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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陆琦
“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提升，社会对 GIS（地

理信息系统）的需求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GIS
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技术和应用将是地理控制。”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研究员钟耳顺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这样表示。
自加拿大地理学家罗杰·汤姆林森提出地理

信息系统（GIS）这一术语以来，在其近 50年的发
展历程中，作为一门新兴技术，GIS从一个小众
市场正在形成为一个大产业。

而地理控制是 GIS与众多技术集成和融合
的结果。它是在地理空间信息的支持下对客体施
加影响的过程，以控制客体的移动和行为。

“在物联网等领域，特别是交通领域，随着自
动化程度的提高，对以地理位置为支撑的控制需求
与日俱增。”钟耳顺认为，地理控制是地理信息技术
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地理信息技术社会功能和角色
的再一次提升，将给GIS带来广泛的影响。

尽管地理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仍有待发展，但
在实际应用中，地理控制的例子屡见不鲜。

地理控制的重要案例之一是无人机的飞行
控制。无人机在侦察、防灾等特殊任务中扮演着
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已将无人机投入实战，成
为打击敌人的新型武器。

钟耳顺介绍说，现代无人机的一个重要部件
是卫星导航和惯导系统（GPS/INS），可以用于导
航和控制，而大多数无人机的控制是利用地理信
息技术来实现的。

GIS是无人机地面测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无人机航程规划和控制的有力手段。特
别是实施特殊环境下的任务，可以利用 GIS的三
维功能来规划航程，获取实时数据，根据地形进
行实时导航。
“即使在普通的航模运动中，我们也可以下

载 Google Earth的地图，在图上规划飞行路径，
通过软件控制航模飞行路径。”钟耳顺说。
地理控制的另一个案例是汽车自动驾驶。
汽车自动驾驶是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不过，钟耳顺告诉记者，在自动驾驶汽车研发领
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并非汽车厂商，而是从事信
息服务的 Google公司。

2010年 10月，该公司在美国加州的实际道
路上进行汽车自动驾驶实验，完成了 14万英里

无故障行驶，整个系统由地理信息软件和 GPS
卫星导航系统控制。

该公司预测，在 20年内将实现自动驾驶的
实际应用。《纽约时报》科学专栏曾发布对未来计
算机发展的预测，认为到 2023年将实现汽车的
自动驾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宣布，2018年将
实现汽车自动驾驶。
“另外，如在道路交通控制方面，通过地下埋

设的感应器来控制红绿灯的时间，也在一些国家
广泛应用。随着地学传感器的普及，在基于传感
器网络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中，地理控制的作
用将日益凸显。”钟耳顺表示。
他同时指出，GIS 不仅应用于资源管理、城

市规划和应急指挥等专业部门，而且也成为大众
信息服务的一个有效手段。

姻本报记者甘晓
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石油需求量为 4.5

亿吨，其中约一半来自进口；到 2020年，我国石油
对外依存度将达到 60%。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我国
本土寻找油气资源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
日前，40 多名地质学家受邀参加香山科学

会议第 444次学术讨论会，就“中国东部中—新
元古界沉积地层与油气资源”展开讨论。
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院士孙枢指出：“中—

新元古界沉积地层在我国广泛分布，对其油气潜

力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科学意义。”

开发程度远不够

在地质历史时期，生物死亡后，构成其躯体
的有机质不断分解，与泥沙等物质混合组成“沉
积层”。随后，沉积层不断堆积形成“烃源岩”，为
石油生成提供基本的地质条件。一直以来，地质
学家都在通过寻找合适的沉积地层来勘探石油。
“因此，全球具有商业价值的油气田都位于

沉积盆地中。”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王铁冠对《中
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
距今 18亿到 5.4亿年前的中—新元古界地

层，是地球上古老的沉积地层。尽管研究人员只
在其上部发现过古生物化石，但它同样受到地质
学家的高度关注，成为油气勘探的目的层。1960
年后，地质学家在中—新元古界与寒武纪底部的
地层中，至少发现了数十处原生油气藏。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平安

介绍说，在中—新元古界中的前寒武纪时期，火
山活动和大规模冰期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物质，为

“烃源岩”的形成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然而，目前这一地层的油气勘探和开发程度

还远远不够。在全球油气资源分布的统计数据中，
中—新元古界地层所占的油气份额只有 1%到 2%。
“至今在我国油气储量份额的统计数据中，

除四川震旦系外，中—新元古界地层几乎仍是空
白。”王铁冠说。

科研积淀本深厚

其实，中国是研究中—新元古界地层最早的
国家。早在上世纪 20年代前期，地质学家李四光
就在长江三峡地区发现并建立了新元古代震旦
系地层剖面。

孙枢回忆说，1955 年苏联科学院代表团来
访，他曾协助采集了一套北方震旦系地层标本作
为礼品赠送给代表团。至今，他仍然记忆犹新：北
方震旦系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我国地质工作的
程度。
而南方震旦系的基础研究还曾为我国经济

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跟
随导师前往湖南湘潭协助研究锰矿，提出了深部

可能有碳酸锰矿的推断。”孙枢告诉记者，最后湘
潭锰矿成为我国重要的矿床。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深厚的中—新元古界科

研积淀，为中—新元古界地质学研究与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勘探潜力待挖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9年，全球共有俄罗
斯、阿曼、中国三个国家实现了中—新元古界油气
资源的商业化开发，另有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
等 8个国家已证实具有中—新元古界油气资源。
“中国是全球中—新元古界沉积地层发育最

完整的国家之一。”王铁冠说，目前油气资源主要
分布在华北克拉通和扬子克拉通地区。

最近，王铁冠团队在燕山北部坳陷带共发现
油苗和沥青点 115处。而这正是寻找石油的重要
标志。随后，他们在这些油苗中检测到了特定生物
标志物的存在，证实该地区的确存在原生石油。

与会专家也一致认为，中—新元古界地层的
特点让人们有理由相信，我国东部地区存在形成
原生油气藏的条件，其勘探潜力应予以高度重视。

简讯

中法科学家联手研发
新一代低功耗处理器

本报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法国国家
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12月 11日在京
宣布，双方将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将
针对信息领域的能源浪费与消耗问题，以推出
新一代低功耗处理器为目标，研发新的计算机
体系结构和编译技术，在提高计算机性能的同
时降低功耗。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孙凝晖表示，通过建立联

合实验室，双方将加强前瞻性研究，以取得原始
性创新成果，并基于双方已有的技术转移渠道，
为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INRI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Michel Cosnard指
出，在 INRIA未来五年规划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加强与各领域最优秀机构的合作。此次双方成立
联合实验室，将是未来深入合作新起点。（计红梅）

河南省钢结构协会举行年会

本报讯河南省钢结构协会年会暨钢结构新
技术与产业发展研讨会近日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举行。会上，河南省钢结构协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据悉，该协会先后帮助河南天丰集团、安阳

市大正钢板仓有限责任公司、郑州昌煜钢结构工
程公司等多家会员解决施工实际问题。
会上，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教授魏群指出，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钢结构工程设计、施
工、销售、运营各阶段均发挥重要作用，是今后建
筑及相关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河南亚鹰钢结构
幕墙工程公司总工秦文刚则提出，大跨度钢结构
在高寒冷地区温度应力“宜放不宜抗”。（史俊庭）

肿瘤靶向药物发展潜力巨大

本报讯以“生物医药研发的新思路和新策
略”为主题的第 3期协和学术沙龙日前在京举
行。曹雪涛、强伯勤和甄永苏三位院士以及来自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
20位专家参会。
甄永苏在题为《抗体药物与配体药物研究》

的特邀报告中指出，高效化、小型化与多靶点是
发展新型抗体药物以及配体寡肽药物的主要趋
势；在研发肿瘤靶向药物中实施集成优化，即构
建兼具高效化与小型化甚至多靶点的基因工程
融合蛋白或化学偶联物，是发展新型靶向药物的
可行途径；基于抗体和基于配体寡肽的肿瘤靶向
药物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应用前景。 （潘锋）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讨班在穗举行

本报讯近日，由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中科
院战略合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办，中科院广州分
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管理学院共同承办的第
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研讨培训班在穗举行。来自
广东省各地科技局、高新技术区及中科院广州分
院、广东省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研与管理人员
180余人参加了研讨培训。
据介绍，此次培训是中科院与广东省新一轮

科技合作的内容之一。中科院广州分院、广东省
科学院院长黄宁生表示，广州分院将以院地合作
为契机，凝聚优势学科，吸引优秀人才，加强重大
科技产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面向地方需求的人
员培训的工作力度。 （李洁尉王筑）

调查称中国家庭贫富差距
超全球平均水平

本报讯 12月 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京召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专题发布会———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报告称，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 0.61，大大高于 0.44
的全球平均水平，显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
此次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

系数为 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56，农
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60。这一系列数据显
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
差距都过大。
报告还显示，造成农村与城镇贫困家庭低收

入的最主要原因均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村贫困
家庭低收入还受到户主健康状况与社会保障程
度的影响。 （彭科峰）

向远古沉积地层要油气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记者近日从中科院水
保所获悉，该所青年科研人员方临川结合宏观吸
附实验和等温滴定微量热、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
等多种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了
土壤中细菌分泌的胞外聚合物（EPS）与针铁矿
的作用过程和机理。该研究对揭示土壤的本质，
合理调节土壤生物活性，阐明细菌黏附、生物膜
形成和功能机制以及污染物的迁移分布等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据了解，在自然界土壤中，80%～90%的微生
物黏附在各种矿物或矿物—有机物复合体表面，
形成单个的微菌落或生物膜。在形成生物膜之
前，细菌分泌的胞外聚合物首先在土壤固相表面
形成“条件膜”，以调控细菌的黏附和迁移，进而
影响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

方临川研究发现，细菌分泌的胞外聚合物组
分中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物质中的含磷基团与
针铁矿表面羟基配位形成内圈络合物，且吸附产
物结构与体系 pH有密切关联。低 pH时（pH为
3.0），磷酸基团仅有一个去质子化的含氧阴离子
直接和针铁矿表面的 FeOH1/2-基团结合形成单
齿络合物；而在高 pH 时（pH 为 9.0），磷酸盐基
团中有 2 个含氧阴离子和针铁矿表面的 2 个
FeOH1/2-基团结合形成双齿络合物。同时，体系
pH由低到高时（3.0～9.0），吸附产物构型由单基
配位向双基配位过渡，从而揭示出体系 pH通过
影响溶液中 EPS-P中磷酸根质子解离和缔合，
为导致吸附产物构型变化的重要原因。

该结果表明，土壤中微生物与矿物相互作用
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分子识别机制，细菌分泌
的胞外聚合物与针铁矿之间 P-O-Fe键的形成对
于细菌黏附和生物膜的形成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水研
究》上。

研究揭示土壤矿物与
微生物互作分子机制

视点

回放：
12 月 10 日，在江苏、

上海等地，有多名市民发
现天空中竟然出现多个太
阳的“奇观”。其中，有上海
市民称，上班途中拍到一
大一小两个太阳。江苏南
通的市民则称目睹了三个
太阳同时出现的现象。从
上传到网上的照片中可以
看出，两个或者三个太阳
中，只有一个太阳比较大，
其他的太阳相对较小。
疑问：

多个太阳同时出现的
原理是什么？这是不是一种
极为罕见的现象？
解答：

12月 11日，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宇宙暗物
质与暗能量研究团组首席
科学家陈学雷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日当空系俗称的“幻日”，
其本质是一种大气现象，是
由光经过折射造成的，并不
是特别罕见。

陈学雷介绍说，体型较
小的“太阳”实际上是太阳
的幻影。天空中高层的半透
明薄云里有许多六角形柱
状的冰晶体，以一定的形式

进行排列。当太阳光射在这些冰柱上时，就
会发生有规律的折射，让这些光线看起来
像是一道圆弧，类似于太阳的形状。

他同时表示，“幻日”现象持续的时间
不会太长，短则几分钟。以出现的季节而
言，多见于冬季，春、夏、秋三季很少见。“我
本人就见过好几次这种现象，它并不是特
别罕见。”

对于有部分网友谣传这一现象与“2012
世界末日”有关，陈学雷予以否认。“‘末日
说’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多个太阳与
它也没有任何关系。”

另有天文专家表示，出现“幻日”现象
的条件较为苛刻。太阳光透过的必须是有
冰晶的高空云层，云层也不能太厚，透光率
要好。此外，市民能否看到“幻日”，与观测
者所处的角度也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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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钟耳顺：

GIS下一站将走向地理控制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人员
发现，东方蜜蜂能通过改变舞蹈的形式来应对
有毒雷公藤花蜜，以满足生存需要。相关成果
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动物行为》。

据介绍，蜜蜂通过舞蹈交流的形式向同
伴传递食源、新巢等外界环境信息，并能随外
界环境变化作出相应的行为调整，如根据食
源距离远近或食物的质量不同作出相应的舞

蹈调整。
在自然界中，有些植物的花蜜或花粉是有

毒的，蜜蜂如何应对是关系到蜂群能否生存的
大问题。“雷公藤含有的生物碱———雷公藤甲
素，对蜜蜂和人都是有毒的。在有选择的情况
下，采集蜂偏好于采集无毒的花蜜；只有在没
有其他食物的情况下，才会采集有毒花蜜。”版
纳植物园研究人员谭垦介绍说。

研究表明，在有其他花蜜可供选择的情况
下，蜜蜂会通过减少摇摆舞或增加颤抖舞频率
的方式向同伴传递信息，而且其摇摆舞的准确
性有所降低。这种舞蹈调整能减少对同伴的招
引，从而减少有毒花蜜对蜂群的危害。但是，在
没有其他正常蜜源可供选择时，蜜蜂在采集雷
公藤花蜜时，则表现出与采集正常花蜜相近的
舞蹈形式。 （本报记者张雯雯）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冯建平）记者 12
月 11日从河北省科技厅获悉，经过两年多的努
力，该省依托新奥集团建设的“煤基低碳能源国
家重点实验室”完成建设任务，并于 12月 7日通
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

据悉，两年来，以“实现煤基能源全生命周期
的清洁化”为目标，项目组在“煤基低碳能源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中开展了煤炭地下气化、煤炭
催化气化、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和系统能效技术

等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截至目前，该重点实验室形成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型煤气化技术，建成了国内第一个无
井式地下气化产业化示范基地，自主研发了微藻
固碳多联产技术，建立了规模化的微藻产业化示
范基地，并提出开发旨在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和智
能化生产控制的技术系统。

据了解，实验室建设期间承担国家“973”计
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

作计划等项目 27 项，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12
项；获省部级科技奖 2项。实验室组建了由 166
名固定人员和 14 名流动人员组成的科学研究、
工程开发一体化队伍，包括“千人计划”学者 4
人，并引进 14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同时，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给予了实验室大
力支持，建设期间先后投入经费 2.98亿元，实验
室自主研制和购置实验设备 678台（套），实验室
总面积 43412平方米，新增面积 32513平方米。

煤基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

阅读提示

中—新元古界地层的年代为距
今 18亿到 5.4亿年前，目前这一地
层的油气勘探和开发程度还远远不
够。在我国油气储量份额的统计数
据中，除四川震旦系外，中—新元古
界地层几为空白。

德国乌兹柏格大学教授 Juergen Tautz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