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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博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5 月 20 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
会（简称中博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本届中博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马来西亚和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担任主宾方，以“智能、智慧、智造、节能”
为主题。会议 6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广州举办，将按照

“解难题、拓市场、聚人气”的办展思路，针对中小企业
面临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完善服务。会议还将同期举办
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中小企业跨境撮合对接洽谈会等
多项专题活动。 （沈春蕾）

国家高分专项青岛中心正式设立

本报讯 近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青岛市人民
政府及有关共建单位在京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通过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广高分卫星数据在海洋环境监
测、海域使用管理、海洋权益维护和防灾减灾等海洋相
关领域的应用，促进航天卫星产业蓝色高端发展和海
洋科技创新。

高分专项的实施将全面提升我国自主获取高分辨
率观测数据的能力，加快我国空间信息应用体系的建
设，推动卫星及应用技术的发展，有力保障现代农业、
防灾减灾、资源调查、环境保护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需求。 （廖洋）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
登记平台对接在穗启动

本报讯 5 月 21 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施予受”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对接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是由中国器官
移植发展基金会管理的国家级网络平台。广东省眼库
作为国内第一家与“施予受”志愿者登记平台对接的角
膜捐献和获取机构，也将在捐献协调、获取质量、优化
分配等环节得到帮助和发展。“施予受”平台旨在向大
众介绍、推广器官捐献理念，唤起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
注，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截至 2019 年 3 月 4 日，已完
成登记的志愿者达 81 万余人。 （朱汉斌 邰梦云）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等

找到现代人在东亚
大陆更早出现证据

本报讯（通讯员蔡演军 记者张行勇）近日，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所和中科院地球环境所研究人员对华龙洞中更新世
人类化石的研究论文，为深入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提供
了新证据。

距今 30 万至 13 万年的中更新世晚期是东亚古人类
演化的重要时间段。但由于以往发现的中更新世晚期人
类化石大多破碎或年代存在不确定因素，古人类学界对
这一时期东亚古人类演化的许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自 2013 年以来，研究人员对位于安徽省东至县的华
龙洞进行了连续 5 年的系统发掘，先后发现了 30 余件古
人类化石、100 余件古人类制作使用的石器、40 余种哺乳
动物化石；还发现了动物骨骼表面切割、砍砸痕迹等反映
古人类生存行为的多种证据。通过同位素测年、动物群组
成分析及地层对比等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这些人类化
石的年代被确定为距今 33.1 万至 27.5 万年之间。

华龙洞是继周口店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出土人类化石最
丰富、同时还包含石器及其他古人类生存活动证据的综合
性古人类遗址。对华龙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了包括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等一些支持东亚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区域性特
征。此外，华龙洞人类头骨、下颌骨、牙齿呈现一系列与现代
人类相似的形态特征，暗示现代人在东亚大陆出现时间可
能比以往认为的更早。这些发现也符合世界范围内古人类
演化的纤细化及区域连续性的总体趋势。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新策略提高
无机钙钛矿电池性能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王开、段连杰）近日，中
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生忠团队在无机钙钛
矿电池性能调控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成果在《先进能源
材料》和《纳米能源》上发表。

有机—无机金属卤化钙钛矿太阳电池近年来发展迅
速，成为光伏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由于钙钛矿晶体结构中
有机阳离子与碘铅八面体之间作用力较弱，致使该材料
在外界条件刺激下容易分解，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相比之
下，全无机钙钛矿材料因优异的热稳定成为钙钛矿电池
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然而基于无机钙钛矿材料的光伏
器件内部非辐射复合较为严重，因此其光电性能仍具有
较大提升空间。

为提高无机钙钛矿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积极发展无机
钙钛矿性能调控策略，研究人员采用镧系金属溴化物修饰
电子传输层 / 钙钛矿界面，从而在界面处形成梯度式能带
结构，达到抑制界面电子复合的目的，同时界面修饰可通
过强化功能层间相互作用来促进电子动力学过程。基于该
策略，该团队将钙钛矿电池性能提高到 10.88%，处于此领
域较高水平。针对钙钛矿薄膜内非辐射复合，研究人员采
用金属钡离子掺杂的策略来抑制这一过程，有效改善了钙
钛矿材料光电性能，并提高了器件稳定性。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

近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发布《2019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以下简称

《指数》）。《指数》详细、客观地反映了长三角
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为有效监
测、跟踪和引导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提
供了可借鉴的量化参考。

结合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协同创新
发展要求，《指数》以提升长三角协同创新策
源能力为目标，从资源汇聚、科研合作、技术
溢出、产业发展和环境支撑五大维度构建指
标体系，对 2010 年至 2017 年长三角区域 41
个城市协同创新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

结果显示，长三角区域科研协同极化效
应显著，技术溢出多点爆发。协同创新指数总
体得分从 2010 年的 100.00 分（基期）增长到
2017 年的 178.91 分，年均增长 8.67%，说明
2010 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水平稳步
提升，发展势头良好。

亮点一：
资源要素集聚，协同创新基础扎实

2010 年至 2017 年长三角研发经费投入
显著提升，R&D 经费增速普遍高于 GDP 增
速。2017 年长三角地区总体 R&D 投入强度
为 2.71%，但区域差异显著，其中上海 R&D

投入强度为 3.93%，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
为 2.63%、2.45%和 2.05%。三省一市政府在
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较强，
长三角地区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为 4.3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6%）。

长三角区域研发人员集聚效应不断加
强，多极化的人才分布格局基本形成，近沪城
市仍然成为未来研发人员集聚的重要地带，
核心城市已带动边缘城市实现整体崛起。

从大型仪器共享情况来看，截至 2018 年
12 月，“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已集
聚区域内 628 家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的仪
器设施达 20407 台（套）。区域内大型仪器共
享为三省一市高质量科研协作提供了高能级
服务。

亮点二：
合作不断深化，人才流动成重要纽带

从长三角地区科研人才流动来看，总体
特征表现为人才流动“高位运转”，上海成为
交汇之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四大城市之
间科研人才流动总量逐渐趋于平稳，上海科
研人才流动性最强，且上海与南京之间科研
人才流动最频繁。

从长三角地区科研合作网络发展来看，

科研合作网络的构成密度和节点联结广度不
断增强。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四大城市是长
三角地区科研合作网络的核心节点。四大核
心城市中，上海“首位城市”地位明显，形成了

“上海—南京”G42 沿线、“上海—杭州”G60
沿线的科研合作主干线，以及“上海—合肥”

“南京—杭州”的次级干线。

亮点三：
技术溢出多点爆发，两个“三角”成核心

从长三角区域内跨省域合作国内发明专
利申请量来看，从 2010 年的 357 件增长到
2017 年的 1671 件，7 年间增长近 5 倍，参与
跨省域合作城市从 2010 年的 31 个增长到
2017 年的 37 个。其中，沪宁、沪杭、杭宁成为
技术合作主要通道，在空间上构成技术合作

“三角”枢纽地带。
从长三角区域技术专利转移情况可以看

出，上海、苏州、南通三大技术转移枢纽城市
已逐步形成。其中，上海是典型的技术输出型
城市，对长三角区域的创新辐射能力极其显
著；苏州是典型的均衡型城市，技术输出量和
技术输入量基本保持平衡；南通是典型的技
术输入型城市，是长三角最大技术专利输入
城市。

亮点四：
产业生态优化，协同互补大于同质竞争

长三角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
区数量变化呈现快速增长特征，总量从 2010 年
的 46 家提升到 2017 年的 97 家，园区的创新服
务和产业集群极大改善了区域产业生态，为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从发展生态来看，三省一市在产业大类中
的同质化竞争略有增强，但基本实现了细分领
域的错位发展格局。其中，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增
速最快，江苏在新材料和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形
成优势，浙江信息服务行业发展迅猛，安徽则在
装备制造、新能源等工业领域后发赶上。

亮点五：
环境日趋完善，一体化格局初露端倪

与会专家表示，从创新环境来看，长三角区
域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支撑创新资源要素
高效流动；国家级孵化器蓬勃发展，全力推动长
三角“双创”升级；长三角区域内创投资本加速
集聚，科技型创业备受青睐；落户长三角三省一
市的外资研发主体总量趋稳，溢出效应逐步显
现；在科技项目联动、资源共享、人才政策等创
新政策跨域协同方面，试点突破持续稳步推进。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发布
区域协同水平稳步提升，呈现五大亮点
姻本报记者黄辛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5 月 23 日，中英古
生物学者宣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白垩
纪地层发现了非常罕见的蛙类胃容物化石，
让科学家首次详细了解史前两栖动物之间惊
人的捕食关系。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副教授邢立达，英良世界石材自然历史博
物馆执行馆长钮科程，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教授苏珊·E·埃文斯共同研究。研究论文发
表于《科学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地区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处重要化
石点，在距今 1.2 亿年的早白垩世龙江盆地光
华组地层中，含有丰富的热河生物群化石，主
要类型有鱼类、龟类、两栖类等脊椎动物、以
及丰富的无脊椎动物化石，如昆虫类、叶肢介
类等。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化石门类繁多、
赋存条件完好，是目前已知辽宁西部热河生
物群又一处重要化石产地。

“龙江盆地发现的一块块化石就如同一
张张栩栩如生的史前快照，揭示了亿年前生
物的形态以及行为，此次发现首次展示了白
垩纪两栖动物之间的捕食，具有重要的研究
和观赏价值。”位于福建的英良世界石材自然
历史博物馆馆长刘良对记者说。

这件罕见标本的得来纯属偶然，钮科程
告诉记者：“在一次征寻藏品的过程中，我偶
然从产地的收藏家手中看到这个标本，它让
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动物纪录片中的
一幕。在纪录片中，牛蛙一口吞下了一只剧毒
蝾螈，最终被蝾螈毒死。而我眼前的这块化
石，竟与纪录片中的一幕如此相似，难道这意
味着，在一亿年前，它们的祖先就产生了这样
的行为倾向？”

此后，邢立达等学者开始对该格尼蛙胃
容物进行详细的研究，蛙类胃容物中的蝾螈
类骨骼清晰可见，保存了头骨、脊椎和部分前

肢，后肢。这顿晚餐的骨骼从蛙的左肩带下延
伸到蛙的左侧的前脊柱区，并从腹侧穿过蛙
的腰带区到尾杆骨。蝾螈的尾巴沿着青蛙腹
部右侧卷起，但远端却没有保存。

邢立达告诉记者：“我研究过多个胃容
物的标本，但这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
件。蛙类是极为典型的机会主义捕食者，它
会吃下一切它觉得可以吃的东西。从未愈
合的长骨末端，缺乏骨化的关节面来看，这
只格尼蛙还没有完全成年。现生的陆生蝾
螈会被各种捕食者吃掉，包括蛇、鸟类、小
型哺乳动物，龟、蛙和其他蝾螈，它们的防
御机制包括色彩或有毒的皮肤分泌物，但这
些特征是否出现在白垩纪的蝾螈身上，我们
无法得知。”

英良蛙标本体内的蝾螈骨骼基本上完好
无损，骨骼还互相铰接在一起。这表明它被蛙
类整只吞下，根据骨架的位置，它的尾巴很可

能还在蛙的嘴外，也就是说，蛙吞下蝾螈之后
的瞬间就被埋藏了。而且，捕食者和被捕食者
的体型非常接近，它们很可能经历了一场搏
斗。此类极为凑巧被保存下来的化石，对我们
理解古蛙类的食性与行为，以及重建古生态
系统中的食物网和能量流动非常重要。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一亿年前的那场厮杀

简讯

本报讯（记者王卉）5 月 23 日，作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
目，气候变化与区域粮食安全背景下孟印
缅三国农田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项目在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启动。

项目负责人、该所研究员王绍强介绍，
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将对孟印缅
三国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影响，采取应对
气候变化的农田管理措施有利于保障当地
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孟印缅地带有人口
约 14.84 亿人，占全球 19.27%；水稻产量占

全球三分之一，可耕地资源面积大。同时
孟印缅饥饿发生率仍高居 10%~20%。据气
候变化情景模拟研究，本地带极端气候事
件发生频率将在未来进一步增加，至 2050
年时可能会导致南亚粮食减产 30%。印度
约 8000 万公顷的雨养农田将受到气候变
化的影响，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44%。

本项目的合作单位之一是联合国环境
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从国际背
景看，跨学科跨部门推动可持续发展是联
合国环境署十年（2016-2025 年）气候、生

态与生计旗舰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
改善亚洲和非洲区域最脆弱的生态系统，
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议题。

据悉，本项目包括孟印缅三国粮食产
量影响因素分析与粮食增产潜力评价、气
候变化对孟印缅三国主要作物生产的影响
机理及脆弱性分析、孟中印缅粮食贸易格
局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模拟和评估，从
而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孟印缅三国农田生
态系统适应性管理途径和策略，为联合国
环境署、孟中印缅农业生产提供决策支持。

孟中印缅农田生态系统管理合作项目启动

5月 22日，工作人员在宁莫线电缆隧道综合监控中心查看隧道和线路运行状态。
当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 220千伏宁莫线电缆隧道完成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数

据化升级改造，正式投运。宁莫线电缆隧道总长 5.879 公里，为南京城区东西环网输电线路主通
道。经过升级改造，800多台感知设备可实时采集信息，实现了电缆隧道和线路状态的实时感知和
控制。通过“人机协同立体巡检”，随时发现隐患，有效保障城市供电安全。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格尼蛙和腹中食物化石 邢立达摄

本报讯（记者王璐）日前，国家气
候中心最新监测实况显示，当前我国
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气象干旱，东北、黄
淮、江淮、西南等地出现中度至重度气
象干旱，吉林、云南部分地区出现特
旱。

据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侯
威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东北地区平
均降水量为 42.5 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少 48%，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少。同时，东北地区平均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高 2.4℃，为 1961 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二高。

气候监测显示，4 月 1 日至 5 月
17 日，云南省平均降水量为 35.3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63.1%，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云南省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9℃，为 1961 年
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而今年 5 月以来，黄淮和江淮地区
平均降水量为 9.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少 81%，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

侯威分析认为，干旱对东北地区的
新季玉米播种及生长有一定影响，同
时，受气象干旱影响，东北大部以及内
蒙古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偏高。
同时，干旱已严重影响云南春耕生产和
人民生活，云南省气象局 5 月 13 日启
动重大气象灾害（干旱）四级应急响应。

针对此次全国多地干旱，国家气
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气象
干旱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气温异常偏
高，降水异常偏少。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18 年
9 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发生过一
次厄尔尼诺事件，预计该事件的影响
将持续到今年夏季。

陈丽娟分析，受厄尔尼诺事件影
响，西北太平洋地区副热带高压偏强，
菲律宾地区为反气旋式异常环流，加
之今年春季印度洋海温持续偏暖，冬
春季青藏高原积雪偏多，这些因素都

有利于菲律宾反气旋异常偏强。而中纬度地区自
4 月以来的冷空气较为活跃，在这种背景下，冷暖
气流主要在我国长江以南的东部地区交汇。

针对干旱地区未来的气候趋势预测，陈丽娟
分析说，我国东北地区在未来 10 天将出现明显的
降水过程，气象干旱有望缓解。中长期预报显示，
预计未来 11 天到 30 天，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 6
月上旬降水有较常年偏多的可能性，气象干旱有
望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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