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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实习生 李宁 记者 彭科峰
虽然地处汉江流域，湖北老河口

市土地日前却爆出大规模沙化问题，3
月，沙化问题已经导致当地居民饮水
困难。这一事件让南方沙患问题进入
公众视野。
“沙化”，已经不是西北旱区土地的

“专利”。
《中国科学报》记者近日查询发现，

我国南方湿润土地沙化近年来日益严重，
已经涉及 12个省。多名专家向记者表示，
气候干旱、人为过度使用土地、治沙资金
短缺是南方土地沙化的主因，未来必须通
过加大植树种草力度、动员民间力量参与
等一系列措施，尽快消除沙患。

南方沙患影响 12省

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建于
2003年的老河口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分布在鄂西北汉水中游东岸，沙化分布
区面积约为 52万亩，沙化土地约为 32
万亩，直接影响当地近 15万人。

地处汉江流域，老河口为何会干旱
缺水、沙化严重？老河口市气象局局长
周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老河口地
区旱灾年年都有，程度有所不同，这主
要是因为老河口大部分为干地，不能保
水，导致墒情严重。另外，老河口平均年
降雨量为 800多毫米，而蒸发量却达到
1200多毫米。近 3年来连续大旱，年降
雨量不足 500毫米，直到今年 3月中旬
才迎来了第一场降水量不超过 30毫米
的“无效降雨”。
土地沙化不仅导致当地居民无处饮

水，也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威胁。
其实，近年来，我国南方土地沙化情

况日趋严重。据国家林业局第四次全国荒
漠化和沙化监测统计，中国南方的湿润沙
化土地分布广泛，面积达 0.88万平方公
里，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
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重庆等
12个省（区、市）的 260个县市区。

过度使用成沙化主因

什么原因造成南方土地沙化日趋

严重？对此，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
所研究员蒋高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沙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共同
作用的结果，南方和北方的沙化有不同
的成因和表现。”
蒋高明介绍，南方沙化的最根本原

因在于人为的过度使用土地，破坏地表
植被，导致河流、湖泊附近沙化趋势日
益严重。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

丁明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说：“南方地区由于受季风性气候影响，
夏季降水集中，冬季河床裸露，河床的沙
子被风搬运至周边，造成土地沙化。”
此外，政府虽然成立了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但是却面临投入总量与实际
需求差距较大等困境，有的地方和企业
甚至打着发展沙产业的幌子，过度开
发，无序开发。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妥善
解决，会遏制我国防沙治沙的进程。
另外，治沙资金短缺也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问题。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江
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防沙治沙综合
示范区的建设资金相继被取消。从今年

开始，老河口市每年原本由国家投入示
范区的 60万至 100万元治沙资金也被
取消。

治沙应与治穷结合

土地沙化是环境退化的标志，给我
国的农业、牧业和人民生活财产造成了
严重损失。
蒋高明向记者介绍了北方旱区治

理沙化的成功经验。他表示，沙地治理
的核心是保水，关键是绿化。在有沙化
趋势的土地上应种植以草灌乔为主的
沙生植物，尽可能降低人为破坏因素，
达到覆盖地面、恢复水土的目的。
丁明军则强调，南方有气候条件

的优势，比北方沙化治理相对简单，保
护绿色植被、植树造林即可遏制沙化
进程。目前受经济利益驱动，人为破坏
自然环境的现象仍然存在。他呼吁政
府相关负责单位加大防护林建设，推
广治沙成功经验，治沙与治穷相结合，
动员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其中，齐心协
力治理沙患。

简讯

长春应化所青岛研发基地成立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青
岛研发基地举行共建签约仪式。青岛市
政府、城阳区政府、青岛市科技局、中国
科学院院地合作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参加了签约仪式。
据悉，长春应化所青岛研发基地将以

应化所的特色和优势学科为基础，结合青
岛市以及山东半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实际需要，重点开展轻质高强金属合
金材料及制品、高分子材料的加工和应用
等关键技术研究和相关产品开发，以科技
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封帆于洋）

河南农业科技支撑计划
重大项目立项

本报讯 3月 30日，记者从河南省
科技厅获悉，由该厅牵头申报的“粮食
主产区作物丰产节水节肥技术集成与
示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已获
国家批复立项实施。
围绕国家新增 1000亿斤粮食目标，

该项目将重点开展节水节肥品种筛选、覆
盖保墒、膜下滴灌等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管
理模式创新研究，集成不同区域粮食丰产
节水节肥技术模式，进行示范转化和大面
积应用。 （谭永江）

广东“两院”与海南省环资厅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广州分院、广
东省科学院（下称“两院”）与海南省国
土环境资源厅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这意味着“两院”与海南的科技
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该协议旨在依托“两院”在科技人

才、科技成果、学科积累等方面的实力，
发挥海南省环资厅在经济特区和国际旅
游岛建设的政策、立法等方面的优势，围
绕海南经济社会和国土环境资源的实际
情况，重点就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南海生态本底调查与资源
开发、国土环境资源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等提供科技支撑。 （李洁尉赵晖）

中国独立学院百强榜出炉

本报讯日前，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
主持的《2013中国独立学院评价》课题
结题，江西 4所高校登上百强榜。
据悉，此次独立学院排行榜完全按

照本科大学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将各
独立学院教师绩效、新生质量、本科毕
业生质量、教师师资等作为排名参考指
标，详细介绍了全国 297所独立学院的
整体状况。 （徐立明）

著名冶金和微电子学家
徐元森院士逝世

本报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冶金
和微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徐元森因病
医治无效，于 3月 27日在上海华东医
院逝世，享年 87岁。
在 6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徐元森领

导和参与的团队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球
墨铸铁的生产和热处理工艺；开展氟在
高炉冶炼中行为的研究，解决了包钢高
含氟铁矿冶炼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
钢铁冶炼工业作出重要贡献；与工业部
门合作研制出国内第一块工业实用 PN
结隔离集成电路、ECL高速电路和国内
第一块 8位、16位微处理器，是我国集成
电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黄辛）

南方湿润土地也会沙化，有关专家“支招”：

消除沙患须治穷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李洁尉）3 月
30日晚，“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
界华人盛典”在京举行。

过去一年，让世界更精彩和美丽的
全球杰出华人齐聚北京，捧走属于他们
的奖杯。他们分别是：获颁“影响世界华
人终身成就奖”的星云大师和获颁“影
响世界华人大奖”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合作组、王俊、孙大文、神舟九号飞行乘

组、关惠群、第 30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郎朗、莫言、陈其钢、林心瑜。

去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合作组宣
布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轰动全球
科学界。在颁奖仪式上，中科院高能物
理所所长王贻芳说，“该发现和很多其
他人类文明一样，没有那么多功利，但
我们从事基础科学，希望不要那么功
利，我希望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人，来推

动和支持文明的发展、科学的发展”。
作为欧洲第一位同时拥有欧洲科

学院、爱尔兰皇家科学院两院院士头衔
的华人，食品科学工程专家孙大文引领
着这个领域的世界水平。

对于目前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食品
安全问题，孙大文觉得，要改善我们的
食品环境，最为重要的并不在于加工或
检测技术，而是在监管和处罚。

“影响世界华人”奖在京颁发

版纳植物园发现兰科两新记录种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记者从中科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获悉，《植物分
类与资源学报》报道了该园标本馆李
剑武等科研人员在我国新发现的两个
兰科新记录种———大花大苞兰和小花
石豆兰，从此我国的兰科大家庭又多
了两个新成员。

据李剑武介绍，大花大苞兰分布于
老挝和泰国，小花石豆兰分布于缅甸。
而在我国，这两个新记录种是在近几年
的野外考察当中发现的。
“2009年，我们在西双版纳州勐海

县考察时，发现了开紫色花的大苞兰
属植物，花大而美丽，在国内记载的该
属植物中，花算是比较大的。当时没有
采集标本，只引种了几株到西双版纳
植物园苗圃栽种，2010 年发现没能种
活。”李剑武说，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一

个新记录种，并根据拉丁名翻译为大
花大苞兰。

科技人员于 2011年再次到该地考
察的时候，发现生境已被破坏，而在相距
不远的另一座山，发现了大花大苞兰的
踪影，但最终没有发现其分布。2012年，
李剑武与文章第二作者叶德平在普洱市
的考察中，也发现了该种的分布，但数量
很少，两地的种群居小。为此，他们认为
该种应列为受威胁种类。
“另外，我在 2011年 8月对西双版

纳州勐腊县考察时，在倾倒的大树上
发现一株奇特的兰科植物，并带回家
栽种。年底，这个植物开了花，花小，白
色，唇瓣边缘有毛。”李剑武说，在查阅
了大量的资料后，他发现这是一个我
国未记载的兰科植物，并根据拉丁名
翻译为小花石豆兰。

研究人员发现
中药或可抗乙肝病毒

本报讯（记者王进东）记者日前从
甘肃省科技厅获悉，由兰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
表明，“茯苓红花散”在治疗慢性乙肝
和乙肝肝硬化方面疗效显著。日前该
研究项目通过了省科技厅的成果鉴
定。

据介绍，目前对慢性乙型肝炎的
治疗，除抗病毒药物外再无其他有效
方法，但抗病毒药物不能彻底清除乙
肝病毒，所以复发率高，使得乙肝成为
迁延难愈的疾病。乙型肝炎病毒慢性
感染者中有一部分会发展为肝硬化甚
至肝癌。

甘肃省乙肝发病率大大超过全国
10%的平均水平，是全国平均发病率的
3倍。目前，该省至少有 260万人为乙
肝病毒携带者，每年至少有 3万人感
染乙肝病毒。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病率

也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
数年前，兰州市相关科研人员发

现首例服用茯苓红花散乙肝表面抗
原转阴的患者。在从 2008 年至 2011
年持续对 8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服
用效果进行观察的基础上，2011 年
11 月，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与
兰州燕滨营养品公司合作，对该制剂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效果进行临床
观察。

结果表明，治疗组部分患者服用
后，乙肝表面抗原、乙肝 E抗原滴度随
时间呈衰减态势；影像学观察，肝脏弥
漫性病变在 3~6 个月里复常或好转；
生化指标明显改善；治疗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

据介绍，茯苓红花散是由茯苓、红
花、莲子、酸枣仁、木瓜、桃仁等中药组
成的经验方制剂，主要成分是多糖。

近日，山西省偏关县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赛羊大会，参赛者是来自全县 10个乡镇的舍饲养羊科技
示范户。

经过对每只参赛羊的品种、体重、年龄、产绒量等进行综合评比，该县南关村养殖户武新华饲养的绒山
羊公羊获得优良品种引进推广一等奖，上尧王坪村养殖户郝三小饲养的乌珠穆沁杂交羔羊获得科学饲养
综合一等奖。

据该县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范菊峰介绍，该县目前羊的饲养量已达 47.8万只，畜牧业占农民人均收
入的 50%以上。通过举办赛羊大会，将进一步提升农民养羊的科学水平和养殖效益，同时也为养羊户创造
一个良好的交流与展示平台。 本报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侯晋明摄影报道

赛羊大会喜洋洋

姻本报记者张好诚通讯员衣晓峰吴丹
日前，一位 82岁的老人在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了冠状动
脉搭桥术。虽然患者属于高龄，但在心
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刘宏宇教授的掌控
下，整个术程非常平稳，术中及术后均
未用血，患者 7天后康复出院。

刘宏宇告诉记者，心脏大血管外科
作为传统的临床用血大户，输血率一般
在 80%以上，而小儿和老年人输血率甚

至超过了 90%。而且，由于输血的合理
剂量没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导致很多
不合理输血现象出现。
有报道指出：对我国若干家三级医

院用血现状的调查显示，不合理用血情
况达到 30%；而对输血知识的调查结果
显示，医生的答卷只有 67%的正确率。
据介绍，临床输血是一把双刃剑，

可导致多种并发症，如发热、过敏、溶血
反应；可感染血源性传播疾病；也可能
出现免疫抑制，加大术后感染概率；输

血所致供体和受体之间发生免疫反应，
可引起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输血
可增加急性肺损伤、循环超负荷、低体
温、碱中毒、低钙血症和凝血异常等严
重的并发症，由此增大病人死亡的危险
性和不确定性。

近年来，哈医大一院心脏大血管外
科将一系列新技术引入临床，从根本上
扭转了传统心脏手术输血现状。现在绝
大多数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采用外科
微创封堵手段，减少了临床用血。而小

切口手术、全胸腔镜手术以及非体外循
环心脏不停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等从
源头上遏制了临床用血量的增长。
刘宏宇介绍，目前在很多发达国

家，输血总量的 20%~40%为自体输血，
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自体输血的比例甚
至占到 80%~90%。自体输血可有效避免
因异体输血带来的感染、免疫力下降等
并发症。对法洛氏四联症患者，刘宏宇
团队采用预存式自体输血，不仅改善了
微循环，还能在术中或术后做自体血回

输，可谓“一举两得”。而对主动脉夹层
之类出血多的大手术，在术中应用自体
血液回收机，进行回收式自体输血。

目前，该科室的患者年人均手术输
入红细胞量控制在 2.5个单位以内，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
“相信随着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

的不断探索及普及，临床用血量将会不
断减少，血液资源将得到更加合理的分
配及科学、有效、安全的利用，无出血手
术时代将离我们越来越近。”刘宏宇说。

哈医大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刘宏宇：

无血手术时代渐行渐近

视点

降解剑麻皂素找到洁净新技术
有望彻底解决我国甾体药物行业重大环境污染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 4 月 2日
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悉，该
所研究员田伟生带领团队经 20余年努
力，日前在工厂完成了用双氧水代替铬
酐氧化降解剑麻皂素的洁净技术工业
化试生产。随着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
我国甾体皂素生产及深加工中的重大
环境污染问题有望彻底解决。
“甾体皂素”（化学名为甾体皂甙

元）包括剑麻皂素和薯蓣皂素等，都是
生产甾体药物的基本原料。我国是生产
甾体皂素的大国，仅薯蓣皂素年产量就
在 4000吨以上，占全球产量的 90%左
右。但是，严重环境污染一直困扰着这
一行业。每生产 1吨薯蓣皂素就产生上
百吨废水，其化学需氧量（COD）高达
30000~40000毫克 /升，远远超过环保
标准 100毫克 /升。近期在环保部门严
厉监管下，薯蓣皂素生产中的环境污染
虽有所缓解，但薯蓣皂素价格却由 15
万元 /吨猛涨到 95万元。每氧化降解 1
吨薯蓣皂素，将产生 4吨含金属铬的环
境污染物，此外还要浪费四分之一的起
始原料，这一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田伟生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

系统研究甾体皂素的洁净氧化降解反
应。“考虑到剑麻皂素和薯蓣皂素生产
方式不同，剑麻皂素是从剑麻制麻后
的废水和废渣中生产，利用剑麻皂素
制造甾体药物的同时还能消除剑麻种
植加工的环境污染问题，”田伟生表
示，“在全社会重视环境问题的情况
下，剑麻皂素生产成本会明显低于薯
蓣皂素，已知前者价格不到后者一半。
所以我们把发展剑麻皂素洁净氧化降
解技术产业化放在工作首位。”

该团队经过系统研究剑麻甾素与双
氧水和氧（最洁净的氧化剂）的各种反应
条件与机理，并反复优化反应工艺，最近
终于完成了这一洁净技术的产业化试生
产，获得满意结果。新技术可以用于制造
孕甾 -16-烯 -20-酮 -3-醇（单烯）等
合成甾体药物的重要中间体。

新技术不仅不产生污染，反应收率
也高于原铬酐氧化方法。同时还能利用
降解废弃物制造手性试剂，变废为宝。

目前，田伟生团队正在与相关企
业进行产业化合作和推广应用。他希
望新技术能够在政府环保政策的护航
下，迅速造福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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