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技 通 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第 548期   2009年 5 月 30日 
 

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近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

指导意见》，通过加强金融资源和科技资源结合，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支持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增加就业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意见》明确各级科技部门、国家高新区应积极整合相关科技资源，采取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

险补偿基金、设立专门的科技担保公司、推荐科技贷款项目并提供科技专业咨询意见等多种方式，为银行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提供政策和环境支持；银行业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银行设立科技专家顾

问委员会、在审贷委员会中吸收科技专家，发挥科技专家对科技项目的专业优势，为科技贷款项目决策提

供专业意见；建立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授信尽职和考核奖惩制度，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和

放宽科技型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积极开展专利等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力度。 

东北粮食增产科技支撑计划启动 

近日，中科院“东北粮食增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在长春正式启动。这是中科院以东北地区涉农研究

机构和基地为依托、组织院内外有关科技力量联合攻关，共同为东北农业发展以及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强有

力科技支撑的一项重大行动。该计划是中科院集成现有单项农业成熟技术与产品，依据不同地区的农业发

展特点，建立各种类型的技术示范和示范样板。首次启动的项目包括，吉林玉米高产新型种植模式的规模

化示范；大豆机械化高产栽培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寒地粳稻高产栽培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四国联手开展环境变化遥感对比研究 

5 月 25 日，由中科院发起的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全球环境变化遥感对比研究计划”研讨会在京召开，

标志着该计划的正式启动。该计划由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中国共同开展，简称“ABCC 计划”，是利

用空间对地观测技术进行全球变化研究的科学计划。 

    该计划初步实施的时间为 10 年，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预计为4 年，其间除了澳、巴、

加、中四个正式会员国之外，其他有志从事相关研究的国家也可以非正式会员国的身份参加；此后的第二、

第三阶段则有可能扩大对地遥感技术对全球环境的监测和对比研究的范围，让更多的国家正式参与其中。 

    据介绍，“ABCC 计划”中研究的全球环境变化敏感因子有四种：冰雪湖泊变化、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高寒区和高纬区以及城市区和人类活动的高发区。“ABCC 计划”预期将依据这四种敏感因子建立起重点试

验区；同时，一些新的数据集、算法将得以出现和运用；这项计划还可以促进数字地球虚拟预测平台的建

设。此外，各项科学成果还将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 

中外科学家联合发现视觉进化新机制 

由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分子生态与进化实验室张树义教授与英国、爱尔兰学者联合课题组，大

胆挑战“弱光环境促使动物视觉退化”的传统经典理论，提出了“感觉代偿”的感官进化新机制，揭示了

蝙蝠的视觉世界。该研究成果 5 月 26 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在线发表。 

    课题组研究发现，虽然蝙蝠的夜行生活历史长达至少 5200 万年，但大部分蝙蝠仍然与多数哺乳动物

一样具有“双色觉”，可以相应地看到紫外光和红光。而且非回声定位蝙蝠（旧大陆果蝠）和回声定位蝙

蝠在色觉能力上并没有明显差异。 



课题组首次提供了基因表达的数据，开发出一种重建祖先终止密码子的算法，并基于这种新的研究方

法，对部分蝙蝠视觉退化的原因做出解释：旧大陆果蝠原本生活在树上，进化过程中有小部分栖息地变为

基本无光的洞穴，长此以往导致这部分旧大陆果蝠视觉发生退化。但对恒频蝙蝠而言，视觉退化的根本原

因在于它具有一种更发达的回声定位能力。发达的听觉使恒频蝙蝠不再需要发达的视觉，进而引起视觉退

化。为适应生存环境，一种感觉形式的退化也会引起其他感觉形式的代偿性增强。这就如同盲人在丧失了

视觉能力之后，触觉、听觉等其他感觉能力会有所增强。感觉代偿进化机制的提出，对于动物感觉系统的

进化和夜行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建成世界首个量子政务网 

由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郭光灿院士和韩正甫教授所带领的团队研制的世界首个

量子政务网在安徽省芜湖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该网采用中国具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单向量子保密通信方案

和设备，以及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核心组网技术，标志着中国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已正式步入应用轨道。 

首期建成的芜湖“量子政务网”融合了国际上现有的三种组网技术，首次设计出具有多层次、旨在满

足不同用户需求的多功能量子保密通信网络，通过该网络可以完成任意两点之间的绝对保密的通信过程，

不仅可以实现保密声音、保密文件和保密动态图象的绝对安全通信，还能满足通信量巨大的视频保密会议

和大量公文保密传输的需求。 

中国科学家在天线阵列互耦误差自校正领域获新进展 

近日，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叶中付领导的研究小组针对高斯色噪声背景下的均匀天线阵列互耦误差自校

正问题，采用四阶累积量处理空间非高斯信号，解决了未知互耦条件下的超分辨测向问题，该成果于 5 月

在线发表在《信号处理》（Signal Processing）杂志上。 

近年来，叶中付教授研究小组在已有互耦模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互耦误差对阵列的影响，发现在

均匀线阵的条件下互耦对阵列各个阵元造成的影响可以等效为一个小的波束形成器。对于阵列中间的阵

元，该波束形成器特性是完全相同的；而对于两端的相应阵元，该特性则各不相同。基于该特性，将两端

的相应阵元设置为辅助阵元后，能够有效地消除互耦对阵列信号处理的影响。现在已经证明，在该方法的

基础上，MUSIC、GEESE 和 ESPRIT 等超分辨测向方法以及 SCB 等自适应波束形成方法都能在未知互耦系数

的条件下得到明显的改善，互耦系数也能够被估计出并利用其做进一步的精确校正。该方法还被推广到平

面均匀阵列的二维测向的情况。 

汉字字形描述和错字处理软件研发成功 

由北京语言大学宋柔教授与内蒙古师范大学林民教授合作开发的基于汉字字形形式化描述方法的汉

字输入暨识别系统和留学生错字数据库研发成功。该系统成功解决了汉字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留学

生汉字教学、服务汉语国际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使用汉字输入暨识别系统已输入国际标准基本字符集中的全部 20902 个汉字，并输入了一批

典型错字，建立了欧美留学生错字数据库。数据库中包含了从 50 万字、1000 多篇留学生作文中抽取的全

部错字。数据库还建立了高频错误偏旁库，对错字、错误偏旁和错误笔画组合进行了统计分析。 

该系统能使用输入笔或鼠标输入汉字，包括正字、错字和变体字，无须训练就能识别输入的汉字。这

一系统能与各种通用编辑器、数据库工具结合，从而能在字形保真的前提下输入留学生的作文，能建立留

学生错字数据库，并能利用通用工具的各种功能，像处理正字一样地处理错字、变体字。 

我国研制成功救灾救援自主飞行机器人 

一种名为“旋翼飞行机器人”的空中多功能自主飞行机器人最近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成功。

5 月 12 日，该机器人已在北京完成地震废墟搜救实战演习，目前可小批量投入生产。该机器人有大小两款，

外形与直升机酷似，机器人前下部装有摄像设备，顶部旋翼直径超过3 米，机器人长度约有3 米。较大的

机器人起飞重量 120 公斤，有效载荷 40 公斤，最大巡航速度每小时 100 公里，最大续航时间4 小时；较

小的机器人起飞重量 40 公斤，有效载荷 15 公斤，最大巡航速度每小时 70 公里，最大续航时间2 小时。



机器人在空中可以实现全自主飞行，无需人员驾驶和操控，设定目标坐标后，它可以自主起飞、降落、巡

航。在实战演习中，飞行机器人成功完成了自主起飞、空中悬停、航迹点跟踪飞行、超低空信息获取、自

主降落等科目，完成了演习指挥部下达的快速响应与废墟搜索使命。 

据介绍，该机器人可用于地震、水灾、火灾灾情调查救援；重要设施连续监控；化工厂等场所有毒气

体浓度监测；输电线路、输油管线巡查；区域性空－地、空－海通讯中继；农田、林区农药喷洒等多种用

途。 

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将于 2009 年下半年升空 

5 月 28 日在上海举行的“2009 上海国际航空航天技术及设备展览会”上，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模型

亮相，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据上海航天局负责人介绍，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将于今年下半

年升空，预计历经约 10 个月、约 3.8 亿公里的行程，2010 年抵达火星轨道并定位，开展科学探测。 

    在展位上放置了火星探测器的 1：1 比例模型。该探测器的成品目前已通过研制阶段的试验考核和验

证，其质量约为 115 公斤，设计寿命为 2 年，携带等离子体探测包、光学成像仪、磁通门磁强计、掩星探

测接收机等四类有效载荷。据介绍，“萤火一号”的探测任务包括探测火星及其空间环境、探寻火星“水

的消失机制”、揭示类地行星空间环境演化特征等，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深空探测打下基础。该探测器不

会在火星上着陆，而是在火星大椭圆轨道上绕行。 

    据了解，中国此次火星探测将和俄罗斯合作开展。届时，中国火星探测器将与俄罗斯火星探测器一起

升空，对火星及其卫星“火卫一”进行联合探测。 

我国研制成功世界先进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5 月 26 日，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布，研制成功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并获得美国食品

药物管理局(FDA)认证，从而为肿瘤、心功能及神经性疾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据介绍，PET 诊断是对人体无侵入性伤害的现代诊断技术，它的图像可以观察到人体细胞代谢情况，

能对全身包括脑部、心脏等器官的病变提供早期诊断，比传统的 X 线、CT、MRI 等更胜一筹。东软通过 4

年的潜心研究和努力钻研，一举攻克了多项关键性技术，最终完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PET 研制。 

异质多孔金属纳米材料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日，山东大学材料液态结构及其遗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化学院丁轶教授课题组在异质多孔金属

纳米结构材料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该研究组以简单的脱合金方法制备获得了具有三维双连续结构的纳米

多孔铜，然后在低温下通过原位置换反应成功制备了一系列管道状纳米多孔双金属合金催化材料，并发现

这些新型纳米结构材料具有优越的电催化特性。该成果发表在《先进材料》杂志上。该研究工作得到科技

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 863 计划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