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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面积增长实现粮食增产潜力不大，院士专家认为：

改造中低产田是河南增产关键
本报讯 “虽然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

增，但是耕地在不可逆转地减少，再加上不可抗
拒的自然因素影响，粮食增产的难度和压力会
相当大。”10 月 21 日，在河南农业大学召开的作
物持续增产与国家粮食安全高层论坛上，与会
院士、专家纷纷为中国未来粮食增产问题建言
献策。

河南农业大学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尹钧介绍说，中国小麦从 2004 年开
始连续实现十年增产。根据《全国新增 1000 亿斤
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河南要增产粮食 77.5 亿公
斤。而目前河南面临的形势是单靠面积增长潜

力不大，要持续增产任务相当艰巨。
“河南粮食增产面临着几个关键问题：一是

区域产量不平衡，中低产田广；二是年际产量不
稳定，抗灾能力差；三是技术到位率低，规模经
营小。”尹钧表示。
“如果在改造中低产田的过程中，相关工作

没有做好，河南粮食增产大的缺口将会不可避
免。因此，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势在必行。”小麦
育种学家、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贾继增强
调说。

在中科院院士谢华安看来，对于河南持续
增产的严峻形势，研究能适应中低产田种植，并

且为市场所接受的新品种尤为重要，如果品种
的综合性能较高会更佳。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对此表示认同。他
认为，河南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在中低产田上主
抓高产和稳产，高产的同时能够稳产，丰年能增
收，不丰年也能有好的收成。“可以培育一些耐
旱、肥水高效利用的品种，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保
证较大面积的稳产。”

陈温福还建议继续加强对技术推广的重
视，同时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从而避免我国
重蹈埃及和两河流域农田退化的覆辙。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曾做过试验，如

果技术人员讲两个小时，然后坐车离开农田，农
民能接受的知识和技能只有 10%；而如果能够和
农民长期在一起，农民能接受 70%。

中科院院士朱玉贤也非常关注农技推广问
题。他建议河南农业大学做成一个科学的农技
推广系统工程。这样既能让更多的大学生历练
成农业需要的人才，又能最大限度地将农技推
广的难题解决。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万建民则建议，农技推
广需要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加大对水利设施
的建设。在培育适合中低产田品种的同时，做好
配套栽培模式的研究推广。 （史俊庭）

近日，哈尔滨锅炉厂燃烧技术中心 30兆瓦热态试验台连续投煤运行 24小时（相当于电厂机
组 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该试验台顺利通过试运。

据了解，该试验台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热容量最大、系统功能最完善、控制系统最先进、最
接近工程实际的先进综合性大型燃烧试验平台。 本报记者张好成 通讯员郭波、邱惠玲摄影报道

曹雪涛当选德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本报讯 近日，德国科学院院长致函上
海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曹雪涛，祝贺其当选德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是著名免
疫学家，在天然免疫与免疫调控的基础研
究、疾病免疫治疗的转化与应用研究上取得
了系统性创新性成果。

目前，我国大陆共有 7位学者当选德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 （黄辛）

全国病毒学研究生论坛举办

本报讯 10月 28日，由中科院武汉病毒
所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病毒学研究生论坛在
武汉闭幕。来自全国 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 45位研究生代表参会，其中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的牛锋锋获得论坛评委一等奖。

论坛全程由研究生主持、演讲、制作展
板、互相评比打分，而这样由研究生唱主角的
论坛在国内尚不多见。本届论坛得到了中国
科学院大学的支持。 （鲁伟何满李晓瑜）

国际河口海岸学大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在日前于沪举行的第 53 届国
际河口海岸学大会上，我国河口海岸研究领
域的泰斗、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奠基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吉余被授予“终身成
就奖”。

此次会议由国际河口海岸学学会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与爱思唯尔出版社共同承办。
来自 43个国家和地区的 450余名代表，围
绕“快速变化下的河口海岸响应与管理”主
题，就当今世界河口海岸面临的挑战及其可
持续性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黄辛）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获批经费总额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 10 月 30 日从中科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今年该院获批项
目数和经费总额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总
经费达 3977 万元，资助率为 30.2%，高于
22.5%的全国平均水平。

据了解，今年该院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
专项 1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1项、重大研
究计划培育项目 2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项目 1项、专项基金项目 1项、面
上项目 17项、青年基金项目 43项。

（朱汉斌冯春）

我学者当选国际地貌学会副主席

本报讯据国际地貌学会官方网站近日
报道，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研究员杨小
平当选为该组织最新一任副主席，分管该学
会的学术工作组及与亚太地区的联系，任职
时间从 2013年 10月至 2017年 10月。

作为中国地理学会推选的参选人员，杨
小平也是国际地貌学会历史上第一位来自
亚洲的副主席。 （张巧玲）

泛太平洋地区木材解剖学
国际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近日，由国际木材科学院等主
办、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等承办
的 2013年度学术会议和四年一次的泛太平
洋地区木材解剖学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国的国际木材科
学院院士举行了圆桌会议，就木材科学技术
的进展及产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进行沟通
与交流，以推动中国在木材加工技术研究领
域的国际合作。 （彭科峰）

简讯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张秋惠）由
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深圳市
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深圳老年
科协”）承办的“中国老年创新发明推介交
流会”日前在深圳举行。

记者从现场获悉，参加推介的 75 个
优秀老年创新发明项目中，电子信息与新
能源类有 28 项、节能减排类 23 项、环境保

护类 24 项。这些项目或获得国家专利证
书，或获得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通过权
威部门产品检测，大部分已实现批量或小
批量生产，有较高的创新水平和较好的转
化前景。

统计资料显示，老年科技工作者已成
为科技工作者群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10
年，我国非职务发明人申请专利总量为

450858件，占我国专利申请总量的 40.6%；
非职务发明人数约为 100 万人，60 岁以上
者约占三分之一。

目前，深圳市有 6万余名老年科技工
作者。近年来，深圳老年科协通过组织“深
港老年创新发明大赛”、“珠三角老年创新
发明大赛”等活动，在广东科技界引起强烈
反响。

老年创新发明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实习生 王威
英国学者日前发表一项研究指出，全

球变暖导致农业病虫害正在以每年 3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南北极扩展，过去 50年来全
球气温升高与病虫害范围扩张之间有着密
切关系。

热带病虫害的扩散会给高纬度地区带
来哪些影响？人类的粮食安全是否面临挑
战？面对突如其来的“虫虫危机”，人类有哪
些对策？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相关专家。

气候暖化致虫害加剧

对于英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结论，中
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研究员马春森表示认
同。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早在几
年前，就有专家根据各国论文中涵盖的 200
多个昆虫种类作了相关统计。多项调查数
据表明，赤道附近的平均温度已达到昆虫
发生、发展所需的最佳温度，随着气候变
暖，最适宜昆虫的地区会向中高纬度扩散。
由于主要农业区多处在该区域，这将给病

虫害防治和粮食安全直接带来挑战。
“农业病虫害的发生受到作物的布局和

种植状况、害虫的天敌、农业操作以及气象
因素的影响。”马春森表示，气象因素的影响
最为关键。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与农业
气象研究所副所长霍治国也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近年来，包括
温度和降水（湿度）在内的气候变化，总体有
利于病虫害暴发和危害加剧。”

据介绍，近百年来，全球年平均气温提
高了约 0.75摄氏度。其中，我国的平均气温
提高约 1.1摄氏度。与全球平均状况一样，
中国近百年的增温主要发生在冬季和春季。
而从 1961～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农作
物病虫害的发生面积扩大 6倍以上，增加的
粮食损失超过 9倍。

虫害与天敌的同步性受影响

“病虫害的生存、作物的生存以及天敌
处于一整套的共生机制中。”中国农科院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徐吟隆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病虫害是否暴发、

暴发危害大小及强度跟整个农田生态系统
的具体情况相关，有很多复杂的影响因素。

马春森强调，生态系统内的物候同步性
研究一直是病虫害研究的重点。“不同物种
对温度变化的适应性存在差异，因此气候改
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们之间的同步性。”

他举例说，在常见的小麦蚜虫中，麦长
管蚜对高温的耐性较差，而禾谷缢管蚜耐受
高温。气温升高在一定区域内影响到二者在
种群数量上的动态变化。“麦长管蚜主要食
用小麦灌浆后的颗粒，对产量损失特别大，
而禾谷缢管蚜食用根茎部，对秧苗期的作物
影响更大。”马春森认为，应对不同种类的麦
蚜，需要采取不同手段。
“昆虫与天敌的同步性也受到影响。”徐

吟隆表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作物种
植带的北界向北移动，迁徙到新地区的昆虫
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缺乏天敌的制约。

积极应对复杂挑战

随着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加剧，有害生物
的危害期延长，危害范围更广，发生世代增
多，越冬成活率更高，习性更难估测。

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北方平原地区小
麦蚜虫的发生时间提前了约 5～7天，结束
时间也有所延迟，整体危害时间延长了
10～15天。在东北地区，不完全二代的玉米
螟比例有所提高，应对一代害虫的药物在
不完全二代的身上收效较小。病虫害的越
冬范围增大，例如稻飞虱北移 2～4 个纬
度，而小麦条锈菌的越冬海拔上限提高了
100～300米。

昆虫习性的变化，更为病虫害防治增加
了诸多不确定因素。马春森说，病虫害防治
好比寻医问药，“对症下药和及时用药尤为
重要”。气候变化使凭借“滞育”（类似于冬
眠）越冬的昆虫苏醒的时间更难估测，为确
定喷洒农药的时间带来难度；温度升高还使
部分入侵的昆虫和本地原本不能越冬的昆
虫存活下来，来年继续为害作物。

霍治国表示，随着气候进一步变化，已
有的科研成果不能完全解释现有检测事实。

在采访中，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出，
彻底消灭害虫是不可能的。面对新的挑战，
我们应积极更新应对策略和研究成果，根据
气候和区域生态系统内的具体状况，制定出
合理的管理方案。

气候变暖致虫害以每年 3公里的速度向高纬度扩展

“虫虫危机”来临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本报讯 （记者邱锐）近
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
员张涛领导的团队与该所
“千人计划”入选者刘景月、
清华大学教授李隽合作，成
功研制出单原子铱催化剂。
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美国
化学会志》。

单原子催化是多相催化
领域的新概念，其单一均匀
的活性位有可能架起多相催
化与匀相催化之间的桥梁。

负载型金属铱催化剂被
广泛应用于航天推进剂肼催
化分解体系中，但极少被用
于水汽变换反应。张涛研究
组在发现 FeOx 载体稳定铂
单原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
其扩展到金属铱体系，成功
制备出 FeOx 负载的亚纳米

铱催化剂。在此基础上，通过
降低金属含量，成功获得了
单原子铱催化剂，并将其应
用于较高温度的水汽变换反
应中，揭示了铱单原子不仅
是水汽变换反应最重要的活
性位，而且在较高温度下也
可稳定存在。

实验发现，将该催化剂
用于水汽变换反应，其催化
活性比相应的团簇及纳米催
化剂高一个数量级，且对于
较高金属含量的非均匀催化
剂，其单原子催化的贡献占
总体活性的约 70%。

专家认为，该研究不但有
助于从原子层次认识复杂的
多相催化反应，而且对于发展
低成本、高活性的负载型催化
剂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科学家制备出
单原子铱催化剂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本报讯（记者王静）中科
院生物物理所刘平生团队在
中科院基因组所于军课题组
的协助下，对高效产油的浊
红球菌展开了系统性研究，
为建立以原核生物为基础的
新型脂滴研究模式奠定了基
础。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
于《核酸研究》。

化石能源的逐渐枯竭迫
使生物燃料迅猛发展，而以
微生物为基础的新型可再生
清洁能源将有可能引爆新一
轮的“工业革命”。浊红球菌
是一种革兰氏阳性菌。其中

的 PD630 高效产油菌拥有强
大的碳源转化能力，能将各
种碳源，如自然界含量极高
的纤维素和木质素转化成甘
油三酯，以脂滴的形式储存
起来。其含油量高达菌体干
重的 87%，是目前公认的发展
生物能源最具潜力的候选菌
种之一。

据了解，此次研究人员对
PD630 高效产油菌进行了首
次完整测序，并且公布了该
产油菌的全基因组信息、脂
滴蛋白质组信息和转录组学
数据。

高产油菌浊红球菌
系统研究展开

本报讯 中科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元明
领导的“生物土壤结皮生态
学”团队，围绕干旱荒漠区生
物土壤结皮发育土壤的碳通
量特征，实测研究了古尔班
通古特沙漠生物土壤结皮在
荒漠土壤—大气界面碳交换
中的作用。相关成果日前发
表于《土壤生物学与生物化
学》杂志。

据了解，维管植物和生
物土壤结皮的镶嵌式分布是
中亚荒漠区地表覆盖的主要
形式。在这一地区，生物土壤
结皮占据了地表 40%以上的
面积。由于生物土壤结皮的
潜在光合能力与维管植物相
当，研究人员据此推测，结皮
发育土壤在干旱区碳循环中
可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相
关研究多集中于室内条件下
生物土壤结皮的光合生理测
定方面。

最新研究表明，生物土
壤结皮在土表的发育显著阻
碍了土壤 CO2 向大气的释
放，地表生物土壤结皮能有
效减少 1/4 至 1/2 的土壤碳
释放，显著影响土壤—大气
界面碳交换过程。该结果表
明，生物土壤结皮在荒漠土
壤—大气界面碳交换中扮演
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在
这一生态过程中，自然条件
下土壤水分和温度的耦合关
系起着关键性作用。温度变
动对生物土壤结皮的光合作
用无显著影响，但温度的升
高能显著刺激土壤呼吸。相
反，低温能延长结皮光合活
性时间，增加了结皮发育土
壤的碳截获量。

该研究结果表明，早春
融雪和积雪覆盖期可能是生
物结皮发育土壤碳截获的主
要时段。 （红霞）

生物结皮在碳交换中
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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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金武）10月 29日，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基金
委”）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北
京市科研院”）签署合作协议。据悉，在未来 3
年里，双方将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需求，联合资助该市的基础研究工作。

根据协议，北京市基金委与北京市科研
院将开展联合资助工作，首次合作期为
2014～2016年，北京市科研院出资不低于北
京市基金委的 5倍。这一新举措标志着首都
地区的科研机构不仅是科技活动的创新主
体，更是科技投入的主体，也必将成为科技成

果应用的主体。
据介绍，联合资助试点的最大特点是：鼓

励开放合作，充分整合首都科技资源。同时，
开放合作的模式将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自
然科学基金工作及基础研究领域工作，为首
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北京开展基础研究联合资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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