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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国防科技大学
获悉，作为我国卫星导航领域的
重要力量，国防科技大学卫星导
航研发中心一举攻克了系统“高
精度指标”、“抗干扰能力”两大关
键技术难题。

国防科大有关专家介绍说，
在我国目前卫星数量较少、地面
站分布限于国土范围的情况下，
要实现区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指
标，需要比国外同类系统突破更
多技术难关。该校卫星导航研发
中心在信号捕获技术、信号跟踪
技术、高精度授时技术等方面先
后取得多项重大突破，研制成功
新一代监测接收机、地面中心站
测量系统等重要设备，其关键技
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力
支撑了我国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
统设计精度的实现。

高密度、强信号电磁干扰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过程中遭
遇的另一突出难题。为此，该校卫
星导航研发中心成功研制出卫星
抗干扰设备，实现了我国卫星系
统抗干扰技术的重大突破，并开
发出适用于卫星、飞机、导弹等各
种平台使用的抗干扰产品。

据了解，国防科技大学卫星
导航研发中心是我国第二代卫星
导航系统导航技术方向专家组长
单位，1995 年起参加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建设，2005 年起全面参与
北斗二号系统建设，是国内承担
系统体制、卫星关键载荷和运控
主体设备研制任务的核心单位。

图为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研
究人员在调试某地面站测量系统。

（张楠 葛林楠 陈明）

简讯

贵州举办省属科研院所成果推介会

本报讯 5月 21日，由贵州省科技厅主办的
2012 年贵州省省属科研院所第四届学术年会
暨科研成果推介会在贵阳召开。

据介绍，此次会议主要就相关科研院所近
年来取得的新成果、新技术进行交流，并面向该
省企业、产业园区进行推介，以加快科技创新和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同时，贵州省科技厅将对对
接的合作项目择优支持。

会上，27项工业成果、61项农业成果得到
推介，13家科研院所与相应的 10个技术需求
单位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共签约项目 15个。签
约科研院所除了为企业提供新产品和新技术
外，还将针对企业的实际需求，进行后续产品、
技术及服务的研发。 （陈娟弘）

第十四届海交会在福州举行

本报讯近日，第十四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
会（下称海交会）、第九届中国福建商品交易会
在福州举行。

作为福建省重大经贸活动之一，海交会已
成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科技、文化以及民间交
流的重要平台。本届海交会首次举办开放型经
济海西发展论坛，邀请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为代表的国内外著
名经济学家、企业界人士、金融投资机构、外国
商协会、投资中介机构等参会。

据悉，此次海交会共设展区 75000平方米、
总展位数 3376个，展区面积、总展位数、对台签
约展位数比去年分别增加 64%、49%和 112%，参
展、参观总人数达 48.9万人次。

记者同时从会上了解到，由海交会组委会
办公室与台湾大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将
于今年 12月在台北建材展会上单独设立“2012
年（台北）海交会———海峡两岸宜居城市暨生态
产品展”。 （杨钊良杨纯财）

中国海洋大学加强与韩国学术合作

本报讯日前，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院长金
学韶一行来青岛访问中国海洋大学。双方就进
一步加强学术领域合作、共同设立“中韩海洋发
展研究中心”等事宜进行了交流，并签署学术交
流协议书，为更好地推动双方在人员互访、研究
资料及信息的共享、共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
方面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据悉，中国海洋大学与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
有着多年的合作历史。目前，双方正积极推动设立
“中韩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此举将为双方涉海机
构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
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成立于 1984年，是韩

国国家海洋政策、战略研究的最高智囊机构，很
多国家层面的海洋政策、决策都出自该机构。

（廖洋李华昌）

户外数字移动电视亮相文博会

本报讯 5月 21日，为期 4天的第八届文博会
在深圳落下帷幕。此次文博会成交额达到 1432亿
元，其中文化产业核心层成交金额 256.09亿元，
科技型文化产业成交额达 598.77亿元。
据了解，今年首次独立参展的华视传媒，从

“文化 + 科技”、“文化 +资本”等方面，全方位
展示了以公交、地铁为终端的中国户外数字移
动电视联播网。其展出的“户外数字移动电视”
成为会展中心主会场的亮点之一。

据悉，到今年 3月，华视传媒已覆盖我国 62
个公交城市和 8个地铁城市的 14.9万个公交电
视终端和 7.3万个地铁电视终端。该公司董事局
主席兼CEO李利民表示，希望通过华视这个窗
口，让国内乃至全世界了解到以户外移动电视为
代表的中国新媒体的发展力量和未来。（冯丽妃）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 通讯
员铁铮）日前，包括沈国舫、蒋
有绪两位院士在内的专家组对
北京林业大学的“森林生态系
统的恢复重建和可持续经营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进行了
检查，对相关成果给予充分肯
定，认为北林大用加快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实际行动，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研
究支撑。

据悉，北林大于 4年前立项
启动了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建
设，重点开展“脆弱生态系统退
化机制与恢复重建研究”、“林木
良种与生物学基础优势学科的
创新”、“优质高效森林培育与经
营利用研究”、“森林与湿地生态
系统保护研究”。四年来，该校发
展了野外试验创新体系，建立
了优势学科围绕现代林业重大
需求交叉发展的机制。

依托平台建设，该校承担
的“973”项目“生物质转化为高
值化材料的基础科学问题”，解
决了生物质组分超微结构的分
子解译、生物质组分清洁温和
分离机制、生物质组分构效关

系与高值化材料构建等深层次的科学问题。“森林计
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形成了精密光电角
距样地测树技术、遥感森林反演计测技术和森林防火
灭火技术体系。

在用材和经济林种质创新领域，该校广泛收集保
存了杨树、刺槐、侧柏等优良种质，建立核桃、板栗、榛
子、仁用杏等种质资源圃。该校收集各类抗逆树种 628
个，还完成了北京市重要植物种质资源调查、评价研究。

在“脆弱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重建”优势学科方
向，该校产生了一批基础理论及技术成果，研发了一
批专利以及国家、行业和地方技术标准，获省部级科
研奖励 12项。

在成果应用方面，该校完成了“我国北方几种典型
退化森林的恢复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其成果在北方
4省（区、市）推广 157万亩，近 3年累计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达 4.45亿元。研究提出的“人造板优质高效胶粘剂生
产与应用关键技术”，已在 230多家企业转化推广。

姻本报记者张巧玲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2011 年民航

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1年，航空公
司航班正常率为 77.2%，同时有超过 50万次航
班延误。
作为交通运输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快

速、便捷一直是民航最大的竞争力。然而，由于
民航航班延误率居高不下，加之高速铁路的陆
续开通，民航的竞争力每况愈下。
“要提高民航竞争力，当务之急是苦练内

功，狠抓航班正常和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
工作。”中国民航大学教授徐肖豪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表示。

航班延误三大原因

“如果高铁开通，你会选择飞机出行还是高
铁出行？”当记者就此问题询问身边一些经常出
差的人时，80%的人会选择高铁，原因只有一
个：高铁比较准时。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铁路运输业的迅速发

展，尤其是高速铁路的陆续开通，高铁对民航的
冲击力已不可小视。
“国内客运市场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徐肖豪说，由于高铁正在覆盖航空运输黄金航
线的主要集中区，这使得航空运输速度快的优
势已不明显。
民航与高铁竞争的直接表现是争夺客源，

实质上则是产品和质量的竞争。如果航班经常
延误，旅客肯定会选择其他运输方式。
而据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航空公

司计划航班 214.8万班，正常执行 161万班，航
班正常率为 74.95%。2011年，全国航空公司计
划航班 235.3万班，正常执行 181.5万班，航班
正常率为 77.2%。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民航航班频频延误？
根据民航局相关文件，航班延误的原因可

分为 11类，包括天气原因、公司原因、空管原因、
机场原因、联检原因、油料原因、离港系统、旅客
原因、军事活动、公共安全以及飞机晚到。
而在徐肖豪看来，航空公司自身原因、流量

控制和天气原因是造成我国民航延误的三大主
因。“2010年，在主要航空公司航班不正常原因
中，这三者占到了 88.15%；而在中小航空公司航
班不正常原因中，这三大原因占到了 91.47%。”

须完善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不过，对于来自“高铁”的冲击，民航方面已
有足够预估。

徐肖豪介绍说，航空市场的竞争已从过去
单纯的价格战，转到了以安全质量、航班正点率
等服务水平为主的综合性竞争上来。

民航局也要求，将航班延误的治理作为提
高航空公司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2011年 4月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到 2015年，我国要实现航
班正常率高于 80%，公众对民航服务基本满意。
“提高服务质量，把航空运输快速便捷的特

点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才能提高航空公司、机
场乃至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徐肖豪认为。

据悉，2010年，民航局在全国 45个机场开
展了“保障航班正常和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

置”专项整治活动。2011年，民航局又采取措施
重点解决大面积、长时间航班延误，特别是关舱
门后长时间等待问题，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

而在徐肖豪看来，在航班延误三大原因中，
除天气原因外，航空公司自身原因与流量控制
均与管理相关。

因此，徐肖豪认为，提高航班正常率的关键
是研发并建设完善的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系统，

实施科学合理的空中交通管理策略方案。
“这是目前各航空发达国家面对航空交通

运输快速发展的共同选择。”徐肖豪说。
据悉，针对空中交通拥塞现象，我国已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进行流量管理关键技术和
实验应用的研究开发。“目前，民航局正积极筹
备建设中国民航的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系统。”徐
肖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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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晓倩）近日，兰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美国《生物物理学杂志》上撰文称，细胞内吞作用由受
体—配体相结合来驱动，内吞作用阻力在初期阶段主要
来自细胞膜变形，后期主要来自细胞骨架弹性变形，纠
正了原来普遍认为的内吞作用阻力自始至终都主要
来自于细胞骨架变形的错误认识。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境力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王记增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说，大多数包膜病毒，如艾滋病病毒、
流感病毒，主要通过受体介导内吞作用感染细胞。大
量研究表明，受体介导内吞在细胞摄取外界生物大分
子、病毒出芽、纳米颗粒引起细胞炎症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受体介导内吞过程的阻碍
机制，对了解相关疾病的发病原因、研制有效的药物
以及设计纳米基因药物输运装置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在受体介导内吞过程中，配体与受体结
合驱动病毒侵入，并伴随着细胞膜弯曲形成小窝，膜
下的细胞骨架发生弹性变形。针对上述现象，王记增
等从连续介质力学与统计热力学的角度，分析了病毒
经由受体介导内吞作用侵入宿主细胞的能量演化过
程，定量揭示了内吞作用由受体—配体相结合来驱
动，阻力在初期主要来自细胞膜变形，后期主要来自
细胞骨架弹性变形的入侵机理。

研究证实细胞内吞阻力
初后期不同

提高民航竞争力重在治理航班延误

本报讯（记者黄辛）今年的上海科技活动周
上，虽然各种新奇有趣的科学展品琳琅满目，但仍
有不少观众表示，很难真切尝到科学之“美味”。为
此，上海市科协在国内率先引进“科学诠释者”理
念，从 5月 22日至 25日，来自科普场馆一线的讲
解员、中小学及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科技教师约 60
人，将接受为期 4天的核心培训，欧洲一流的“科
学诠释者”将亲身示范如何以最优方法传播科学。

其主要课程包括科技节（展览）组织基础、演
示技术研讨、表演技巧研究、与不同参观者（受众
群）的互动方式、科普传播基础、创作力与团体协

作、展品与多媒体的设计与搭建等，力求升级上
海科普讲解者的传播技能和知识水准，不仅让观
众“知其然”，更可详解“其所以然”。

据介绍，“科学诠释者”概念最早由欧盟科学
诠释者学院启用。作为连接科学共同体与大众的
纽带和桥梁，除科学知识外，科学诠释者更需要
掌握有效传递科学知识应具备的技巧。

曾经就读于欧盟科学诠释者学院的中国学员
小陶对此深有体会。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为
了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和理念，诠释者需要积极调
动各种传播手段‘投其所好’。有时就像一位勤奋的

推销员，或玩点小花招，或故弄玄虚一番，只为让科
学爱好者多停留一会，多听听科学的声音”。

没有“台词”，每一次科学服务都是一个富于
创造的过程：针对不同参观者的提问，揣摩其知
识背景和社会角色，或启发、或诱导、或激辩，有
时还要精心设计一个小桥段自编自演一番，好让
人们对科学兴味盎然，乐意提问和参与。

从 2004年起，由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创办的欧
盟科学诠释者学院已在全球培训了 1000多名科学
诠释者。去年，上海市科协与该学院签署协议，在上
海启动科学诠释者项目，今年本土培训全面展开。

上海市科协副主席陆檩希望通过引进欧洲
先进的科普理念，使上海逐步培养出一支传播水
平高、互动能力强的科学诠释者队伍，从而提高
大众科学素养，让人人都成为科学诠释者。
“慢慢地，在科学诠释者的带领下，市民看科普

不再走马观花看热闹，而是一次次难得的发现之
旅：寻找科学兴趣，汲取有益的科学理念。”陆檩说。

据悉，参与培训的学员将有机会在今年 9月
的全国科普日活动上一展身手。通过选拔，一批
优秀的科学诠释者还将于今年 10月赴意大利参
加培训与交流。

上海率先培训“科学诠释者”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日前，陕西省在西安召开高端人才表彰奖励大
会。122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受到表彰，4个科研团队和 15位优秀人才
分别被授予陕西省优秀创新团队、优秀创新个人奖牌，西咸新区沣东新
城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区等 10个单位被确定为陕西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基地。

据悉，近年来，陕西省财政每年安排 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人才队伍
建设，设立每年 5000万元的企业高层次人才奖励资金，并优化了投融
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交易等机制。同时，对该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

“千人计划”和陕西“百人计划”、“三秦学者”特聘专家，实施办理医疗、出
入境、落户、子女入学等“绿色通道”和“一对一”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在此基础上，目前陕西已建立 15个国家级、166个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 21个院士专家工作站，形成了多层次、多格局的人才发展平台。

同时，该省的创业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在一批知名专家教授和优秀
团队的带动下，“十一五”以来，该省累计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2538 项，其
中 67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623项达国内先进水平，244项填补省内空
白，对该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陕西召开高端人才表彰奖励大会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朱丹萍）近日，中科
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和副研
究员陈捷凯应邀为最新一期的《自然—方法学》杂志
News&Views栏目撰写评论文章。文章介绍并评论了
该期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悬浮诱导多能性干细胞（iPS
细胞）的研究论文，系统展望了相关细胞培养技术在
体细胞重编程领域的应用前景及面临的问题。

据介绍，裴端卿最早提出重编程是转录因子等内
因和培养条件等外因共同推动的假说，并着眼于从细
胞培养环境寻求提高重编程技术的方法。

在评论文章中，裴端卿着重介绍了加拿大科学家
将悬浮培养技术应用到小鼠 iPS 细胞诱导的技术改
进。评论指出，该技术不仅有应用上的前景，对基于重
编程技术的基础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他还提出，将
该技术尽快运用到人 iPS 细胞诱导并发展出单细胞
建系技术，成为该方法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

我学者应邀为
《自然—方法学》撰文

4月 24日，滞留大连国际机场的旅客在候机楼查看航班动态。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