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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见习记者 冯丽妃
恐龙的灭亡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基本已

成公论的是，中生代时期温暖而湿润的气候，是
包括恐龙、鳄鱼等在内许多大型爬行动物得以繁
衍生息的主要因素之一。之后气候转冷，爬行动
物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终结。

那么，当时气候是如何变化，进而影响到环
境的呢？日前在北京启动的“973”计划重要科学
前沿项目———“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环境演
变”将有可能揭晓谜底。
“探索地质历史中，尤其是前第四纪即‘深

时’温室地球条件下气候、环境变化的规律、机制
及其对生物圈的影响，可以为洞悉未来全球变化
提供科学依据。”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教授王成善说。

探索历史洞悉未来

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 42万

年以来的最高值，温室效应不断增强。全球气候
是否会进入两极无冰的温室地球状态，这是从社
会大众到科学界共同担忧的问题。
“总体来讲，动物很难适应大幅度的升温。从

人眼可见的虫体生物到人类自身，多数动物都是
怕热不怕冷。温度如果下降 5℃～6℃，不会对多
数生物产生影响，但若升高 5℃～6℃，就会产生
大问题。”中科院院士殷鸿福向记者解释说，如果
气候变冷，动物还可以冬眠；但若气候过热，动物
却无处可躲。
晚中生代从距今 200百万年前持续到 34百

万年前，跨越了中生代的侏罗纪、白垩纪，以及新
生代的古近纪，是距离人类时代最近的显生宙温
度最高时期，有一个完整的温室旋回，是地质记
录保存最为完整的典型温室气候时期。
这一时期曾发生地球生命史上最大的集群

灭绝事件：称霸于大陆和海洋的恐龙和菊石等门
类一度共同从繁盛期走向灭亡。据统计，从白垩
纪末到第三纪，生物由 2866属锐减为 1502属。
这一时期也曾出现全球性的缺氧事件，造成

大面积有氧生物活动停止，同时发生大规模地质
构造事件。这些都是研究晚中生代地球气候与环
境变化的重要标志。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究竟更多归因于人为因

素，还是地球自己的因素，尚无定论。
“晚中生代没有人类生存，温室地球气候—

环境演变项目是研究地球自己发生的事情。”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万晓樵对《中国科学报》
记者说，“重建这一时期温室地球古气候和古环
境状态及其演化，探讨温室地球气候和环境变化
的成因与机制，对于推测当前地球气候环境的变
化以及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极具参考意义。”

地利独厚再育英才

“研究晚中生代时期的古气候变化，我国有
‘得天独厚’的地质优势。”王成善指出。

我国具有发育完好的陆相连续地层记录，以
我国大陆为主体的东亚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的陆地所在，发育了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超大

型陆相含油气湖泊盆地———松辽盆地。
同时，西藏地区具有出露良好的、晚中生代

东特提斯海洋记录，是了解当时温室地球中陆地
和海洋系统的不可或缺的窗口。
这些地质因素使我国同时具有发育植物化

石和古土壤的优势，可以建立连续、高分辨率的
古大气 CO2曲线，成为推测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
候演变的“地利”优势。
我国地质学家在 2006 年至 2010 年的白垩

纪地球表层重大地质事件与温室气候变化项目
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我国白垩纪研
究、气溶胶研究、季风研究、铀—铅测年等方面的
论文与引文均已进入国际排名前 5名，成为国际
研究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而 2011年研制成功的万米科钻钻机，也将

成为古气候研究工作中的“利器”。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培养出 80名

研究生和博士后、10名左右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造就一支活跃于国际地学舞台的中青年学术带
头人和研究群体。”王成善说。

姻本报记者 陆琦
江苏省与中科院开展合作可以追溯到

1996年。江苏也因此成为最早开展省院合作的
省份。
“刚开始的合作侧重传统产业提升。”1998

年的丝绸关键技术攻关项目，令江苏省科技厅
产学研合作处处长张少华印象深刻。
易皱、不耐污、易褪色，是传统丝绸面料的

三大缺陷。当时丝绸产业发达的江苏找到了擅
长“啃硬骨头”的中科院。中科院立刻组织了 11
个相关研究所到苏州的丝绸企业进行调研。
当时，整个丝绸行业还抱着一种怀疑的眼

光：“哪有那么容易？建国后几十年都没解决的
问题，中科院一来就能解决？”
不过，短短 3个月后，当中科院专家带着初

步试验结果到苏州研讨时，在场领导和技术人
员都大吃一惊。
“中科院专家是从最本质的问题着手的：比

如通过丝绸表面理化特性的研究分析，从基本

面出发提出解决方案，这是之前丝绸行业从来
没有过的。”如今说起来，张少华还记忆犹新。
“最后，用了不到三年时间，中科院的 8个

研究所根据各自优势采用不同方案，把丝绸的
三个老大难问题都较好地解决了，出了很多成
果，现在在全国都有很好的应用。”
这只是省院合作 15年的一个片段。当前，

江苏已成为中科院与地方合作中规模最大、范
围最广、成效最显著的省份。

政府重视注入创新动力

科研成果要实现产业化，离不开企业资源、
产业基础、创业文化以及全心全意支持企业的
政府，而这些，正是江苏省优势所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州与苏州、无锡一

起，以苏南领跑者姿态，跑完了民企改革第一
棒。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大潮中，科教资
源相对匮乏的常州如何突围，给了常州市委书
记范燕青很大压力。

于是，进西南，走西北，闯关东，溯长江，范
燕青率领有关部门和企业奔赴大学大院大所，
进行了一场持续六年的“科技长征”。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为吸引中科院
在常州设立研究机构，范燕青十余次进京，硬生
生打动了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

2006年 11月，中国科学院常州先进制造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落户常州科教城，常州正
式成为中科院重要的技术转移中心和成果转化
基地。

5年来，中科院与常州一路相伴，常州中心
硕果累累。与此同时，在常州中心的示范带动
下，常州累计吸引各类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
470 多家，领军型人才 1800 多名、科技人才
9100多名和创新创业团队 300多个，成为推动
常州转型升级的宝贵资源。

从挂职常州市长助理到出任常州副市长，
王成斌对范燕青一直很钦佩。“与中科院的成功
合作，使我们更加坚定了‘经科教联动、产学研
结合、校所企共赢’的发展理念，探索出了产学

研合作的‘常州模式’。”
其实，各级政府重视，已经成为江苏省与中

科院长期顺畅合作的关键因素。
1996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科院正式签订

合作协议，并于 2001年、2005年两次续签了协
议。今年 3月，双方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拉开
了新一轮省院合作的序幕。
目前，江苏省 13个省辖市全部与中科院系

统建立了科技合作的长效机制，中科院系统应用
类研究院所也全部与江苏省建立了合作关系，实
现了“两个全覆盖”。通过巩固加强苏南，拓展提
升苏中，辐射带动苏北，形成了覆盖江苏省的院
地合作网络。
正如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所言：“双方的合作

产出突飞猛进、形式日趋多样、层次不断提升，江
苏已成为中科院成果转化的高地和院地合作的
重中之重。” （下转 8版）

本报北京 2月 17日讯（记者陆琦）今天上午，谢家麟院士
荣获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庆祝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举行。

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组长、中科院党组成员李志刚宣读了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致谢家麟的贺信。白春礼希望，全院广大科技
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以谢家麟为榜样，为推动我
国科技事业加快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无愧于国家、人民和时代的新的更大贡献。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在讲话中表示，科技工作者要努力
汲取谢家麟院士带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学习他报效祖国、
爱国奉献的赤子情怀，学习他勇于探索、敢于超越的创新精神，
学习他治学严谨、学风端正的优良品质，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为
人梯的高尚情操。
“以谢家麟院士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不懈奋斗，成就了

今天的高能所。”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在介绍谢家麟的成就
贡献及高能所的发展时谈到，“我们要弘扬谢家麟院士的爱国精
神，尊崇他对我国高能加速器事业、高能物理事业发展的卓越贡
献，学习他求真务实、严以治学的学风。”

对于获奖，谢家麟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奖励，更是国家
与人民对我国高能事业取得成就的肯定，是对我国高能物理研
究人员的努力的嘉奖。作为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他希望青年科技
工作者坚持科学实践，坚守踏实诚实的科学作风，淡泊名利，耐得
住寂寞与平凡，善用资源，做出一流的工作。

此外，来自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等单位的领导、院士及科研人员代表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要继承
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追求科学真理，追求学术卓越，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白春礼号召科技工作者向谢家麟学习

科学时评

知识创新与区域发展的深度融合
———中科院与江苏省院地合作侧记

开启恐龙时代气候变化“揭秘之旅”
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环境演变项目启动

为迎接省里观摩团视察环境整
治，河南省淅川县上集镇鸿泰石材
厂生产的石材因堆放位置影响“观
摩”，被要求在一夜之间搬离。镇委
书记指挥调度百余人用约 6个小时
突击“帮助搬迁”。突击拆迁之后石
材厂老板估算损失数十万元。据称，
观摩团仅经过 38 秒。（2 月 17 日
《中国青年报》）

视察也好，观摩也罢，都是为了
检查和督促基层政府的本职工作，
但有些基层政府并未认识到这一
点，却将其视为取悦上级、粉饰政绩
的良机。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
想，让职责“移位”、责任“跑偏”，让
“权为谁所用”陷入尴尬境地。

说到环境整治，就绕不开权力
的生态环境。眼下，不少地方的权力
生态环境堪忧，甚至污染很严重。权
力为“乱收费”护航，为“公款消费”
随意买单，为违章乃至违法遮掩，为
突击调动“开绿灯”，为观摩“帮助”
搬迁……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
致绝对的腐败。“权力飙车”不会轻
易刹车。整治权力生态环境更显迫
切和重要。这不是为了“观摩”，而是
让权力回归正道，行驶在“权为民所
用”的轨道之上。

绝对权力“秒杀”穷途资本，这
是“观摩性搬迁”的本质。在权力生
态环境堪忧的背景下，民间资本不
得不屈服于权力，甚至被赶上“穷途

末路”。
现实生活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很微妙很复

杂。一方面表现为权力媚大商、资本媚权力的不正
常；另一方面呈现为权力盘剥民资现象和民资生
存艰难的不景气。这既有权力失职之过，也有资本
吊诡之因。营造和谐的权资关系，权力与资本都得
反思，一个也不能少，但同时也该有个顺序。首要
的是权力的自省，其次才是资本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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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合作系列报道

2月 16日，工作人员将包装好的有机肥运下生产线。
通过发酵、灭菌、除臭、干燥、粉碎……原本臭烘烘的鸡粪被装到一个个编织袋里，打上标签出售。
随着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的污染治理迫在眉睫。湖北省丹江口市引进畜禽粪便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有机肥生产线，每年可以处理 2000

万只肉鸡产生的鸡粪 10万吨，生产有机肥 6万吨。此种有机肥价格便宜、肥效长，有助于改善土壤、清洁水源，成了当地的紧俏商品。
新华社记者郝同前摄

姻本报记者 张楠
“实践证明，以企业

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擎、
自主建设创新平台这一
举措，有力推动了自主创
新能力的提升，从深层次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速
科技与经济建设的结
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
昌孝日前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表示。

截至 2011 年底，科
技部已先后批准建设 96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经过 5年建设，企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
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刘昌孝表示，建设企
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符
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年）》部署的
创举。生物医药产业要实
施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要建立接
轨国际、有实质性成果和
能够提供公共技术服务
能力的新药研发技术平
台，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作用非常重要。

以自己所在的天津
药物研究院为例，刘昌孝
介绍，该院 2000年由国
有事业单位转制为科技
型企业，开始探索建立以
动力学研究为主线的创
新研究模式。研究院以企
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
擎，自主建设“重大新药创制”平台，形成了完
善的新药研发体系。通过完善 8个与创新药
物研发相关的技术平台建设，研究院新药集
成创新、服务全国医药产业发展、与国际机构
合作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2003年，刘昌孝领导的实验室成为国内转
制企业的首家药效动力学与药代动力学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2010年又被批准建设为释
药技术与药代动力学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围绕国家“十二五”医药产业发展规划，

刘昌孝认为，医药创新技术平台建设须考虑
以下 3个主要问题。

首先，不能用拼盘的形式组建创新平台，
更不能以租摊位的方式拼凑平台。
“创新药物研发是严格的系统工程项

目。”刘昌孝解释说，综合技术平台建设最好
由同一院、校或所承担，并且必须切实加强创
新药物研发的系统工程管理。

其次，要重视建设能力的考核。刘昌孝
说：“结合国情，注重考核以成药性为主题的
技术平台是关键。”

应注重考核具有新药设计和高效药物筛
选等技术能力的重要平台，而且各单元技术
平台需要建立完整的标准操作规程和技术保
障系统。

三是要建立创新药物研发平台的新机
制。

在刘昌孝带领下，11 家医药产业界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了创新联盟。“这就是一种
新的机制，而且也显现了开放共享、注重转化
和高效运行的优势。”刘昌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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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2月 17日电（记者孙彬）记者从
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获悉，到 圆园员圆年底，南水北
调东线江苏段主体工程将基本建成，干线水质要
全部达标，确保 圆园员猿年 远月实现全线通水。

据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吕振霖介绍，根据国家
确定的建设目标，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圆园员猿年
底前全面建成通水，水质持续稳定达到芋类水标
准。圆园员圆年，是江苏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实现“工程
率先建成通水，水质率先稳定达标”的决战年。

据介绍，工程投资上，圆园员圆年将完成投资 圆园
亿元以上，累计完成投资 员员园亿元，超过批复总投
资的 怨园豫；工程管理上，确定江苏南水北调工程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 圆园员猿年汛前建成通水奠定
基础；在水质保证上，通过加快实施治理项目，实
现调水干线水质持续稳定达标，并建立起沿线区
域水污染防治长效管理机制。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在江苏省江水北调工程
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向北延伸，输水干线总长
员员缘远 公里（江苏省境内 源园源 公里），以京杭大运河
为输水干线，辅以必要的支线，沿线设 员猿 个梯级
（江苏境内 怨个梯级），整个工程分三期实施。根据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部署，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将在
圆园员猿年年底前建成通水。

南水北调江苏段
主体工程今年完工

院士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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