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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看海”，技防更需“智防”

8 月 3 日，在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办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成果展上，一
名外宾在参观刺绣展示。

当天，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开幕，来自东盟国家的 1200 多名行政官
员、教育学者齐聚，以“互学互鉴、福祉未来”为主题，共同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职业教育、
教育培训、中外合作办学等领域进一步开展务实合作。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发现·进展

简讯

水利部要求
加强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护工作

本报讯 8 月 4 日，水利部正式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护工作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认真落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行
政首长负责制，着力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
行管护工作。同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水价按
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
的原则合理确定，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
监督。《意见》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建立健全协
调工作机制，制定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
法，全面强化水源保护。 （萧杨）

中国天谷（深圳）项目动工

本报讯 8 月 3 日，投资 71 亿元、建成后预
计产值超过千亿元的国家下一代卫星通信国
际科技创新产业园———中国天谷（深圳）项目
在深圳市宝安区正式破土动工。

由华讯方舟公司全力打造的中国天谷项
目，将以微波通信为基础，通过纵向发展毫米波
芯片、云计算处理、太赫兹技术等尖端产业，力
争建设全球空间通信技术研发基地。该项目建
成后，将会聚近 200 名半导体元器件、微波通信
及智慧运营领域的尖端人才。 （朱汉斌康勇）

南宁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3.78 件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广西南宁市科技局获
悉，截至今年 6 月底，该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 3.78 件。

据介绍，2013 年 1 月，南宁市入选国家知
识产权试点城市后，将专利目标任务写入市政
府年度工作报告，并出台《南宁市专利资助奖
励暂行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

去年，该市专利申请达 8775 件，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 6132 件、获授权发明专利 754
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3.02 件。今年
1～6 月，该市专利申请为 4371 件，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 2875 件、获授权发明专利 601 件，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同比分别增长 103.9%
和 64.66%。 （贺根生）

我国首部海洋社会蓝皮书发布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
专业委员会、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等参与
编撰的《海洋社会蓝皮书：中国海洋社会发展报
告 No.1（2015）》（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这
是我国首部对外发布的海洋社会蓝皮书。

《报告》认为，海洋硬实力不足仍是制约我
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明显短板。为此，《报告》建议，
未来国家政策的制定应注重进一步提升海洋事
业规划的战略高度，有针对性地提升海洋硬实
力，全面推进海洋综合管理的实施。 （彭科峰）

郑欧班列为“一带一路”提速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获悉，从郑州始发的郑欧班列已从 2013 年
的每月一班变为今年下半年的每周四列，同时
今年全年计划开行 150 列。

截至今年上半年，郑欧班列累计开行 158
班，累计货值 7.62 亿美元、货重 6.9 万吨，目的
站可覆盖欧洲和中亚 20 个国家、105 个城市。
目前，郑欧班列已实现多线路、快速、往返、稳
定运行，货运总量和满载率、境内集货辐射地
域、境外分拨范围等均居中欧班列首位，成为

“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物流通道。 （史俊庭）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阳

南京看海、武汉看海、北京看海……最近，
几场暴雨下来，国内各具风情的大都市都变成
了同一副模样———波涛汹涌。

然而，网友的幽默和调侃无法掩盖一个残
酷的事实：“看海”的背后，是人民群众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

何时能不再“看海”，是老百姓关心的问
题；而如何才能不再“看海”，成为专家学者和
城市决策者必须严肃思考的命题。

新型自然灾害

“城市内涝应被看作一种新型自然灾害。”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认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才逐渐体会到并开始重
视城市内涝的灾害效应。

除了城市在发展，气候也在“变脸”。两
院院士、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李
德仁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
也是当初的城市设计建造者始料未及的。在
全球气候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城市热岛效
应等的共同影响下，近年来的暴雨超过了历
史水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室外排水设

计规范和城市排水规划规范中一直没有体
现高重现期暴雨的灾害防治问题。直到 2014
年，新修订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才提出了
城镇防涝标准。也就是说，在城市防涝工程
体系仍然缺失的现状下，每次发生特大暴雨
事件，城市只能通过非工程的应急措施来解
决。

周玉文认为，各大城市屡屡在“看海模式”
下铩羽而归，是因为各地都在试图用老规范和
老方法解决新难题，而对城市内涝防治工程的
认识、理解不足。

“没有创新就解决不了城市内涝问题。”他
说，必须从顶层进行架构设计，建设能支撑城
镇化可持续发展 10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城市
排水防涝设施工程体系。

要灰色还是要绿色？

在城市内涝频频发生的大背景下，“海
绵城市”的概念迅速引发关注。海绵城市是
指像海绵一样，在下雨时能吸水、蓄水、渗
水、净水，并在需要时释放储水并加以利用
的功能型城市。

在很多人看来，“海绵城市”是一个绿意盎
然的理念，因为它强调优先利用植草沟、雨水
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绿色”措施，而非传统的

管渠、泵站等“灰色”设施来组织排水。
然而，此次接受采访的几位专家均表示，

在推崇“绿色”手段的同时，不能忽视“灰色”手
段的重要性。

“‘灰色’设施也许不够讨人喜欢，但仍
是目前最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周
玉文说，发达国家都是在把“灰色”设施建设
得非常完善后，才进一步发展“绿色”设施
的。

“海绵也需要大窟窿眼儿。”周玉文形象地
介绍说，这里的“大窟窿眼”指的就是“灰色”
的行泄通道。我国现在仍缺乏能应对 50 年一
遇特大暴雨的工程设施，而一些发达国家通过
把道路改造为行泄通道，能排掉相当一部分城
市雨水。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能把雨水运
送到下游河流排涝工程的设施。”周玉文说，

“在现有雨水管网已经饱和的情况下，亟须重
视行泄通道的建设。”

此外，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陈锐认为，建设海绵城市虽有道理，但
必须考虑到中国各城市的地域差异。他认为，
在一些城市通过森林公园、人工湖泊、沟渠等
进行调节，是有助于消解城市内涝隐患的；但
对另一些城市而言，海绵城市可能缺乏应有的
实战意义。

智慧手段挥别“看海”

除了“海绵城市”，另一个热词是“智慧城
市”。能否利用智慧的手段挥别“看海”？

李德仁认为，可用数字模型规划基础设
施，比如在排水管网上装设传感器、流量计等，
再通过网络中心管理收集到的各类数据，从而
及时获得问题反馈。例如，一旦管道的哪个位
置出现阻塞现象，管理者就能通过呈报数据迅
速知晓并予以疏导。

陈锐则强调，除了设施，智慧城市中“人”的
角色不容忽视。他认为，设施完备并不意味着城
市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就高。更重要的问题
在于，城市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否都具
备了解决结构性问题和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
此外，各个责任攸关的部门也要合作起来，联防
联控，互联互通，实现多部门协作的运行机制。

“应让每一个社会角色的个体都知道，在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以
及每个环节应该做什么。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
的不足之处。”陈锐说，对智慧城市的评价不能
仅仅停留在设施上，要从事件中反观城市的运
行效率和智慧程度。

李德仁表示：“如果能把智慧管网系统做
好，把城市的智慧规划进一步调整好，‘看海’
就不会再一年年地不断上演。”

学术·会议

京南生态卫星城暨智慧城市高层专家咨询会

本报讯（记者王卉）京南生态卫星城暨智
慧城市高层专家咨询会日前在中科院地理资
源所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智慧城
市建设，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表示，智慧城市
的提法不是唬人的。简单地说，智慧城市是城
市信息化的新阶段，是一个发展过程。智慧城
市的出发点是解决城市的实际问题。

他认为，建设智慧城市，一定要从区域
的实际出发，在本区域范围内做好数字化工
作，打通各部门间的数据流通。在数字化和
网络化的基础上，用智能化的方式解决发展
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城市与小城镇研究
中心城镇化试点处副处长郑明媚则介绍说，
多个国家都在将智慧城市作为发展目标，而

我国从 2009 年开始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目
前，全国有 300 多个城市提出了智慧城市的
发展目标。

专家们认为，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需要
与城镇化、信息化结合起来。为此，政府应以
提升管理服务能力为重点，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
便捷度。

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智慧城市建设

本报讯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云降水物理与强风暴重
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邓涤菲和研究员高守亭，联合贵州
当地预报员经过长时间分析发现，冬季南下冷空气和北
上暖湿空气受地形阻挡作用在云贵高原东部地区汇合，
形成长时间维持的云贵准静止锋及锋面中低层状云，为
过冷雨滴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天气条件。

冻雨是指过冷水滴在下降到地表后，与温度低于
0℃的物体相遇发生冻结的一种降水。冻雨是一种严重
的高影响灾害性天气，一旦发生，特别是持续时间较长
时，必然造成重大影响 。中国是受冬季冻雨影响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其中约 84%的冻雨都发生于贵州省。

统计分析表明，贵州地形分布和贵州冻雨日数分布
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尤其是贵州中西部地区的海拔高
度和地形分布为贵州冻雨提供了绝佳的地形条件。敏感
性实验也表明，当降低或升高贵州地形高度时，贵州高
频冻雨带都将不再存在。

研究还发现，贵州冻雨的形成机制不同于典型的
“融化机制”或“过冷暖云机制”，而是具体暖层（逆温层）
的“过冷暖云机制”。 （宗华）

提出贵州多发冻雨原因

中科院大气所中科院大气所

本报讯（通讯员孙国根 记者黄辛）复旦大学医学神
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陈俊与国外科学
家合作，在基因修饰、药物（一种已被命名为“Scriptaid”
的抑制剂）治疗创伤性脑外伤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该
成果可能成为未来非常有潜力的治疗创伤性脑损伤和
脑白质受损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相关成果发表于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陈俊课题组发现，发生创伤性脑损伤后，通过抑制
体内“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方法可达到治疗目的。具体
来说，就是给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注射“Scriptaid”药物抑
制剂，可达到长期保护脑白质、减少体内异常神经纤丝
蛋白的破坏、增加大脑神经纤维保护层的目的，进而保
护大脑重要部件“有髓轴突”，改善神经传导系统。

研究同时发现，脑外伤后随着时间的延长，脑白质损
伤程度会逐渐加重，并伴随有害 M1 小胶质细胞的增加和
有益 M2 型小胶质细胞的减少。M1 型小胶质细胞会加速
具有护脑作用的少突胶质细胞的死亡，而 M2 型小胶质细
胞能促进少突胶质细胞分化成熟，具有护脑功能。这是因
为“Scriptaid”药物抑制剂通过相应细胞信号通路，可使小
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极化转向有益性的 M2 表达，进而减
轻了创伤性脑损伤的炎症，维持了脑白质完整性。

专家认为，该研究表明，抑制小胶质细胞中的组蛋
白去乙酰化酶，对调整神经系统免疫应答、干预（基因修
饰）治疗创伤性脑损伤疾病病程具有重要意义。

治疗创伤性脑损伤
或有新突破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本报讯（通讯员周慧 记者杨保国）合肥工业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陈雷和蒋阳课题组，在钇铝石榴石系
列 LED 荧光材料及其光色调控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为进一步提高 LED 荧光材料的性能提供了重要依
据。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报告》杂志。

钇铝石榴石是重要的宝石晶体，可应用于固体激光
器基质和闪烁体探测器等。其中，三价铈离子激活的钇
铝石榴石荧光粉（YAGCe）被广泛应用于家用照明和
户外路灯中的大功率 LED 器件。为使 LED 发光颜色从
冷光向暖色光转变，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在 YAGCe 中
用 Gd 离子取代 Y 离子，从而使荧光粉发射波长红移，
达到降低色温、提高显色指数的效果。然而，Gd 取代 Y
后会造成发光效率下降以及热稳定性变差。

陈雷等应用 X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等现代实验手
段，结合电子能带结构理论计算研究证实，由于 Gd 离
子半径较大，在 YAG 刚性结构中会造成电子云挤压变
形，进而造成晶体场增强、电子有效质量减轻、电子铺展
能级范围扩大和带隙减小。随着带隙减小、从激发态至
导带底自电离能级障碍降低以及电子有效质量减少，占
据高能激发态的电子密度和电子离阈能力随温度升高
而增强，造成效率下降与热猝灭增强。

LED荧光材料研究
获重要进展

合肥工大合肥工大

“如果能把智慧管网系统做好，把城市的智慧规划进一步调整好，
‘看海’就不会再一年年地重复上演。”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近日，中科院青藏高原地球科
学卓越中心副研究员沈妙根及其合作者利用地面气象
观测资料、遥感植被指数数据和蒸腾作用数据，结合区
域气候模式及地表能量平衡模型，系统分析了青藏高原
植被活动和气候的相互作用。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

此次研究人员发现，近 30 年来，随着青藏高原持续
变暖，遥感观测显示高原生长季植被活动呈持续增强趋
势。增强的植被活动降低了地表生长季白天温度，但对
生长季夜间温度的影响不显著，总体上则降低了局地生
长季平均温度。这种局地降温效应，主要是由于植被增
加导致局地蒸腾作用增强，从而降低了地表能量。

不同于北极植被对气候变化的“正反馈”作用，青藏高
原植被活动对气候变化形成了“负反馈”。高原植被对气候
的这种“负反馈”作用，表明中国政府在青藏高原实施的

“退牧还草”等植被恢复措施有助于减缓当地气候变暖。

揭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
和气候变化互作机制

中科院青藏中心中科院青藏中心

国际沙漠论坛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第五届库布其国际
沙漠论坛日前在内蒙古举行。国家林业局局
长张建龙表示，按照到 2020 年全国一半以上
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的国家要求，林
业局将加强科研攻关，努力在关键技术上取
得突破，完善荒漠化监测技术和体系，为科学
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数据显示，中国是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受影响人口达 4 亿之多，每年直

接经济损失 540 多亿元。张建龙介绍说，我国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采取了一系
列重大举措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积累了宝贵
的治沙经验，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治沙模式。目
前，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
3436 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 1717 平方公
里，沙区生态状况逐步好转。

不过，目前我国还有沙化土地面积 173
万平方公里，荒漠化防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同时，据统计，在现有的贫困人口中，有超过
2000 万人主要生活在我国的西北部荒漠地
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到 2020 年，全国一半
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也提出，要突出生态
文明理念，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对此，张建龙
表示，今后国家林业局将创新体制机制，不断
推动我国荒漠化防治事业取得新成效。

我国沙化土地年均缩减1717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