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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回归以来，中科院与香港 6 所主要
大学合作，先后组建了一批联合实验室。目前，
双方的合作也从最初的相互学习，逐步过渡到
现在的优势互补，有些甚至形成了上下游对接
的合作。

自 1999 年起，中科院共组织了四次评估，
每 5 年对联合实验室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并根
据评估结果进行动态调整。今年，中科院的评
估通过“优势互补性”“可持续发展性”“联合活
动及成效”“人才培养与交流”及“社会影响力”
等 5 个维度的指标，对各联合实验室 2013—
2017 年开展的工作进行全面评估。

据悉，今年共有 30 个联合实验室参评，包
括 21 个已有联合实验室和 9 个新参评的联合
实验室。其中，高密度电子封装材料与器件联
合实验室等 4 个实验室为优秀类联合重点实
验室，多媒体技术联合实验室等 8 个实验室为
良好类联合实验室，机器人学联合实验室等 5

个实验室为合格类联合实验室。
日前，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应邀访问香港大

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时表示，中科院将对
此次评估为优秀和良好的联合实验室分别给
予 160 万元人民币 / 年和 80 万元人民币 / 年
的连续五年稳定经费支持。UGC 主席唐家成
透露，香港将成立联合实验室资助计划，于
2018～2019 年拨款 3000 万港元，为获得中科
院认可的联合实验室提供研究资助。双方将加
强合作与往来，共同推动联合实验室发展。

此外，为促进联合实验室开展长期互利实
质性合作，中科院与香港裘槎基金会于 2004
年共同发起设立了“中国科学院与香港裘槎基
金联合实验室资助计划”，该项目资助计划每
两年执行一次。截至 2018 年，共有 35 个联合
申请项目获得资助，裘槎基金累计资助金额
3170 万港元，为推动中科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
验室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共赢

2013 年以来，中科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验
室合作的成果产出加快。其中，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建的先进电
子封装材料联合实验室孵化了两个量产材料
公司，每年预计带来上亿元人民币的产值。樊
建平表示：“深圳先进院将继续开展与香港高
校的合作，进一步布局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学
术科研产业全链条创新。”

孙蓉是本次评估获优秀的高密度电子
封装材料与器件联合实验室深圳先进院方
面的主任。她告诉《中国科学报》：“电子封装
材料切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香港高
校的基础研究实力强、国际交流经验丰富，
深圳产业化氛围好、市场空间广阔，双方合
作有利于最新科技实现产业化，实现互利共
赢。”

深圳先进院与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

联合成立的深港生物材料联合实验室是另一
家评估获优秀的实验室。经过 7 年的合作，
实验室研发的 3D 打印含镁可降解骨修复材
料已进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
DA）产品注册流程，计划两至三年内可推向
临床使用。联合实验室的另一项成果———可
改善局部骨质疏松、降低二次骨折风险的生
物活性骨水泥产品，已完成注册检验，预计
2019 年进入临床研究。这些成果凝聚着深港
两地科研人员的心血。

深港生物材料联合实验室主任蔡林涛也
对双方合作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议：“现在更多
的只是项目交流，双方的课程之间还没有互
认。”他希望，未来双方的合作从人到项目，再
到技术转化，相互渗透和认可，形成一个从实
验室到市场的完整链条，让科研成果转化的效
率更高。

深度合作

中科院金属所与香港城市大学共建的纳
米材料与力学中港联合实验室在本次评估中
获优秀。该实验室的背景可以追溯到 1998 年，
金属所研究员卢柯（现任辽宁省副省长）与法
国特鲁瓦技术大学教授吕坚（现任香港城市大
学副校长）在国际上率先提出“金属材料表面
纳米化”的概念，并成立中法合作伙伴小组，双
方开始紧密合作。

2003 年和 2011 年，卢柯与吕坚的合作成
果两次发表在《科学》上，并被评为当年的中国
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之一。2008 年，双方在十年

合作的基础上，组建了纳米材料与力学联合实
验室，联合实验室先后开发出多种表面纳米化
技术，并成功应用于上海宝山钢铁公司拉矫辊
的表面纳米化处理，提高了拉矫辊的使用寿命。
卢柯表示，该成果为推动纳米金属在工业领域
中的应用奠了科学基础，巩固了我国在该领域
的优势地位，推动了高性能纳米金属在工业中
的应用。

这些年来，卢柯与吕坚在纳米金属制备技
术与研究主题方向上均保持着各自互补的独
特优势，具有鲜明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

本报讯 为落实和推进“中国—塔吉克斯
坦水与科学联合研究计划”合作备忘录，近日，
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中亚中心）在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组织召开“中国—塔吉克斯坦水与科学联合研
究计划”项目第一次会议。塔吉克斯坦科学院
副院长 Saidov Abdusattor 带领塔方研究团队
与中方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中科院新疆分院
副院长、中亚中心主任、新疆生地所研究员陈
曦主持。

会上，中塔双方项目负责人围绕塔吉克
斯坦冰川联合调查、水文与水资源利用、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变化、灾害预警与无人机
应用等 4 个研究方向，分别就项目的立项依
据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主要研究内
容、预期目标、总体研究方案等作了汇报。

会议期间，双方联合研究团队就项目合
作研究的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和任务分工进
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和
组织管理办法进行了评议和指导，在充分肯
定项目实施计划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
体修改意见。此外，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双方

确定设立“塔吉克斯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统变化”“塔吉克斯坦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
理”“塔吉克斯坦冰川 / 冰湖时空变化及其生
态风险评估”“塔吉克斯坦自然灾害预警和无
人机应用”4 个国际合作项目。

“中国—塔吉克斯坦水与科学联合研究计
划”是为落实今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塔吉克
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联合国“水与可持续发
展”十年行动计划（2018—2028）高层论坛的决
议和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泛第三极环
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而设立。（王晨绯）

中—塔水与科学合作项目会议召开

进展中国科学院与香港地区联合实验室：

彰显 的协同效应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本报讯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所研究人员发现了

水稻根际沉积碳在水稻不同生育期内的周转特征，
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国际土壤科学杂志》上。

根际沉积过程可为土壤微生物提供易于利用
的碳源和能源，其在生态系统中调节土壤碳和养分
循环中起重要作用，并对碳的固定作用产生强烈影
响。水稻根际碳在水稻生长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过程
及其在微生物群落中的分配以及氮肥对该过程的
影响机制尚不清楚。研究稻田土壤中水稻根际碳氮
循环及其对微生物群落结构的调节有利于科学指
导合理施肥和促进稻田土壤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人员通过水稻多生育期的联合脉冲标记

（13CO2）结合磷脂脂肪酸的稳定同位素探针技术
技术（13C-PLFA-SIP），探讨了施氮对水稻不同生
育期光合碳（通过根际沉积作用）在微生物群落
中的分配特征，阐明了水稻根际沉积碳在水稻不
同生育期内的周转特征。结果表明，G+ 和 G- 细
菌是同化根际沉积碳的初始微生物，它们负责将
根际碳周转到水稻土壤中的其他的微生物群落
中。微生物对根际沉积碳利用的变化和土壤微生
物群落的演替主要发生在水稻生长的早期阶段，
反映了根际沉积的变化。此外，氮肥施用可以改
变根际沉积物对微生物组成的影响，这主要体现
在 G+ 细菌的增加，这可能会促进根际沉积碳从
根际向非根际转移。该研究揭示了水稻光合碳向
土壤微生物快速转移的现象，也为水稻地上部的
光合作用和地下部的微生物活动之间的定量关
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晨绯）

相关论文信息：

亚热带所 隗
水稻根际沉积碳微生物
利用研究获进展

合作项目 172 项、培
养人才 174 名、发表论文
905 篇……日前，中国科
学院公布了中科院与香
港地区联合实验室第五
次（2013—2017 年）评估
工作的相关评估结果。

在参与评估的联合
实验室中，香港方面，香
港中文大学与中科院合
作的实验室数量最多；中
科院方面，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与香港合
作的实验室数量最多，均
在评估中表现出色。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段崇智期望，未来香港中
文大学与中科院将继续
加强合作，共同推动香港
与内地科研发展。中科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
长樊建平告诉《中国科学
报》：“香港高校的人才与
内地的科技和产业结合，
实现优势互补，可产生
1+1>2 的协同效应。”

全面评估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研究员宋春桥协同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
奥地利五国的科学家们组成的研究团队，在《自
然—地球科学》上发表研究论文，讲述了他们利用
GRACE 重力卫星观测，结合光学遥感、多源测高
卫星资料及水文模型，定量估算了全球内流区总水
量及地表水、土壤水与地下水层三个主要水文要素
的储量变化。

团队研究发现全球内流区的水储量在 21 世纪
初正以惊人的速率下降。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约 1/5
的内流区的总水储量在 2002—2016 年期间以约
1000 亿立方米 / 每年的速率减少，其下降速率将
近外流区（除南极和格陵兰冰盖区以外）的两倍。这
种损失速度约相当于每年干涸掉一个青海湖或 25
个太湖的水量。

研究同时发现，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对水
储量总亏损呈比例相当的贡献，但其比重表现出显
著的区域性差异。例如，撒哈拉沙漠及阿拉伯地区
的水储量下降主要是因为地下水超采引起的入不
敷出；而在欧亚大陆腹地，近一半的水储量减少是
由于地表水的亏损（包括中亚几个大型湖泊如里
海、咸海、乌尔米亚湖等水量的大幅度减少），除近
年来气候干旱外，其大规模的农业灌溉对入湖河流
径流的截取利用和地下水过度开采也是引起区域
水储量亏损的重要原因。该研究工作在全球尺度量
化内流区水储量 21 世纪以来的大范围严重亏损，
印证了全球变化研究关于“干旱地区变得更干”的
结论。 （沈春蕾）

相关论文信息：

南京地湖所 隗
印证“干旱地区变得更干”
的结论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康乐研究组研究发现，胰岛素信号通路调节了飞
蝗对低氧的适应过程。该项研究发表于《自然—
通讯》上。

生物和人类都可能面对低氧的胁迫。在高原
或特殊环境生活的生物和人类都发展出一系列
适应低氧环境的对策，比如提高氧气的运输效率
或增强氧气的利用效率。肿瘤细胞也会造成局部
缺氧状态。大量的研究证明低氧诱导因子（HIF）
和压力响应因子（NF-kB）均参与了生物低氧应
激和适应过程。

飞蝗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昆虫，在青藏高原形
成了一个特定的种群，在大约九万年前与平原种群
产生了分化。西藏飞蝗的体型明显变小，在雅鲁藏
布江河谷形成稳定种群。康乐研究团队通过全基因
组重测序结果发现，一个抑制胰岛素受体活性的磷
酸酶（PTP1B）编码基因 PTPN1 在高原种群中发生
突变并显示正向选择效应。该酶通过对胰岛素受体
去磷酸化来抑制胰岛素通路的生化过程。

平原飞蝗低氧处理后该酶的活性增强，从而加
强了对胰岛素通路的抑制，进而产生低氧应激反
应。相反，西藏飞蝗体内该酶蛋白突变导致个体能
保持相对稳定的胰岛素通路活性，使糖代谢保持在
正常水平，从而适应高原缺氧状态。这启发我们应
对低氧应激反应也可通过调整血糖的利用和代谢
来克服高原反应。这项研究也对低氧相关的疾病，
如肥胖导致的胰岛素抵抗、Ⅱ型糖尿病的治疗、肿
瘤化疗处理等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沈春蕾）
相关论文信息：

动物所隗
糖的有效利用对克服
低氧应激有重要作用

一直引领纳米结构金属材料领域的发展。
如果说纳米材料与力学中港联合实验室

源自卢柯和吕坚的科研合作，那么本次评估获
得优秀的另一家实验室———沪港化学合成联
合实验室发起于 5 位院士。

1997 年正值香港回归之际，由时任国家科
技部副部长惠永正及戴立信、林国强、支志明、
麦松威和黄乃正 5 位院士共同发起，成立沪港
化学合成联合实验室，以求集中上海、香港两
地化学合成方面的力量，发挥两地优势组合的
能力。1999 年，沪港化学合成联合实验室在中
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合作单位
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

20 年来，沪港化学合成联合实验室不仅培
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也产出了很多科研成果。

在联合实验室的推动下，香港大学化学系已经
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生化实验室并开展了中药
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研究，后续将结合中科院
上海有机所开展的高效绿色催化研究，推动研
究工作持续向前。

未来，联合实验室还将结合中科院上海有机
所在不对称催化反应方法学的优势以及香港中
文大学在天然产物合成方面的特长，发展新型骨
架的手性分子在手性识别中的应用，实现药物合
成、精细化工合成的高效性和环境友好性。

作为沪港化学合成联合实验室发起人之
一，香港中文大学黄乃正院士回顾联合实验室
的创办时感慨万千：“希望更多的青年科学家
成为实验室生力军，为长远的沪港科技合作建
立更牢固的基础。”

本报讯“心理学的春天来了，我
们要赶紧播种！”12 月 6 日，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
所长傅小兰在“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研讨会”上呼吁心理学界积极
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等
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全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据了解，《通知》的颁布正式启动
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全国试
点工作。这项工作是落实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的具体举措，试点方
案重在探索社会心理服务的模式和
工作机制。

会议围绕“如何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使心理学研究成果真正服务社会需
求，同时通过社会实践推动学科发
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围绕当前
试点工作的核心任务，心理学界应
积极行动，特别是积极开展科普宣
传、人才培养、机构合作、标准制

定、产品研发等工作。一是通过多
种渠道加强心理科学知识传播，切
实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为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良好生态环
境。二是分类分层培养真正能够满
足社会需要、有资质有能力的专业
人才队伍，发挥好已取证心理咨询
师队伍的积极作用，同时从长远考
虑，推动建立专业人员学历教育体
系。三是心理学专业机构应当与社
会心理服务机构对接合作，为社会
心理服务机构的一线工作提供科技
支撑。四是加强标准制定工作，面
对社会心理服务对象，聚焦服务方
式、服务内容、服务模式等，开展标
准制定工作，为试点工作未来的示
范推广和促进立法奠定基础。五是
加强产品研发，推动心理学与信息
技术等领域的融合，推动心理学研
究成果的产品化，形成标准化、可
推广、可及性高的心理服务产品。

据悉，心理所还将联合心理学界
及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在学术期刊上
出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栏，发
挥智库作用，同时为社会实践提供更
系统的学术指导和支撑。（韩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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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①科研人员在沪
港化学合成联合实验
室做试验。

②香港中文大学
校长段崇智（左）参观
中科院实验室。

③高密度电子封
装材料与器件联合实
验室成果。

④深港生物材料
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发
的生物活性骨水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