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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所隗

“全所发表各类科技论文 762 篇，其中
SCI、EI 收录 526 篇；申请发明专利 381 项，授权
235 项，其中美国发明专利 2 项。”新疆理化所所
长李晓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十二五”期间，
新疆理化所新立科研项目 801 项，创历史新高。
各类项目的申请与获批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更是达到历史最优。

从以上数字看，新疆理化所在过去的五年
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高。作为第一完成人或
第一完成单位，新疆理化所实现了国家奖零的
突破：获 2014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自治区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 项、自治区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9 项、2014 年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

奖 1 项、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科技贡献
奖（二等奖）2 项。

而这些进步的原因，李晓认为和过去的五
年研究所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分不开。

“研究所引进了一批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和青年
骨干，其中‘百人计划’14 名，国家‘青年千人计
划’20 人。目前研究所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已达
123 人，占比 51.25%。在大力开展引进人才工作
的同时，研究所也重视现有人员的培养，五年共
培养在职博士 24 名。”

在“走出去”上，由于地靠中亚，新疆理化所
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成型工

艺中试平台、综合实验楼、专家公寓等已完成设
计，并在 2016 年春季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建
成。”李晓 2015 年 11 月陪同中科院院长白春礼
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得到对中心各项工作
的充分肯定。

白春礼指出，中亚药物研发中心作为中科
院第一次在海外建立的科教中心之一，建设意
义重大，搭建这样的国际合作平台，符合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中科院院“走出去”战
略的实施。他希望将中心建设成为一个功能完
善、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研发平台，为我国传
统文化、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中亚，以及把乌兹
别克斯坦当地药物引进到中国作出贡献。

“十二五”收官 多项历史最优
淤

于

一路走来，经过“美丽的蜕变”，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理化所）在“十二五”收官之年
完成了“一二四”任务。在中科院的验收评估中，新疆理化所 2 项重点培育方向获优秀。

在新疆理化所的两项重大突破中，治疗白
癜风创新维药研制形成了一支多民族融合的
民族药创新研究团队。该团队获得化合物 320
个，其中新化合物 67 个、新骨架化合物 5 个，
合成衍生物 90 个。

驱虫斑鸠菊是白癜风特效药。新疆理化
所研究人员确定了驱虫斑鸠菊有效部位，完
成了制备工艺、中试及药效学研究，阐明了有
效部位的作用机制。

“15TB 容量的维哈柯文基础资源库，在
全疆双语学校推广应用，应用覆盖率达 65%
以上，培训中小学教师 18 万人次”。新疆理化
所的第二个“突破”实现双语教学软件规模化
应用是惠及新疆面积最广的科研成果。

研究人员提出了新疆双语教学软件平台
设计思路和总体框架，研发出适用于不同应
用群体、应用终端的系列双语学习智能软件
系统，成果取得软件著作权 19 项，发表论文
15 篇，制定地方标准规范 1 套 5 项。

新疆理化所的四个培育方向也有可喜的
进展。在油田工程环境污染治理方向中，科研
人员针对油田聚驱污水、高含盐污水、含油污
泥、重金属污染等不同污染源的特点，开展光

催化材料与高级氧化技术、多功能吸附材料、
微生物环境技术的研究，制备出吸附、催化降
解类环境功能材料 15 种，获中国发明专利授
权 12 项，向自治区政府提供咨询报告 1 份。

新疆理化所开发的一套针对新疆油田聚
驱污水的集成化处理装置在克拉玛依得到用
户好评。此外，新疆理化所制备的粘土基汞离
子高效选择性吸附材料在天业集团完成了工
业验证，正推进材料产业化。

星用光电成像器件辐射损伤及抗辐射加
固技术是新疆理化所“四个培育”之二，属于
航天科技的一部分，也是新疆理化所的强项。
通过五年的培育，该方向形成了稳定的研究
方向和持续发展能力。成果在国产器件研制
考核、航天器件选型评估中得到应用。新疆理
化所先后与航天一、五、八院建立了联合实验
室和签约实验室，已纳入航科集团元器件保
障技术体系和国家级宇航器件应用验证中心
签约实验室规划。

新疆是我国公共安全的重点地区，近年
来，新疆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对物联网技术
提出了新的需求，尤其在监测、预警技术等方
面需求迫切。“感知边疆网络集成技术”方向

正是据此而培育。
通过几年的努力，新疆理化所在兄弟所

的合作下，建立了感知边疆网络计算实验平
台，研发出物联网综合监管处理平台。并提出
了感知边疆网络集成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
的体系框架，形成了系统解决方案，研发出新
疆车载气瓶电子监管系统、边防无线链状感
知系统，成果在新疆公安、边防和质监领域示
范应用。其中“感知边疆网络集成技术新疆车
载气瓶电子监管系统”制定了地方标准 6 项、
取得软件著作权 8 项、软件产品登记 1 项，在
全疆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在“深海快响应温度监测材料与器件”培
育中，科研人员突破了两项关键技术。研制出
响应时间达到 6.9 毫秒、精度达到 0.001℃、稳
定性 0.001℃/ 月，可用于深海 3000 米、6000 米海
洋温度探测用的两种热敏电阻材料及元器件。由
于技术打破了国际垄断，得到成功应用，实现了器
件国产化，该产品得到用户单位高度赞誉。

其中，“星用光电成像器件辐射损伤及抗
辐射加固技术”和“感知边疆网络集成技术”
两个重点培育方向在中科院开展的研究所

“十二五”验收领域评估中获优秀。

“一二四”收获可喜进展

“蜕变”之后谋跨越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本报讯 近日，受青海省玉树市政府和
水利局邀请，中科院自动化所复杂系统管
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喻俊志、
助理研究员吴正兴、博士生刘金存等人，携
带自主研发的两条仿生机器海豚在玉树禅
古水库开展野外水质监测验证试验。

据悉，该仿生机器海豚在上位机系统
的控制下实现直游、偏航、上浮、下潜等功
能，同时将其在巡游过程中采集到的水质
参数，如 pH 值、温度、电导率等实时上传
给上位机系统并显示。

喻俊志介绍，面向水质监测的仿生机

器海豚系统具有监测效率高、监测范围
广、对待测水域无污染等优点。基于仿生
机器海豚的动态水质监测试验的成功进
行，不仅可为三江源水源保护提供数据
基础，而且为动态自主水质监测提供了新
的技术手段。 （沈春蕾宋琪）

仿生机器海豚开展野外水质监测验证试验

现场

进展

本报讯 近日，国际刊物《古脊椎动物杂志》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蒋顺兴、汪筱林等对一
件来自辽西热河生物群古翼手龙超科梳颌翼龙
科新标本的研究成果。

热河生物群中的翼龙化石主要产自热河群
下部的义县组和上部的九佛堂组，其中义县组主
要以古翼手龙超科为主，而九佛堂组主要以准噶
尔翼龙次亚目为主。这一产自辽宁建昌喇嘛洞下
白垩统九佛堂组的标本，首次明确了九佛堂组包
含古翼手龙类成员，也是目前世界上时代最新的
古翼手龙类，增加了古翼手龙类的时代延限。依
据其翼指骨之间的比值、牙齿形态和数量、齿列
的长度以及胸骨和乌喙骨的形态而与其他古翼
手龙类相区别，据此建立了一个新属新种：热河
剪嘴翼龙。

由于这一标本保存有较为完整的胸骨，胸骨
是翼龙飞行的重要骨骼，而且在翼龙中相对保存
较少，因此，这一研究选取了翼手龙型类的所有
较为完整的胸骨进行了几何形态分析，发现胸骨
形态变化第一和第二主成分分别是胸骨的长宽
比和胸骨前突的相对长度。之前的系统发育分析
中翼龙胸骨特征的选择多为整体形态，通过这一
研究，研究人员将翼龙胸骨的整体形态细分为胸
骨的前缘、侧缘和后缘的形态三个部分，有利于
对胸骨进行更好的比较。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辽西及其周边地区
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翼龙产地之一。近年来依然
有许多重要的翼龙化石及化石产地被发现，它们
分属于两个不同生物群：早白垩世的热河生物群
和晚侏罗世的燕辽生物群。

“热河生物群有了 2 个新属新种———热河剪
嘴翼龙和珍妮林龙翼龙，使得热河生物群目前记
述的翼龙种类达到了 8 科 31 属 34 种。燕辽生物
群中也报道了 1 个新属新种———娇小道虎沟翼
龙，以及对数件新标本的研究成果，使得燕辽生
物群的翼龙种类达到了 4 科 14 属 16 种。”这是
古脊椎所研究员汪筱林团队的最新捷报。

其中热河生物群产出的化石绝大部分为进
步的翼手龙亚目，仅有一个蛙嘴翼龙类的属种；
燕辽生物群主要为处于翼龙基干位置的非翼手
龙类，其中悟空翼龙类的成员数量和种类都比较
多。目前，热河生物群和燕辽生物群成为世界范
围内翼龙类型多样性最大的两个生物群之一，同
时也使辽西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全世界翼龙化石
最重要的产地之一。

在燕辽生物群翼龙化石研究方面，程心、蒋
顺兴等对一件产自辽宁建昌玲珑塔新的悟空翼
龙类化石的展开了研究。他们依据其局限于头骨
前端的前上颌骨脊、稀疏的牙齿等特征使其与其
他悟空翼龙科的成员相区别。该研究首次将全部
已知的悟空翼龙类成员包含在新的系统发育分
析中，证实了悟空翼龙科的单系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标本也是第一件保存有
愈合的前耻骨的悟空翼龙类标本，为确定悟空翼
龙类的个体发育特征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的翼
龙个体发育学研究显示，翼龙头后骨骼的愈合顺
序为：荐椎、远端腕骨、近端腕骨、肩胛骨和乌喙
骨、腰带骨骼、翼指骨及其伸肌腱突。这一标本的
翼指骨及其伸肌腱突已完全愈合，而两个前耻骨
未愈合完全，说明前耻骨的愈合在悟空翼龙类个
体发育中处于非常靠后的阶段。 （王晨绯）

翼龙化石又添新种属

古脊椎所 隗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新疆理化所组织了
10 多次战略研讨，李晓深入各研究室进行了 5
至 7 次战略研讨。

“经过近半年的战略研究，研究所明确了
‘四个加强、三个强化、一个建成’的使命定位、
发展目标及三个突破和五个培育。”李晓说。

这里的四个加强分别是：加强维药现代化学
科建设，推进维吾尔医药的现代化、标准化、产业
化、国际化；加强维哈柯文信息处理学科建设，为
新疆长治久安及“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信息化建设
提供技术支撑；加强电子元器件累积辐射效应学
科建设，为各类元器件抗累积辐射效应加固和可

靠应用提供基础原理和共性技术支撑，形成长期
稳定的空间信息服务能力；加强敏感材料与器件
学科建设，为我国航天工程、海洋工程中极端环境
探测装备所需的温度传感器提供共性技术支撑。
保持优势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

而四个强化意指：强化中科院向西开放“桥
头堡”作用，强化与中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强化
院内合作和学科交叉，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新
疆理化所争取建成国内特色鲜明和中亚有影响
力的研究机构。

在原有传统优势和“十二五”工作基础上，新疆
理化所的两个重大突破增加到了三个，即现代维药

创制、面向“一带一路”的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研究
与应用、元器件空间累积辐射效应试验技术。而重
点培育方向也新增一项，即中亚地区生物资源持续
利用、人机物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空天海洋温度
传感器研发及推广应用、多波段全固态激光器用光
电功能晶体材料、基于新疆优势资源的环境功能材
料及其在油田化工污染控制中的应用。

“十三五”开局之年，新疆理化所围绕国家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优势，面向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中亚科技合
作和国家航天与海洋需求，希冀在新的五年实
现蜕变之后的跨越。

“十三五”开局 积极部署谋跨越

新疆理化所 隗

技术生物所 隗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组织专
家对水稻品种科辐粳 7 号收获期脆秆特性进行
鉴定。据悉，此品种适合秸秆还田，由中科院技术
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技术生物所）
和安徽皖垦种业公司共同选育。

在怀远县龙亢农场，专家组考察了科辐粳 7
号及对照品种天协 1 号试验示范田。两品种均处
黄熟期，生长正常，无病虫害发生。对比发现，科
辐粳 7 号秸秆刚性较强、折断相对较脆，田间生
长整齐一致无倒伏。

现场利用奇瑞重工“谷王”收割机（已卸载粉
碎装置）进行田间收割作业显示，科辐粳 7 号秸
秆粉碎效果好，而天协 1 号秸秆基本保持完整、
破碎率低。室内考察测量显示：粉碎后的科辐粳
7 号长度 10 厘米以下秸秆占 58.8%，是天协 1 号
4 倍多，表明科辐粳 7 号不但秸秆易粉碎、适合
还田，还兼具丰产、抗病虫和“脆而不倒”的特性。

水稻秸秆抗折能力与秸秆组成细胞壁成分关
系密切，物理诱变是获得细胞壁成分变异突变体的
有效手段。而秸秆细胞壁成分变化通常会导致茎秆
和叶片变脆、抗折能力下降、倒伏风险增加。

为此，技术生物所研究员吴跃进带领团队通
过大量诱变，创建了系列茎秆机械强度改变的水
稻脆秆突变体。科研人员通过广泛筛选不同抗折
力的水稻突变体，育成前期不脆、成熟期表现茎

秆脆性、脆而不倒的新品种科辐粳 7 号。
吴跃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该品种具

有优良的农艺生产性状，正常栽培条件下亩产可
达 600 公斤左右，对稻瘟病表现抗性好，米质优。
由于秸秆木质纤维素变化，其秸秆降解时间比正
常水稻秸秆缩短约 1/4。此外，作为牛羊等反刍动
物饲料，脆秆水稻秸秆纤维素减少，营养价值高、
口感好、易消化，拓宽了秸秆的利用途径。”

今年，科辐粳 7 号参加了安徽省农委品种审
定绿色通道，在全省多地进行产量比较试验、抗
病虫鉴定和生产试验示范，旨在全面评价该品种
的丰产性、抗逆性、品质、脆秆和抗倒伏性能，为
早日进入规模化生产应用奠定基础。

我国农业秸秆焚烧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问题突出，实现秸秆资源高效利用、节能减排
是中科院“第二粮仓”STS 预研项目“淮北科技增
粮县域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重要内容之一，技术
生物所研究员吴丽芳是项目负责人。

该项目以皖北中低产田提质增效为目标，进
行周年农业全产业链高新技术集成和示范，先后
在涡阳、龙亢农场、太和、定远等地建立基地，打
造绿色高效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发展转型和
县域科技增粮示范样板，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第二粮仓”科技计划提供可复制推广样板和建
设方案。 （沈春蕾詹玥）

“脆而不倒”的科辐粳 7号
通过脆秆特性鉴定

仿生机器海豚赴青海开展野外水质监测试验
科研人员与仿生机器海豚合影

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