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肖洁 编辑：张双虎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news＠stimes.cn 2013年 3月 7日 星期四 Tel押（010）51949387综合 5

北京市科委与中国医学科学院
举办项目对接会

本报讯近日，北京市科委与中国医
学科学院共同主办的“G20企业、医科院
药物研究院项目对接会”在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物研究所举行。

20 余家 G20 企业项目引进负责人
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的科学家
针对 34个新药项目（其中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一类新药 19项）进行了一对一的
洽谈和交流，并就治疗帕金森氏症新药
“芬乐胺”、抗肿瘤品种“泽普图珠”等十
余个项目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自 2010年启动“北京生物医药产业

跨越发展工程”（简称“G20 工程”）到
2012年底一期结束，北京生物医药产业
规模已突破千亿。
近 5年来，北京市科委通过各类科

研项目、计划，重点支持中国医学科学院
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并推动“桑枝总
生物碱”等 7个项目在京转化。 （王庆）

“科普讲堂”传授
“二代”教育方法

本报讯近日，中国科学报社江西记者
站举办的“科普讲堂”在南昌举行。本次讲
堂以传授科学的育人方式为宗旨，激励“二
代”自主奋斗，遵纪守法。该行动得到江西
省科技厅、江西省教育厅、南昌市政府及有
关区县教育局的支持和肯定。
此活动由多本教育畅销书作者、中

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
院、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帮助未成年人
戒除网瘾大行动”特邀教育专家傅中国
倡导与主持，具体行动包括中小学生励
志训练、两代人同步励志训练、校长教师
教育教学培训等多个方面的培训，既向
青少年传授成功者证明有效的自我励志
方法，也向家长传授科学的教子方法，同
时还向中小学校长及教师传授如何把握
素质教育的关键要素，如何创新教学与
管理。
该项教育行动在帮助“二代”解决厌

学、沉迷游戏及做人品德培养等方面，取
得了巨大突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赞誉。 （徐立明）

太钢不锈钢管
通过美国石油学会认证

本报讯 3月 5日，记者从太原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研发的不
锈钢无缝钢管顺利通过美国石油学会指
定审核员的现场审核，取得了石油化工行
业质量管理体系、Spec 5CT油套管会标
和 Spec 5LC耐蚀合金管线钢管会标等三
项认可，并在国内首次取得 5LC会标。
油井管是该公司五大重点产品领域

之一，这些认证的取得，对太钢不锈钢管
进入油井管市场，进一步开拓油田和石
油化工行业奠定了基础。 （程春生）

江西大学生走进社区开“门诊”

本报讯近日，华东交通大学志愿者
走进南昌市南浦街道社区开展“学习雷
锋精神，真情服务社区”活动。他们在宣
传十八大精神的同时，还组织“小家电门
诊”服务队，上门为社区居民义务维修家
电。这是“小家电门诊”服务队在社区开
展义务维修的第八个年头。
该校“小家电门诊”服务队以“热心

公益、热心关怀、热心扶持、热心帮教”为
宗旨，在校内外长期开展服务活动。

（徐立明）

（上接第 1版）特别在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方面，
经开区打出了一记“重拳”———自去年 4月 6日颁
布《关于深化统筹科技资源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意见》以来，西安经开区持续增加对企业科技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扶持保障力度，使实体经
济活力不断迸发，科技资源要素加速聚集，一个个
拥有优势技术的创新型企业汇聚成“科技生产力”
集体爆发。2012年，西安经开区支持创新项目 253
个，拨付资金 6159万元，增长 29%，带动企业投资
19.67亿元，项目投产后可新增收入 165亿元。

西北工业大学超晶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就是
一个典型案例。这是由西北工业大学联合院士、教
授发起成立的科技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200万
元，属典型的中小型企业。在这个体系之下，其八个

科技创新项目先后获得资金扶持 435万元，同时管
委会还为其争取到 15 项上级专项扶持资金 1138
万元，促使超晶科技完成技术研发 23项，申请技术
专利 26项，公司产值也从入区头一年的 500万元，
跃升到 2012年的 1.5亿元。

统筹科技资源力度的加大推进，带来了优势科
技资源的加速聚集；要素集聚的强大气场，反过来
推动统筹实践迈向纵深，让科技成果转化为区域发
展的“第一推动力”。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委员、省经济学学会会长冯
家臻认为，《意见》特别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
加强了与中科院、西北有色院、中国兵器、中国北
车、中航工业等单位的合作，全力推进“两大”科研
院所、“四大”央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的探索，

不仅值得西安和陕西借鉴推广，对我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又据了解，西安经开区在渭北工业区高陵组建
的泾渭新城规划了 1000亩土地，作为成果转化基地，
以承载中国科学院西安科技创新示范园的产业化项
目，使其尽快落地、成长。同时，为不断提升科研人员
的创新积极性，西安经开区还在风景宜人的秦岭山中
开辟 400亩土地，建设“专家创新公寓”，为科研人员
提供更为人性化的科研工作环境。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来到位于西安经开区凤城
十二路西的凯瑞大厦，中科院西安分院、陕西省发
改委与西安经开区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西安科
技创新与产业育成中心”办公室即在此地。据介绍，
建设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起到协同创新引领作

用，使之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独具特色、高效率、高转
化率的技术转移转化与产业孵化先导示范基地。

对于联合筹备建设的“西安科技创新与产业育
成中心”项目，中科院西安分院和陕西省科学院院
长周杰多次要求科学院创新合作模式，将科技项目
转移转化做实做好，建立多层次的项目承载平台和
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机制，加快项目落地开花结果，
为西安经开区乃至陕西省实现创新驱动提供支撑。

作为“智能电网用全光线电流传感器”项目研
发者之一的徐金涛对记者表示：“我们做科研还行，
但要将成果转移转化到生产中，要解决过程中许多
具体手续和协调等工作，既缺少精力又缺少经验，
而‘西安科技创新与产业育成中心’筹备建设办公
室恰好能起到这些作用。”

洋大师爱上中国瓷
3月 4日下午，国际制壶和陶艺大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Stephen Grimmer被正式

受聘为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
平顶山地区的唐代鲁山花瓷、宋代汝瓷久负盛名，是我国北方重要的产瓷区之一。平顶山学院利

用地域优势开设了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学术带头人梅国建是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011年，他主持
完成了唐代花釉瓷复仿制作技术，恢复了失传近千年的唐代花釉瓷制作技术，填补了我国陶瓷研究领
域的空白。

Grimmer是陶瓷专业教授、陶艺大师，擅长设计和制作实用性的陶瓷餐具，尤其工于制壶。其作品
经常在美、加等国的高校、博物馆、艺术中心展出并被收藏。

Grimmer此次来平顶山学院，主要对汝瓷、钧瓷和唐花瓷等陶瓷文化进行考察。图为 Grimmer参观
平顶山学院陶瓷馆。 （本报记者史俊庭 通讯员曹萍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陆琦）近日，首部世界
创新竞争力评价报告———《世界创新竞
争力发展报告（2001～2012）》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创新竞争
力排第 14位，是唯一进入前 20名的发
展中国家，也是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

该报告采集了 2001～2010年世界各
国科技、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对
100个代表性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进行评价
分析。结果显示，世界创新竞争力前十位
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挪威、芬兰、瑞
典、瑞士、德国、丹麦、卢森堡和法国。

总体来看，世界创新竞争力的整体

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与 2001年相
比，创新竞争力排位上升的国家有 43
个，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上升了
20位。报告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
体创新竞争力不断提升，这得益于新兴
经济体国家较快地实现经济复苏，保持
了国民经济较为强劲的增长。同时，为应
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各国也
纷纷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了国家创新竞
争力的不断提升。

尽管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远
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在十年间得分下
降的 22个国家中，有 15个是发达国家，

这显示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泥
潭，无力继续在科技发展方面加大投入
力度，致使国家创新竞争力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赵
新力表示，由于经济在接踵而至的金融
危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中迟迟难以复
苏，“创新”被许多国家视为实现经济复
苏和强劲增长的一剂良药。可以预见，未
来各国经济、社会乃至安全等整体竞争
力的提升都将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创新作
为驱动力。

中国创新竞争力升幅最大

姻本报记者 王静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如同有一个约定，当地球上能看到

第一缕月光的那一刻，嫦娥二号地面应
用系统即可接受从太空传来的信号，技
术人员也立即开始处理数据。

数据量增加两百倍

“嫦娥二号现在还在太空中飘着呢！
自 2010年 10月发射至 2013年 2月，嫦
娥二号上天 21个多月过去，仍在深空飞
行。”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轻松
地告诉记者。
看着屏幕上滚动的数据，提起两年

多来嫦娥二号上天前后的日日夜夜，嫦
娥二号地面应用系统主任设计师任鑫心
中泛起阵阵涟漪。
他比谁都清楚，地面应用中心接收

嫦娥二号与嫦娥一号信息的天线没有变
化，但数据总量却增加了约 200倍。嫦娥
一号每天接收数据约 600MB，采用
3Mbps码速率下传，嫦娥二号每天接收
数据约 100GB，采用 8倍压缩，12Mbps
码速率下传。这使嫦娥二号地面接收设

备与处理软件的复杂程度和效率远远高
于嫦娥一号，技术难度和工作强度也大
大增加。
“由此，数据处理的方法、数据的组

织策略以及对数据处理能力的要求，嫦
娥二号与嫦娥一号比，在各方面都提出
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吴伟仁说。
但在很短时间内，地面应用系统团

队就建立起中国月球数据处理的基础体
系，形成了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攻
克了很多数据处理的技术难关。
如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月球影像

图十分清晰。

用“精确”说话

“承担探月工程任务最大困难是什
么？”记者问。
“最难在于精确。”嫦娥二号地面应

用系统总设计师李春来说。
李春来向记者展示了嫦娥一号和嫦

娥二号的不同精度。他说：“嫦娥一号所
看到的月球表面最小环形坑直径约为
500米左右，嫦娥二号能识别直径约为
20米的环形坑。”
就奔月时间而言，嫦娥一号用了 12

天，嫦娥二号仅用 5天；在测定轨时间
上，嫦娥一号需要 30分钟，嫦娥二号仅
用 15分钟；在测定轨位置精度上，嫦娥
一号约 400米距离，嫦娥二号约 100米；
在测速精度上，嫦娥一号每秒 0.5米，嫦
娥二号每秒 0.1米……

各种精度的提高，使中国获得了迄
今为止国际上分辨率最高、变形程度最
低、位置精度最高，图像色调最一致和空
间覆盖最完整的全月球正射影像图。

能获得如此高质量的图像，嫦娥二
号地面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刘建军认
为，成功在于“严、细、慎、实”4个字。

工程师王奋飞解释说，在嫦娥二号
发射前，科研人员针对任何一种可能都
作了预案，共做了几十个，涉及每一个环
节，可谓慎之又慎。

坚定走向深空

在地面应用系统工作的所有人都知
道，日本 2007年发射的“月神”，用了 3个
月时间仍没实现对月球全覆盖。因在设计
之初考虑不周全，导致地形高的地区图像
数据没有拼接上，此后用了 1年多的时间
才发布全月数据，但仍有约 6%的数据缺

失。嫦娥二号获取全月覆盖数据仅用了 3
个月，并在半年后发布了全月数据。
“那阵子，我们并非没有遇到任何问

题。”王奋飞说。
2010年 10月，工作人员发现图像质

量下降，工作模式需要调整。他们在地面
调整后，及时传给卫星控制平台，才保证
了后期全月图像数据的质量。问题从发
现、找到解决方案，到处理没有超过 1个
小时。因为卫星飞行速度很快，绕月球一
圈仅需 117分钟，每一轨拍摄后，卫星就
已经离开很远了，只能在看得见时才再
次发送控制指令。在 3个月时间里，如果
下一轨还遇到相同问题，数据丢失会更
严重，而且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了。

目前，嫦娥二号距离地球约 2000万
公里，状态良好。两年来，嫦娥二号进行
着中国航天史的“太空远征”，远征的距
离在不断刷新。

据吴伟仁透露，中国太空远征能否
成为“世界的二锅头”，能否走向深空？嫦
娥二号发射前，印度公布了他们卫星的
一些细节。因此航天人压力很大，中国也
不能落后于印度。在嫦娥二号拓展任务
执行的讨论中，让嫦娥二号走向深空，中
科院态度非常坚决。

护航嫦娥的“深空之旅”
———记嫦娥二号地面应用系统团队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在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与得克
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David M.
Hillis院士的指导下，成都生物研究
所副研究员李家堂等通过对树蛙类
物种的生物地理学研究，揭示了渐
新世时期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
存在着快速的物种交流。近日，该研
究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被认为是生物学和地质学交叉
合作研究的精彩范例。

据介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
撞击事件被认为是目前地球上最大
和最积极的造山运动。但至今对该
事件的碰撞时间等模式仍备受争
论。如，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 Van
Hinsbergen 等认为印度板块自距今
5200 万年前首次碰撞欧亚板块后，
中间一段时间至 2500万 ~2000万年
前，两板块之间缺乏有效接触。相反，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 Aitchison等
的地理模型则支持，印度板块和欧亚
板块后期接触的时间发生在大约
3400万年前，始新世和渐新世之间。

树蛙类动物广泛分布于亚洲和
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多数以

树栖生活方式为主，有着极差的耐
海水能力，使树蛙类动物成为研究
该区域地理事件的理想动物。
“我们通过对树蛙类物种进行

线粒体和核基因序列的分析，构建
了 114个种的系统发育关系。同时，
根据化石校正点估算物种分歧时
间，从生物角度为地质学上板块撞
击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提供了独立
的新证据。”李家堂说。

树蛙类物种最早起源于非洲和
马达加斯加地区，物种伴随着印度
板块的向北漂移而北迁至欧亚大
陆。在早第三纪时期，印度板块和欧
亚板块首次接近碰撞的时候，树蛙
类物种由印度板块扩散至欧亚板
块，物种迅速在亚洲大陆，包括东南
亚大陆和岛屿上进行扩散。

有趣的是，科研人员发现，在始
新世中期，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
间没有树蛙类物种交流，树蛙类物
种只在东南亚及东亚大陆和岛屿间
扩散。直到渐新世时期，印度板块和
欧亚板块之间又恢复了树蛙类物种
交流。该研究从生物进化角度支持
Aitchison等的地理模型。

“小”树蛙验证“大历史”

本报讯（通讯员曹雷 记者蒋家
平）记者近日从安徽农业大学获悉，
该校教授王桂军等攻克鸭黄病毒感
染防治关键技术，研制出针对鸭黄
病毒的免疫制剂和卵黄抗体。该制
剂能明显降低规模化鸭场鸭黄病的
发病率，大大节约防治成本。

据介绍，2009年以来，安徽及周
边省市的鸭场出现了一种新传染
病，导致雏鸭生长迟缓，种鸭和蛋鸭
产蛋骤降，甚至出现大面积死亡的
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年存栏 10000
套种鸭场因发生疫情导致产蛋下降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500 多万
元。

以王桂军为首的课题组利用分
子生物学、血清学技术，就该病的流
行规律、传播途径、危害等进行了广
泛调查，收集大量流行病学数据，最

终确定安徽省规模化鸭场流行病病
源为鸭黄病毒。

课题组通过对鸭黄病毒多次传
代培养，筛选出一株优势鸭黄病毒，
命名为 AH-F10 株。在分离鉴定
AH-F10 的基础上，课题组研制了
鸭黄病毒灭活免疫制剂和抗鸭黄病
毒高免卵黄抗体。该成果在安徽省
规模鸭场试用于种鸭、蛋鸭共 4000
万只，初步应用显示，免疫制剂的免
疫保护率在 95%以上，卵黄抗体对
鸭黄病毒感染治愈率在 80%以上。

课题组还建立了快速诊断鸭黄
病毒感染的 RT-PCR 方法和检测
鸭源黄病毒抗体的琼脂扩散方法。
该方法成本低、操作简便，为临床
病毒的分离鉴定、感染情况调查和
疫苗免疫效果评估提供技术和方
法支持。

安徽农业大学
攻克鸭黄病毒防治关键技术

本报讯（记者黄明明）记者近日
从“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预警与防控
技术研究与应用”组获悉，该项目将
综合统计建国以来的农业、气象、民
政等部门的数据，通过研究全国和
区域性的长时间序列气象资料、农
情资料和农业灾情资料等，形成综
合的灾害数据结构，在 2015年初步
构建全国突发性灾害数据库。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干旱、洪涝、
低温、干热风等重大、突发性自然灾
害频发，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安全
与可持续性。据统计，一般灾年全国
农作物受灾面积就达 4666.7 万公
顷，约占总播种面积的 1/3，因灾损
失粮食 500多亿公斤。

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李茂松表示，该项目旨在通过综合、
系统性的研究，为指导农业防灾避
灾、灾后补救，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技术支持。

据了解，项目团队集合了农业
气象、气象灾害、农学、农业水土工
程、水文水资源、电子自动化、机械
制造等学科专业领域。该项目以三
大优势作物（水稻、油菜、玉米）、三
大灾害（干旱、洪涝、冷害）为研究
对象，项目设 6 个课题、32 个团队，
从构建全国突发性灾害数据库，开
展区域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抗
逆性品种筛选试验、揭示区域主要
农作物气象灾害的时空变化特征、
开展突发性灾害监测预警设备、应
急机具和抗逆制剂研发等方面开
展工作。

全国突发灾害数据库
2015年初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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