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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科研机构将扩大信息技术研发合作  

11 家中国、欧洲科研机构近日在北京签署协议，决定扩大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研发合作。中科

院自动化所与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于 1997 年建立了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LIAMA）。这是中国第一个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中外联合实验室，被誉为中法科研交流的先锋和典范。

双方的合作在过去 10 余年里历经3 个阶段，期间，LIAMA 联盟的正式签约合作方逐步扩大为 7 家。1000

多位中外科研人员参与到实验室的 100 多个科研项目中，使实验室发展成为集信息、生物、自然环境等多

学科交叉为研究方向的中法科研合作基地。 

    在以往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新的 LIAMA 联盟目前进行到第四阶段。新的框架协议旨在建成对中国和欧

盟国家的著名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开放的，以会员制为基础 LIAMA 联盟，推动中国和欧盟相关机构在

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培训和产业化合作。 

中欧科学家研究干旱区盐碱土演化与全球变化关系 

中欧科学家将携手研究干旱区盐碱土演化与全球变化的关系。这项研究已得到 973 计划的支持。项目

首席科学家、中科院新疆生地所所长陈曦说，研究人员将以亚欧内陆干旱区荒漠—绿洲复合体为对象，以

全球变化为背景，以解读全球大量二氧化碳去向不明（即碳“黑洞”）现象为切入点，构建亚欧内陆干旱

区研究样带，将宏观和微观、野外试验与系统模拟研究相结合。他们将采用不同尺度的遥感反演、地面和

地下监测、样方调查、功能基因筛选测序定位等方法，从区域、样带、站点、实验室四个层次开展研究，

重点阐明复合体盐碱土演化过程、地表与地下碳过程、二氧化碳地气界面过程、碳同化过程及其它们相互

作用关系。 

中德柴达木盆地西部联合千米科学钻探第一期顺利结束 

2008 年 5 月 31 日，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负责，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我国兰州大

学等多家科研院所联合实施开展的中德柴达木盆地西部联合钻探工作正式开始，到 10 月 22 日，经过 5 个

多月的钻探，一期工程顺利结束，钻探深度 1000 米，岩芯取芯率达 95%以上。钻探揭示该区明显的盐层总

计共有 100 多层，其中大于 2～3 米厚的单层就有 20 多层。这些盐层的产生与历史的极端天气变化特别是

干旱有关，盐层的数量和厚度反映了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此次在柴达木西部次级盆地沉积中

心察汗斯拉图盐碱地区钻取深孔，通过详细的年代学、生物学、环境学和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建立柴达木

西部晚新生代以来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层年代序列，核定地震地层边界年代；恢复晚新生代高分辨率的

气候环境变化历史，尤其是干旱盐湖的形成演化历史及其与盐、油、气资源的关系；揭示高原构造隆升—

气候变化—地表侵蚀的关 

中澳表观组学联合中心成立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发起的“中澳表观组学联合中心”近日在北京成立，

科研人员将对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前沿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该中心集成共享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感染与免疫中

心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表观组学中心的创新资源，并吸引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威海医学研究院、复

旦大学、哈尔滨兽医研究院等机构的科研力量，旨在建立中澳两国在免疫遗传学和结构免疫学领域强强联

合的双边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对病毒感染的免疫识别与应答机制进行广泛、深入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 



中英合作预测未来传染病发展趋势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黄建始承担的未来传染病发展趋势与监测项目近日完成。该研究采用中、英合作开发

的方法调查了中国在传染病及其相关领域的一批资深专家，阐明了发现和确认未来影响传染病发生和流行

的各种影响因素。课题组确认了 47 个影响未来传染病在中国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危险因素，以及这些因素

在未来 10～25 年在中国的可能变化趋势。课题组发现：17 种传染病危险因素在 10～25 年里可能有增加的

趋势，包括老龄化、气候变暖、移民和城市化；5 种传染病危险因素在 10～25 年里可能基本保持现有状况，

包括密集式耕作和失业；8 种传染病危险因素在 10～25 年里可能有减少的趋势，包括收入差距，贫穷和营

养不良以及医院内感染；17 种有利于控制传染病的因素在 10～25 年里可能有增加的趋势，包括教育水平、

水和食品安全以及公众的健康意识。课题组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专家的共识，确认了哪些影响因素应该考虑

纳入现有的疾病监测系统以提高系统发现和确认传染病的能力。 

中国人基因组序列研究成果登上《自然》封面 

近日，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华大基因研究院独立自主完成了

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序列图谱（“炎黄一号”）的绘制和分析工作。11 月 6 日，《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

的形式介绍了中国科学家在基因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这一长达 7 页的长篇论文描绘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全

基因组图谱，测序数据总量达到 1177 亿碱基对，基因组平均测序深度达到 36 倍，有效覆盖率高达 99.7%，

变异检测精度达 99.9%以上。 

中国科学家原创理论大幅提高全球海洋环境预测准确率 

10 月底在大连召开的第十七届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PICES）年会上，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乔方利以《海浪—潮流—环流耦合数值模式：提高海洋与气候预报预测能力》为题对自己的理论进

行了阐述。 

    乔方利从 1999 年起在连续两期 973 项目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攻关，基本解决了“上层海洋模拟结果

与实际观测不相符合”的经典难题，使海洋环境模拟结果与观测资料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从原有的 0.68

跨越式地提高到 0.93（1.0 表示能够精确预报变化趋势）。在今年青岛奥帆赛举行之前爆发的浒苔灾害中，

乔方利凭借其数值模式准确及时地预报出浒苔发展态势，为科学处置浒苔灾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06 年，《地球物理杂志》以专刊形式介绍了该成果。目前该成果已被华盛顿大学、普利茅斯大学等

多个国家和机构的科学家应用，并获良好反响。 

我国成功研制出龙芯千兆防火墙 

近日，曙光公司成功研制出基于国产龙芯 2F 处理器的网络安全产品——曙光龙芯千兆防火墙。该产

品采用龙芯 2F 处理器，曙光自主设计开发的防火墙主板，结合曙光自主的 UTM 防火墙软件，形成了软硬

件一体化、节能高效、完全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产品。该产品实现了从硬件到软件、从系统到芯片的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该产品能提供强大的访问控制、安全管理功能，对通过防火墙的网络访问请求进行控制，

拒绝非法用户的访问试探，为用户构筑稳固的网络安全屏障，对外网络连接提供安全过滤防护，确保内部

网络不受外网病毒、木马、蠕虫以及入侵等恶意行为的干扰。 

 “嫦娥二号”将于2010 年发射 

 



 

月球着陆器模型。 

 

据了解，我国自主研制的“嫦娥二号”卫星将于 2010 年发射升空，嫦娥一号 02 星将于明年发射。嫦

娥一号 02 星由嫦娥一号的备份卫星改造而成，将省去“绕地三圈”的步骤，直接飞向月球，进入绕月轨

道。由于嫦娥二号的主要任务是要获得更清晰更详细的月球表面影像数据和月球极区表面数据，因此所搭

载的 CCD 相机的分辨率比嫦娥一号高出许多，达到 10 米左右。根据计划，我国将在 2012 年前后发射一个

月球着陆器和月球车，对月球表面进行探测。其中，月球着陆器可以对月球表面进行月壤分析，月球车可

以在距离着陆器 5 公里直径的范围内进行巡视探测。 

中国成功发射“创新一号 02 星”和“试验卫星三号 

 
 

 



 

11 月 5日 8时 15 分，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创新一号 02 星”和“试

验卫星三号”两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飞行

约 15 分钟后，“创新一号 02 星”与火箭分离；继续飞行约1 分钟后，“试验卫星三号”与火箭分离。两

颗卫星均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创新一号 02 星”是一颗小型数据采集传输实验卫星，主要用于水利、水文、气象、电力及减灾等

领域各类监测站点的数据采集和传输任务。“试验卫星三号”是中国第三颗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空间

大气环境探测新技术试验。 

风云二号 03批卫星和鑫诺五号等将在6 年内完成发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11 月 4 日宣布，中国广播通信卫星的更新换代产品鑫诺五号和鑫诺六号计划

在三年内完成发射，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03 批 3 颗卫星计划于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完成全部发射。 

    据介绍，风云二号 03 批 3 颗卫星是中国气象卫星体系的业务星，是中国静止气象卫星风云二号的第

三个批次，承担卫星气象观测、预报等任务。鑫诺五号、鑫诺六号是中国广播通信卫星的更新换代产品，

这两颗卫星都采用了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具有容量大、寿命长、技术水平高等特点，卫星设计寿命为 15

年；将采用我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鑫诺五号卫星是承担通信传输任务的鑫诺

一号卫星的接替星，计划于 2011 年 6 月底完成在轨交付并投入运营。鑫诺六号卫星是鑫诺三号卫星的接

替卫星，是广播电视专用卫星，兼顾S 频段有效载荷搭载实验，以保护我国已经申报的轨道位置和频率资

源。该卫星将计划于 2010 年 6 月底完成在轨交付并投入运营。 

2008 罗布泊大型综合科考活动启动 

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学探险普及宣传中心联合主办的 2008 罗布

泊大型综合科学考察活动 11 月 8 日正式启动。此次科考活动将从 11 月 25 日开始，历时一个月。参加考

察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将分别对罗布泊地区的地质演化、沙漠地貌、干旱气候、动植物、盐壳分布、钾盐

资源、环境变迁、人类活动、生态保护与重建等进行深入系统的实地考察和分析。通过这次考察活动，科

学家们将针对西部干旱区未来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对进一步推动罗布泊地区的科学研究提供新思路。通

过这次由科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组成的多学科、综合性的科考活动，将有望公布一系列新成果，进

一步揭开罗布泊的神秘面纱，让世界更加了解罗布泊、关注罗布泊。 

我国培育成功淀粉改良转基因木薯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培育的淀粉改良的转基因木薯田间试验获得成功。该

所利用小分子 RNA 干扰技术抑制相关淀粉合成基因的表达，得到一系列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含量比例发生

变化的木薯新品种。该品种将在海南进一步扩大试验，与我国优良传统木薯杂交培育更多改良的木薯新品

种，同时研究为工业化应用提供技术平台和新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