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4 2015年 6月 10 日 星期三 Tel押（010）62580619 主编：肖洁 编辑：闫洁 校对：么辰 E-mail押news＠stimes.cn

中国工程院启动非粮型饲料利用战略研究
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孔祥峰）中国工

程院咨询研究项目“大宗非粮型饲料资源高
效利用战略研究”日前在长沙正式启动。该项
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畜禽健康养殖研究团队带头人印遇
龙领衔，旨在推动我国大宗非粮型饲料的利
用，提高畜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

据介绍，我国粮食消费增量中的很大一
部分被用作饲料，小麦、玉米、大豆等饲料用
粮短缺已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而
秸秆、杂粕、花生壳、玉米棒芯等具备利用价
值的农副产品下脚料多遭丢弃，既不利于缓
解“人畜争粮”局面，又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

印遇龙表示，研究利用非粮型饲料代替

部分常规饲料，不仅可补充动物所需营养素
和功能性成分，还能降低饲料成本，减少环境
污染，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不过，这首先要
解决一系列共性技术难题。

他介绍说，通过该项目研究，有望在年底
建成我国非粮型饲料资源信息数据库，构建
我国大宗非粮型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战略和技
术体系，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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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医学科学部
今年受理基金申请 4万余项

本报讯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
科学部第三届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
京召开。

据医学科学部常务副主任董尔丹介绍，今
年集中受理期医学科学部共收到申请 44247
项，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申请量较去年均
有不同程度增长，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量略有下降。

此外，董尔丹还介绍了刚刚实施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
2015 年度医学科学部各类项目的资助计划。

（彭科峰）

“广东家园基金”项目启动

本报讯 6 月 6 日，由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协
会发起成立的“广东家园基金”项目在广州正
式启动，首批 14 个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研究项
目获资助。

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协会是我国第一个以
可持续发展命名的省级学术性社团组织。“广
东家园基金”由该协会于 2014 年 7 月创建。
2015 年度“广东家园基金”项目共收到来自中
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 33 个团
队提交的项目申请书。 （朱汉斌欧阳婷萍）

我国首个碳汇城市指标体系发布

本报讯 6 月 8 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发布我国首个碳汇城市指标体系。经第三方
机构独立评估、审核，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
县和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达到有关标准，被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授予“碳汇城市”称号。

据了解，北京林业大学团队经过一年多的
研究，编制了这一指标体系。 （郑金武铁铮）

甘肃风场将迎
200 台国产低风速风机

本报讯 近日，中国中车旗下株洲所与华
电新能源下属公司签署合同，由株洲所为甘肃
华电位于环县毛井的二期 400 兆瓦风场提供
全部 200 台风机，合同总金额近 16 亿元。这也
是株洲所自进入风电市场以来获得的最大单
笔风机订单。

此次采用的 WT2000-D110 机型是株洲
所基于其电力电子优势技术，针对国内低风速
环境自主研发的产品。该款风机可将风速收集
范围降至约 5.5 米每秒。

甘肃正在建设“河西风电走廊”，华电环县
毛井风场是甘肃省中东部地区规划建设的最
大风场。 （成舸陈雅丽）

催化湿式氧化处理糖精生产废水
装置开车成功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获
悉，由该所研发的催化剂和工艺技术建成的 3
万吨 / 年催化湿式氧化处理糖精生产废水装
置，在天津北方食品有限公司开车运行近一个
月后，各种指标稳定达标。

针对 1 万～3 万毫克 / 升化学需氧量
（CODCr）的高浓度难降解糖精生产废水，该
装置 CODCr 去除率达 90%～95%，CODCr
减排量相当于 300 万吨 / 年的生活污水处
理厂。

专家表示，该装置将对我国高浓度难降解
有机工业废水的治理起到引领作用。

（卫皇曌杨旭刘万生）

“细胞工厂”里的“大经济”
———走进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

姻本报记者王珊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当天的天津空港
体育中心就像一个大集市，熙熙攘攘的人群向

“小贩”们不停询问着。这是由天津保税区环保
局等主办、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承
办的“践行绿色生活，共享美丽空港”生物塑料
公益宣传活动现场。

展台摆着的高科技产品，让参观的人群感
到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没想到这些
产品居然是由秸秆等废弃农作物“变成的”，

“熟悉”的是这些产品就是生活中经常用到的
杯碗叉勺和塑料袋。

其中一个展台上摆着几个储蓄罐大小的
透明瓶子，里面盛满了米粒般大小的白色物
品。一旁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聚丁二酸
丁二醇酯（PBS），是生产桌上所有展览品的原
材料。产品使用的是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开
发的新技术，可环保呢！”

创建“细胞工厂”

每 1 吨塑料需要消耗 3 吨石油，而我国每
年消耗的塑料高达 4000 万吨。当化石能源走
到尽头，人类何以为继？

从筹建伊始，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创建“细
胞工厂”，转变经济发展对石化资源的过度依

赖，便成为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的梦想。“创
建细胞工厂，发展生物经济”，中科院院长白春
礼也对此作出明确指示。

简单地说，这种“细胞工厂”的工作原理就
是让生物提供今天人类所必需的一切，即用秸
秆、杂草甚至二氧化碳等原料制造人类所需的
食品、医药、织物、材料、能源等。

“细胞工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学家
将生物细胞设计成一个“加工厂”，以细胞自
身的代谢机能作为“生产流水线”，以酶作为
催化剂，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高效、定向的
生产路线，并且通过基因技术强化有用的代
谢途径，从而将生物细胞改造成一个合格的
产品“制造工厂”。

通过有效的设计，秸秆、木薯、海藻等生物
质原料，通过这些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生物

“细胞工厂”的作用，可转变成戊二胺、丁二酸、
己二酸、甲烷、乙醇等化学产品，为现代化学工
业体系提供原料。

利用“细胞工厂”生产丁二酸、乳酸、丁二
醇、二氧化碳聚酯中间体等，进而合成 PBS、聚
甲基乙撑碳酸酯、聚乳酸等生物基高分子材料
的过程，能耗低且废弃物排放少。

京津冀的守护者

生物降解塑料 PBS 便是研究人员利用“细

胞工厂”制造出来的成功代表。他们以秸秆为原
料，成功创建出高效生产丁二酸的大肠杆菌“细
胞工厂”，进而生产出丁二酸可用于制造 PBS。

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马延和说，这种方法
让生产丁二酸的成本较现有的石油路线大幅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94%，使未来 PBS
生物塑料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成为可能。

同时，研究人员还实现了生物可降解塑料
PLA 重要单体化合物———D- 乳酸的生物制
造技术，并将在今年 6 月完成 3000 吨 / 年生
产示范线的建设。与国外技术路线相比，其生
产成本下降 50%，将为 PLA 生物基可降解塑
料产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最近，天津工业生物所的科研人员在做一
件事，即建设生物基材料制品应用示范区。他
们希望通过 3 年的时间，在天津空港经济区
实现每年 1000 吨以上的生物基塑料制品替
代一次性餐饮具、塑料购物袋等，替代率超
过 60%；在京津冀高铁实现每年 8000 吨以上
的生物基塑料制品替代一次性餐具等，替代
率超过 80%；并逐渐向滨海新区、天津市、京津
冀区域推广。

在这个过程中，马延和说，他们将致力于
突破生物基材料制品的生产成本、性能两大技
术瓶颈，促进生物基材料的规模化生产。

守护京津冀，进而守护全国，远离白色污
染，这是天津工业生物所人服务天津、回报社

会的目标。

发展生物经济任重道远

继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之后，工
业生物技术已成为国际生物技术发展的“第三
次浪潮”。

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至 2030
年，35%的化学品和其他工业品将出自工业生
物技术；生物技术产生的经济与环境效益中，
39%将来自工业生物技术的贡献。

如今，世界主要经济强国都把工业生物技
术确定为 21 世纪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关键技
术。2012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生物经
济战略，加大与生物经济相关的研发和技术投
资力度，增强生物经济的竞争力；2013 年，欧盟

“地平线 2020”计划启动。
与此同时，2014 年 4 月，美国发布《生物学

工业化路线图》，规划了生物基产品、生物经济
发展的里程碑技术进程。

而在我国，生物技术领域往往关注的是医
药医疗、转基因育种。工业生物技术创新能力
不强，核心技术缺乏，队伍体量偏小，缺少有效
的稳定支持。

“面对欧美再工业化的战略，面对我国转
变发展方式的重大需求，我国生物工业发展需
要更多的扶持。”马延和说。

6 月 8 日，江西婺源月亮湾部分景区被洪水淹没。
6 月 7 日 ~8 日，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全县平均雨量

177.4 毫米，婺源境内多个景区 8 日因洪涝灾害暂时关闭。暴雨造成婺源城区内涝，部分道路、农田、景
区被淹，河水暴涨。 CFP供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郭爽）第七届中国云计算大会日
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促进云计算创先
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为主题，主要围绕云计算
当前应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陕西省省长娄勤俭表示，近年
来我国云计算发展迅速，产业链条初步建立，应用领域不
断拓展，商业模式逐渐成熟。虽然我国在技术层面与国际
领先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完全有希望实现追赶超越。

工业与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介绍说，我国将进
一步加强云计算产业与产学研用合作，加快云计算与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应
用，积极培育新业态、新产业，加快推进云计算与大数
据标准体系建设。与此同时，在安全管理方面会制定云
计算服务质量、安全计量等方面的标准，研究完善云计
算环境下数据信息安全相关法规与制度。

此次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中国云计算技术
与产业联盟、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云
计算专家委员会承办。

聚焦云计算产业未来发展

第七届中国云计算大会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中
科院等主办的 2015 乌鲁木齐荒漠化论坛日前举行。中科
院新疆生地所副所长雷加强表示，目前新疆荒漠化土地
平均每年减少约 100 平方公里，实现了发展趋势的逆转。

据了解，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中国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的省区。雷加强
介绍说，20 年来，新疆科研人员不断在防治沙漠化方面取
得新成果。例如，修建了世界最长的沙漠公路，并在公路
两侧建成 446 公里的生态防护林工程，保障了沙漠腹地
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系统提出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
理对策，为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决
策依据，实现了全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统一管理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表示，
目前全区初步建成以绿洲内部农田林网、绿洲外缘大
型防风固沙林带、天然荒漠林和山区天然林为主体的
立体绿色屏障，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目前，我们的防治荒漠化成果已经走出国门，在
非洲等地获得推广和应用。”雷加强指出，未来他们将
开展“一带一路”沿途地区荒漠化防治技术合作，推进
中国荒漠化防治模式在“非洲绿色长城”计划中的应
用，“将以肯尼亚、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为重
点，建立技术试验示范区”。

新疆荒漠化土地
年均减少100平方公里

2015 乌鲁木齐荒漠化论坛

本报讯（通讯员朱凡 记者黄辛）第七届亚洲动脉会
议日前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大医院的多位专家对
动脉血管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等进行了探讨。同时，我国
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发病现状引起与会专家关注。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儿童高血压的发病率在 2%左
右。不过，从 2010 年上海市 7～17 岁学生的体检数据
来看，男生与女生的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 6.9%、6%，而
各年龄组相似，外地数据也很一致。

瑞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上海高血压研究所所长
王继光表示，油盐糖的摄取量增加、缺乏运动、学习压
力大及吸入二手烟都会导致青少年血压升高。

“在临床上，很多孩子都是在高考前体检时才发现患
有高血压，导致无法报考某些特定专业；对于儿童高血压
患者来说，虽然不少是先天性的，但大多数病人都是因为
蛋白尿去医院就诊才发现患有高血压，而此时小孩的肾
功能已经受到损伤。”王继光说，必须重视儿童和青少年
的血压监测。“幼儿园及中小学每年都有视力、身高和体
重的检查，但现在还亟待增加无创的儿童和青少年血压
检测。尤其对于吸烟家庭的孩子，必须每年检查血压。”

专家呼吁
中小学生体检加测血压

第七届亚洲动脉会议

本报讯（记者丁佳）6 月 7 日，由北京同仁医院主
办，北京大学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协办，
天津迈达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皮肤疾
病超声影像诊断新技术研讨学习班在京闭幕。

在为期 3 天的研讨会上，利用甚高频超声进行各种
皮肤病诊断的新技术引起与会专家的关注。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涂平介绍说，皮肤科疾病病种繁
多，部分可以直接通过肉眼诊断，部分需要通过组织病理
检查确诊。但由于病理检查是有创的，很多情况下患者难
以接受。因此，无创的检查手段在临床有很大需求。

同仁医院超声诊断科主任朱强收集了在同仁医院进
行手术切除并获得病理诊断的患者 163 例。对这些病灶
在手术前进行超声扫查发现，色素痣、血管瘤、脂肪瘤、基
底细胞癌等许多皮肤病变，其超声征象都具有相对特征。

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宏伟也发现，皮
肤超声技术对硬皮病的研究有一定的示范效果，超声
集无创、快速、方便、可重复等优点于一身，在皮肤科疾
病的诊断、分型、治疗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对于皮肤中下层或皮下组织内的病变，肉
眼直接观察和触诊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经常难以明
确诊断或得出诊断方向。”涂平说，这时，甚高频 B 超仪
的检查就非常有必要。

皮肤病无创诊断
新技术引关注

皮肤疾病超声影像诊断新技术研讨班

上海交大征集面向未来 120 项科技预见
本报讯（记者黄辛）6 月 9 日，上海交通

大学“面向未来 120 项科技预见征集工作”
正式启动。据悉，上海交大将在建校 120 周
年之际，公布对未来世界科技发展的思考和
科技预见，并将征集的部分优秀科技预见封
入时间胶囊，在数十年后渐次开启。

科技预见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抓手
和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有力途径。 中
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梅宏表示，
此次科技预见征集工作面向社会进步和人

类发展的重大需求，关注战略性技术领域与
颠覆性技术；面向世界未来科学的发展趋
势，关注战略性基础领域和突破性科学方
向；面向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
发展的关键问题，关注亟待突破的瓶颈性科
技领域和关键技术。

同时，注重科技预见深度与广度的结
合，鼓励通过有视野宽度和纵向深度的思
考，提出转折性的全链条式技术预见和颠覆
性科技预见。

据了解，在征集范围上，包括数理、化
学、生命、制造、材料、信息、资源环境、能源、
医学等领域，注重多学科协同。例如，在城市
建设与海洋工程领域，气候条件恶化、海平
面上升、水患严重等问题日益严重。未来都
市将从陆基城市发展转向拥有资源丰富、景
观优美的水域空间发展，同时面向海湾、近
海、外海、深海建设水上城镇或水上综合体，
用于聚居生活、休闲度假、蓝色生态生产、自
由贸易、海洋开发等。

“最美乡村”暴雨成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