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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全体师生合影
副所长马耀明发言
野外实习途中

会议合影

黑土是地球上宝贵的土壤资源，然而，土地
使用、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黑土退化日益严重，
土壤有机质逐年下降，耕作层逐年变薄，犁底层
逐年加厚，土壤酸、廋逐年加重，昔日盛产粮豆畜
产品的黑土带也正向“生态脆弱带”方向发展。

8 月 2 日，在黑龙江绥化市鉴定的“黑土肥
沃耕层构建关键技术创新及技术集成与示范”课
题，为黑土地力提升带送来一场“及时雨”。

2005 年，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研究员韩晓增
的团队开始从事黑土肥沃耕层的研究。在土壤剖
面取样时，他发现土壤剖面都会有一层 20~30 厘
米的障碍性层次出现：以东北的白浆土为例，障
碍层次为白浆层。

这样的障碍性土层，“干了刀枪不入、湿了滴
水不漏”，根系也不能很好地生长。如果通过翻耕
将培肥土壤的有机物质带入土壤深层，为作物生
长建立一个肥沃空间，将是一个崭新的思路。为
了找到建立“肥沃耕层”的合适条件，韩晓增做了
11 年的田间实验。因为他要将各种条件排列组
合起来开展试验：在耕作黑土上，需要分别设置
0、15、20、35、50 厘米深度和分别加上不同数量
的秸秆以及秸秆配施有机肥的处理，再加上耕
翻、免耕、浅耕的变化，再分别等到旱年、涝年、不
旱不涝的年份来进行大自然的检验。

“35 厘米为最优耕作和培肥深度，三年一次
耕作频度效果最优。“韩晓增团队向鉴定专家汇
报出明确的数字。他们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该
厚度的土壤储存的水和肥足够作物的生长需要，
并且足够植物根系的生长。肥沃耕层构建技术完
成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将这项技术配套到当地
的种植制度中，通过技术集成，建立了玉米大豆
轮作和玉米连作的技术模式。

此项技术优点在于实现了玉米秸秆一次性
全还田，还田深度大，解决了由于玉米秸秆还田

深度浅所带来的土壤跑墒，影响作物出苗和生长
等问题；打破了犁底层增加了耕作层厚度；同时
秸秆还田也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对提高了耕
作层的肥沃程度，培肥土壤和保护黑土具有重要
的作用。再配合组合耕法，实行“翻、免、少”的耕
法，即第一年采用七铧犁将玉米秸秆全部翻扣入
土壤中，第二年秸秆覆盖免耕，第三年少耕。在玉
米—大豆轮作体系中，玉米茬采用秸秆扣翻耕
法，大豆茬免耕种植玉米。

虽然该项目目前仅在黑龙江省海伦市、北安
市、绥棱县、巴彦县、嫩江县、黑河市爱辉区、逊克
县进行推广，但是已取得了显著效果。近三年的
推广面积 268 万亩，累计增产粮豆 1.29 亿千克，
新增利润 2 亿元。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技术体系，把玉米、大
豆轮作方式写进来，增产效果显著。因为肥沃耕
层构建是土壤培肥的长久之事，希望相关政策来
支持推广。”吉林农业大学教授赵兰坡评价。

“东北黑土以如此浅的耕层支撑了如此大的
产量很不容易，如果耕层做不好，肥和药解决不
了粮食生产问题。土壤需要在保护中利用，而肥
沃耕层这个技术体系对生产指导作用很大。”吉
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认为该项技术紧密
结合国家东北黑土地保护的重大科技需求，在国
内外率先开创了肥沃耕层构建的新思路、新方法
和新模式，对保护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节
肥节水和增加作物产量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关于技术成本，韩晓增算了一笔账：“如果以
三年为一个整地周期，一公顷常规需要花 2400
元，而该项技术体系则需多支出 1500 元。这项技
术可以增收 3000 元，可获得 1500 元的纯收益，
加上国家黑土保护、秸秆还田、深耕补贴，经济效
益可观。”

唤醒黑土的生命力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我认为，无论从组织安排，还是学术内容，此
届会议都堪称国际一流。”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Light 编委洪明辉这样评价本届光学学术大会。

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0 位国际知名
光学专家、学者围绕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微
纳光学材料与器件”“激光技术及应用”等主题
作了精彩报告。

“这 210 篇报告是由大会组委会在大量投稿

中优中选优推出的，这也是大会的一大亮点。”本
届大会主席、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郭春雷说。

大会召开前夕，组委会收到不少会议报告
投稿。如此热度让编辑部有点“意想不到”。

我国光学、光电子学在 20 世纪得到长足发
展，从国防到国民经济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长春
光机所为了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
发展需要，承接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工程任务。

长期以来，长春光机所在工程技术研究领域
的作用越发凸显，更像一位“优秀的工匠”。曾有人
质疑，“一所以工程技术研究为特长的研究所主办
的英文期刊，有足够的稿源支撑下去吗？”

对此，长光人很坚定。贾平说：“作为国立科研
机构，我们与其他科研同行一样，一直在科学研究
中攻坚克难。”长春光机所组织此次受国际学术界
推崇的光学学术大会便是一个完美的例证。

Light 学术会议凭啥“惹眼”

进展

荫

：黑土地上的“金舞台”
姻本报通讯员 李墨 记者 沈春蕾

1981 年，山东省沂源县文物普查工作者发
现了一块猿人头盖骨化石和七颗牙齿，后来人
们将其命名为“沂源猿人”。为了证明沂源人这
些牙齿代表人类，而非猿类，以中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邢松和山东博
物馆孙承凯为首的研究人员，将沂源人牙齿标
本与化石猩猩作了大量对比，最终否定了这些
牙齿属于猩猩的说法，并得出东亚中更新世古
人类的系统分类比之前认为的复杂得多的结
论。日前，国际期刊《人类进化杂志》在线发表
了沂源人文章。

邢松他们采用了多种技术进行复原，详细描
述了其所掌握的沂源人七颗牙齿的形态特征。通
过显微断层扫描技术（micro-CT）扫描牙齿后，
邢松等人使用 CT 软件复原了牙齿内在的齿质
表面结构；并使用几何形态测量，量化了沂源人
牙齿的齿冠轮廓形状等。

“此外，我们还通过对沂源人剔牙行为的判
断和沂源人相对于目前所发现化石猩猩的地理
分布位置差异的判断等，对沂源人的根本属性进
行了颇有证据的掌握。”邢松说。

在经过对比分析后，此项工作的审稿人最终
接受了关于沂源人是人类而非猩猩的观点。

孙承凯告诉记者，未来将通过综合考虑该地
域古人类的形态特点来进一步揭示沂源、周口
店、和县这些古人类的演化地位，而最终研究结
果很可能影响大众对古人类的原有认知。

研究团队不仅发现了包括沂源人在内的东
亚地区部分直立人在牙齿形态上与化石猩猩区
分明显，否定了这些牙齿化石代表猩猩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包括沂源人标本在内的
部分东亚直立人，在牙齿上表现出的目前在其他
古人类上所不具有的特殊性状。

“这一性状主要是通过 micro-CT 揭示出来
的一种被称为‘网状’的齿质表面。”邢松表示，牙
齿齿质是釉质（珐琅质）覆盖下的组织，使用 mi-
cro-CT 和相关软件可以在不破坏牙齿的情况下
虚拟复原这一结构。

由于现代人牙齿的齿质表面结构比较简单
光滑，但在沂源、周口店、和县这三个地点发现的
直立人牙齿上，其齿质是一个由众多的次级沟和
脊组成的粗糙的表面，或者“网状”的表面。

邢松认为，这种“网状”的齿质表面在现已发
表的非洲南方古猿和欧洲海德堡人以及尼安德
特人标本中都没有被发现。也就是说，目前沂源、
周口店、和县人牙齿“网状”的齿质表面结构不管
在早期人类还是现代人类中都没有被发现。

研究人员目前对在沂源、周口店、和县这些
地点古人类牙齿上发现的特殊性状所能够代表
的演化意义仍持谨慎态度。

“沂源人目前仍归到直立人中，属于一种与
周口店直立人形态和演化地位相类似的古人
类。”但他认为将 micro-CT 等新技术拓展到更
多的古人类和现代人的研究当中，将最大限度获
得研究对象的演化信息。

未来，野外工作和相关年代工作的开展，将
有希望发现更多具有可靠年代数据的人类化石。

“更多的人类化石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形态变异，
更加有助于验证我们在沂源人牙齿研究中所提
出来的假设。”邢松表示。

沂源人进展或颠覆古人类传统认知
姻本报记者 马卓敏

现场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在西
藏成功举办了为期 10 天的 2016 年“第三
极”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此次活动由中科院
研究生部主办，来自全国 11 所高校的 13
名三年级优秀本科生参加了本次夏令营，
活动采取专家讲座、座谈交流、参观学习及
社会考察等多种形式。

夏令营开营仪式在青藏高原所拉萨部
会议室举行，结合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科研
人员陈莹莹副研究员和孔维栋研究员分别
为营员们作了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的
影响，青藏高原土壤微生物—生命从何处
来、到何处去的学术报告，二位老师深入浅
出地展现了大气科学与生物学的魅力和挑
战，同学们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与老师互
动十分活跃。

此后，营员们乘大巴长途跋涉来到了
中国科学院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究
站（以下简称藏东南站）。其间，同学们参观
了站上的科研设备，听取了藏东南站副站
长王永杰博士和罗伦硕士关于该站的基本
概况、主要研究方向的介绍。大家身在一线
科研工作环境中，不仅体会了在青藏高原
开展科研工作的不易，也感受到了科学家
们对青藏高原科研事业的豪迈情操以及追
求梦想的伟大。为了让营员们见识真实的
高原湖泊和冰川，夏令营利用一天时间，专

门组织考察了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
措，随后跨越 4330 米的斯米拉山口近距离
考察了卡若拉冰川。

夏令营虽然时间短暂，但同学们纷纷表

示收获颇丰。他们在短短的相聚中收获了友
谊，增加了阅历，提升了境界，增长了见识，开
拓了学术视野，并激发了科研兴趣，进一步坚
定了今后投身科研的崇高信念。 （科讯）

“第三极”的夏天
2016年青藏高原所大学生夏令营举行

近日，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国际知名光学专家及国内80个重点大学及研究所的200余位资
深专家、学者会集北国春城，出席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共同主办
的2016年光学学术大会（Light Conference），围绕光的话题尽情讨论。

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
参展厂商 400 余人会聚一堂，他们带着自己最
优秀的学术成果、科技产品来到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
光机所），参加由该所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共同
主办的 2016 年光学学术大会 （Light Confer-
ence）。

Light 是由长春光机所主办并与自然科研

集团合作出版的一本英文期刊，其全名为《光：
科学与应用》（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以下
简称 Light），创刊仅四五年就迅速崛起。2016 年
Light 收获了第三个影响因子 13.6，蝉联国际光
学期刊榜眼。

“在过去数年，Light 已取得一定成绩。现阶
段，注重影响因子增长已不再是其单一目标。”
长春光机所所长贾平表示，“通过 Light 这一平

台，长春光机所将与国际学术界建立更广泛的
交流、创新合作并吸引优秀人才，以满足国内外
光学领域发展的需求。”

创新并不拘泥于形式，创新更要大胆畅想、
尝试多种途径，更需要人们保持一种开放的状
态。如今，在长春光机所开放办所的方针指导
下，Light 正立足黑土地，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一
个服务国际光学领域的金舞台。

“中国光学科技发展迅速，迫切需要一本与
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科技期刊，Light 担起了
这一使命，引领并促进中国光学科技的发展。”
原科技部副部长、Light 主编曹健林表示。

创刊初期，编辑部面临着各种挑战。Light
执行主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崔天宏拉出
一张工作清单，“我与时任 Light 编辑部主任的
白雨虹老师商量如何将清单上的 20 件事情尽
快做好，这个任务可不轻。”

那时，“希望 Light 成为光学领域的《自然》
《科学》，影响因子在汤森路透《期刊引用报告》
光学类期刊中位列前三”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现在，Light 年度发文量攀升 30%，总被引频
次增长率高达 65%。“Light 在保持自身高端品
牌的同时，也在快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崔天
宏说。

高远的志向激发了长光人与合作伙伴的无
穷力量。在过去几年中，编辑部出席了 60 多次
国际学术会议，走访大批国内外实验室，吸收、
学习、不断改进使得 Light 快速上升，并吸引了
一批支持者。

2012 年，郭春雷到长春光机所进行学术交
流，与 Light 开始接触。郭春雷是美国罗切斯特大
学光学研究所高强度飞秒激光实验室负责人，为

国际飞秒激光微加工前沿领域的著名专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郭春雷受邀成为

Light 的编委之一。
这还只是故事的开端。通过 Light，长春光

机所了解了郭春雷在相关领域开展了很好的研
究工作；同时，“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长春光机
所在光学、工程等领域享有的盛名。”郭春雷说。

现在，郭春雷正与长春光机所共同建设中
美联合实验室。他们双方希望通过此次合作，
在基础科学领域作更多探索，比如在飞秒激
光微加工、材料改性、微纳光学等方向进行基
础性研究。

志向高远则力量无穷

“Light 如何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崔天宏
与白雨虹一直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得出的
结论是：严格控制文章质量，做好专家评议，所
有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精益求精，如此才不失信
于支持 Light 的各位专家。

正如 Light 的合作伙伴自然科研集团旗下
《自然》杂志执行主编尼克·坎贝尔博士曾表示
的，“我们与长春光机所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在
一个共同的愿景之上：即出版高质量的国际期
刊。”

自然科研中国区合作期刊出版人白洁表
示：今后，双方将继续秉持这一信念，专注于

Light 的质量和规模发展，不断提升这一优质开
放获取刊物的影响力，由此推动中国乃至全球
光学科研事业的发展。

实际上，期刊已不仅仅是一个承载科研成
果报道的阵地，在科研整体环节中，其已经成为
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

“未来，长春光机所将以 Light 为平台和纽
带，不断加强国际合作。Light 将不仅是一个交
流合作平台，还将更深层次地推动相关领域
的实质性合作，以此带动国内光学领域基础
性研究工作的开展，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
的光学研究机构更迅速地接轨。”贾平对 Light

寄予厚望。
“从最初定位时，我们就着眼于未来，将

Light 打造为一个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平台。未
来，或将相关的应用研究文章刊登于此。”白雨
虹表示，“通过 Light 这一平台，科研工作者们可
以互相交流，找到合适的合作者，从研究到应用
一步步合作起来，最终能够产出支持国民经济
发展的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已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练兵场，世界上最新的
科技成果都愿意到中国来进行应用。”曹健林
说。这正是 Light 的机会。

Light，要做科研的加速器

长春光机所 隗

会议现场
长春光机所所长贾平

淤

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