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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火星探测蓄势待发
（上接 A1版）

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副
所长董光亮在谈到火星测控与通信
系统研究问题时介绍，根据我国探月
工程二、三期深空测控网的建设和规
划情况，预计 2012年建设完成的新
疆喀什地区 35米 S/X/Ka 三频段深
空站和佳木斯 64米 S/X双频段深空
站，将实现我国深空探测器 60%左右
的测控覆盖。

规划中的南美洲深空站建成后，
将实现我国深空探测的全球布站，对
深空探测器的深空覆盖率可达到
90%以上，并可通过与 ESA在澳大利
亚和西班牙的深空联网进行长基线
的ΔDOR干涉测量。
“我国两个深空站建成后，将具

备支持自主火星探测任务测控通信
的基本能力。”董光亮表示。

在火星探测器方面，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总师黄江川详细介绍了我
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的火星探测器
研究方案。
对火星开展全球性探测将是我

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的首选。基于
这一思路，已确定了我国首次自主
火星探测的 4项工程目标，主要包
括：建立独立自主的火星环绕探测
基本工程系统；获取第一手火星测
量数据，开拓我国行星科学研究领
域；突破深空探测共性关键技术，实
现由月球探测到火星探测的技术跨
越；对基于探月工程的成熟技术进
行创新，确保研制周期与可靠性，使
我国成为第 4个独立并成功实施火
星探测的国家。
在轨道设计方面，基于卫星平台

的现实基础和长征三号乙火箭的发

射能力，目前可供选择的地火转移轨
道是采用能量最省的霍曼转移方式
实现。
“对火星探测器的变轨能力与运

载发射能力等因素的研究表明，我国
有望在 2013年 11月实现火星探测
器的发射。”黄江川表示。

整个火星探测任务的规划为：运
载直接将探测器送入地火转移轨道，
在地火转移轨道上探测器需经历约
10个月的星际飞行；经过 2到 4次中
途修正，最后实施火星轨道捕获；实
现火星捕获后，探测器进入环绕火星
运行的大椭圆轨道；在之后的 1～2
个月之内，探测器对捕获后的轨道进
行调整，最终形成使命轨道，并在此
轨道上开展为期 1～2 年的火星探
测。

而火星探测器也将以嫦娥一号

卫星平台为基本型，探测器发射质量
约为 2350千克，干重 1040千克，携带
约 110千克的有效载荷，在环绕火星
的椭圆轨道上进行科学探测。
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则透露，

我国研究人员已开始着手重型运载
火箭的研制工作。目前我国已形成了
基于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和基于
大推力固体助推器的两种重型运载
火箭总体技术方案。
两种构型的重型火箭长度将达

到 100米级，火箭起飞重量达到 4000
吨级，起飞推力达到 5000吨级，初步
弹道计算结果表明，两种方案的 LEO
运载能力将超过 130吨。
“载人登月、无人火星探测、载人

登火及其他深空探测及空间开发等，
都将是重型运载火箭的需求方向。”
龙乐豪表示。

注重实效，步步为营
（上接 A1版）

近年来，中科院不光制定了国际合作的战略，
还更加注重实质性的推进。吕永龙解释说：“院机
关层面协调好之后，下面的研究所和科学家层面
会进一步实施，不会仅仅停留在签订一些空头协
议上。”

六大举措各个击破

国际合作局在中科院领导的指示下，采取
了一系列的举措，以保障国际合作工作更加顺
畅地进行。
第一，不断深化战略研究，加强国际合作工

作指导，引领国际合作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
一套国际合作管理培训班、国际合作研讨会、所
级领导上岗培训班组成的三级研讨培训制度应
运而生。

第二，实施合作交流人才计划，引进和培养
创新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队伍国际化程度。
中科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项目，在各个
领域全面开展国际合作。
例如，“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专门邀请

高水平的国外专家进行短期讲学；“外国专家特
聘研究员计划”邀请副教授以上的高水平外国专
家来中科院工作；“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专门针
对 40岁以下的外籍青年科学家来中科院进行合
作研究；“国际组织梯队建设计划”则为我国人员
到国际组织任职提供培训。
第三，实施对外合作重点项目计划，支持前沿

交叉战略平台型合作，促进实质性国际合作的开
展。这项举措以“种子基金”的方式，支持“中国科
学院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第四，构建重大工作策划协调机制，加强院内

外国际合作工作协作，保障重大国际合作成功实
施。

第五，推进全院境外宣传体系建设，全面报道
科技创新成就和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局曾两次举
办“走进中国科学院”系列活动，向外国驻华使节、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外国国立科研机构以及国际
企业介绍中科院情况。
第六，加强涉外政策法规研究，拟定中科院国

际合作管理规定和办法，规范全院国际合作管理
工作。吕永龙介绍，从 2008年开始，国际合作局每
年推出一部《中国科学院对外科技合作工作要
点》，目的是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当年重大的国
际合作项目，同时也注重各研究所的信息反馈。

十项成效全面开花

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 13年来，国际合作
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成绩。
吕永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年的国际合作工作

加强了中科院与国际科技界的全面交流。“近年来
出访人数趋于稳定，而来华学者大幅增加，现在后
者数量已接近前者的 2倍。”吕永龙说，“越来越多
的外国科学家愿意来中国科学院长期工作。”

在国际会议方面，中科院举办的大型国际
会议已经从 1998年的每年 50个左右，发展到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大型会议举办。“而我们现在
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有若干会议’变成‘有
影响的会议’。”吕永龙强调。
其次，国际合作工作提升了研究所的整体

发展水平。比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与世界上近
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成立了国际
量子结构中心等 5个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团队，
完成了从“跟随者”向“领跑者”的转变。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究、到技术
的转移转化，已建立起一个链条式的国际合作
框架。

第三，国际合作还促进了重大研发工作的
顺利实施。比如上海光源的国际合作，与美、英、
日、法、德、意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保障了上海光源工程顺利进行并按期竣工，
最终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国际合作工作还促进了我国西部生

态环境修复重建和可持续发展，引进培养了中
科院急需的科技创新人才，开辟了新兴前沿交
叉领域和方向，扩大了中科院在国际科技界的
话语权，奠定了与发展中国家战略性合作基础，
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显示度的合作成果，提高
了国内外对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的关注度。
李家洋则认为中科院的国际合作工作实现

了 5个转变：“13年来，国际合作从一般学术交
流转变为以项目为主，从短期合作转变为长期
合作，从双边合作转变为多边合作，从分散合作
转变为集群合作。最重要的是，从跟踪学习为主的
合作，转变为现在提出国际领先的项目计划、平等
参与，甚至起到领导作用的合作。”

“创新 2020”面向未来

吕永龙在会上分析了深化国际合作的国际
背景，提出了面向“创新 2020”国际合作的总体
思路、发展目标、合作重点和实施方案。
吕永龙强调，面向“创新 2020”，国际合作工

作的总体思路是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前
沿，以有效吸纳共享全球创新资源为主线，加强
重大国际科技活动的谋划，推进以我为主的国
际科技合作，搭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平台。
此外，还要全球性合作与区域性合作并重，

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并举，项目合作与吸纳优
秀人才相结合，科技合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呼
应，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宽领域、重实
效的国际科技合作，大幅提升全院自主创新能
力和国际科技竞争能力。
作为中科院国际合作领域最高层次的研讨

会，本次会议还特邀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靳
晓明作了《国家“十二五”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编
制说明》的报告、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
司司长武云茹作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情况
介绍》的报告。
“这次研讨会担负着中科院国际合作工作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使命。”李家洋最后
说，“希望全院能以‘创新 2020’为主线，积极开
展国际交流，努力加强国际合作，大力引进国际
智力，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提升我院创新队伍的国
际化水平，促进我院科技创新事业向国际一流的
跨越发展而共同努力。”

华罗庚诞辰

纪 念 专 栏
100周年

华罗庚先生以令人惊叹的毅力自
学成才，不仅被国际数学界视为“他那
个时代的世界级领袖数学家之一，对
于中国近代数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应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世所瞩
目的成就，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
在纪念华罗庚先生诞辰 100周年

之际，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几
代科研人员共同回顾华罗庚先生所取
得的令国内外数学界所钦佩的学术成
就、令代代中国人所感动的自强不息
的爱国精神；缅怀华罗庚先生对我国
现代数学、科技发展和工农业生产所
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首任所长华
罗庚先生对中国应用数学事业的起步
和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华罗庚
放弃在美国的优越学术环境和生活条
件，毅然偕家人回国。回国后除继续研
究外，他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培养年
轻数学家，致力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
上。华罗庚当时就描绘了中国数学事
业发展的三部曲蓝图：包括纯粹数学
各分支、应用数学的各个方面以及计
算数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1951年 1
月，政务院任命华罗庚为即将成立的
数学所所长。1952年 7月 1日，数学所
正式成立，确立了纯粹数学与应用数
学协同发展的方针。
数学所建所初期，华罗庚先后正

式组建了数论组、代数组和函数论组。
此时的研究人员王寿仁、越民义、秦元
勋等后来出任应用数学所第一任副所
长。后来，华罗庚还热情支持成立了拓
扑学、微分方程、概率统计、泛函分析与
数理逻辑、运筹学等研究小组。他还特
别重视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工作，
数学所初期设有力学组与计算机研制
组。

1956年，通过我国十二年科学技
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数学所在保
障数学各重要方向协调发展的同时，
重点发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运筹学
等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关系密切的
分支，此举为华罗庚日后创建应用数
学所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这些当时要
重点发展的方向正是应用数学所的主
流方向。
从 1958年开始，华罗庚的工作进

一步转向以培养青年数学人才为中心。
他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
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
和教学的同时，华罗庚努力寻找一条数
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
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
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
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
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中国科
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生
产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

1960年经党中央批准，二机部调
秦元勋和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等
106名高中级技术骨干加入核武器研
制队伍。1972年秦元勋重回数学所，并
在中国首先提出和发展“计算物理学”，
为后来应用数学所的“计算物理研究
室”奠定了基础。

1961年在钱学森、华罗庚、许国志
的倡导下，力学所和数学所中从事新兴
应用学科运筹学的室组合并，数学所内
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室，即后来应用数学
所运筹室的前身；其中部分从事运筹学
研究和应用的人员于 1979年进入系统
科学所。

1964年，华罗庚给毛主席写信，建
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
毛主席回信，称赞他的想法“壮志凌云，
可喜可贺”，这使华罗庚受到巨大鼓舞。
从 1965年开始，华罗庚便将工作重点
放到普及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数学方

法上。他选择了以改进工艺为主的“优
选法”与改善组织管理的“统筹法”来普
及数学方法。为了让普通工人能明白，
他对这两个方法作了简化，以最易懂
的语言进行讲解。他写的两本小册子
中几乎避免了数学语言。特别是他身
体力行，不顾劳累和年老多病的身体，
在近 20年的时间里，冒酷暑、顶严寒，
足迹遍及 27个省市自治区，到过无数
的工厂、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
人和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为群
众教授数学、解决实际问题。此后 20多
年，他先后提出了两个新的数学方法：
一个是国际著名的华（罗庚）—王（元）
方法，另一个是正特征矢量法。
华罗庚在应用数学方面取得的成

就，不仅得益于其雄厚的数学功底，而
且由于他是具有深邃战略眼光的科技
界帅才。他能把握住时代及科技进步
的脉搏，作出符合环境条件的决策，以
极大的勇气与魄力，调动有关人员的
积极性去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改

革开放的新阶段，特别是 1978年全国
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纯粹与应用数学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得
到全面迅速的推进。经济建设的深入
全面展开，对应用数学的发展提出了
更迫切的要求。1977年，在华罗庚所领
导的“双法”小分队基础上，成立了“中
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推广办公室”。

它是后来应用数学所优选法与管理科
学研究室的前身。

1979年 10月 30日鉴于学科发展
需要，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除了继续
发展数学所以外，同时成立应用数学所
和系统科学所。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的华罗庚继续担任数学所所长的同
时，兼任新成立的应用数学所所长。应
用数学所初建时有 4个研究室：概率论
研究室、微分方程研究室、运筹学研究
室和优选法与管理科学研究室。1980
年 9月，山东济南召开运筹学会成立大
会，而成立不久的应用数学所号召大家
积极开展运筹学研究，并为中国运筹学
会成立贡献力量，大会推选华罗庚兼任
运筹学会理事长。

很多人不理解华罗庚作为一位蜚
声海内外的大数学家为何坚持不懈地
从事应用数学事业 20多年。其实，一方
面，源于华罗庚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爱国
赤子之心，他具有科学家的强烈社会责
任感。因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从没
有动摇过为国民经济建设及普及数学
的决心。另一方面，基于华罗庚对应用
数学的理解。1985年 6月 12日，华罗
庚在日本去世前的最后讲演———《理
论数学及其应用》中，作了十分清楚的
阐述：“应用科学的研究，不同于纯理论
研究，不能只是完成理论研究工作，还
要进行发展研究，开发应用有关的理论
成果。通过实际检验进一步丰富。而且

还要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推广应用，接
受更广泛的检验，进一步提高发展。”这
是华罗庚先生 20多年来从事应用数学
事业的基本思路与最后的概括，也是他
对应用数学巨大贡献的学术思想基础。
令中国数学界万分痛惜的是，华

罗庚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来
得及实现更多的设想，完成更多的工
作。这无疑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应用数学
事业，尤其是成立不到 6年的中国科学
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是一个巨大的损
失。

在华罗庚创建中国科学院应用数
学研究所 30年来，经过几代科研人员
的努力，研究所在运筹学、概率统计、微
分方程等领域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科
研人员曾先后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1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1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三等奖 1
项。研究所在国内外数学及应用数学
领域的地位日益增强。
在华罗庚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

际，应用数学所的全体科研人员，秉承
华罗庚所长的爱国精神、科学理念和治
学方法，勇于创新，开拓新方向，为将研
究所发展成为应用数学领域国际上有
重要影响的研究机构和国家级科技创
新的科研基地、应用数学领域高层次的
学术交流中心和高水平的咨询中心、国
家级应用数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而努
力奋斗。

缅怀华罗庚先生 发展应用数学事业
———纪念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首任所长华罗庚先生诞辰 100周年

阴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太阳系外圈硕大虚胖的类木行
星不像结实紧凑的类地行星那样有
着界限分明的岩石外壳，而是由气
态和液态的氢、氦、氨与甲烷构成。
先驱者 10号和 11号就是最早“远走
高飞”探测类木行星的一对“姐妹”。
1972 年 3 月 3日先驱者 10 号启程，
次年 12 月发回第一组木星照片，
1983 年 6 月跨过海王星轨道并以第
三宇宙速度沿双曲线飞出太阳系，
此后便“渐行渐远渐无书”，于 2003
年 1 月在 120 亿公里外的太空和地
球失去了最后联系。先驱者 11号于
1973 年 4 月 6日出发后不仅访问木
星，而且利用木星的引力改变飞行
轨道，1979年 9月到达土星，此后也
离开太阳系一去无踪。1977 年 8 月
20日和 9月 5日上路的旅行者 2 号
和 1号是又一双“孪生姐妹”，她们最
大的特色是抓住 176 年一遇的外行
星直线排列机遇，利用天体引力的
“弹弓效应”连续加速。后起步的旅
行者 1 号“走捷径”，于 1979 年初和
1980 年底先行到达木星和土星，饱
览了两个“太阳系巨人”及其卫星的
风采。旅行者 2号则于 1986 年 1 月
和 1989年 8月分别对天王星和海王
星近距离观察，送回了最丰富珍贵
的情报。目前，旅行者 1号是距离地
球最远的人类使者，从 165亿公里外
发回地球的信号要 15 小时才能到
达。令人叹息的是，专门到木星“蹲
点”的伽利略号探测器忠诚服务了
14年，2003 年 9 月 21日在环绕木星
第 35周轨道上接到地球的“自杀”指
令，以每秒 50公里的速度栽进木星
的深渊，此举为了避免可能携带的
地球细菌对木卫二欧罗巴的“星际
感染”。太空中接下来的大举措发生
在 2005年 1月 14日，惠更斯探测器
从卡西尼轨道器脱离，随后在土星
最大的卫星泰坦上空张开降落伞，
实现了人类最遥远的登陆。试看今
日太阳系，我们已经遍访了八大行
星，唯一留下的空白是因为“不能清
扫和吞并轨道内其他天体”而在
2006 年被开出行星籍的冥王星，但
“待遇”却并没有多大变化。2006年 1
月 19日发射的新视野号探测器将于
2015 年 7 月到达这颗矮行星进行
“正式访问”，并带来发现者汤博的
部分骨灰。

中国航天的异军突起给人类的
太空事业带来了新的气象。1992 年
塞维利亚世博会和 1993 年大田世
博会上，中国都展出了西昌火箭发
射塔和长征系列火箭模型。伴随着
亚洲卫星一号和澳星发射成功，中
国迅速成为世界火箭发射商务市场
的一支劲旅。1998 年里斯本世博会
中国表演了卫星模拟发射，2000 年
汉诺威世博会上，中国馆展出了自
己未来的太空梭、宇宙空间站和月
球漫游车，世界看到了一个民族的
远大目标和宏伟抱负。2003年 10月
15 日 9 时神舟五号飞船冲天而起，
中国成为继前苏联、美国之后第 3
个独立载人航天的国家，2005 年 10
月 12 日，神舟六号完成“多人多天”
太空翱翔，2008 年 9月 25 日神舟七
号实现了空间出舱活动。杨利伟、费
俊龙、翟志刚等名字也永远写进了
世界航天英雄谱。2007 年 10 月 24
日嫦娥一号成功奔月，2010 年建造
空间站的天宫计划正在实施，2012
年“追赶太阳”的夸父计划已经启

动，中国人正稳扎稳打和后劲十足，
实现着古老而辉煌的飞天之梦。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会旗已经由神
舟六号搭载着环绕全球，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等建造的太空家园馆将带
给 7000 万名观众全新的感受和体
验。

1939 年纽约世博会、1964 年纽
约世博会和 1970年大阪世博会都曾
对 5000 年后的人类投放了“时间
仓”，将精心甄选的千余件物品放进
密封的金属容器并埋入地下，让遥
远的子孙能解读祖先的历史和文
明。而我们发往太空的探测器则携
带过另一种“时间仓”。先驱者 10号
和先驱者 11号都在天线主柱下镶嵌
了一块镀金铝板，长 23 厘米、宽 15
厘米，一对男女的裸体画像是人类
的自我介绍和亲切问候，简单的图
示和符号通报了太阳和九大行星在
银河系的位置。这是美国著名天文
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与夫人
琳达·萨根共同设计的。旅行者 1号
和旅行者 2号搭载的“时间仓”则是

一张铜质镀金唱片《地球之声》，记
录了风涛雷电、鸟兽虫鱼等天籁和
55种语言的问好，以及不同民族乐
器的演奏。其中包括中国古乐《流
水》。还有 115张图片，时任联合国秘
书长瓦尔德海姆和美国总统卡特的
信。唱片封套铀 238镀层的半衰期能
标识它的“年令”。如今这 4个探测器
都永远离开了地球母亲和太阳系家
园，成为茫茫星际间的“宇宙飘瓶”。
她们经得起地老天荒，她们的寿命
将比太阳系更长。如果亿万年后真
有其他星系的智慧生命获取并解读
这些“时间仓”，一定会被地球人类
的友善和多情所深深感动。更贴近
现实的“太空时间仓”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21世纪工程”的 KEO
计划，这一命名源自 K、E、O三个字
母是世界大部分语言里出现频率最
高的发音。欧洲阿丽亚娜火箭将在
2010 年至 2011 年间发射一颗 KEO
卫星，于悠悠 5 万年后返回地球。
KEO计划号召全世界 60 亿人不论
国籍信仰、贫富贵贱，都为 5 万年后
的人类写一封信，并平等拥有 6000
字符的话语权。KEO卫星还携带一
枚人工钻石，内含一滴人类血液和
空气、海水、土壤的样本，拥有巨大
容量的玻璃光盘将录入人类掌握的
各种知识，成为一座“现代亚里山大
图书馆”。KEO时间仓无需埋入任何
国家领土，不怕地球环境销蚀，可以
算“交给上帝保存”了。当我们提起
笔来准备给 500 个世纪后的子孙留
下自己的肺腑之言时，大约都会进
入一种圣洁崇高而温馨慈爱的心境
吧。
也许没有一种科学像天文学那

样伴随着全部人类文明的进程，深
刻影响着哲学、宗教和文化的发展，
并把世界人类团结起来。未曾仰望
星空的人不会有深刻的思想，而探
索宇宙的激情常常伴随着宽广的胸
怀和纯洁的心灵。我们一切努力的
终极意义和永恒价值是什么？人类
存在的合理性和继续永久存在的可
能性在哪里？当我们建立起清晰的
宇宙概念并彻悟到自身的确切位置
时，科学就会成为信仰的一部分。继
续开拓知识的疆界，走向宏大和辽
阔，是我们这颗行星上每一代人的
不懈追求和无上荣光。

连载窑世博会的科学传奇

太空探秘（四）
阴赵致真

1972年 3月发射的先驱者 10号飞向木星

本报讯近日，记者从中
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
院所属的广东省微生物研究
所了解到，该所近期执行科
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食
用菌优质高效大规模生产关
键技术在非洲的示范和应
用”，在坦桑尼亚建立 200多
亩规模化食用菌生产基地，
其间还培训坦方人员，传授
了灵芝的栽培和保藏方法，
深受当地欢迎。目前，双方正
在就下一步的合作事宜进行
磋商。
据介绍，今年 5月，广东

省微生物研究所派遣 3人技
术小组赴坦桑尼亚开展实地
工作，并从国内采购了一整
套食用菌示范栽培的设备和
材料，设计和制作了可供种
植 5000平方米菌包的大棚
器材，在坦桑尼亚胡伯特纪
念大学进行示范建厂，由中
方提供厂房设计和技术指
导，坦方负责建造和运行；同
时还建立了 200多亩规模化
食用菌生产基地。今年六七
月间，以中科院广州分院、广
东省科学院副院长郭俊为团
长，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所
长吴清平为执行副团长，研
究所食用菌研发中心副主任
杨小兵为联络负责人的项目
工作代表团，赴坦桑尼亚对
合作项目的实施进行了考察
和推进，并取得良好效果。

据悉，该所科技人员还到该国最
大的自然保护区 Selous Game Reserves
考察当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情况。
之后将野外资源调查得到的野生种质
资源进行初步的分类与整理，将基本
资料移交给坦方一份；并将成功分离
的菌种也整理了一份给坦方，指导坦
方技术人员进行保藏。
据了解，双方技术人员在坦桑尼

亚 3个森林保护区共同开展了资源调
查，已采集野生菌 140多种。中方技术
人员成功分离出 60多个菌株，并针对
当地的气候、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等特
点，为坦方编写了灵芝栽培的生产教
程。他们以大量视频及简单明了的图
示，深入浅出地向坦方人员介绍栽培
方式。 （李洁尉李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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