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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成舸）为促进分子育种与
常规育种结合，提升民族种业科技发展水
平，一场高规格的水稻现代育种技术研讨会
日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此次研
讨会由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智）和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举
办，吸引了一大批活跃在水稻科研和产业前
线的顶尖专家参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对此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围绕水稻产量和品质、多抗广适、育种
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关键问题，与会专家普遍
认为，当前，从主要依赖经验的常规育种迈
向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现代育种的时机已经
成熟，应用分子育种技术将促进商业化育种
体系迎来升级发展的新机遇。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综合处处长杨海生
表示，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成熟的分子育种
时代，与常规育种的结合已形成广泛共识。

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邓华凤则指出，未来水稻育种
亟须多学科融合和种质资源共享，走常规育
种与分子育种紧密结合的现代育种之路。

据了解，华智是在农业部倡导下，由隆
平高科等 12 家国内知名种企联合出资创立
的企业，旨在建设新型国家分子育种大协作
研发平台，为我国种子科研和产业界发展提
供一流服务和科技支撑。

商业化育种体系升级迎来新机遇

山西全面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本报讯 3 月 2 日，记者从山西省科协获悉，
2015 年该省将继续全面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
划”，并将此作为全省农村科普工作的重点。

据悉，“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由中国科协、财
政部于 2006 年联合启动实施，旨在通过“奖优”
的方式带动更多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掌握
生产劳动技能，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山西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申报工作目前
已经开始。本年度将评选表彰一批先进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和科普带头人，
并将重点关注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先进适用
技术推广应用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
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程春生）

世界钾盐大会7月在青海格尔木召开

本报讯“2015 世界钾盐大会”合作签约仪式
暨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召开。据悉，此次世界钾盐
大会将于 7 月 9 日～11 日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举
行，由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肥）行业分会、青
海省格尔木市政府、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和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联合举办。

此次大会是在上海成功举办“2008 世界钾
盐大会”之后，结合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庆典以及钾盐（肥）年度技术交流大会而
举办的一次行业综合性国际大会。

据了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钾肥生产
国，在世界钾盐钾肥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谭一泓）

国内首套农村金融系列丛书
正式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罗
剑朝担任主编的“农村金融创新团队”系列丛
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国内
首套专门针对农村金融而编著的系列丛书。

该丛书的编委会由 20 余位著名农村金融
专家学者组成，内容主要涉及西部地区农村融
资机制、农村小额信贷、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
村金融计量等主题。 （靳军张行勇）

智能化煤矿综采输送系统通过鉴定

本报讯 记者 3 月 4 日从山西煤矿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该公司参与研发制造的国
内首套综采工作面智能型输送系统，日前通过
山西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

据介绍，该套输送系统核心部件全部实现
国产化，可完全替代进口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综采工作面智能型输送系统开发与示范应
用”是国家“十二五”智能制造装备发展专项的
子课题，由该公司与太原理工大学、深圳库马克
新技术公司共同研制，2013 年 7 月在太原下线，
并成功完成工业性试验。 （程春生）

瑞星与红旗共推国产操作系统

本报讯 瑞星公司日前宣布，已与北京中科
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今
后双方将共推自主安全国产操作系统，为国家
信息安全的自主可控贡献力量。

据介绍，作为国内唯一一款支持 Linux 系统
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瑞星杀毒软件网络版已完
成在红旗 Linux 操作系统上的兼容性测试。针对
此次合作，红旗软件将专门定制与瑞星产品相结
合的桌面安全特别版产品，并将瑞星的病毒查杀
能力与红旗软件系统本身的安全监控防护系统相
结合，建立完整的上层应用防护层机制。（计红梅）

3 月 3 日，工作人员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测土配肥实验中心准备化验试剂。
当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新一轮耕地土壤肥料含量检测化验工作全面启动，当地 1037 个土壤样本

预计到 3 月下旬将全部完成肥料含量化验，相应的土壤配肥指导意见书也将免费发送给当地农户，为
今年的春耕生产提供技术服务。 张春祥摄（新华社供图）

“解除病人痛苦是医生最大快乐”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的从医之路

姻本报见习记者张晴丹记者甘晓

“30 年前，我还是一名普通的住院医生。
当时，经常有肝衰竭的病人被送到医院，病人
家属跪在我面前恳求救治患者，但我没有办
法。后来，我们研究了人工肝，将一位位患者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就是做医生最大的
快乐和最大的安慰。”

近日，在“科技盛典———中央电视台
2014 年度科技创新人物颁奖典礼”上，作为
获奖者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
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感染性疾
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用平实的语言，这样讲述作为一名医
生的真切感触。

开拓“人工肝”

在此次颁奖典礼上，为李兰娟颁奖的
嘉宾是被她从死神手上抢救回来的患者黄
亚芬。

“我是一个患过暴发性肝衰竭的病人。现
在，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和原来一样了。这一
切要特别感谢李院士的人工肝，再一次给了
我生命。”黄亚芬说完这句话后，深情地拥抱
了李兰娟。

上世纪 80 年代，李兰娟从一个偶然的病
例中看到了拯救急性重症肝炎患者的希望：

一位患肝肾综合征、昏迷不醒的急性重症肝
炎女病人，在经过血液滤过透析获得救治后，
竟然奇迹般地康复出院。

李兰娟分析，血液净化技术肯定对重型
肝炎有很大帮助。1986 年，她用申请到的 3000
元青年科研基金带领课题组开展人工肝治疗
暴发性肝炎的研究，探索新治疗方案。

最终，他们创建了一套独特有效的李氏
人工肝支持系统，暂时替代肝脏解毒、合成等
功能，使病人渡过肝衰竭难关，从而使肝脏细
胞再生，肝功能恢复。

这套方法使急性、亚急性重症肝炎治愈
好转率从 11.9%提高到 78.9%，慢性重型肝炎
治愈好转率从 15.4%提高到 43.4%。目前，李氏
人工肝技术已推广至全国 31 个省市的 300
余家医疗单位，治疗肝衰竭 10 万余例次。
2014 年，“重症肝病诊治的理论创新与技术突
破”获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如今，让李兰娟感到无比欣慰的是，像黄
亚芬一样，受益于这项人工肝技术的成功案
例已不计其数。

投身感染微生态学

“你不要感谢我，应该是我感谢你。”面
对曾经的患者的致谢，李兰娟却表示自己更
想感谢的是患者，是他们的康复给了她快乐
和安慰。

在创建“人工肝”系统后，李兰娟仍孜孜
不倦地开展研究，以求缓解患者病痛。1994
年，她进入全新的医学研究领域———感染微
生态学。

“每个人体内有约 1.5 公斤细菌，其中有
1 公斤分布在人体肠道内。”李兰娟介绍说，这
1 公斤细菌对人体有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比
如屏障功能。

她带领团队对感染和细菌耐药作了深入
研究，创建了“感染微生态学”新理论，提出由
纯粹“杀菌”转向“杀菌同时须促菌”的感染微
生态治疗新观念。他们还首次揭示肝病肠道
微生态变化规律，阐明肠道微生态变化与重
型肝炎发生、发展的关系，丰富了重型肝炎发
病机制的理论。

2014 年 7 月，李兰娟作为通讯作者在
《自然》杂志发表题为 《肝硬化中肠道菌群
的改变》的文章。该研究收集了 181 个来自
中国人肠道菌群的样本，用宏基因组学方法
开展了肝硬化肠道菌群的深度测序及关联
分析研究，从中获得 269 万个非冗余的人体
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基因集，并建立了世界上
首个肝病肠道菌群基因集，其中 36.1%的基
因为首次发现。

抗击H7N9

从人工肝到感染微生态学，李兰娟凭借

一名医生的仁心和仁术，抗击死神，守护生
命。不久前，她又投身到抗击 H7N9 禽流感的
战役中，被誉为中国抗击 H7N9 禽流感病毒
的第一人。

2013 年 4 月 9 日，一名 51 岁的女患者被
李兰娟所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确诊为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重症肺炎。

李兰娟回忆说，该患者当初入院时病情
很凶险，院方立即会集感染病、呼吸科、重症
监护等多方面专家抢救，并随即采用以“四抗
二平衡”为核心的方案对其进行救治。

多年积累的“人工肝”技术也派上了用
场。李兰娟团队创造性地应用人工肝技术清
除了患者体内堆积的炎症因子，抑制了炎症
反应，让重症患者渡过器官功能衰竭的难关。

同时，H7N9 禽流感病毒疫苗也在这一紧
急关头研制成功。研究人员还从病原学、免疫
学、遗传学、临床诊断、救治技术、治疗和预后
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撰写了论文《人类感染活
禽市场来源的新发 H7N9 亚型禽流感病毒：
临床分析和病毒基因组特征》《111 例 H7N9
流感病毒感染病人的临床特征》，分别在《柳
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为全球
认识 H7N9 流感的发病规律、建立规范的诊
疗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几十年的从医之路上，李兰娟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挽救了一个个迈向死亡的生命。把病
人治好，成为她从医生涯里最坚定的信念。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辰山植物园（中科院上海辰山
植物科学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在蕨类植物多样性与进化研
究中，发现了铁线蕨属新的隐性自然杂交物种。相关成果日
前在线发表于《科学通报》。

2013 年 6 月，该中心科研人员在云南元江哀牢山考察
时发现了一个由铁线蕨属鞭叶系物种混生的自然群落，包
括一些形似台湾产梅山铁线蕨的个体，将其初步鉴定为被
人忽略多年的孟连铁线蕨，并怀疑此种与台湾产梅山铁线
蕨是异域杂交起源的关系。梅山铁线蕨原产台湾高雄梅山
口，被认为是以假鞭叶铁线蕨为母本、半月形铁线蕨为父本
的自然杂交物种。

研究人员利用一年多的时间，对该物种进行了引种栽
培、形态观察、孢子培养，并利用现代分子遗传手段对其进
行研究。结果显示，云南元江产“梅山铁线蕨”是以苍山铁线
蕨为母本、以孟连铁线蕨为父本的杂交种。该物种和台湾产
梅山铁线蕨是不同的杂交起源，并不是异域杂交起源的关
系。由于其形态上与台湾产梅山铁线蕨相似、父母本亲缘关
系上与梅山铁线蕨的双亲近缘, 因而可称为梅山铁线蕨的
隐性杂交种。

相关专家表示，铁线蕨属这一新的隐性自然杂交种的
发现，对于引导更多学者关注中国生物多样性中自然杂交
物种的“黑箱”具有积极意义。

发现铁线蕨属
新的隐性自然杂交物种

中科院上海辰山中心

本报讯（记者陆琦）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
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吕永龙联合国内外学者，
系统分析了我国实现粮食安全同时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应对挑战的综合建议。相关论文日
前发表于《科学》新子刊《科学进展》。

鉴于粮食安全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全球
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并被列入重
要议程。目前，影响我国粮食产量增加的驱动因子，如耕地
面积、土壤质量、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气候变化、依赖化肥
和杀虫剂等，已经显著影响环境质量；同样，生态系统恶化
将有可能危及粮食安全。

该研究讨论了我国要保证粮食产量及质量并且确保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在应对这些挑战
时，粮食生产应被考虑成为环境系统（土壤、空气、水和生物多
样性等）的一部分，而不应当被孤立考虑。研究人员提出了科
学研究和综合环境政策建议，以确保未来的粮食安全。例如，
以科学为基础的“生态红线”、环境政策和农业政策综合协调、
可持续的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政策、管理结构调整以保证粮
食安全和生态保护协调决策的一致性等。同时，研究人员还提
出了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综合研究计划。

提出粮食生产
为环境系统一部分

中科院生态中心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孔庆
鹏指导博士生田娇阳、李玉春等，对欧亚范围内 55595 条线
粒体 DNA 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犹太人中存在有亚
洲东部类群，这提示中国人对犹太人确有遗传贡献。相关
成果发表于《科学报告》杂志。

现代犹太人在保留其中东祖先遗传印记的同时，也在
他们的流浪过程中受到大量周围群体（如欧洲、近东、北非
人群等）的遗传影响。丝绸之路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犹太人
与中国人密切交流的证据，如希伯来文书信、闪族特征的
唐俑、碑铭记载等。然而，这些考古和历史证据仅揭示了犹
太人与中国人之间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犹太人是否受到
过远东地区的遗传贡献此前还未可知。

此次研究人员发现，源自中国南部的单倍型类群
M33c 的子类群 M33c2 广泛分布于来自多个国家的德系犹
太人群。进一步分析提示，M33c2 很可能于 640～1400 年前
被引入犹太人群。该时间估算结果不但与古丝绸之路的时
间范围相吻合，而且与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相符。因此，该
研究发现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的遗传贡献表明，古代犹太人
与中国人通过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交流不仅限于经济文化
方面，而且体现在遗传方面。

中国人对犹太人有遗传贡献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本报讯（记者封帆）近日，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多酸
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多酸可见光催化水氧化产氧领域
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

该研究系统合成了一系列多酸基十六核钴簇化合物。
结构中多酸杂原子可调变为硅、锗、磷、砷等元素，且具有
Co4O4 立方烷单元，非常类似于植物叶绿素中产氧中心
[Mn3CaO4]核簇。该类纯无机化合物是基于地球丰产元素的
稳定分子水氧化催化剂新结构模型，表现出较好的光催化
产氧活性。

据了解，多金属氧酸盐（简称多酸）化学是无机合成与
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东北师范大学王恩波课题组致力于
多酸研究近半个世纪，主持完成的“功能导向的多酸设计与
合成”项目中，有三项成果对推动多酸化学发展起到了重大
推动作用。

该课题组的重要发现包括：成功设计合成多酸基旋光
纯手性孔材料，提出基于配位键的手性传递策略构筑多酸
手性孔材料的新路线，被《自然》杂志誉为“开启了多酸构筑
手性三维开放网络设计合成的大门”；发现外消旋手性多酸
在结晶过程中存在自发拆分现象，为获得旋光纯手性多酸
提供新合成途径；探索出以氧化还原性可调控的多酸辅助
制备纳米功能材料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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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现代育种技术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谢舜源）近
日，“十三五”生物质能源产业科技创新发展
战略研究及规划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此次会
议由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
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组织。

会上，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理事长、广州能源所党委书记马隆龙，从
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等方面分析了生物
质能源科技创新的重点、目标、思路等，提出
了今后 5～10 年生物质能源科技创新的重

点任务、重大项目和工程、政策建议等。
与会专家基本厘清了今后发展的思路，

即根据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需求，面向
世界生物质科技前沿，立足生物质科技产业
发展现状，一体化设计部署科技研发任务。
确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生物质商品性能源
品产能约 1 亿吨标准煤，到 2025 年实现约 2
亿吨标准煤。重点任务则是夯实生物质转化
技术创新平台，加强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
设；提升生物质生物转化（炼制）、合成先进

液体燃料的基础理论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一系列生物质高效转化提质增效
的前沿核心技术及成套化装置装备；建设一
批体现技术特色、区域特色和产品特色的集
群式科技示范工程；加强生物质能源科技与
金融的结合，着力沿着“一带一路”布局国际
合作等。

会议同时启动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低值和废弃农业生物质高效生
物炼制与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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