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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渠道多路子广

2016年技术合同交易首破万亿元大关
本报讯 壮丽含

笑是木兰科含笑属
的常绿乔木，原产于
缅甸、越南和中国。
2004 年，经调查其在
中国的分布点少于 5
个，推测其中的成熟
个体约 50-60 株。因
此，壮丽含笑被列入
中国物种红皮书名
录（2004）的极度濒危
物种、木兰科物种红皮书名录（2007）的濒危物种、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红皮书名录（2016）的受威胁物种。2010 年 3 月，壮丽含
笑被云南省列入 62 种急需拯救保护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经过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再次调查，壮丽含笑在中国
总共有 8 个自然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云南西南部（泸
西）、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孙卫邦研究组经实地调查发现，壮丽含笑在文山州和红河
州仅存 3 个分布点共 10 株。

1987 年，昆明植物园率先从采集壮丽含笑的种子进行人
工繁育与迁地保护，园区内共保育了壮丽含笑 11 株。2009 年
木兰园内栽种的 1 株壮丽含笑首次开花，之后再无开花。

2017 年 2 月，木兰园内的同株壮丽含笑再次开花，其植
株胸径达 37.5 厘米、株高 10.5 米。种植于植物园科普馆旁
的 1 株壮丽含笑今年也首次开花，其植株胸径为 35 厘米、
株高 11.5 米。这标志着壮丽含笑在昆明植物园迁地保育取
得初步成功，对深入开展壮丽含笑和其它云南极小种群植
物迁地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柯讯）

发现·进展

简讯

研制我国首台
钢轨铣磨装置

秦皇岛齐二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秦皇岛齐二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王继军、余发国）记者 2 月
22 日从河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悉，由秦皇岛齐二数
控机床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钢轨铣磨车关键核心部件———
钢轨铣削装置及控制系统近日开始应用于国内首台地铁钢
轨铣磨车上。该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垄断，对
我国城市轨道维护、确保交通安全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对钢轨进行定期的修复，一是可改善其平稳
性、舒适性和运输安全性，二是可延长钢轨的寿命及提高维
护经济性。钢轨铣磨车是一种清洁、高效、高精度、市场前景
广阔的新型钢轨修复设备，在欧洲应用普遍。钢轨铣磨车的
关键核心部件———钢轨铣削装置及控制系统，此前我国不
能自主生产，基本依赖进口，价格昂贵。

2013 年，秦皇岛齐二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开始对钢轨铣削
装置及控制系统技术展开攻关。经过 3 年努力，先后攻克了高
精度主轴制造、检测装置与跟踪算法，控制系统等多项核心技
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装置的研制在 2016 年完成，经
在轨道上进行试切，各项指标完全满足用户要求，为我国城市
轨道维护提供了高能、高效、环保的高端产品。

本报讯（记者王静）2 月 21 日，记者从科
技部获悉，自全国人大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国务院颁布《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若干规定》和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行动方案》一年来，我国科学家取得的科研
成果转移转化渠道明显增加，走向市场的路
子越来越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类技
术交易市场超过 1000 家，2016 年全国技术合
同成交额同比增长 15.97%，达到 11407 亿元，
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大关。

国家法规颁发后，各部门、各地方响应国
家“号令”，进一步具体细化实施国家关于科
研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有效鼓励了科技产业
的发展。

如科技部会同教育部、中科院制定出台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的若干意见》《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提高了高校

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财政部、科技
部、国资委印发《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
激励暂行办法》，扩大股权激励适用范围，明
确激励对象、激励方式和实施条件、激励方案
的管理等内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

《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降低征税税率，对技术成果投
资入股纳税时点可以选择递延至转让股权
时。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土资源部、国
防科工局等颁布了本行业科技成果转化制
度。北京、河北、浙江、广东等 20 多个省市出
台了地方配套政策。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认为，总体而言，我国
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法规体系。

与此同时，科技部还支持启动了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探索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

支撑。如河北以落实京津冀协同创新战略为
核心，探索承接京津创新要素外溢转移、与河
北产业创新需求对接转化的新模式。浙江以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为核心，探索“互
联网 +”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模式，构建互联
互通的全国性技术交易网络。宁波以激发民
营经济活力为核心，发挥科技成果转化对产
业和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目前，示范区
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和成效，2017 年将进行阶
段性总结与经验推广。

此外，技术交易平台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如中国技术交易所推出了专利拍卖和科技成
果评估公示服务系统，已累计为 25 家高校院
所提供相关服务，涉及项目 2258 项，成交 3.6
亿元。中国创新挑战赛、科技成果直通车、百
家院校科技成果走基层等系列活动，从供给
端、需求端、服务端同步发力，政府搭台、各类
市场机构唱戏，实现了科技成果与技术需求

零距离、精准化对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
会效益。例如百家院校科技成果走基层活动，
共征集 200 余家机构近万项成果、企业技术
需求 1000 多项，组织 217 位高校院所专家到
企业生产一线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

然而，李萌并不认为，目前我国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已完全没有障碍。科研成果走向市场
仍存在着信息共享不足、专业化服务机构与人
才队伍不强、企业主导成果转化应用不活跃、
区域成果转化有待强化等制约问题。

2017 年，科技部将聚焦于建立健全国家
技术转移体系这一重点任务，以问题为导向，
强化成果信息共享、专业化机构、人才队伍、
区域转化、资金支持等关键环节，谋划推动好
2017 年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加快构建
起功能完善、运行高效、全链条、市场化的国
家技术转移体系，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提供有效支撑。

2 月 22 日，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散放区，一只东北虎在雪中散步。
当日，冰城哈尔滨市迎来降雪天气。在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散放区的东北

虎来了场雪浴，它们在雪中或撒欢或打盹，尽情释放野性。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
理生态研究所黄勇平研究组及谭安江研究组合作，在国际
学术期刊《病毒学杂志》发表论文，报道了利用遗传操作手
段来提高家蚕对核型多角体病毒（BmNPV）抗性。

病毒病是蚕业生产上最常见的一类蚕病，每年带来的
损失约占总损失的 80%，其中 BmNPV 的危害最为严重。

该研究将转基因与 CRISPR/Cas9 技术相结合，在家蚕
体内构建了靶向 BmNPV 基因组 DNA 的抗病毒系统。经测
试，家蚕抗 BmNPV 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此方法无需针对特
定基因，而是利用 Cas9/sgRNA 精准高效切割 DNA 的能力，
针对 BmNPV 基因组 DNA 实现了多处断裂或大片段序列删
除，使其难以完整修复和正常复制，从根本上切断了病毒的复
制和转录的模板，从而达到清除家蚕体内的入侵病毒以及阻
止病毒在家蚕体内复制的效果。基于转基因和 CRISPR/Cas9
技术的抗病毒策略使家蚕获得了可稳定遗传的清除病毒的能
力，有望在蚕业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 （柯讯）

发现家蚕抗病毒新策略

上海生科院植生所上海生科院植生所

邓子新院士当选GIM-IC 主席

本报讯 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生命科学
技术学院院长邓子新日前当选为国际工业微
生物遗传学国际委员会新一届主席。据悉，这
是我国科学家首次担任该国际组织主席。国
际工业微生物遗传学国际委员会（GIM-IC）
是由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 17 个国
家 28 名该领域国际知名专家组成，主席每届
任期 6 年。 （黄辛）

教育部提出年内基本实现
学校互联网全覆盖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办公厅 21 日公布的
《2017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提出，2017 年
要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学校互联网全覆盖、
网络教学环境全覆盖。

根据该文件，2017 年，接入带宽 10M 以
上的中小学比例要达到 70%，多媒体教室占
普通教室比例达到 80%，普通教室全部配备
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学校比例达到 60%。

同济大学教授获“纽马克奖”

本报讯 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正式公
布的消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吕西林
凭借其在结构工程与力学领域取得的成绩获
得了该学会颁发的“纽马克奖”。

“纽马克奖”于 1975 年为纪念结构工程
与力学领域教授 Nathan M. Newmark 设立，
是由美国工程力学与结构工程评选委员会
评选、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颁发的一项具有
国际声望的个人学术成就奖。该奖每年颁发
一次。 （黄辛）

塔里木河近 80 万亩胡杨林
获生态补水

据新华社电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最新统计，去年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胡
杨林区启动生态输水工作以来，已有 79.5 万
亩胡杨林获得生态补水，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据悉，去年塔里木河干流完成第 17 次向下
游生态输水，并通过河道引水漫灌、抬升地下水
位等为胡杨林区应急补水，补水量共计 5.87 亿
立方米，达到计划补水量的 120％。 （张晓龙）

我国最大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
落户青岛

本报讯 2 月 22 日，记者从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获悉，国家级海洋渔
业生物种质资源库项目已得到国家发改委的
正式批复，预计今年年底在青岛开工建设。

据介绍，这是我国设计规模最大的海洋
渔业种质资源库，也是目前唯一立项的海洋
渔业种质资源库。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作
为我国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保藏库的主库
存在。 （廖洋张雯）

据新华社电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
22 日表示，2017 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
决战之年，京津冀区域将从六个方面加大治
理力度。

在环保部当天举行的大气污染防治媒
体见面会上，赵英民介绍，2016 年，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PM2.5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幅度均超 30%，超过“大气十条”的要
求。但是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北京等一些
地方治理工作还存在难点。

他说，今年京津冀区域要以冬季重污染
天气治理为重点，做好以下措施：一是传输
通道“2+26”城市要提前完成化解钢铁过剩
产能任务，10 月底前完成违法“小散乱污”企
业取缔工作。二是全面推进冬季清洁取暖，
加快“禁煤区”建设，限时完成小燃煤锅炉

“清零”工作，传输通道城市实现煤炭消费总
量负增长。三是加强工业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重点行业要满足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率
先完成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实施挥发性有

机物综合治理。四是在水泥、铸造等行业继
续全面实施错峰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错峰生产范围，石家庄、唐山、邯郸、安阳等城
市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实施电解铝、化
工类企业生产调控。五是严格控制机动车排
放，天津港不再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的集港煤
炭，协同加强柴油车管控，严厉打击生产、销
售假劣油品行为，取缔黑加油站点；全面加
强机动车排污监控能力。六是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降低工地扬尘排放。 （高敬）

六方面举措促京津冀大气治理再加码

壮丽含笑花开昆明植物园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中科院生态中心中科院生态中心

纳米材料环境健康风险
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刘思金研究组在纳米材料的环境健康风险
评价与转化毒理机制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
表于《微尺度》、《纳米级》、《美国化学会·纳米》等期刊。

该研究团队利用一系列功能化修饰的多壁碳纳米
管，探索了碳纳米管暴露对机体系统性铁代谢循环和对
远端骨关节细胞活化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碳纳米管暴
露后诱发的机体系统性炎症反应，升高肝脏铁调素的水
平，进一步诱发铁代谢稳态异常。同时，发现 PEG 和
COOH 官能团的修饰能降低碳纳米管对肝脏铁调素主
导的铁循环代谢的影响。此外，碳纳米管诱发的机体系统
性炎症反应，诱发了远端关节部位的滑膜炎症反应。以上
工作发现了碳纳米管通过系统性炎症反应导致炎性贫血
和滑膜炎症的间接与次生毒性，这为评价碳纳米材料的
环境健康风险提供了新思路。

同时，该研究组针对 2D 纳米材料氧化石墨烯（GO）
的细胞毒性机制展开了深入探索，发现了低剂量 GO 暴露
损伤细胞生存状态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组把该毒
性机制上的创新性发现用于转化毒理学研究，发现低剂量
GO 可应用于肿瘤增敏。 （柯讯）

开花的壮丽含笑 孙卫邦摄

新华社电 21 日，由我国科学家主导的第
三次南海大洋钻探顺利完成首个钻孔任务，
科学家基本摸清了钻孔位置 800 万年以来的
海底沉积特点和规律，为即将开展的基底岩
石钻探奠定了良好基础。

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
33 名中外科学家乘坐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
船，于 2 月 14 日抵达北纬 18.4 度、东经 115.9
度的目标钻探海域，开始进行第三次南海大
洋钻探。旨在钻取南海基底岩石，探寻“大陆
如何破裂、陆地为什么会变为海洋”的科学之
谜，检验国际上以大西洋为“蓝本”的非火山
型大陆破裂理论。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个钻孔编号

为 U1499A，水深在 3770 米左右。连日来，
“决心”号用先进的 APC、XCB 等钻探取样
设备，共钻取了 71 管海底沉积样品，钻孔深
度为 659.2 米。

据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IODP367 航次
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教
授介绍，目前“决心”号上的中外科学家已对
首个钻孔沉积样品的形成年龄、沉积速率、岩
性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古生物与古地磁的研
究均判断，首个钻孔的沉积样品最早是 800
万年前沉积的。

首个钻孔只有最上面的 48 米是深海软
泥样品，属于“平静有序”的典型深海沉积；
48 米以下的绝大部分沉积样品则“动荡无

序”，反映了 800 万年以来，南海海底大部分
时间都处于“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状态，海
底滑坡、深海浊流、远距离搬运、生物扰动等
事件频发。其中有两段最动荡的时期，分别
在海底形成了厚达 70-100 米、延伸达数百
公里的砂层。

“在每次大洋钻探中，首个钻孔都至关重
要，直接决定了后续钻探能否顺利进行。我们
发现首个钻孔的样品数据，与前期我们开展
的地震研究非常吻合。这非常令人振奋，更增
加了成功钻取基底岩石、实现钻探目标的信
心。”孙珍说。

在首个钻孔内，科学家原计划要进行“测
井”，以获取井壁的密度、伽马射线、磁化率等

科学数据。但由于钻孔穿透松散的砂层，多日
连续钻探取芯，已使钻孔“摇摇欲坠”很不牢
固。为了保证安全，科学家决定放弃在这里的
测井工作。计划在本航次钻探任务结束之前，
专门打一口小孔径的井，进行测井工作。

根据下一步工作计划，“决心”号将在首
个钻孔附近相同的沉积地层，再打第二个钻
孔，编号为 U1499B。这个钻孔将专门用来钻
取海底的基底岩石。为了保证钻孔安全，将
对 650 米以上的沉积层“嵌入”套管保护起
来；从 650 米以下才开始进行取样，直至钻
取基底岩石。

在 3700 多米的海下进行大洋钻探充满
了风险。20 日，“决心”号上的升降设备出现了
故障，经过一天的紧急修理，才将取样管从钻
杆里“拔”了出来。在首个钻孔的钻探过程中，
还出现了钻头损坏的情况，所幸没有造成钻
孔故障。 （张建松）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完成首个钻孔任务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圆圆 日在科技部举行的
“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发布会
上了解到，我国已在肺癌、白血病、耐药菌防
治等领域打破国外专利药物垄断，生物医药
产业研发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强，取
得阶段成效、硕果累累。

新药创制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国家
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介绍，截至“十
二五”末，新药创制专项已累计有 怨园 个品种获
得新药证书，其中包括手足口病 耘灾苑员 型疫苗
等 圆源 个 员 类新药，是专项实施前总和的 缘 倍；

技术改造 圆园园余种临床急需品种，涉及 员缘援猿豫
的国家基本药物，药品质量明显提升；国产小
分子靶向抗癌药“盐酸埃克替尼”上市，促使国
外有关专利药物在中国降价超过 缘园豫；针对新
发突发传染病，成功研发了帕拉米韦、重组埃
博拉病毒疫苗等应急药品，为重大突发疫情的
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撑和生物安全保障。

此外，拉莫三嗪获得美国 云阅粤 批准上
市，利培酮微球注射剂获得美国 云阅粤 批准，
直接提交新药申请，地奥心血康、丹参胶囊
等获得欧盟上市许可。“我国新药研发创新

能力得到国际认可。”秦怀金说。
药品安全问题事关百姓的生命与健康，

在全世界都有过惨痛的教训，药物非临床安
全评价是新药研发的必要阶段中极其重要
的一环。新药创制专项技术总师、中国工程
院院士桑国卫表示，在新药创制专项支持
下，我国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平台建设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新药临床前安全评价
工作已与国际接轨，评价平台核心关键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支撑了我国新药研
发，保证了公众用药安全。 （陈芳、胡喆）

我国新药创制专项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