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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本报讯中央气象台 8月 13日 10时发
布台风红色预警，“尤特”13日 8时已加强
为强台风，预计将于 14日白天在广东阳江
到海南琼海一带沿海登陆。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签发命令，提
升重大气象灾害（台风）Ⅲ级应急响应为Ⅱ
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提醒做好防台风应
急准备工作。

受“尤特”影响，华南南部有暴雨到大
暴雨，部分地区有 250毫米至 350毫米的
特大暴雨。气象部门将继续关注副热带高
压强度和脊线变化对“尤特”北上路径的影
响，另外将关注它登陆后残留系统较长时
间维持与季风作用造成华南较长时间的明
显降水。 （潘希）

张家口建设风电外送大通道

本报讯张家口 3条 500千伏风电外送
通道项目日前正式获得河北省发改委核准
批复，该市将建新能源外送大通道，可新增
风电送出能力约 180万千瓦，将有效减少弃
风限电现象。
弃风限电，是指在风电发展初期，风机

处于正常情况下，由于电网接纳能力不足、
风电场建设工期不匹配等因素导致的部分
风电场风机暂停的现象。张家口坝上地区属
于弃风重点区域，电网运行限电比例达 20%
以上。

此次获得核准批复的张家口三条风电
外送通道包括建设康保、尚义、张北三个 500
千伏变电站，以及康保至张北、尚义至张北、
张北至张南、蔚县至张南四条 500千伏输电
线路。 （高长安）

河南医院成功摘除
巨大腹主动脉瘤

本报讯记者日前从河南省人民医院了
解到，该医院血管外科成功实施一例罕见巨
大的腹主动脉瘤手术。
该腹主动脉瘤最宽的地方直径 14.2厘

米，长度达 20厘米，像个小西瓜。打开患者
腹腔后，手术团队发现患者腹内瘤体之大、
病变之复杂前所未见，双侧髂动脉也各有一
个 4.7厘米和 5.1厘米的动脉瘤。6个多小时
后，手术顺利结束。 （史俊庭 许晓波）

黑龙江省教育系统开展
可移动文物普查

本报讯黑龙江省教育系统可移动文物
普查 8月 12日启动。文物普查专家组第一站
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对“哈军工纪念馆”
12000余件馆藏实物进行摸底与鉴定。

经鉴定，哈军工纪念馆有国家一级文
物 5件、二级文物 27件、三级文物 136件，
共计 168件国家级文物。其中，我国第一代
晶体管电子计算机 901元件、我国第一艘
水翼艇试验船模、我国第一台机载火控计
算机、我国第一个大型风洞群等国家珍贵
文物首次亮相。 （张好成唐晓伟）

电动汽车开进未来科技城

本报讯 8月 13日上午，北京市科委和
北京未来科技城管委会组织进驻未来科技
城的中央企业、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和市电
力公司等单位员工，开展电动汽车试乘试驾
活动。
北京未来科技城位于北京昌平区，于

2009年 7月启动建设，目前一期已有 15家
中央企业数万名员工进驻。由于未来科技城
所处地理位置距市区较远，入驻科研机构和
人才的出行问题已成为须重点解决的服务
环节。 （郑金武）

发现·进展

简讯

本报讯（记者王进东）日前，由中国
科学院、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承办的第四届
绿洲论坛在甘肃省张掖市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 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

本届论坛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宜居宜游”为主题，就张掖市绿洲与黑河
流域的生态安全，华夏文明传承示范区
建设与丝绸之路古城邦文化弘扬创新，

生态产品的内涵、外延及其市场化研究，
发展生态经济与宜居宜游产业开发，生
态屏障建设与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展开
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绿洲生态系统的独特
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只有尊重自然规律，
使天然绿洲与人工绿洲维持耦对平衡
态，使人工绿洲的经济规模与经济属性
不至于破坏这个平衡态，才能实现绿洲

系统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自然生态
系统为单元，建设以黑河流域为背景的
生态经济功能区，有利于促进黑河流域
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呼吁国家高度重视重点生态功
能区建设，在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建立
生态产品政府采购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生态产品生产能
力，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绿洲论坛呼吁重视生态功能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 见习记者姜天海）如果
说，在未来，中药材生产既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
也不需要人工栽培，科学家只要在实验室内通过
微生物合成的方式就能获得有效中药成分，你会
相信吗？近日，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的指导
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晓亚的直接帮助下，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黄璐琦成功合成
丹参中的活性物质，为实现这一设想点亮了一道
曙光。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丹参是传统中药，已有数千年药用历史。丹参

酮是丹参中主要脂溶性活性成分，具有显著的抗
感染、抗炎、抗肿瘤等药理作用。通过研究，黄璐琦
所在的课题组，前期构建了高产丹参酮合成前体
次丹参酮二烯的酵母工程菌株，并通过基因表达
和体外酶活性筛选，催化转化次丹参酮二烯生成
铁锈醇。

利用前期建立的快速组装代谢途径，科研人
员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摇瓶培养条件下铁锈醇
产量达到 10毫克 /升。
“黄璐琦的文章报道了丹参酮生物合成途径

一个新的关键酶，为全面了解丹参酮合成的途径
奠定了基础，也为将来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丹参

有效成分提供了重要元件。”陈晓亚评价说。
但是，上述研究能否进一步被推广到所有中

药材研制方面呢？
对此，黄璐琦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虽然

这项工作是基于丹参有效成分的研究成果，但应
该说，大多数有效成分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难度肯定有，每种有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是不
一样的，参与的基因也各有不同，所以先要对基因
进行研究，对生物合成途径进行解析，然后再通过
微生物‘细胞工厂’来生产中药有效成分”。

黄璐琦表示，如果这项研究成果能够被推广
到其他中药材上，则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细菌、酵

母等微生物直接生产中药有效成分，“像在工厂生
产抗生素一样，该成果将可以缩短中药生产周期、
提高生产效率且降低生产成本”。

据了解，用微生物合成、生产中药有效成分，
是当前合成生物学的热点之一，目前国外也有相
关研究，但主要集中于研究青蒿素和紫杉醇。例
如，美国工程院院士 Keasling 生产的青蒿素，已经
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批准。

而国内的研究对象则主要集中于丹参和人参
两种。杨胜利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目前相关
研究仍有一些技术瓶颈有待突破，预计在五年内
这些研究成果将进入转化和应用研究。

科学家成功合成丹参中活性物质
为中药生产提供新思路，5年内成果有望转化应用

8月 11日，河北省平泉县七沟林场国家重点油松良种基地的工作人员在查看投放卡上赤眼蜂卵出蜂率。
今年 7月 25日起，河北省平泉县七沟林场针对国家重点油松良种基地松梢螟、球果螟虫害规律，首次在

基地内释放 3000万头赤眼蜂进行生物防治，“消灭”油松害虫。通过林间调查，当地应用该技术虫害平均防治
效果在 70%以上，比应用化学药剂防治节省 50%以上的成本，而且无毒、无害，生态效益显著。

刘环宇摄（新华社供图）

非晶合金原子结构研究
获突破性进展

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上海
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陈明伟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
非晶合金原子结构的研究方面取
得突破性进展，首次在实验上表
征了非晶中重要结构单元二十面
体团簇的原子空间构型，并证明
二十面体原子团簇的几何不稳定
性是非晶形成的结构起源。

专家认为，该研究是非晶结构
研究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将
推动对非晶中很多基本科学难
题，如玻璃转变问题、非晶形变机
制等的研究，为探索新型非晶材
料提供指南。相关研究成果日前

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
非晶态材料是一类远离平衡

态、结构无序的刚性固体物质，具
有许多特异物理、化学性质，并在
工业界及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尽管对非晶材料的使用已
有相当长的历史，但人类对其结构
和性能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仍有
大量长期悬而未决的基本科学问
题。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
非晶结构无法进行有效的实验表
征。非晶结构表征成为制约非晶物
理和材料发展的瓶颈。

据悉，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贫矿之困倒逼技术革新
姻本报记者成舸
在近日闭幕的 2013全国采矿技术交

流大会上，相当大比重的话题与我国面临
的矿产资源紧缺形势有关。而表征这一形
势的关键词，就是“贫矿”。
“以前的采矿工作，像农民一样拿个

铁锨直接去挖就行了，根本不用选。而现
在，对我国采矿业而言，最主要的挑战则
是贫矿。”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
学教授邱冠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直言。
其实，打开全球金属储量排行榜，尽管

我国不少矿储量仍居世界前列，但这些矿
实际很多非“贫”即“杂”，难以利用，令人
“望矿兴叹”。

使“难处理矿产”变得容易处理，从而
减少闲置和浪费，提高资源回收率，这无疑
是当前继国内找矿和海外采矿之外的另一
必然之选。

原有富矿所剩无几

我国矿山本以贫矿居多，经过数十年
的大力开采，原有富矿更是所剩无几。国土
资源部的一项调查指出，我国大部分矿山
已进入开发的中后期。
“比如铜矿，过去 0.5%的品位早已是贫

矿了，现在却被当成‘富矿’。”邱冠周说。
显然，矿的品位越低，意味着采、选、冶

的难度越高。
邱冠周告诉记者，随着矿山越来越贫，

有用矿物的分布越来越细、越来越杂，社会
对选矿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据了解，选矿技术大体经历了从物理
方法向化学、生物等方法及多方法联合的
发展过程。上世纪 50年代，磁选、重选等技
术开始应用于生产。之后，浮选技术得到迅
速发展。现在，以微生物吸附为代表的新兴
选矿技术方兴未艾。

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一份报告显
示，美国的铜矿可采品位从 16%降至 0.5%
用了 250年，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
球铜矿平均品位从 18.5%降至 0.9%只用了
25年时间。这意味着，选矿技术进步的速度
必须要快于上述周期，否则新技术一问世
就可能遭到淘汰。“可以说，选矿技术的进
步是被‘逼’出来的。”邱冠周坦承。

提高回收率是关键

“回收率、回收率，还是回收率。”华裔
学者、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徐政和连用三个
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调回收率的重
要性。

据介绍，我国的选矿技术与发达国家

相比并不逊色，在某些领域甚至保持世界
领先，然而回收率却普遍低于国外。这究竟
是什么原因？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传尧看来，这首
先是我国矿山品位较低所致。他指出，对于
矿床中的大量伴生元素而言，国内综合利
用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回收率不高。

以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一的金属钨为
例，由于我国易利用的黑钨资源已接近枯
竭，而“白钨资源由于富矿少、组分复杂、有
用矿物嵌布粒度细等原因，回收利用难度
很大。”孙传尧说。

孙传尧建议，应从选冶的技术经济性
入手开展系统研究，重新制定钨精矿的质
量标准。同时尽早建设几座区域精选厂，引
入市场机制，协调各方利益，进而辐射和带
动周边企业。

激活“呆矿”潜力巨大

湖南柿竹园多金属矿床被誉为“世界
有色金属博物馆”，其矿物种类多达 143
种，金属资源储量 175.1万吨，尤其是共生
的钨、钼、铋等元素储量丰富。但就是这样
一处宝藏，过去曾长期因品种复杂而处于
“呆滞”状态，被称作“呆矿”。

为使“呆矿”变“宝藏”，国内多家科研
单位历经十余年科技攻关摸索出的“柿竹

园选矿法”，使低品位复杂钨、钼、铋的选
矿回收率分别由 1989 年的 24%、68%、
60%提高到 64.66%、81.63%、71.34%，分别
是过去的 2.7倍、1.2倍、1.2倍。“呆矿”被
彻底“激活”。

孙传尧透露，近期“柿竹园”法又有新
突破，可使钨的综合回收率再次提高 5%～
10%。矿区所在企业也一跃成为国内生产规
模最大、效益最好的钨矿企业之一，成为凭
借技术进步开发矿山潜力的成功范本。

云南锡矿集团某矿床是另一处典型
的极低品位多金属矿床，主要有价金属有
铜、钼、铋、钨等，但全部接近工业边界品
位，钨品位更是低至 0.118%，也一度被视
作“呆矿”。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邱显扬是促
使该呆矿变“活”的关键人物。他介绍，在矿
物浮选中存在一对矛盾：对于“可浮性”接
近的不同金属矿，要将某种元素提取出来，
就需对其他元素实施抑制。这对有用组分
的全回收提出了挑战。

邱显扬团队针对特定金属元素，发明
了一系列新型浮选药剂，在此基础上提出
一种“全浮选技术”，可一次性选得钼、铜、
铋、硫、白钨和萤石等 6种精矿，实现“全浮
选回收”。原矿品位仅 0.024%的钼，试验中
的回收率可达 68.34%，钨精矿回收率更是
达 70.53%，每年实现经济效益 3亿多元。

地质气候影响喜马拉雅
—横断山地区物种演化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记者从中
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博士
刘杰在研究员高连明、李德铢的指导
下研究发现，喜马拉雅—横断山地区
物种演化过程受到了该地区地质和
气候事件的共同影响。该研究成果
日前发表在《新植物学家》上。

据刘杰介绍，印度板块和欧亚
板块碰撞后导致的青藏高原隆升
是新生代以来地球上最重大的地
质历史事件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
青藏高原、邻近地区的气候和环
境，并对该地区生物类群的起源与
演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之前的研究表明地质事件介
导的异域分化是该地区物种形成
的主要机制，并推测与地质事件相
关的生境和气候因子的分化可能
是该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
学界对此一直缺乏有力证据。
“为此，我们选取了喜马拉

雅—横断山地区特有的第三纪孑
遗植物喜马拉雅红豆杉，对该红豆
杉整个分布区的 43 个居群共 815
个个体进行分析。”刘杰告诉记者，
研究发现，喜马拉雅红豆杉包含两
个明显不同的谱系，它们分化的时

间大约在 420万年前，时间上正好
与青藏高原最近一次快速隆升和
造成的气候变化相吻合。两个谱系
的生态因子相关分析表明它们存
在明显分化，这意味着气候变化造
成的生态因子差异进一步促进了
两个谱系的分化。

同时，生态位模拟分析结果显示
这两个谱系在末次冰期最盛时的分
布区要比末次间冰期和目前分布区
小，而分子证据同样支持这两个谱系
的居群在末次冰期时发生了扩张。

研究人员认为，喜马拉雅红豆
杉显著的遗传分化、长期的地理隔
离和生态位的明显分化，与该地区
地质、气候事件密切相关。区域生
态因子分化促进了物种分化，分化
为两个不同的物种。而两个谱系的
居群在第四纪末次冰期发生了扩
张，在间冰期发生了收缩，这和该
地区之前研究结果“冰期收缩—间
冰期扩张”的结果相反。
“以上结果意味着，喜马拉

雅—横断山地区物种演化过程受
到了该地区地质和气候事件的共
同影响，物种演化的过程可能比我
们之前想象的复杂。”刘杰说。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李诚斌）
全国首家由政府机构牵头成立的食用菌
标准委员会———广东省食用菌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日前在穗成立。

据介绍，我国是传统的食用菌生产大
国，但随着我国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一
些在大规模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日
益突出，标准严重滞后，与实际生产相脱

节。如一些监控的农药成分早就不在生产
企业中应用，属国家淘汰的产品；而另外一
些新型的农药、化学用品并未列入检测项
目中，导致乱用农药现象比较常见。

有关专家在会上介绍了广东省食用
菌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从菌种、鲜品、散装产品、野生菇品和深
加工产品等方面梳理了现有标准，还介

绍了未来三年将要开展的工作，包括将
进行国家标准《草菇菌种》和广东省地方
标准《金针菇》的复审等。

据介绍，尽管广东拥有全国唯一的
食用菌上市企业，但由于缺乏相关的评
定标准，目前并没有一个质量安全令人
信服的食用菌品牌，广东希望通过一系
列新标准的建立，培育优质食用菌品牌。

广东率先建立食用菌标准委员会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

陈红峰、周飞）记者从中科院华南
植物园获悉，近日，由该园邢福武、
王发国、曾庆文等研究人员分别主
编的《南岭植物物种多样性编目》、
《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
与植被》和《南岭珍稀植物》三部专
著出版发行。

这套专著是邢福武等主持的
“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
调查”项目的成果。从 2007年立项
开始，该园科研人员对保护区区域

范围内的植物多样性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调查，采集大量标本并拍摄
照片，最终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
上述三部专著。

据介绍，《南岭植物物种多样
性编目》共收录南岭高等植物 268
科、1306 属、3760 种（包括种下单
位）。《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
区系与植被》是广东南岭植被与植
物区系方面最为全面而系统的植
物学文献。《南岭珍稀植物》共收录
南岭珍稀濒危植物 103种。

3部南岭植物研究专著出版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记者从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获悉，该所仿真模拟团队近日设
计出一套计算机虚拟筛选结合分
子生物学实验方法，成功提高了枯
草芽孢杆菌蓝色荧光蛋白质 Yt-
VALOV的稳定性。

蛋白质作为药物、生物制剂和
催化剂被人们广泛应用，其稳定性
对于生物技术应用具有重要影响。
通常蛋白质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定向
进化、序列同源比对和理性设计来
完成，但这些方法都各有优缺点。

科研人员介绍，该方法主要包
括 5 个步骤。首先，科研人员采用
计算机模拟对可能的热稳定突变

进行筛选。第二步，他们对筛选出
的较重要突变体进行实验验证。第
三个程序，他们使用计算模拟对实
验确认的位点及其周围进行氨基
酸再优化。之后，他们对优化的突
变位点进行实验表征。最后，科研
人员再对获取的稳定突变进行组
合。实验中，采用该方法成功将枯
草芽孢杆菌蓝色荧光蛋白质 Yt-
VALOV 的 Tm 值 （DNA 熔解温
度）提高了 31℃。

据介绍，该方法的优势在于不
受蛋白质体系本身限制，理论上可
以用来提高任何具有三维结构的
蛋白质的稳定性，对稳定性差的蛋
白质制剂改性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家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提高蛋白质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