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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科技论坛

本报讯（记者黄辛）以“肝脏再生医学中的干细胞
研究与关键技术”为主题的第 243 期东方科技论坛近
日在上海举行。专家学者围绕肝脏再生医学的前沿和
挑战、肝脏干细胞与肝脏疾病的细胞治疗和功能性肝
细胞的获得与应用等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提出，
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学科交叉，加强肝脏细胞移植、
生物人工肝等新型治疗手段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

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研究员惠利健介绍，我国每年等待肝移植的 30 万患者
中，只有约 3000 人能够有幸获得移植，等待器官移植
的患者仍以每年 11%的速度快速递增。发展新的治疗
手段迫在眉睫。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则指出，肝病研究领域机
遇和挑战并存，许多瓶颈问题需要海内外学者集中攻
关、协同解决，包括肝脏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疾病发
生发展和转化的规律等。

专家表示，肝脏再生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
获得功能性肝细胞，近期的研究正在尝试通过各种方
式来获得人类功能肝细胞来源。

肝脏再生医学
急需新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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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明获聘《科学》新子刊副主编

本报讯 9 月 27 日，国际顶级杂志《科学》
宣布出版自己的数字化开放获取杂志《科学进
展》（Science Advances）。该杂志是一个涵盖所
有学术领域的综合性科学刊物，旨在提供一个
顶级的科学研究出版平台，快速发表在整个科
学研究领域高水平且在相关领域有重要进展
的研究工作。

《科学》杂志主编 Marcia McNutt 亲自担任
Science Advances 的主编，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杨
学明院士获邀担任该杂志副主编，负责审阅物
理化学、化学物理、光谱、动力学、表面光催化
等相关领域的稿件。 （程丽娜刘万生）

龙洞堡机场隧道贯通

本报讯近日，由中国铁建二十一局集团承
建的贵阳枢纽铁路龙洞堡机场隧道贯通，开创国
内首座空地一体化立体交通枢纽先河。

位于机场负三层的贵阳枢纽龙洞堡机场隧
道全长 2496 米，隧道下穿候机楼、航油站、停机
坪、货运一号道路。龙洞堡机场地质条件复杂，施
工难度极大。工程技术人员突破大跨度变截面施
工、隧道小净距穿越建筑物桩基、穿越人工填土、
超浅埋四大施工难题，实现了我国铁路隧道施工
史上的多项新突破。 （潘锋尹登明皇慧）

全国首个候鸟保护地方网络
举行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全国首个候鸟保护地方网
络———湖南省“候鸟守护者”行动网络中心在
长沙举行研讨会，共同商榷下阶段行动并开展
人员培训。活动由湖南省环保社团联合会、湖
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等机构联合举办。

该中心负责人何建军表示，下一步将开展
“弘扬生态文化，感悟候鸟之美”千年鸟道候鸟
守护行动、“守护洞庭，让候鸟归”行动，计划在
东洞庭湖、西洞庭湖、湘江源头蓝山县等地与
相关部门合作，建立政府与民间共管的候鸟守
护与监测站。 （成舸刘樱）

国家林业局建立
红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报讯 9 月 28 日，国家林业局红松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在东北林业大学正式揭牌。

该中心将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依托，以红松
为对象，紧密围绕资源培育与高效利用中亟待
解决的工程技术难题，完善红松资源培育和红
松天然林保护技术体系。 （张好成）

中韩合作克隆首例纯种藏獒

本报讯近日，中国首例纯种克隆藏獒在威
海诞生。这一研究工作由中国博雅干细胞集团许
晓椿博士和韩国秀岩学院黄禹锡教授共同合作
完成，同时中国第一家专业提供商业化克隆服务
的机构———博雅秀岩生命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
首例纯种藏獒克隆项目的成功，促进了中韩生命
健康领域的稳步快速发展。 （潘锋）

河南工大获批“食品科学与工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河南工业大学了解
到，该校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获批建立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这是继“国家粮食安全（产后）博士人才培
养项目”成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
养项目”之后，河南工业大学办学的又一成果，
标志着该校构建了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博士
后的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并彰显了该校粮油
食品学科的特色。 （史俊庭郭红彦）

记者 9 月 29 日从中国南车株洲所获悉，继我国首艘考古船“中国考古 01 号”和南海综合考察船“向阳
红 10 号”之后，我国首艘自升自航式海上工程船（如图）近日也装上了由该所研制的船舶电力推进系统。这
是首艘由中国建造的同类型船舶，此前全球仅欧洲有 8 艘。

此次装备高铁动力的海上工程船被称作 94.2 米自升自航式工程维护居住船，配备有维修平台和大型
起重吊机及重达 300 吨的海工吊机，主要应用于海洋钻井平台维修、海上风电和人工采油岛建设等领域，
可同时满足 150 人居住。建造完毕后，该船将直接开赴中东海域作业。

本报记者成舸 通讯员陈大雷、胡小亮摄影报道

四海十年：科技缔结“花缘”
姻本报见习记者王珊

秋天是到四海来看花的好季节。
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一片姹紫嫣红，

黄的是万寿菊，红的是一串红，紫的是兰花
鼠尾草……沁人的花香随着淡淡的秋风袭
来。

四海镇位于北京市延庆县，有着“四季花
海”之称。在赏花的途中，不断有装载着一盆
盆鲜花的货车从身旁驶过，而这些花大多将
被运到北京城区，在国庆节来临之时，扮靓首
都市容。

如果往前推 10 年，四海的田里种的应该
是玉米、小麦和各种各样的大田作物。10 年，
四海变成了美丽的花园小镇，节假日期间吸引
万余家庭游览。

这样的变身和北京农学院专家的支持分
不开。

花木之乡的花缘

四海与花的缘分，要从十余年前开始。
2001 年左右，北京农学院几位花卉专家发

现四海气候宜人，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种植
花卉。因此，2002 年，北京农学院联合市县林业
局与四海镇合作种植百合，并建成北京市最大
的百合种球繁育基地。

百合种植的成功，让他们萌发了为四海打

造“花木之乡”的发展思路。第一步则是建设野
生花卉资源圃。

农学院教授赵祥云用了一个“跑”字来形
容当时的记忆。为了掌握四海镇的整体情况，
赵祥云几乎跑遍了四海镇的每一寸土地，查看
地形、检测土壤、观察水源情况，最终解决了资
源圃选址问题。

地址选好了，收集和保存适宜当地花卉产
业需求的各类露地花卉种质资源便成了建设
资源圃的重要任务。

农学院的专家将这个过程称为“寻宝”。赵
祥云和农学院的另外几位专家———王文和、王
树栋带着村民整日在山林里“晃悠”。在他们的
火眼金睛下，很多百姓常见的“杂草野花”都被
当成宝贝从山上挖了回来，仅收集到的当地野
生花卉就达二十多种。

经过 3 年的辛苦付出，60 亩资源圃终于建
了起来。“收集有宿根花卉 50 种，引种的宿根
花卉 20 种、球根花卉百合 30 种，引种玫瑰品
种 4 种，收集北京野生蔷薇等当地野生花卉 20
余种。”如今说起这些花，专家们还如数家珍，

“那可真是百花争艳”。

手把手教技术

花卉资源圃建成了，但是种植户没有技术
也不行。专家们开始手把手地传道授业解惑。

“农民没有技术，只用土方法种花是行不

通的，我们要给他们‘点花成金’的‘金手指’。”
从育苗、上盆、管理、除虫等各个环节，王文和
等人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给当地农民讲解。

每周，王文和至少要去一趟四海镇。赶上
天气不好，有时一趟要走上两三个小时。“当时
条件确实艰苦，但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坚持，当
地花卉产业发展需要我们，花农致富也需要我
们，多苦多累都得坚持。”

而对于一些当时来不及解决的问题或无
法马上解决的问题，赵祥云则会记在心里，回
到学校通过查阅资料、请教同事，下一次去四
海时再把问题的解决办法教给花农。

在农学院和当地农民的努力下，四海镇的
花卉产业迅速发展，很多技术人员及花农都成
为了“土专家”。

现任四海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的史怀国，
从 20 岁出头的时候参加工作，就一直跟着王
文和等人在花卉栽培繁育和科研方面摸爬滚
打，经过了 10 多年的积累，如今在当地农民眼
中他就是四海的“花卉专家”。

专家教授们的悉心指导和辛苦付出，花农
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走在四海的村落里，花
农们会热情地和这些专家们打招呼，并纷纷把
他们“抢”回家，让专家到自己家里吃饭。

用科技来护花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四海镇花卉产业一片

欣欣向荣，但也随之出现了制约产业发展的瓶
颈问题———花卉种植结构单一，品种逐渐老
化，病虫害频发等。

农学院的专家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12 年开始，北京农学院在四海镇建立了

“北京农学院延庆县四海镇农业科技综合服务
试验站”。该试验站的主要任务就是针对四海
主导产业发展中的基础性瓶颈问题，开展关键
共性技术科研协作攻关和推广服务。

万寿菊是四海花卉产业的第一主打产业，
种植面积达 3000 亩。但是，由于连作以及沟域
内特殊的气候条件，四海万寿菊近年来病害频
发，严重影响产量及景观效果。

成立农业综合服务试验站后，农学院教
授张克中和刘正坪带领万寿菊研究小组，寻
找万寿菊病害发生的原因，研究防治对策。经
过两年多的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四海万寿
菊 9 月病害发生率由 2013 年的 87.2%降至
2014 年的 8.3%。

作为四海花卉产业的第二主打产业，四海
茶菊种植面积约 1650 亩。在田里，吸一吸鼻
子，便可以闻到菊香阵阵。然而，由于茶菊多年
采用扦插繁殖，部分村落多年连作，植株积累
了较多病毒，植株变矮、产量降低、品质变劣。
北京农学院组培中心姬谦龙教授于 2012 起不
断给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繁育茶菊脱毒种苗，
保证了四海优质茶菊种苗的可持续供应，为四
海茶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技保证。

我国首艘自升自航式海工船装上高铁动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倪思洁）“十年磨一
剑，不敢露锋芒；再磨十年剑，泰山不可挡。
这就是做科研应该有的精神。”9 月 28 日下
午，年近八旬的中科院院士王乃彦为听众们
作了一场近一个小时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报告，主题是“科研工作中的诚信”。

在北京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
育领导小组的组织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等单位的新入学研究生、高年级本科
生、新入职的研究生导师和研究院所的青年
研究人员 800 多人，齐聚北京师范大学的学
生活动中心。

报告会的开幕致辞中，中科院院士顾秉
林回忆：“5 年前，也是在刚开学的时候，中国
科协组织了十多位科学家到清华园为 4000
多名学生举行报告会。当时，我作为北京市
科协主席、清华大学校长，也主持了这样一
场开幕致辞。”

如今，头发早已花白的顾秉林依然清晰
地记得，在那场致辞中他谈了三点看法：一、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是为了维护崇高的科
学荣誉，着眼于学生本身的健康成长；二、学
风道德建设要一手抓宣传教育，一手抓制度
完善；三、如今社会的浮躁之风日盛，大学很
难独善其身，大学要能够担当起引领社会风
气的责任。

5 年后的今天，在北师大的主席台上，为
重申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他郑重地将王乃
彦院士请上了讲台。

在听众们的掌声中，王乃彦颤巍而急促
地迈步上台，脱帽向听众们鞠躬致谢。不少
学生拿起相机，拉近焦距，为这位白发苍苍
的核物理专家留影。

“今年刚好是核爆炸 50 周年，‘两弹一
星’‘载人航天’的爱国、爱党精神很值得我
们学习。”王乃彦说。

回忆起当年在戈壁滩实验场上的经历，
他与听众们分享道：“为了两弹事业献身的
大有人在，我们拥有的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精神———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
畏险阻，任凭天空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

头顶烈日，明月当营帐，饥餐沙粒饭，笑谈渴
饮苦水浆。”

报告中，王乃彦还详细地向在座师生讲
述了英国数学家 Andrew Wiles 获得特殊菲
尔茨奖（Special Fields Award）的经过，倡导大
家在科研中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还为师
生们分析了巴尔的摩事件，告诫大家投机取
巧最终只会身败名裂。

“不管多高的声誉地位，都要坚持科学
道德。我有两句话想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宁静而致远，勤俭以修身。生活的质量和水
平，不仅和生活物质的水平有关，更重要的
是和生活的思想境界水平有关。”王乃彦话
音一落，又是一片掌声。

在持续不断的掌声中，王乃彦再次向听
众们鞠躬致谢，颤巍地走下讲台。

“王老师的科研水平，可能我一生也达
不到，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真理不懈追求
的精神和严格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的做法，会
让我一生受用。”听完报告后，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新入职的研究人员陈震如是感慨。

北京市举行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院士专家强调：

做科研应该拿出磨剑精神

本报讯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以“文化遗产空间观
测与认知”为主题的第 487 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与会专
家指出，国际上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方兴未艾，应发
挥我国遗产大国优势及空间技术优势，抢占空间技术
与文化遗产有机结合研究的制高点，形成中国在该领
域的优势，并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与文化遗产
空间技术中心设在我国的条件，为国际该领域发展作
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介绍了光学、微波、激光雷达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导航定位技术、虚拟现实、物联网、
大数据等在考古中的作用与前瞻，分析了全球性空间技
术与文化遗产研究的进展，提出了建立“空间考古学”的
建议与措施。

专家认为，构建“空间考古学”的时机已经成熟。“空
间考古学”中的空间技术首先是发现的能力，其次是提供
研究与分析手段，再者是对未知遗址的预测功能。

专家强调，当前空间技术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缺
乏总体性布局，关于文化遗产的空间观测特性、机理以
及遗产赋存环境对全球变化、自然灾害的响应等基础
研究缺乏。亟须从全局出发，构建文化遗产空间观测与
认知体系，开展理论—技术—应用的一体化系统研究，
重点开展文化遗产信息的空间探测理论与方法等重大
科学问题研究。 （潘锋）

构建“空间考古学”
时机已成熟

香山科学会议香山科学会议

本报讯（记者陆琦）“如何保护好海岸带生态环境
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发展好海洋生物技术、利用好海
岸带生物资源，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9
月 27 日，在烟台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海岸带生物学大会
上，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姜清春如是说。

姜清春指出，随着人口与城市的过度集中、社会与
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岸带资源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

据统计，中国大陆 12 个沿海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面
积虽只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14%，却集中了全国 50%
以上的大城市、40%的中小城市、60%的国内生产总值。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员约翰·范德米尔直
言，人类活动的过分集中，社会与经济的高度发展，不
可避免地对海岸带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生态环境
不断恶化，海岸带逐渐成为一个地圈的脆弱带。

“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交叉研究和国际合作，
开发新的生物技术，为保护和科学利用海岸带资源提
供支撑。”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所长骆永明说。

与会专家希望，由中科院主办的国际海岸带生物
学大会能够成为一个多元、跨界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国际海岸带生物学大会

海岸带生物学研究
要多元合作

本报讯（记者成舸通讯员李承夏）由国际种子科学
学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国际种子科学会议日前在长沙闭
幕。为期 4 天的会议上，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 350 余
名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围绕“种子科技、粮食安全与可
持续发展”的主题，从植物种子的发育与休眠、种子萌发
与种子质量遗传改良、种子胁迫耐性与种质保存、种子生
态、种子工程与生物技术、杂交种子 6 个方面开展了广泛
而深入的研讨。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本届会议的组委会主席
和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袁隆平表示，种子质量不仅关系
到农业生产，也关系到社会安定、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种
子科学与技术在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
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他认为，本届会议的举办是中国种
子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对于提升中国种子科技的
研发水平、增强种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种子科学学会是全球范围内从事种子科学与
技术研究的专业性学术团体，每 3 年会召开一次综合性
学术会议。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农业大
学、中国植物学会种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
同承办了本届会议。

种子科技关乎
世界粮食安全与发展

国际种子科学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