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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 

2 月 17 日，财政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组织召开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

试点工作会，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 13 个城市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 

    1 月 23 日，财政部和科技部已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

规定，中央财政重点对试点城市购置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给予

一次性定额补助。补助标准主要依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与同类传统汽车的基础差价，并适当考虑规模效应、

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定，参与示范推广试点的低排放、低能耗混合动力汽车，视车型以及最大电功率比和节

油率不同，可以得到 0.4 万元到 42 万元不等的成本差价财政补贴；而参与示范推广试点的零排放纯电动

和燃料电池汽车也会得到 6 万元到 60 万元不等的成本差价财政补贴。该财政补贴办法同时要求地方财政

安排一定资金，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及维护保养等相关支出给予适当补助，保证试点工作顺

利进行。   

我国在细胞生物学领域获新进展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学良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

教授郑诣先的合作研究发现：Nudel 和胞质动力蛋白在纺锤体基质组装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调控有丝分

裂纺锤体的正确形成。《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2 月 9 日在线发表了该成果。 

    他们观察到体外纺锤体形成过程中微管和基质的详细变化，发现微管首先从 Aurora A 磁珠上长出，

形成放射状的星体（aster），同时在微管上出现含 Lamin B 的颗粒；随着时间的推移，星体微管密度加

大但长度变短，形成球状物，在此过程中，两个星体会融合形成以磁珠为两极的纺锤体，Lamin B 的颗粒

也变得高度富集。他们发现，分离出的纺锤体基质中含有 dynein 和 Nudel，并且 Lamin B 可以和 Nudel 直

接结合。去除 Nudel 或失活 dynein，都可以抑制基质的富集并使纺锤体组装停留在星体阶段。去除 Lamin 

B 后，则形成膨大的异常纺锤体。这说明，Nudel 和 dynein 可以通过聚集 Lamin B 等纺锤体基质成分来调

节纺锤体的组装。而且，由于分离的纺锤体基质中还含有大量参与细胞信号转导、转录调控、膜运输等功

能的重要蛋白质分子，研究人员推测，纺锤体基质可能还行使其他有待进一步认识的功能。 

    该研究得到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以及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美国卡耐基研究

所的经费支持。 

中美合作纳米线激光器研究获进展 

湖南大学微纳技术研究中心教授邹炳锁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宁存政合作，将半导体激光芯片

调谐范围扩大，成功演示出 500 纳米绿光直至 700 纳米红光，创下一个新的半导体激光器调谐范围的世界

纪录，与原来调谐范围最长仅几十纳米相比实现了重大突破。该成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纳米快报》上。 

    邹炳锁领衔的纳米光子学小组另辟蹊径，采用一维纳米结构生长技术，避免了材料中的结构配合问题，

可以做出成分可大范围调节的纳米线，与宁存政的光子学团队紧密合作，实现了从绿光、黄光、橙光到红

光的单芯片上可调谐的激光发射，解决了这一国际难题。 

    该成果的材料将可应用于新光源、光通讯、分子和生物传感、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例如，在新光源领

域，如替换白炽灯而改用该种材料的发光器件，同等条件下发出的光将比现在亮得多，且节省能源；在光

通讯领域，应用该成果可很好地改善光子元件的性能，大大提高光通讯的效能；在分子和生物传感与检测

领域，应用该成果将能制备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可以自主发光的传感器件，大大提高分子和生物传感与检



测的效率或灵敏度；这种可调激光器还能用于改善目前的光谱技术；此外，这种材料还可应用到当今世界

各地正广泛推广的太阳能电池领域，用来做太阳能电池的基板，将大大提高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 

中英开展科技评估联合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 

    经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推荐，科技部评估中心于 2008 年获得英国外交部“战略计划基金（Strategic 

Programme Fund (SPF)”资助，与英方相关机构和专家开展了中英科技评估联合研究项目。在中英双方团

队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已完成案卷研究、评估中心团组赴英考察和学术交流、英国专家来华实地调研和

交流，以及对中英科技评估现状的联合研究工作。中英专家组从分析两国公共科研管理体系入手，对科技

计划、科技政策、科研机构评估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究。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研究，我方较

为全面地了解了英国公共科研体系、科技评估管理机制与组织模式和科技评估的最新理论及方法。 

中国向澳大利亚紧急提供澳森林大火卫星遥感监测图片和信息数据 

    2009 年 2 月以来，澳大利亚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山火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应

澳方请求，近日中方通过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向澳大利亚空间信息合作研究中心（CRCSI）紧急提供了澳

森林大火卫星遥感监测图片和信息数据。 

    自 2 月 6 日以来，利用我国去年发射的环境减灾卫星，以及中巴资源卫星和北京一号卫星，国家减灾

中心根据澳火灾发生情况，迅速编制环境减灾卫星观测计划，并及时启动《空间技术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

响应工作规程》，开展火灾监测工作，并建立了环境减灾卫星数据与产品服务渠道。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

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每日编辑森林大火遥感监测简报，通过对红外影像数据的分析向澳方提供火场分布和

火势变化等动态信息。中方科研机构还协助澳方开展了火灾影响范围、过火面积等影响评估工作。 

中国科学家刷新冷原子量子存储纪录 

 

 

 

  

2 月 1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子刊《自然—物理学》（Nature Physics）发表了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

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潘建伟及其同事赵博、陈宇翱等完成的研究成果：长寿命量子存储的实验实现。

在该工作中，潘建伟研究小组与德国、奥地利的同事合作，利用对磁场不敏感的原子态来存储量子态，同

时通过延长自旋波波长的实验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将单量子存储的寿命延长至毫秒量级。该实验成果将单

量子存储的寿命提高了 2 个数量级，向未来基于量子中继器的远距离量子通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潘建伟研究小组通过对量子存储退相干机制的详细研究，发现除了磁场的影响之外，原子热运动造成

的自旋波的失相也是导致量子存储寿命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退相干机制在过去的工作中往往被忽略掉

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这一发现，他们在实验中通过选择对磁场不敏感的原子“钟态”(clock state)



来存储量子态，同时延长自旋波激发的波长，从而将量子存储的寿命首次提高到1 毫秒以上，相当于光可

以在空气或光纤中传播超过 300 公里。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磁浮实用型列车有望 4 月诞生 

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中低速磁浮实用型列车可望在 4 月研制成功，完成安全运行试验里程后

即可投入批量生产。该磁浮车最高时速可达 120 公里。新版本的实用型磁浮列车将由两辆头车组成，成编

组进行最高时速、转弯半径、爬坡运行等试验，争取在批量生产前完成 10 万公里安全运行试验。经专家

评审，北京控股磁悬浮技术公司组织研制的中低速磁浮列车，在悬浮能力、悬浮控制、系统集成技术等方

面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与普通轨道交通线相比，磁浮交通优势明显：列车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噪音低，可以贴近建筑

物在城市中心区穿越，大幅减少占地，降低工程造价。乘客无需担心中低速磁浮列车的电磁场辐射问题，

车内外最高辐射强度不高于电视机磁场水平。  

首批世界最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完成检测运行 

2 月 15 日，首批世界最大功率六轴 9600 千瓦交流传动电力机车在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完成检测运

行，即将开往北京投入使用。该机车是技术先进的大功率机车，不仅单轴功率达 1600 千瓦，且机车的系

统集成、牵引电机、变压器等技术水平更高、难度更大。目前该机车已签署 500 台的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近 110 亿。最近，该公司又启动了 7200 千瓦六轴机车的研制工作，与既有大功率机车相比，新款机车的

研制周期更短，自主化程度更高，预计今年 6 月下线投产。 

据介绍，相较一台内燃机车的油耗，一台电力机车的电耗每年能节约 50 万元人民币。中国目前有 1.7

万多台机车，其中电力机车不到 1/3，如果一年替换 1000 台内燃机车，每年就能节约5 亿元，而每替换一

台内燃机车，就相当于一座城市每年减少 4000 辆小轿车的尾气排放。 

中国首个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成立 

中国首个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2 月 18 日在长春成立，它将在高致病性禽流感、SARS、

狂犬病、口蹄疫等人兽共患病的预防和控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该实验室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

所成立，拥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一批科研力量，以及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流式细胞仪等

先进设备。主要从事目前在中国具有危害性的高致病性禽流感、SARS、狂犬病、口蹄疫、布氏杆菌病、出

血性大肠杆菌 O157 感染、流行性出血热、黑热病等人兽共患病研究。此外，对于在中国周边流行的亨德

拉、尼帕、猴痘、西尼罗河热等新发人兽共患病，该实验室也将进行基础研究工作。 

我国已具备人用禽流感疫苗生产储备条件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近日启动大流行流感病毒灭活疫苗（通称“人用禽流感疫苗”）的同步批签发程

序，即生产企业的检验和药品监管部门批签发检验同时进行，并对疫苗的生产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该疫苗

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研制，商品名为盼尔来福，应用于 18 岁到 60

岁的成年人。该疫苗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通过特别审批程序批准，于 2008 年 4 月获得药品注册批件。

目前，我国已具备大流行流感病毒灭活疫苗的生产储备条件，在大流行流感发生时或紧急情况下，由国家

启动用于大流行流感的预防接种。 

中国成功研发首款可支持多制式单芯片射频收发器 

位于上海浦东的展讯通信有限公司近日研发成功单芯片射频收发器 QS3200，可支持包括 TD—SCDMA、

HSDPA、EDGE、GPRS、GSM 等在内的多种手机标准。由于是单芯片方案，其体积已做到同类产品中的最小规

格，采用展讯 QS3200 的印刷电路板（PCB）总面积可以小于 600 平方毫米。该单芯片射频收发器可极大提

高手机的接收、发送和功率放大能力。这是国内首款可同时支持 2G、3G和 3.5G 等多种制式的单芯片射频

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继续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 3G 标准具有积极影响。目前这款产品已开始提供

样片，预计今年第二季度上市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