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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际微小型无
人飞行器赛会（IMAV2016）
于 10 月 17 日～21 日在北
京理工大学举办。这是该项
国际无人机界的顶级赛事
首次在亚洲举办，来自 14
个国家的 21 支无人机竞赛
队伍参赛。

本届赛事由 IMAV 委
员会举办，北京理工大学、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联 合 主
办，分学术会议和无人机
竞赛两个单元。其中，无人
机竞赛单元的主题为“模
拟海上搜救”。比赛背景设
置为海上钻井平台起火、
平台操作人员落水，要求
无人飞行器自主完成模拟
灭火、水上勘测及救援任
务 3 个比赛科目。

图为来自不同国家的
参赛代表队进行模拟测试。

本报记者陆琦摄影报道

“化工新材料”研讨会

高端化工新材料亟待突破国产化瓶颈

姻本报记者潘希

“中央政策对于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很
大，需要创新创业各种要素的协同合作。这场
活动就是要搭建创业者与创业服务者之间的
沟通渠道，不但交流对创新创业环境的新认
识，解答创业者的疑问，更要与创业者一起平
等讨论，共同总结新变化并寻找新机遇。”近
日，在 2016 年全国双创周北京会场的重头活
动“双创面对面”上，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
中心副主任、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表示。

这场将创业者与大咖们“攒”在一起的
讨论，组织了科技企业、创投机构、产业园区
和研究智库等行业的 8 名领军人物，与来自
全国的 200 余名创业者“面对面”分享心得
体会，共同讨论寻找新风口。活动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协科学技
术传播中心承办。

毛大庆对创新创业发展趋势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他认为，创业大环境越来越向高
新科技产业倾斜，因此创业团队的海外视野
和对前沿科技信息的收集能力将成为创业
成败的关键性指标。同时，有密集资源和人
才优势的超级城市会被创业者和资本青睐，
成为创新创业的中心区。

针对现场创业者对前景的担心，毛大庆
说：“没有必要夸大失败的影响。创业企业肯定
会有较高的‘死亡率’，一方面优胜劣汰是自然
法则，也是市场规律，创业更需要大量失败累
积才能成功，创业者不能因为眼前失败就放弃
理想，要有‘领跑不怕跌倒’的精神。另一方面，
部分创业者对政策理解有偏差，对市场风向把
握不准，需要专业机构的服务和导师辅导。”

君紫资本创始人秦君认为，须用资本驱
动产业融合，用产业的逻辑推动双创，让人
才、技术、资金、创意、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

自由充分地流向双创领域，才能真正发展新
经济、培育新动能。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和地平线机器
人创始人余凯都看好人工智能技术。胡郁表
示：“当前正处于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是一
个长期的大风口。人工智能技术和创新创业
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逐渐以产业和产品的
形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场的 200 多名观众都是来自各个领
域的创业者。山东福匠文化传媒创始人安秀
福特意从山东菏泽赶到现场。他说，这个活
动拉近了创业者和大咖之间的距离，解答了
很多现实的疑虑和困惑，让自己对项目的认
识更加清晰。

正在医疗领域创业的汪城表示，此次活动
既是一堂心理课，又是一次实操培训。创业者
不仅应在心理、技术和市场运营等方面作好准
备，还要在创业过程中不断锤炼企业家精神。

创业者与大咖共寻新风口

简讯

发现·进展草地农业深刻影响食物结构与生态安全，专家呼吁———

做好草文章需要科技支撑
姻本报记者刘晓倩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牛
肉、乳制品进口量大幅增加。其中，预计今年
中国牛肉进口量将增长 24%，达到 82.5 万
吨，是 2013 年牛肉进口量的两倍。

当百姓的餐桌被国外的肉制品、乳制品
占据，中国的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该如何保
障？在日前于兰州大学举办的第 230 场中国
工程科技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目前只重视
粮食生产的农业思维无法满足我国未来的食
物结构与生态安全。草地农业应在农业生产
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应从政策、技术推广、
产业等多个方面，加大对草地农业的扶持。

迎接第三次农业结构改革

“我们应该拿出壮士断臂的勇气和现代
人的智慧，实现耕地农业向草地农业的伟大
转变……”2013 年 7 月 31 日，任继周等 9 位
院士向中央提出了“我国耕地农业应向粮草
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

“我们农业工作者要肩负起中国第三次
农业结构改革的重任，适应历史潮流，实现从
耕地农业到草地农业的历史嬗变。”中国工程
院院士任继周介绍说，所谓草地农业，就是

“草地 +n”的大农业。在草地农业结构中，草
地约占农用土地的 25%，畜牧业的产值不少
于农业总产值的 50%。当然，还有 n 项其他产

业，如林、果、棉、杂等。在草地农业的框架内，
各项产业因地制宜、优化布局，以求获得最大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2015 年和 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明
确提出了推进农业结构转型，加快发展草牧
业，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
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
发展。这些政策为我国发展草地农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很
多不足。

草业储备缺乏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贾玉山告诉记者：
“牛奶安全问题以及肉制品的质量、口感等问
题，都是导致肉制品、乳制品进口量大增的直
接原因。”然而，伴随着进口量的增加，今年国
产牛羊肉的收购价格却下降了 60%。“过去牧
民养一只羊可以卖 1000～1500 元，现在只能
卖 500 元。”贾玉山说。

导致这种连锁反应的根本在于“草”。据
贾玉山分析，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让行
业认识到要依靠优质饲料保证奶制品的优质
安全。如今，牛羊肉的安全、质量问题同样需
要优质牧草饲料来保证。然而，虽然草业和畜
牧业、农业均为国家重大产业，但农业有国家
和地方储备库，畜牧业有冻肉及活畜储备，草
业却没有国家及地方储备。

俗话说：“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由

于没有草储备库，拉运费用过高，贾玉山曾亲
眼目睹在丰收的年份上好的牧草被打成捆扔
在草地上。而到了灾年，“过去 4 毛钱一斤的
牧草，涨到 1.1 元一斤”。

针对优质饲草储备问题，兰州大学草地
农业科技学院教授沈禹颖表示，在农区实行
草田轮作，可为牧区提供大量优质饲草，同时
可解决农区土地污染问题。

沈禹颖介绍说，目前农区土地生态退化、
污染问题严重，已不能支持农作物持续高产。
如何修复农区土地，同时满足牧区饲草供应
的需求？“草田轮作是很好的解决方案。”沈禹
颖说，牧草的根系密集、发达，可将农作物的
病虫害隔离，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同时，豆
科牧草的加入可深入固氮，减少氮肥的使用，
解决土地污染问题。

草牧业发展须两条腿走路

除了饲草储备，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
会会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卢欣石认为，我
国目前正处于引草入田、改变传统农业结
构的转化过程中，理念和技术体系都存在
一些问题。

在技术体系中，粮食是一年生作物，牧
草是多年生作物；粮食是籽实生产，牧草是
营养体生产。两者的生物学特性和生产方
式完全不同。“目前，我国 85%以上的草种
子来自国外。在草种子育种、生产方面，我

国与美国几乎相差半个世纪。”卢欣石介绍
说，美国培育草种子分为 4 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大约在 100 年前，由农户和专家分别育
种；第二阶段是上世纪 50 年代前后，美国
开始有专业的种子公司生产；第三个阶段
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型种子公司被先
锋、杜邦等大型种子公司收购整合成大公
司；第四阶段是近 20 年，美国种子公司转
型成为生物技术跨国公司，可以利用生物技
术、分子技术育种及生产。

卢欣石表示，我国正处于美国草种子培
育的第二阶段，建议将草种子的培育纳入到
农作物种子培育系统。

“中国草牧业要想发展壮大，需要两条腿
走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
授黄季焜认为，一方面，利用现有资源发展自
己的种子；另一方面，利用国外种质资源，培
育适合国内的更好品种。

黄季焜同时表示，发展草牧业，特别是在
农区发展草牧业，对保障食物安全以及农区
生态安全非常重要，对牧民收入增长也有帮
助。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草地较多的
国家，草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行业。

然而，在专家们看来，目前我国草牧业并
未被纳入国家未来发展规划，也没有具体的
支持政策。要想在农区发展草牧业，从种子生
产到栽培技术、田间管理，都需要一系列科技
支撑。市场规模的扩大也需要政府支持，才能
发展下去。

河南省第八届学术年会在信阳召开

本报讯 10 月 18 日，河南省第八届学术年
会在信阳市召开。本届年会由河南省科协和信
阳市政府联合主办，信阳市科协、信阳师范学
院和信阳农林学院承办。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田红旗，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志
明、张铁岗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马特文科以及
1500 多名科技工作者代表参加会议。

河南省学术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本届
年会以“创新创业 驱动发展”为主题，将通过
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
活动，推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的学术氛围和
社会氛围。 （史俊庭）

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机器人专场
在京开讲

本报讯 10 月 15 日，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
传播中心及北京市科协主办、中关村天合科技
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及中关村融智特种机器人
联盟联合承办的“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第五
讲———机器人技术及产业应用专场开讲。

大讲堂邀请业内领先专家对机器人产业
的产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前景进行了剖析。其
中，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机器人与微系统研
究中心主任孙立宁作了机器人技术专题报告，
就国内外机器人发展热点与趋势，机器人在服
务领域、先进制造领域以及特殊领域的应用等
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探讨。 （李瑜）

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启动建设

本报讯 记者 10 月 17 日从河北省科技
厅获悉，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区日前获国家首批认定，并将启动建设。

该示范区是与中关村自创区、天津自创区、
自贸区相呼应的国家级战略性标志性创新平
台，主要包括石家庄国家高新区、保定国家高新
区等 10 个园区，面积约为 500 平方公里。

据河北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郭
玉明介绍，该省将与京津密切合作，着力推进
管理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转化路径创新

“三个创新”，加快搭建技术交易平台、孵化转
化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众创空间平台“四大
平台”，全力建设打造人才高地、构建制度高
地、创建资本高地、构筑智慧高地、再造服务
高地等“五个高地”。 （高长安）

山西科协邀专家共话血栓疾病防范

本报讯 10 月 13 日是世界血栓日。山西
省科协在太原举办专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
共话血栓疾病与防范。

山西省科协副主席郝建新表示，此次活动
旨在通过专家解读、媒体宣传、现场义诊等环
节，讲解血栓性疾病的防治常识、治疗误区、护
理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提高全社会对其严重
性与防治重要性的认知。 （程春生邰丰）

上海软科发布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本报讯 10 月 18 日，上海软科正式发布
2016 年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这是该排名
自 2011 年问世以来的第六次发布，展示了我
国两岸四地领先的 100 所研究型大学。

其中，清华大学（北京）蝉联两岸四地第一
名，北京大学跃升至第二名，排名第三的是台湾
清华大学（新竹）。

据了解，两岸四地大学排名采用了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师资质量和学校资源等 4 大
类、13 项指标。 （黄辛）

制备出新型超弹性
耐疲劳碳基仿生材料

中国科大中国科大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课题组
与吴恒安课题组合作，成功设计制备出超弹性耐疲劳宏观
尺度碳纳米组装体仿生材料。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自
然—通讯》杂志。

俞书宏课题组受人类足弓等常见弹性拱结构的启发，
成功制备了一种具有微观层状连拱结构的宏观尺度碳纳米
组装体材料。该材料虽然由脆性易碎的无定型碳—石墨烯
复合物构筑而成，却同时实现了高水平的可压缩性、超弹性
及抗疲劳性。

与此同时，俞书宏课题组与吴恒安课题组合作，通过构
建力学模型对这一材料的超常性能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
表明，构成该材料的微拱结构单元和宏观薄壳型拱结构一
致，可适应较大程度可逆弹性变形，而其拱面本身可免受局
部应力过大所造成的破坏。因此，由取向一致的微拱单元相
互堆垛构成的材料整体，显示出如宏观弹性拱结构一样优
越的机械性能。力学模型分析还表明，该材料压缩循环过程
的超低能量损耗主要来自于微拱单元之间的摩擦耗散，而
不是微结构的永久性破坏。

学术·会议

本报讯（记者甘晓 通讯员李丹）“化工新
材料”研讨会日前在中科院化学所举办。记者
从会上获悉，我国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化核心
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落后 10～15 年，仍然存
在企业研发能力弱、产品开发缺乏主动性以及
自主创新平台和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与
装备部高级工程师王翊民介绍，近年来，随着
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化工新材料技术
和产品研发上取得了诸多进展。例如，国内自

主开发的长碳链聚酰胺完全替代了进口产品，
目前已建成万吨级合成装置。

不过，与会专家认为，由于起步较晚、工业
基础薄弱，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仍无法满足国
内迅速增长的迫切需求。总体来看，我国化工
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和产品以跟踪仿制为多，自
主创新的少。在我国已完成产业化和中试的上
千种化工新材料产品中，目前只有长碳链聚酰
胺等极少数产品为世界首创。此外，科技成果
与工程化之间、产品开发与应用研究之间的

“鸿沟”也制约着这一行业的发展。
为此，与会专家建议，学术界和产业界

应不断加强产学研交流与合作，将未来研发
重点瞄准高端合成橡胶、聚氨酯及关键原料
中间体、聚芳醚等化工新材料。

据悉，此次会议为中科院化学所建所 60
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会议期间还举行了
新设立的化学科学奖学 / 奖教金捐赠仪式
和冠名奖学金的签约仪式，以及 2015 年度
中科院化学所冠名奖学金的颁奖仪式。

非构象型抗体
表位组学研究获进展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等单位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生殖免
疫学课题组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基因功能课题组合作，
用先前自主建立的肽生物合成方法，解码了致癌性人乳头
瘤病毒 58 型（HPV58）所编码的三个不同长度关键蛋白的
精确表位组，并展现了相关组学研究的可行性和意义。相关
成果日前发表于《科学报告》杂志。

作为合成肽疫苗和研制肽诊断抗原的基础，对疾病相
关抗原和病毒关键编码蛋白的抗原性表位扫描作图，一直
是免疫学和病毒学领域的重要研究目标。

此次研究人员不仅发现了 E6、E7 和 L1 三个蛋白上的
30 个表位，而且据此通过同源蛋白序列比对，一次性确定
了它们各自的保守性和特异性。尤其是发现了 L1 的 3 个

“广谱性”表位，为今后研制“通用”预防性 HPV 多表位肽疫
苗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和候选表位。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万祥表示，如同
人类基因组解码有助于发现功能基因一样，靶蛋白表位组的
解码也为高效率发现抗体中和性 / 保护性表位以及广谱性和
特异性表位奠定了基础，进而促进了临床有效的相关重组多
表位肽疫苗和 / 或检测抗原的研发。

研发出新型纳米金造影剂

中科院自动化所中科院自动化所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中科院自动化所田捷团队联合国
内外科学家，采用新兴的光声成像技术和光热治疗手段，在
乳腺肿瘤的诊疗一体化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
日前发表于《先进材料》杂志。

肿瘤的早期诊断和精准分期、图像引导下的手术精准
切除等，是目前临床上提高患者治疗疗效及生存周期面临
的挑战性难题。传统成像技术灵敏度和特异性、空间分辨率
都较低，同时存在电离辐射危害等瓶颈问题。而新近发展的
光声成像技术，作为新型分子影像模态，结合了光学成像分
辨率高及超声成像深度的优势，并因此在生物医学及临床
上得到广泛应用。

此次科研人员研发了一种新型 DNA 折纸结构载体包
裹的纳米金造影剂。该造影剂作为一种有效的光声成像探
针，能提高成像质量，实现对肿瘤内部结构成像，极大地减
少了造影剂的用量。该造影剂的另一优势是在对肿瘤成像
的同时实现影像引导下的肿瘤光热治疗，能极大地提高肿
瘤治疗的疗效，并有效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周期。

据了解，光声成像主要利用非电离辐射，因此具有临床
应用安全性。结合此项研究自主研发的生物安全性和组织
相容性较好的新型造影剂，将具有极大的临床转化前景。

发现治疗鼻咽癌新方法

中山大学中山大学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王丽霞、黄金娟）记者日
前从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获悉，该院马骏团队牵头全国
10 个临床研究中心共同参与一项三药联合化疗方案 （简
称 TPF）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大型前瞻性Ⅲ期临床试
验，并首次证实该方法有效。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柳
叶刀—肿瘤》杂志。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40%的鼻咽癌发生在中国，其
中以广东最多。由于鼻咽癌发病部位隐蔽，初次到医院就诊的
患者中 70%以上已伴有周围颅骨侵犯和颈部淋巴结转移。

早在 2006 年，马骏团队就发现，国际指南推荐的同期
放化疗后给予强化的 3 个疗程的辅助化疗（简称 PF）并不
适于中国人。

2010 年，马骏团队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佛山市第一
人民医院等 10 个临床研究中心，开始探索一种新型诱导化
疗方案的疗效。

据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助理、放疗科副主任孙
颖介绍，最新治疗方案在鼻咽癌最常用的 PF 双药基础上，
加用新型的化疗药物———多西他赛（T），组成 TPF 方案。结
果发现，TPF 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将 3 年无瘤生存率
从 72%提高到 80%，3 年总生存率从 86%提高到 92%，3 年无
远处转移生存率从 83%提高到 90%。从不良反应上来看，
TPF 诱导化疗组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 3～4 度中性粒细
胞下降、白细胞下降、腹泻及口腔黏膜炎，但目前这些都有
药物可以控制，并在医保目录内。

据了解，TPF 诱导化疗序贯同期放化疗有望被国际指
南采纳，成为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的标准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