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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科技”实现苹果手机双系统运行
本报讯（记者丁佳）近日，由海马玩自主

研发的一款专为苹果智能手机（iPhone）打造
的高端智能外设———机甲在北京发布，该产
品 是 全 球 首 款 能 够 让 iPhone 手 机 实 现

“iOS+ 安卓”双系统的智能硬件。
机甲是一款拥有多项专利技术的“黑科

技”新品。用户给 iPhone 装上机甲之后，不仅
能够同时获得两部手机的一切功能，还以一

部手机的形态极大地改善了使用两部手机
的烦恼。

海马玩创始人兼 CEO 党劲峰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这个产品就是面对 iPhone
用户的一些‘痛点’需求，去提升用户体验。”
给手机戴上机甲后，用户就能通过 iPhone 上
的“机甲”手机应用实现“iOS+ 安卓”双系统
实时热切换，进入完整的安卓系统，使两大

系统一体共生，极大地丰富了智能手机的使
用场景和体验。

同时，机甲还能为 iPhone 实现双卡双
待、扩容、充电、手机管理等特色功能。机甲
可让用户在同一部手机双开 QQ、微信等社
交软件，能为 iPhone 提供额外的存储空间。
此外，机甲的内置电池可给 iPhone 提供额外
电量。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高原鳅属鱼类是青藏高原三大鱼类
类群之一。早期关于高原鳅属鱼类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的研
究提出，高原鳅这一类群的起源、进化与青藏高原的隆升密切
相关。此前已有研究基于线粒体基因组数据来探讨高原土著
动物的适应性进化，但至今尚未有从线粒体基因组视角来阐
释高原鳅属鱼类这一类群对高海拔环境适应的遗传机制。日
前，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何舜平团队揭示了高原鳅属鱼类起
源及其高海拔适应性进化机制，相关成果发布于《科学报告》。

科研人员通过测定 32 个鳅超科鱼类的线粒体全基因
组，结合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数据库已公布的 64 种
鳅超科鱼类的线粒体基因组，探讨了高原鳅属鱼类的起源，
并为高原鳅属鱼类在适应高海拔环境过程中线粒体的适应
性进化提供了全面观点。

研究表明，高原鳅属鱼类位于条鳅科自成一个单系群，
按照分化时间估算显示，高原鳅属鱼类和条鳅科其他鳅在
约 23.5 百万年前发生分歧，这一时间估计和青藏高原中新世
早期的隆起时间相一致。此外，选择压分析结果显示，高原鳅
属鱼类线粒体基因组中的 13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的非同义突
变率和同义突变率的比值显著高于非高原鳅属鱼类，这说明
高原鳅在线粒体基因组水平上呈现出加速进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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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科学驱动人类未来
姻本报记者黄辛

7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的科学
与技术前沿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近百位专家学者，以“代谢科学驱动人类未
来”为主题，以 20 多个精彩的战略报告结合
4 场圆桌会议讨论，充分展示了代谢科学的
集聚式布局在未来生命科学中的理论创新和
高端生物产业创新发展中所处的关键地位，
增进了对代谢科学体系建设的深度认知。

鉴于“今天的代谢科学战略布局关系到
明天生命科学纵深发展，乃至我国生物技术
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与会院士专家呼吁国
家、生命科学科研人员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形
成共识和合力，努力使我国代谢科学能够占
据国际战略引领地位。

前所未有的机遇

代谢科学作为生命科学基础与应用研究
理念的聚合，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它已发展
成为驱动解决人类面临的健康顽疾、粮食安
全、环境保护和绿色制造等方面重大科学和
技术问题的推手。

论坛共同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邓子
新在主旨报告中指出，近年来基因组、蛋白质

组、代谢组学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已推动生命科学快速步入大数据时代，代谢
科学通过由浅入深和循序渐进的积累、认知
和利用这些大数据，实现众多代谢体系从分
子水平向网络化互作集成、从认识分子作用
机制向设计构建新生物体系、从基础研究向
应用科学等方面的纵深质变，已经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代谢科学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带动
了微生物或植物天然产物药物的跨越式发
展。2015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授予了青
蒿素的发现者屠呦呦和阿维菌素的发现者
大村智和 William C.Campbell, 促使代谢科
学驱动的天然产物研发迎来黄金时代。在
我国实现从天然产物的资源大国到药物强
国转变的过程中，代谢科学体系的建设尤
其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它无疑是实现这个
创新转变最值得依赖的核心学科，也是全
球技术与资源对接，基础与产业互动方面
最为活跃的学科。

生物制造将成亮点

生物制造是以生物体机能进行大规模物
质加工与物质转化，其实质是以生物催化代
替化学催化工艺路线，是完全有别于石油化

工路线的新模式。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欧阳平
凯指出，目前主要用作燃料的生物质，可以转
化为重要的新型功能材料，如生物基聚氨酯、
聚己内酯、生物尼龙等生物材料在服装及医
用材料等方面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我
国如能率先攻克生物质转化这些生物材料产
业化生产难关，那就是为中国制造培育一个
未来的新增长亮点。因此，代谢科学在环保方
面也将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谭天伟认为，生物制
造将是未来各国竞争的制高点。预计到 2030
年，大约有 35%的化学品和其他工业产品来
自以生物制造为代表的工业生物技术，其在
生物经济中的贡献率将达到 39%。目前全球
工业生物技术研发投入较低，在工业生物、农
业生物和医药生物中的总量仅占 2%，远低于
医药生物的 87%。

发挥潜能 再塑功能

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杨
胜利认为，作为驱动未来生命科学与产业发
展的引擎，代谢科学从更宽广的视角围绕生
物体代谢网络中的物质转化、能量转换、信号
传递等过程，从多种代谢体系相互作用的高
度，对生命过程进行了综合的解析、预测和人

工设计，揭示了代谢网络“计量、定向、时空”
的内在规律。代谢科学已开始得到许多发达
国家政府、科技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生命科学不仅引入高通量、单
分子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新方法，同
时，数理科学“定量概念”、工程科学“设计
概念”、合成化学“合成认识概念”等思路和
策略也正与生命科学发生着深刻的交叉与
融合。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研究员赵国屏院士等与会专家认为，由
此会开启未来生命科学以系统化、定量化
和工程化为特征的“多学科会聚”研究范
式，为更深入系统地认识生命、更精准有效
地改造生物体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目
前对代谢过程的微观过程与生物个体宏观
表现的联系、代谢网络中局部调控与全局
响应等的了解仍只是冰山一角，尤其是多
学科交叉的理论及技术平台等发展与代谢
科学整体发展极不相称。必须在强化代谢
科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构建结构合理、完整
的代谢科学体系，从而推进我们对生命过
程的深度认知，最大限度实现代谢潜能的
发挥与代谢功能的再塑。相关理论和技术
的重大突破，必将对健康、食品、环保、农
业、化工等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一种反演方法获发明专利

本报讯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陈修治等完
成的“地表土壤物理参数的被动微波遥感反
演方法”近日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该发明构建了地表土壤关键属性参数（土
壤温度、表层土壤温度、土壤粗糙度）物理反演
模型，基于此方法可以反演我国乃至全球区域
的表层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和地表粗糙度分
布，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朱汉斌周飞）

两个涉海国家工程实验室
落户青岛

本报讯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准
海洋水下设备试验和检测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海洋物探及勘探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
落户青岛。

海洋水下设备试验和检测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是全国质监系统内第一个国家工程实验
室，标志着青岛市在海洋水下设备检验检测领
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海洋物探及勘探设备国
家工程实验室将搭建国际一流的海洋油气勘探
开发设备的研发创新平台、产业转化基地、标准
制定基地和人才培养集聚基地。 （廖洋）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兰州大学分营开营

本报讯 7 月 24 日，“走进科学 相约兰
大”———2016 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兰州大
学分营在兰州大学开营。来自云南、内蒙古、
甘肃 26 所中学的 230 名营员、23 名带队教师
以及 70 名兰州大学志愿者参加开营仪式。

本届科学营主题为“科技梦·青春梦·中国
梦”，由中国科协和教育部主办，兰州大学分营
由甘肃省科协、甘肃省教育厅、兰州大学承办，
活动为期 7 天，共分为聆听名师讲座、感悟文
化底蕴、体验科学魅力和放飞青春梦想四大板
块。届时，营员们将借助 GPS、指北针和地图引
导穿越未知地带，探索科学奥秘。 （刘晓倩）

“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
首讲聚焦石墨烯

本报讯近日，“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在中
国科技会堂开讲。中科院院士高鸿钧应邀作《石
墨烯产业创新发展前沿展望》专题报告，该讲堂
由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共同主办，中关村天
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承办。

目前，石墨烯材料在储能器件、改性材
料、智能穿戴等领域均获得重大突破，但受生
产技术成熟度不高、产业化应用路径长等因
素制约，我国石墨烯批量生产和应用尚未完
全实现。

该讲堂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
升级，搭建科技工作者、地方政府、投资机构、
产业园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其主题将涵
盖石墨烯技术及产业化前景、工业 4.0 及传统
制造转型升级、储能技术及产业化前景、生物
营养增强技术及高端农产品种植产业技术等
12 个专题。 （倪思洁）

360 推出两款新品

本报讯 日前，巴迪龙 2016 夏季新品发布
会在 360 公司召开，巴迪龙儿童手表 5c 和
360 儿童机器人两款新品如期发布。

360 巴 迪 龙 儿 童 手 表 5c 采 用 瑞 士
U-Blox 定位芯片，GPS+WiFi+ 基站 + 重力
感应四重定位技术，不仅定位精准，还能实
时更新孩子位置。360 儿童机器人采用语音
控制技术，精准的语义分析让其能够快速准
确理解孩子的意图。父母还可以通过 360 儿
童机器人与孩子视频通话，也能随时监控家
中场景。 （彭科峰）

揭示青藏高原雪冰中
“糖”含量影响因素

本报讯（记者陆琦）日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青藏高原研究所姚檀栋院士课题组与合
作者一起，在藏东南地区冰川雪冰中左旋葡聚糖的含量分
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面获新进展。相关论文发表在《大气
科学进展》上。

青藏高原地区冰川雪冰中左旋葡聚糖含量主要受到了
生物质燃烧排放源、烟尘气溶胶传输过程中的沉降和降解
作用等影响。但是这些过程对雪冰中左旋葡聚糖含量的影
响机理并不明确，这使得利用雪冰中左旋葡聚糖含量重建
生物质燃烧历史的解释存在疑惑。

研究人员利用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的作求普冰川和措
普沟冰川采集的表雪、雪坑以及粒雪芯样品，分析了雪冰中
左旋葡聚糖的含量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冰川雪
冰消融和烟尘传输高度的影响，雪冰中左旋葡聚糖含量的
海拔分布最高值出现在冰川物质平衡线附近；受局地降水
的影响，使得位于上风向的作求普冰川雪冰中左旋葡聚糖
含量高于下风向的措普沟冰川；藏东南地区冰川雪冰中左
旋葡聚糖和黑碳具有不同的物质来源，但是印度半岛东北
部的春季火灾排放能够引起藏东南地区冰川雪冰中黑碳含
量剧增；沉降后的融化—再冻结过程能够影响到雪冰中左
旋葡聚糖含量的再分布状况，但是在季节和年际尺度上主
要反映了原始的火灾燃烧烟尘排放情况。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7 月 20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安德荣（中）带领技术人员到陕西关中周至县、眉县多个猕
猴桃果园，调查解淀粉芽孢杆菌防治猕猴桃溃疡病的表现情况。

“红阳”“华优”等猕猴桃品种感染猕猴桃溃疡病率高达 80%。感染后树木枯死，基本绝收，且一
般农药无防控效果。安德荣团队从秦岭原始森林土壤中分离、筛选、培养的解淀粉芽孢杆菌通过现
代生物发酵生产的“绿都菌剂 1 号”能产生多种抗菌活性物质，杀菌谱广，对其病原菌具有良好的防
治作用，一举破解了该重大难题。 本报记者张行勇摄

发布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发展态势年报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近日，中科院西北研究院兰州文献
情报中心与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联合发布《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发展态势年报 2016》《通用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态
势年报 2016》《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快报》以及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情报大数据平台系列产品，来自甘肃省科技厅、发改委、工
信委、中科院兰州分院、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中科院兰州油气
资源研究中心等单位的百余名领导专家出席了发布会。

系列报告从石油钻采装备、能源化工装备、新能源装备、
生物质能源装备、机械、铸锻产品、农业机械方面全方位解读
了 2016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进展与产品研发趋势，深入解析
了全球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系统扫
描了国内外一流厂商研发动向与发展战略，并从产业动态、
技术成果、政策规划、企业动向、产业数据、业界视点等多维
度对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进行实时监测与快速报道。

发布会上还举行了“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情报中心”揭
牌仪式，中心将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政府决策、产业创
新、企业发展提供全谱段情报支撑。

中科院西北研究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等中科院西北研究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等

本报讯（记者王静）科技部 7 月 20 日发
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15》（以
下简称《报告》）显示，全国综合科技进步水
平指数比上年提高了 2.94 个百分点，2015 年
与 2014 年比较，绝大多数地区有所提升。其
中，北京和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的实力和地位已初步显现，其人力资本
和研发机构的集聚水平、创新投入的强度、
知识创造的规模、技术成果扩散的溢出效
应、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均遥遥领先于其
他地区。而且上海超越北京，排在综合科技
进步水平第 1 位。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
山分析，上海超越北京的主要原因，是北京
的环境改善指数由上年的第 13 位下降至第
14 位，而上海则从第 11 位上升至第 7 位；北
京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
占比由上年第 1 位下降至第 5 位，而上海则

从第 5 位上升为第 3 位。
另外，提升较快并超过全国平均提升幅

度的地区有湖南、河南、重庆、湖北、山东、安
徽和江苏。海南、内蒙古、云南、青海和西藏 5
个地区低于上年水平，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下
降。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介绍，中国
区域创新力监测是国务院部署的创新调查
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报告》主要是基于
政府统计调查，通过建立监测指标体系，系
统发布客观反映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创新活动特征的数据，为各级政府部门、研
究机构和社会公众打造来源可靠、分类科
学、使用便捷的数据平台，为区域创新政策
制定、创新工作开展和创新能力评价等提供
有力的支撑。

《报告》构建了包括创新环境、创新资
源、企业创新、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 5 个子

系统的监测指标体系，共 124 个监测指标。
该报告每年由科技部正式出版，已连续

发布两年，获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在过去经
验基础上，今年对监测指标进行了较大范围
的扩充。一是增加了大量与“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有关的人力资源、创新中介服务和创
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数据；二是增加了与“互
联网 +”有关的信息传输和互联网水平有关
的数据；三是将监测数据进一步细化，如：把
专利的数据细化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把企业技术获取和技术
改造经费支出细化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
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四是增
加了反映“绿色”理念的环境监测数据。

据悉，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
施，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日益
显现，区域创新能力监测的目标将逐步涉及
到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各个方面。

华南双季超级稻
产量刷新纪录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三
千斤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通过早造测产验
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选育的超级稻新组合实割平均
亩产达到 832.1 公斤（干谷），刷新了双季早稻产量世界纪录。

该项目自 2015 年启动，由广东省农业厅组织，以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华南农业大学为技术支撑单
位，广东省兴宁市农业局负责实施。该项目采取“超级稻 +
强源活库优米技术 + 钵苗机插秧 + 机械化病虫绿色防控”
技术，目标是在 3 年内达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 3000 斤。

该项目是袁隆平科研团队培育的超级稻在全国 38 个
百亩示范片中唯一一个双季稻科研攻关项目。示范基地有
140 亩应用该技术攻关模式，超级稻在田间表现生长平衡、
穗大粒多、黄丝亮秆，穗大穗多、结实率高、籽粒饱满。

测产验收专家组认为，该技术攻关模式是一项良种、良
法和良机相结合的新型水稻生产模式，对提高目前水稻机
械化栽培技术水平和促进超级稻超高产、高品质和高效益
具有显著的效果和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发布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不均，上海北京遥遥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