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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讯（记者李晨 见习记者胡璇
子）今天，“2015 年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在京召开，会上
首次以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名义正式发布《中
国农业展望报告（2015-2024）》（以下简称《报告》）。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主旨报告中介绍说，自
2002 年以来，中国农业信息分析预警团队围绕主要农
产品国内外市场形势，进行了长达 12 年的潜心跟踪研
究。此次发布的《报告》，是中国农业信息分析预警团队
在一定宏观经济、农业政策、气候条件、科技创新、资源
禀赋及国际市场变化等特定假设条件下，采用中国农
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发的中国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

（CAMES 模型系统）作出的基线预测。
《报告》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农业将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单产水平提高将成为主要增产因素，农业产业
链将进一步拓展延伸；粮棉油糖肉蛋奶等主要农产品
生产继续稳步发展，农产品市场供需继续保持平衡态
势，“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目标能够实
现；农产品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产品价格在成本
推动下总体呈上移态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
国内外农业互动融合明显增强。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15-2024）发布

十年后沙尘暴或卷土重来
姻本报记者王珊

最近，北京地区遭遇自 2002 年 3 月以来最
强沙尘天气。事实上，此次北方内蒙古、甘肃、宁
夏等 11 个省（市、区）都遭遇了大风、沙尘天气。

这已是我国北方今年经历的第 7 次沙尘天
气，其中两次为强沙尘暴。相关专家日前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前几年的“低调温
顺”相比，我国或将进入新一轮沙尘暴高发期。

沙尘暴有高发趋势

丰富的沙源、强风和空气不稳定性是沙尘天
气形成的 3 个必要条件。“冬天降水少，土壤湿度
低，解冻以后的土壤会相对疏松，遇风很容易刮
起来。”中科院院士吴国雄说。

而此次强烈沙尘天气的大范围出现，让专家
们再次聚焦沙尘暴暴发周期规律。

2005 年，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在比对了 1960～2000 年我国北
方地区春季沙尘暴数据后发现，绝大部分地区的
沙尘暴集中在 2 年左右和 5～6 年两个周期段。

中科院大气所一位研究人员则告诉记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沙尘暴暴发出现周期性
趋势，即每隔 10 年左右就相对有一次大暴发。

上述研究员说，沙尘天气已显示出明显的周
期规律，我国有可能进入新一轮沙尘暴频发期。

其实，2004 年，中科院寒旱所研究员李栋梁
就曾提出这一说法，并预计 2030 年前后中国北
方沙尘暴将进入新一轮的相对活跃期。

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表示，不能因
为一次或两次沙尘暴的出现，就作出我国沙尘暴
有复发趋势的断言。

对此，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研究员穆桂金说，
从观察来看，沙尘天气在次数上没有明显增多趋
势，但在强度和影响范围上有所增加。这可能与

日益丰富的尘源有关系，如建筑扬尘增多、绿洲
新垦土地面积快速增长等。

防护体系有短板

在很多专家看来，此次沙尘天气的强势来袭
与防护体系出现的短板有着很大关系。

从 1979 年起开始实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
其防护能力近几年开始变得薄弱。近些年，当时栽
种的树木进入过熟衰老期，防护林出现较大规模
的树木死亡。以北京上游的张北地区为例，2013 年
的数据显示整个坝上地区现有杨树防护林 152.9
万亩，其中 141.8 万亩达到过熟期，且伴随着缺水
问题，衰死和濒临衰死面积高达 50.7 万亩。

树木老了，需要进行更替。沈国舫说，更替期
间，防护林的防沙能力会受到一定削弱。

“现在部分地区已开始考虑更换树种如樟子
松，或者栽植一些灌木。不过，既有的投入依然实

现不了成本的全覆盖。”沈国舫说。
此外，“沙尘的治理目前还局限于对农田和

工程造成危害的地区。绿洲之外的沙漠地区，无
论是科技力量还是资金力量，几乎没有。”中科院
新疆生地所一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关注春季第一场风暴

每年 3 月中旬至 4 月初，北方地区都会有一
场很强的沙尘天气，或演变成强风、浓密度沙尘
混合的黑风暴灾害天气。这是穆桂金一直强调要
特别关注的早春“第一场风暴”。

在穆桂金眼中，这恰恰是最危险的一次沙尘
天气。“这个时候，植物还未发芽展叶，防护体系
的作用还发挥不出来，农田也基本没有作物覆
盖。”他告诉记者，今年 4 月 15 日全国范围内的
沙尘天气就是这样一次强天气过程。

在专家看来，目前是时候对多年的风沙治理
经验进行总结和梳理，即在基本防护体系已经建
立的基础上，从以往大范围的面上治理转到具体
的细节上。

近年来戈壁上道外行驶带来的影响也开始受
到关注。“历经千年形成的砾石覆盖层被破坏后，一
旦遇到强天气过程就会形成丰富尘源。”穆桂金说。

完善预警系统也在进一步考虑中。上述大气
所研究员说，要加强对沙尘暴预警系统的建设，尤
其在沙源强度估算上，这直接影响着预报准确度。

官方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本报北京 4月 20 日讯（记者郑金武）今天，北京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
划（2014-2017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在“首都蓝天行动”
方面取得的成果。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张光连介绍说，行动计
划实施一年来，北京市科委已立项支持 70 余个项目（课题），
为该市改善空气质量提供了科技支撑。

据了解，“首都蓝天行动”是去年 4 月发布的行动计划确
定的 12 个重大专项之一，共部署 4 项重点任务：大气污染成
因与预警预报研究、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广应用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汽车、重点污染源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张光连介绍说，北京市科委部署了研究大气污染现状、
成因及预警预报技术，开发源解析分析仪器及排放监测设
备，为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积极制定
完整的政策体系，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

针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粉尘颗粒物、餐饮油烟等
污染物减排，北京市科委推动开发形成了低温脱硝催化剂、喷
淋式烟气余热回收设备、炭吸附油气回收系统等一系列新技
术新产品，推动重点污染源防治，并积极推动农村地区压减燃
煤、燃煤替代工作。

据悉，北京市科委今年还启动“‘首都蓝天行动’科技示范
工程后补助项目”招标工作，拟在京津冀范围内评选一批技术
先进、实施效果好、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工
程，作为“首都蓝天行动”的典型案例给予后续补助支持。

同时，4 月 11 日，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科技部门联合
推动成立“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该
联盟整合京津冀钢铁生产企业、节能减排机构、高校院所及金
融机构等 70 余家单位，搭建“政产学研用”产业融合发展平
台，打造一条京津冀钢铁行业的生态价值链。

70余科技项目支撑首都改善空气质量

北斗有了“中国芯”

“龙芯”上天，意味着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在自主可控
的征程上迈出关键一步———

本报讯（记者王璐）“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突破百
万暨科学与国际合作论坛”日前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举行。中心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博奥生物集团总裁程京表示，截至 4 月 15
日，我国使用耳聋基因筛查芯片筛查的总人数已达 120
万人，这是全球最大规模使用分子检测技术对遗传性
疾病所作的筛查。

程京介绍说，在 120 万人中，共发现 1569 名先天性
聋儿、3556 名药物性耳聋敏感儿。同时，每位药物性耳聋
敏感儿的家庭中，平均至少有 10 名母系家族成员属于药
物性耳聋高危人群。这意味着仅药物性耳聋基因筛查工
作，就可避免约 3.5 万名敏感人群发生药物性耳聋。

据了解，2009 年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研发出全球第一张耳聋基因筛查芯片。2012 年 4 月 1
日，北京市率先对该市新生儿进行免费耳聋基因筛查。

会上还启动了“百千万亿计划”，力争在未来 5 年
采用生物芯片技术，支持各地以公益、为民办实事等方
式再新增服务人群 1000 万；实现耳聋基因筛查直接、
间接造福人群一个亿，以全面建立起我国应对遗传性
耳聋的有效预防基础。

我国耳聋基因筛查
突破百万人

本报北京 4月 20 日讯（记者李晨）今天，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等 23 个部门联合主办的 2015
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在京启动。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2014 年，国家知识
产权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 92.8 万件，同比增长 12.5%，连
续 4 年位居世界首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9
件，同比增长 22.5%；商标有效注册总量达 839 万件，继续
保持世界第一；作品登记量为 99.2 万件，同比增长 17.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达 21.9 万件，同比增长 33.1%。
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大
国地位更加巩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据悉，组委会各成员单位将单独或多部门联合开
展重点活动近 70 项，其中最高法院将发布《中国法院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4）》，海关总署将发布 2014
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十佳案例，版权局会发布 2014 年
度《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及中国的软件正版化工作
进程》白皮书等。

2015 年全国知识产权
宣传周启动

4 月 19 日，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据悉，新馆位于南北高架西侧的静安雕塑公园内，
是世界上首座按“主题制”布展的自然博物馆，“鹦鹉螺”式的建筑结构独具匠心。来自七大洲的 11000 余件
标本和模型、4400 余项展品展项，细说着地球自然历史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黄辛摄

近日，有北京市民反
映，根据首都图书馆历史文
献阅览室规定，阅读该阅览
室图书需要具有研究生及
以上文凭，或是具有中级以
上职称的专业研究人员。这
一规定被读者质疑“有歧视
嫌疑”。为此，有记者前往首
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
探访。工作人员表示，确实
有此规定，但规定的目的是
为保护古籍等历史文献，减
少使用频率。

首图古籍借阅规定看
似有歧视低学历之嫌，但
实际上并不为过。须知古
籍数量极为有限，很多古
籍版本异常珍贵，往往只
有寥寥可数的几本乃至孤
本。古籍的稀缺决定了其
必须得到善待，使其避免
遭受意外损坏，以致酿出
无法弥补的后果。

同时，由于古籍的纸张、
油墨和印制方法与现代书
籍存在很大区别，其保存方
式也迥然不同。加上历经数
百年之久，许多古籍纸张已
经干脆酥松，极易破碎损毁，
因此需要在恒温、恒湿的静
止状态下保管，非必要时一
般不对外借阅。即便因研究
需要，读者翻阅时也要格外
小心翼翼，并在限定条件下
阅读，不能借出图书馆。

普通民众没有掌握阅读保管古籍的
专业知识，如果方法不正确的话，容易对
古籍造成破坏。同时，除了部分常见的古
籍因市场需求量大已经影印出版发行，绝
大部分古籍只具备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
属性，仅是专业学者才有借阅研究的需
求。这也是为何首图古籍借阅规定要限制
学历和职称。此举确是为了保护古籍文
献，降低直接使用次数，让古籍寿命延长
得更久些。

古籍是古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记
录了先人的知识智慧、社会文化、历史记
忆等，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呵护。因此，对于
首图古籍借阅规定一事，公众应理性看
待，不要误解首图保护古籍的用意。

不过，当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古籍
数字化保存成为大趋势。虽然我国古籍
种类浩如烟海，版本繁多，但对其进行
数字化保存已是当务之急。假若能完成
这项浩大的工程，对于普通读者来说，
如果确实有需要，便可借阅数字版古
籍。如此一来，既能达到保护古籍的目
的，又可善用古籍，降低古籍普及传播
成本，使其惠及全体民众。

（作者系浙江省台州市公务员）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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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3 月 31 日，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多了一
位新成员。作为第 17 颗北斗卫星，这位新成员
接过了“自主可控”的接力棒。据该卫星总设计
师、来自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的林宝军介
绍，这颗由中科院负责研制的新一代导航卫星
大量使用国产化器部件，并首次使用中国制造
的“龙芯”中央处理器（CPU）。

4 月 20 日上午，新一代北斗卫星上装着
“中国芯”的计算机正式开机，意味着我国卫星
导航系统在自主可控的征程上迈出关键一步。

性能好过“买来的”

据媒体报道，在最近发射的新一代北斗卫
星上，部件的国产化率达到 95%，而作为最核
心的元器件，CPU 的自主化也受到较高关注。

“此次搭载的处理器是‘龙芯’的两款芯
片———龙芯 1E 和龙芯 1F 抗辐照处理器。”中
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中科院复杂航
天系统电子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安军
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安军社表示，新一代北斗卫星上有 3 个被称
为“单机”的黑盒子，每个约有 4 本 400 页的 32
开图书摞起来那么大。其中两个黑盒子里，每个
装了 2 片龙芯 1E 芯片和 4 片龙芯 1F 芯片。

“这两个黑盒子的主要任务是用于完成星
间链路的数据处理，即支持北斗各颗卫星之间
的通讯数据处理任务。龙芯 1E 负责进行常规
运算，龙芯 1F 完成数据采集、开关控制、通讯
等处理功能。”安军社说。

“目前，与我们在国际上能买来的芯片相
比，龙芯 1E 和龙芯 1F 的性能还是要更好一
些，处理能力和可靠性也与国际上能买到的持
平。”安军社告诉记者。

辐射是最大威胁

对于计算机芯片处理器来说，从地到天，
不只是送上去那么简单。

银河宇宙辐射、地磁捕获辐射、太阳粒子
事件，宇宙中的各种辐射是卫星上处理器面临
的最大环境“威胁”。

“这些辐射会对元器件造成物理损伤。”安

军社举例说，辐射的总剂量效应会使芯片的性
能不断下降，直到坏掉；高能的粒子打到芯片
里，会直接损坏芯片的内部工艺，使电流突然
增加，最终导致芯片烧毁。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章立生介绍说，“龙
芯”处理器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设计，而抗辐
照成了作为用户的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和上海
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对龙芯一号的最重要需求。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总工程师胡伟武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就目前
国际在轨运行的卫星来看，芯片的抗辐照能力
是一大技术难点。

记者了解到，我国使用的大部分元器件抗辐
照能力较差，加之受到国际禁运的限制，能买到
的处理器性能有限。正因如此，对元器件抗辐照
能力的要求成为国家战略性需求。

早在 2006 年，中科院计算所就开始研究
抗辐照加固技术。“十五”期间就已基本掌握此
项技术，并在“十一五”期间走上产业化道路。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也在为此努力。
安军社介绍说，在设计上，一方面努力减少电
荷的累积效应，另一方面通过隔离措施，防止
芯片在受到高能粒子撞击时出现电流不断增
加的情况。掌握技术后，他们又花了大量时间
将芯片“装进”设备。

“龙芯 1E 和 1F 抗辐照芯片成功进行星载
应用，表明中科院已经掌握抗辐照的设计能

力。”胡伟武说。

“全部换成国产的”

为让“龙芯”顺利上天，曾有近一年的时
间，负责做龙芯 1F 外围接口研制的中科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周莉几乎把办公室
搬到了计算所里。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待在计算所做仿真
调试、验证工作等实验，基本上是‘5+2’‘白 +
黑’的节奏。”周莉告诉记者。

在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的统筹下，为了一
个共同的目标，中科院研究所之间的合作越发紧
密起来。在胡伟武看来，“龙芯”上天充分体现了
中科院的综合实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龙芯’已逐渐从纯研究
为主转向跟应用和市场紧密结合。”胡伟武表
示，用户的督促也使其技术水平螺旋式上升。

对于未来，胡伟武表示，中科院计算所、自动
化所、微电子所、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等机构可在中科院的统一规划和领
导下共同构建星上计算机的体系架构。“星上计
算机要形成体系，并最终实现全面的国产化。”

安军社则告诉记者：“我国星载处理器的
性能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十三五’期间，我
们还要在提升 CPU 性能上继续努力，最终把
星载设备全部换成国产的。”

最近，北京地区遭遇自 2002 年 3月以来最强沙尘天气。事实上，此次北方内蒙古、甘肃等
11个省（市、区）均遭遇大风沙尘天气。这让专家们再次聚焦沙尘暴暴发周期规律———

北斗导航卫星工作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