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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王帅）8 月 5 日，国家“863”
计划重大课题“效率 20%以上新型电极结构晶体硅电池产业
化成套关键技术及示范生产线”启动会在河北保定召开。

据悉，该课题由英利集团光伏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牵头，采用产学研模式，共有五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参
加。课题包括三项任务，其中英利集团与中科院半导体所、中
科院微电子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承担了“效率 20%以
上 N型单晶硅高效 MWT电池及示范生产线”任务，重点研
究 N型MWT太阳能电池关键核心技术。

据了解，N型硅单晶高效太阳能电池是我国光伏领域的
研究热点。如何通过科技研发实现我国光伏企业在该领域的
突破，对我国光伏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英利集团首席技术官宋登元表示，该任务的目标是在英
利集团现有“熊猫”单晶电池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实现
MWT技术与 N型晶体硅电池集成，提高 N型晶体硅电池
电性能指标，提升电池转换效率，降低电池成本。

据悉，目前英利集团“熊猫”N型单晶硅电池的实验室转
换效率达 20%，是全球三大高效太阳能电池之一。

新型晶体硅电池产业化技术研究启动

本报讯（记者闫洁）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获悉，该研究
所俞强课题组在中药牛
蒡子治疗肿瘤的机理研
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成
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
术期刊《生化药理学》。

据介绍，选择性杀伤
肿瘤细胞而减轻对正常
组织的损伤是目前治疗
肿瘤策略所面临的重大
挑战。研究表明，由于肿
瘤细胞的快速增殖，实体
瘤细胞通常处于氧气、葡
萄糖或其他营养物质匮
乏的状态。因此，靶向葡
萄糖缺乏的肿瘤细胞可
能会成为选择性杀伤肿
瘤细胞的一个新策略。

牛蒡子苷元是临床
常用传统中药牛蒡子的
主要活性成分。现有研究
表明，牛蒡子苷元具有抗
肿瘤活性，能够在多种肿
瘤模型中有效抑制肿瘤
生长。

俞强课题组的研究
人员对牛蒡子苷元的抗肿瘤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现在葡萄糖缺乏条件下，牛蒡子苷元通过抑制线
粒体呼吸造成肿瘤细胞内 ATP水平下降以及活性
氧族水平升高，从而促使肿瘤细胞死亡。

研究同时还发现，牛蒡子苷元和糖酵解抑制剂
2- 脱氧 -D-葡萄糖联合使用能够选择性杀伤肿
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的毒性较低。相关研究成果
为用中药治疗肿瘤提供了新的依据和策略。

据悉，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资助。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仅仅晚收 5～15 天，
就可使每亩玉米增产 10%～15%？记者近日从中
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获悉，由该所研究
员郝明德提出的玉米延收增产技术将其变成了
现实。

郝明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前陕西
省玉米收获期的确定是以玉米果穗苞叶变黄发
白、籽粒变硬为标准。实际上，此阶段正处于玉
米腊熟期，离完熟期尚有一段时间，玉米光合产
物还没有充分向籽粒转移，籽粒重量仅为完熟
期的 80%～90%。因此，过早收获实际上造成了
不必要的减产。

同时，在春玉米区，由于不受后茬作物播种
压力的影响，只要农民改变观念，把现行的收获
期推迟 5～15天，就可挖掘出玉米 10%～15%的
增产潜力。而在关中夏玉米区，玉米收获在国庆
节前后，如果延至 10月 15日前后，就可增产

15%左右。
据了解，玉米是陕西省第二大粮食作物，常

年播种面积超过 100万公顷，占粮食总产的 1/3
以上。若推广玉米延收增产技术，不需要太多的
投入，就可挖掘 100万吨以上的玉米增产潜力，
使农民增收 20亿元。

玉米延收，是否会影响下茬小麦？郝明德明
确地告诉记者，不会。“一是因为近年来全球变
暖，即使玉米延收，小麦播种期和出苗期拖后，
也不会对小麦的生长发育造成太大影响。二是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玉米收获、小麦播
种等田间作业时间减少，为这项技术的实施创
造了条件。三是即使是个别对温度比较敏感的
小麦品种，出苗期晚了一两天，也可以通过在小
麦越冬前施肥等田间管理措施来弥补推迟播种
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项技术和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研究员邓西平的实地试验相吻合。
“通过在长武试验点的 3年试验，黄土高原

旱地玉米试验田亩产量过吨，有的还超过关中
水地玉米产量。”邓西平介绍说，该地区玉米增
收有四个关键之处：春玉米播期灵活、推行玉米
大垅双行覆膜栽培实现保苗、将施肥后移晚收、
新品种增密度。其中，将施肥后移晚收，可保证
玉米生长后期灌浆，是一项重要的增产技术。

长期从事玉米丰产栽培技术研究的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教授薛吉全表示，“在从概念、机理
和可行性上进行了 10年多探索后，我们将玉米
高产技术总结为三度：提高密度、整齐度和成熟
度（即适时晚收技术）。夏播区以两早改两晚，春
玉米适时晚收已成为一项高效增产技术”。

不久前，郝明德向中科院院士李振声写信
谈及“关于实施玉米延收增产技术的建议”之
事。李振声表示：试验设计合理、调查数据准确、

分析与结论清晰，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玉米
晚收 15天，增收 15%，这与河北、河南、山东的
结论一致。

玉米适当晚收增产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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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开展了“我与植物面对
面”科普夏令营活动。据记者近日了解，该活动目前已吸引
200多人参加。

此次夏令营包括“美丽眼睛观植物”、“水生植物探
究”、“植物贴画”、“自然体验”、“小小调查家”等五大板
块内容。参观者可以通过游览植物园，实地观察植物的
各个生长器官，探索水生植物的生长奥秘，深入感觉不
同植物的气味，还可以采集到各种形态和颜色的树叶、
花草，并通过对实物形状、色彩、结构的观察、想象，粘贴
成生动有趣的画面。

据武汉植物园夏令营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集知识性、
探索性及趣味性为一体，旨在帮助青少年加深对植物世界
的了解，同时开拓思维，培养其探索自然、学习知识的浓厚
兴趣。

图为科普老师向参观的青少年讲解向日葵知识。
本报记者鲁伟 通讯员陈长丽摄影报道

科普夏令营
让孩子与植物面对面

本报讯 投资 1.5亿元的河南省农作物创新中心日前在
河南省农科院奠基开工。该中心融技术创新服务、科研成果
转化、信息共享与服务为一体，建成后将成为河南乃至黄淮
海最大的粮油育种创新平台。

据悉，河南省农作物创新中心主要包括小麦国家工程实
验室、国家小麦改良中心郑州分中心、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郑
州分中心、国家油料改良中心河南芝麻分中心、河南省小麦
区域技术创新中心、河南省绿色油料作物工程研究中心、河

南省油料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河南省玉米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等 11个实验室。

河南省农科院院长马万杰告诉记者，该中心将实现粮油
作物的资源整合共享，实现科研力量优势互补、高级人才团
队聚集和统一管理。通过统一组织和协调，把各相关研究所
整合成一个为河南省农作物服务的系统，从而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提升农作物创新能力、加快农作物科研成果转化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史俊庭）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获悉，该所
陈洪章团队发明的“一种对汽爆葛根进行综合利用的工艺及
其使用设备”与“汽爆红薯直接固态发酵生产燃料乙醇”，日
前分别获得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国际专利授权。

利用生物质原料转化燃料乙醇是缓解能源危机的重要途
径，是世界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竞争的领域热点。综合我国的
国情和生物资源状况，遵照“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
发展生物质燃料乙醇，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在一些不适宜种植
高产粮食作物的地区因地制宜，通过发展高产、耐旱、耐贫瘠、
代粮的作物或现有的一些野生资源作为生物质燃料乙醇的原
料。资源丰富、淀粉含量高的葛根、红薯是我国很有潜力的生
产燃料乙醇的原料，中科院过程工程所的这两项专利技术是

葛根等非粮食淀粉类原料能源利用的关键技术。
据介绍，葛根、红薯等原料能源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组分

（淀粉）利用单一以及发酵工艺中原料粉碎和蒸煮处理能耗
高、污染严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过程工程所的研究人员
创新性地将“汽爆”预处理与“连续耦合固态发酵”技术相结
合，采用低压短时间代替传统工艺淀粉质原料的粉碎与长时
间高温蒸煮过程，形成连续耦合固态发酵生产乙醇，并通过
从发酵剩余物中提取葛根黄酮、制备蛋白饲料等新工艺，实
现了非粮淀粉质原料组分分级转化、综合清洁高效利用。

相关专家认为，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为我国非粮生物质
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
提高作出贡献。 （韦伊）

葛根和红薯能源化利用技术
获国际专利授权

河南开建农作物创新中心

牛蒡子

郝明德在观察春玉米生长情况。

本报讯（记者张楠）近日，由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简称安光所）承担、北京大学和中科院遥感所参与的国
家“863”重大项目课题“重要大气复合污染物快速在线和时
空分布监测技术系统开发”在北京通过“863”资源环境技术
领域办公室组织的专家验收。

据悉，该课题是“863”重大项目“重点城市群大气复合污
染综合防治技术与集成示范”滚动支持的课题。针对我国区
域大气复合污染物快速在线和时空分布监测的技术需求，课

题组自主研发了车载臭氧时空分布探测差分吸收激光雷达
系统，构建了基于自主研发设备的大气复合污染快速在线和
时空分布监测系统。

该课题实现了 PM2.5、激光雷达等相关技术成果的转移
转化以及大气环境污染卫星遥感监测系统的业务化应用，对
于提高我国在新时期大气环境复合污染条件下的综合监测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进一步缓解国家在环境监测仪
器研发方面的不足。

大气复合污染物快速在线监测系统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