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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11 日讯（见
习记者孙爱民）“发展中国家有
15 亿人还没有用上电，25 亿多
人靠直接燃烧植物秸秆取得能
源，中国的绿色能源路线让发
展中国家看到了解决问题的
希望。”非洲科学院院长、世界
科学院首任执行主任穆罕默
德·哈桑在“诺贝尔奖获得者
北京论坛”上如是说。

今天，包括两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在内的十余位国内外顶
级科学家，在首都图书馆为公
众奉上了一场饕餮学术盛宴。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材
料与新能源”，“清洁能源”、“生
物材料”、“能源安全”、“石墨
烯”、“页岩气”等词汇，成为了
来自各领域科学家的共同关键
词，中国的新能源战略成为了
科学家关注的焦点。

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罗伯特·蒙代尔，在分析了美国
与全球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后断
言，中国未来的挑战来自于污
染、石油能源使用效率过低等
问题，“开发利用新能源、新材
料，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是中
国必走的道路”。

而在哈桑看来，中国的能
源经济转型为发展中国家的能
源战略树立了榜样，“中国在可
持续发展与可再生能源方面处
于全球领先地位，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倡议每个国家投入到绿
色技术的资金不低于国民生产
总值的 1%，中国在绿色技术方
面的投入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
的 3%”。

与国外科学家相比，中国
学者对我国的能源形势看法相
对冷静。
“我国的能源总规模占全

球的 20%以上，其中 70%是煤
炭，包括水电在内的非化石能
源才占 8%多一点，挑战更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
研究部部长冯飞认为中国的能
源经济转型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多困境，“中国推动能
源经济转型要两条腿走路，非化石能源发展要加快，
化石能源的低碳化技术也要加快研发与推广。”

高度依赖进口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极大隐
患，高性能材料领域亦是如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所长王曦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对集成电路
的需求占全球市场近 50%，“但是我国的集成电路材
料主要是靠进口。”

如何加快中国能源转型的速度，提高高性能材
料的自给率？巴西科学院院长雅各布·帕里斯分享了
巴西的做法。

据帕里斯介绍，巴西能源供应大部分是可再生
能源，占整个能源版图的 47%，远高于 13%的世界平
均水平。其中甘蔗提供的生物能源占巴西能源总量
的 18%，水占到 15%。

由于使用了乙醇燃料，巴西的空气污染得到缓
解，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
“发展生物燃料、研发新材料要有坚实的研究做

基础，要有可靠的项目做保障，这对于中国有借鉴意
义。”帕里斯表示。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过度用药、滥用抗生素、输液
安全性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
针对有媒体报道“每年我国最少
有 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年人
均输 8瓶液”等说法，国家卫计委
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于 9 月 10 日
正式回应称，这是不靠谱的数据。

不过，邓海华也表示，国内医
疗机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
合理用药现象，各方原因都有，包
括基层医务人员用药水平不高；
不正当竞争；患者在合理用药、科
学用药、配合医疗等方面的问题。

其实，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
着医疗纠纷的骤然增加，隐藏在
其背后的医疗不良事件也逐渐凸
显出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
生问题。1999 年，美国医学研究
所发表了以医疗错误为主题的里
程碑式的研究报告《孰能无错，建
立更安全的健康照护系统》，该报
告估计美国每年死于医疗错误的
人数，远远超过每年死于交通事
故、乳腺癌、艾滋病的人数。尽管
医疗不良事件如此广泛地存在，
但我们对其发生频率、分布和诱
发原因、危险因素不仅知之甚少，
而且很不准确。

医学服务的对象是人，医疗
不良事件使病人及家庭蒙受不幸
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
济后果。举例来说，民事损害赔偿
制度以责令支付赔偿金的方式震
慑行为人，使之采取更为谨慎的
行为，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但
以转诊推脱高难医疗处置等防御
性医疗的出现和蔓延，使人们意
识到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在解决医
疗不良事件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问题的解决更有赖于从社会系统
工程的角度构建综合性的救济和
预防体系。

所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将不良事件作为一个
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来研究，陆续开展了关于医
疗错误和医疗伤害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为不良
事件的预防、控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信息。而我
国关于医疗不良事件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合
性，集中分布在其“末梢”———医疗纠纷，而且规
范性研究多于实证性研究。

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开展医疗不良事件实证
研究需要获得翔实的医疗错误第一手资料，但严
厉的惩戒和高额的赔偿使得医疗服务提供者不
愿意“家丑外扬”。笔者以为，建立独立于惩戒和
赔偿制度之外的“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方能
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无顾虑地主动说出事件的
经过，进而针对不良事件开展持续监测，科学分
析，探索改进措施，避免同样的错误再度发生。

值得借鉴的是，在航天领域，以“绝对保密”
和“绝不究责”为特征的“自愿报告系统”已实施
多年，成功搜集了大量实施前难以获取的数据，
有力地推动了民航安全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宁波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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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日，安徽省芜湖市，长江航运公安局为在长江港口执法的交通民警配发新型移动警务执法终端。
作为长江沿线首批配发新型移动警务执法终端的民警，芜湖港口交通警察无论在辖区的任何地方任何

时间，都可以使用这一终端查询到车辆和驾驶员信息、核实进入港区的嫌疑车辆和人员身份，实时拍照并向
公安网上传图片、信息等，同时可以现场开具处罚单据和强制措施凭证。

这一终端使民警的临时现场执法变得省时便捷，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CFP供图

我国科学家研发出可示踪流感病毒
本报讯（记者王晨绯）记者从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由

广州医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联合
共建）获悉，该实验室博士潘蔚绮和研究生董振远等在陈凌研
究员指导下，成功研制出携带荧光素酶的重组流感病毒 I-
AV-luc。该项成果于 9月 11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全球范围内，季节性流感每年
可导致 300 万～500万人患病、25万～50万例患者死亡。季节
性流感常发生于高危人群（年幼、年长、慢性病患者），其中发达
国家中死亡病例常发生在 65岁以上患者。

此外，禽源流感病毒如 H5N1、H7N9等跨越种属屏障感染
人类，具有病情严重、死亡率高等特点，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及社
会安定。因此，寻找对流感病毒有效的防控手段亟待创新技术
与研究手段。

传统的研究方法需要使用大量动物，费时费力，且不能及
时、如实反映感染的情况。

研究人员利用流感病毒反向遗传操作系统，克服了流感病
毒基因组容量小、兼容性差等困难，成功研制出携带荧光素酶
的重组流感病毒 IAV-luc。

据介绍，利用此“荧光流感病毒”感染小鼠后，研究人员通
过一个特殊的成像仪可以观测到病毒感染区域发出的荧光。该
方法相当于给流感病毒安装了定位追踪器，具有操作简单、结
果直观、灵敏度高等特点。借此，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活体动
物肺部发光情况实时得知病毒感染情况，从而对同一动物体内
的病毒感染进行连续、实时的动态监测。

业内专家认为，该发明在研究流感病毒的致病机理、评估
抗流感药物及流感疫苗的效果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前景。

京津冀今冬可否“天蓝蓝”
姻本报记者 周熙檀

9月 8日，北京市出现了 9月以来首个中
度污染天气，傍晚部分地区 PM2.5浓度指数
超过 200。而此前不久的环保部数据显示，7月
份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有所好转，平均达标天
数比例提高了 12.3个百分点。

近日，京津冀陆续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方
案，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也
已完成部委会签。面对政府表现出的决心，这
个冬天，我们能告别灰霾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3年冬到 2014年春
难有特别大的动作，气象状况现在无法预测，
京津冀地区出现重污染天气的情况不能排
除。”

不会立竿见影

9月 2 日，《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发布，该文件从压
减燃煤、控车减油等 5个方面提出明确环保措
施；而不久前，天津表示将适时考虑采取限购、
限行等办法，控制机动车数量过快增长；河北
省则将燃煤削减作为主要措施之一。

这些措施会给我们一个空气质量明显改
善的冬天吗？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
所所长宋国君认为，今年 1月京津冀地区出现
的极重污染，证明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远远超过
环境承载量，而气象条件无法人为控制，所以，
马上明显改善不太可能。
“降低 PM2.5浓度，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

结构是工作的核心，必须加快淘汰污染严重的
企业，提升车用燃油品质，着力发展公共交通
和新能源汽车，引导群众绿色出行，低碳消
费。”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程金平说，这些措施都
不能一蹴而就。

在宋国君看来，现有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
方案远不够细化、严格，而北京拟征收拥堵费
的方式也显得简单粗暴，因为到目前为止，社
会还没有看到拥堵费的界定、目标、操作方式。

降低 25%不易

据记者了解，京津冀地区已将 2017 年
PM2.5降低 25%~30%列为目标。

然而，专家大多认为这并不容易实现。
2013 年北京要制定并实施 《北京市

2013-2017 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
工作方案》。到 2017年，该市燃煤总量控制在
1000万吨以内。
“5年做到这步不容易，需要非常大的决

心和行动。”唐孝炎认为，“煤改电”需要相当长

时间，今冬燃煤不会大规模削减。
据了解，今年北京将减少劣质燃煤使用总

量 80万吨左右。“为了降低冬季污染程度，北
京市一定要解决低矮燃煤面源的问题，提倡用
型煤而不是散煤，这样才能比较迅速地改善现
状。”唐孝炎说。

而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认为，
PM2.5降低 25%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并不在
北京地区。因为周边的天津和河北，尤其是后
者高污染高排放重工业比重高，对北京环境的
影响很大。

联防联控更难

“国十条”提出，建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重点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

大气具有流动性、扩散性和区域性的特
点，联防联控是治理大气的最佳办法。

而要做到这点，宋国君认为，“有无数障
碍”。但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期间的治
理工作无疑可提供有益参照。

唐孝炎作为北京奥运会专家组成员，曾参
与六省市联席会议，对于联防联控有深刻的体
会。“奥运取得比较好的成果，原因在于得到了
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那时候流行一句
话，‘政府重视，天帮忙，人努力’。”她说。
“要做到联防联控，必须有联防联控的机

构，并且赋予法律权力。”唐孝炎说。
然而作为研究者，宋国君需无奈地面对另

一个现实：污染源和空气质量信息未形成数据
库。“如果空气质量信息实现存储和公开，研究
水平会提高很多并产生巨大效应。”他说。

姻本报记者 丁佳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及有关专家来到中南海，与他们就中国城镇化
问题进行了座谈。9月 10日，会议参与者、中科
院院士、中科院“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合理进
程与空间布局研究”咨询项目负责人陆大道就
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在陆大道看来，改革开放尤其是近 15年
以来，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取得了其他国家
无法比拟的辉煌成就。城镇化的发展不但保障
和促进了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还推动了中国
经济走向世界，城镇居民生活得以大幅改善。

但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也暴露
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城镇化
速度很快，但质量却不高。”陆大道说。据统
计，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 52.6%，但进城
的 2.6亿农民工在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
仍然不尽如人意。
“第二，中国土地的非农化速度很快，可人

还处于半城镇化状态，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项数字显示，在过去 10年中，中国耕地面积
减少了约 1亿亩，除却退耕还林的部分外，被
征收作为建设用地的耕地占到了 30%～40%。
“每年因此而失去的耕地面积，相当于从中国
地图上抹去五六个县。”他说，“而在这其中，很
大部分土地用在了城市建设和扩张。”

不仅如此，陆大道觉得，我国日益严峻的
水资源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都与城镇
化有着一定关系。而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
就业压力，也让中国产业的支撑力变得越来越
艰难。
“归根结底，这些问题都是城乡统筹的问

题。”陆大道坦言，虽然国家早在 2003年就提
出了城乡统筹的方针，但部分地方政府并没有
予以重视，仍在一味追求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
规模。

在 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中央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发展理念。
未来，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将不断上升。
“可以想见，这类企业的用工并不会增加

很多。将来的局面很可能是国家的经济总量很
大，但用工的增长却要少一些。”陆大道分析

称，“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城镇化也
必须作出相应的转型。”

首先要作出改变的就是过快的城镇化速
度。在太平洋另一头的拉丁美洲地区，不到 5
亿人口中有 3.8亿人居住在城市，从城镇化率
上看已与欧美没有什么差别。可在这 3.8 亿
“城里人”中，有一半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1/3的人蜗居在贫民窟中，还有 2000万人流
落街头。

这样的城镇化，显然不是中国想要的。项
目组专家建议，在近期和中期，要将城镇化增
长速度由当前的 1.3%调整至 1%，远期还要再
下降。要在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化
质量的同时，建设好广大农村。

另一方面，人均资源紧张的中国，也决定
了城镇化必须走一条节约型的道路。就人均占
地面积而言，日本东京是 78平方米，我们的香
港是 60平方米，而中国一些城市却远远要高
于这个数字。

在中国台湾新竹的工业区，两座工厂之间
的距离是 25米，其中包含了一条双向两车道
的马路，人行道、排水沟和绿化带一应俱全。

反观大陆一些城市的开发区，陆大道发
现，不少马路竟宽达 60米。“这里既不是城市道
路，也不是公共道路，真的需要双向六车道的
马路吗？开发区里的货运密度不可能那么高。”
“大量的土地都被挥霍掉了，却带来了现

在的 6500万失地农民。”陆大道呼吁，“因此，中
国的城镇化必须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即便是
将来实现了现代化，中华民族也还是要坚持
‘节俭’过日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

中国城镇化发展转型正当时

院士之声

陆大道

去冬以来，连续不断的雾霾天气，让国人
首次认识了 PM2.5。图为北京东三环一带的建
筑笼罩在浓雾中。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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