国累计通报了 200
多个批次中国出口的食品中检出转基因大米
成分，其中至少 102 批次中检出“Bt 汕优 63”。

在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通报
里，仅 2013 年，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中就
有 25 次被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2012 年起，
欧盟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出口的米制品实施更
为严苛的入境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