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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阳示范工程启动 

    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 7 月 21 日联合宣布在我国正式启动金太阳示范工程，旨在加快国内光

伏发电的产业化和规模化，促进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部门已于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决定综合采取财政补助、科技支持

和市场拉动方式，加快国内光伏发电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并计划在 2～3 年内，采取财政补助方式支

持不低于 500 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通知》明确，重点支持用户侧并网光伏发电、独立光伏发电、大型并网光伏发电等示范项目建设，

以及硅材料提纯、并网运行等光伏发电关键技术产业化和相关基础能力建设，并根据技术先进程度、市场

发展状况等确定各类示范项目的单位投资补助上限。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光伏发电系统及其配

套输配电工程总投资的 50％给予补助；其中偏远无电地区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总投资的 70％给予补助；

对于光伏发电关键技术产业化和基础能力建设项目，主要通过贴息和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     

为保证示范工程取得成效，《通知》提出，各地电网企业应积极支持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提供并

网条件。用户侧并网的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原则上自发自用，富余电量及并入公共电网的大型光伏发电

项目所发电量，均按国家核定的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全额收购。 

第九次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举行 

2009 年 7 月 14～16 日，由科技部、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九州经济产业局、韩国知识经济部共同

举办的第九次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在烟台举行。中日韩三国政府、科研院所、经济团体、企业、

大学代表参加会议。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王启明参赞率中国科技代表团参加了相关活动。      

本次会议首次引入科技论坛。科技论坛由中国科技部主办，山东省科技厅、烟台市人民政府承办。论

坛以“推广节能环保新技术，共创绿色节约型社会”为主题。通过论坛，三国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在节

能、环保新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及相关做法进行了交流，就三方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新工艺、新技术

和新材料进行了推介，以期促进中日韩三国绿色节约型社会的建设。除科技论坛外，本次会议还举办了商

务论坛、大学校长论坛、物流论坛和三国局长级会晤等多场活动。  

中澳功能纳米材料联合实验室揭牌 

    7 月 25 日，中国—澳大利亚功能纳米材料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  中国—澳大利

亚功能纳米材料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自 2006年签署以来，厦门大学与昆士兰大学积极通过实行研究资源、

设备和信息共享、研究人员互访交流、研究生联合培养等方式，建立起了互补式且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双方在功能纳米材料研究方面已有长期合作基础，且均具有良好的协作环境与丰富的合作经验。 

   我国启动“兰花基因组计划” 

    7 月 20 日，我国科学家宣布“兰花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两岸科学家将联手对被喻为“植物界大熊

猫”的兰科植物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分析，同时对 10 种最具代表性的兰科植物进行基因表达的

转录组测序和分析。项目，由深圳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国家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清华大学、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台湾成功大学等单位科学家共同承担。    

清华大学黄来强教授称，在基因组和转录组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生物信息、分子生物、蛋白质组、

代谢组、生化、生物物理等多学科和研究手段的融合，对加深其基因组结构及功能的了解，揭示兰科的进

化，对生命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兰花基因组计划”涉及的不仅是植物学，还将为世界上相关

研究提供全新的起点和平台，是对全球基因组科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我国首个肿瘤标志物相关基因检测技术问世 

    安徽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经过几年的努力攻关，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肿瘤标志物相关基因检测试剂

盒，并获国家专利局 5 项发明专利授权。目前，该专利产品已转让安徽普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产

业化。     

    肿瘤标志物相关基因检测试剂盒的问世，使得检测血源性肿瘤细胞成为可能，对多种肿瘤如肺癌、肝

癌、乳腺癌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诊断、转移、复发、治疗效果评价及病情的动态观察具有重要意义。

检测结果可用于监测肿瘤是否转移、辅助肿瘤的早期诊断，为治疗争取时间；另外还可以为完善肿瘤患者

术前评估的指标、详细提供肿瘤患者手术期化疗依据以及临床治疗效果评价等，因而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  

血清蛋白质指纹图谱技术可准确诊断乳腺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研人员在最近完成的一项课题中，首次筛选出 11 个差异蛋白质峰，

根据其中 3 个特异蛋白质峰建立的分类诊断模型，临床对乳腺癌腋淋巴结转移检出率高达 83.3%。     

    哈医大教授庞达团队采集了 66 例女性乳腺癌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液标本，进行血清分离，同时应用

蛋白芯片时间质谱分析技术获得原始数据，以计算机精确绘制出蛋白质质谱图，通过数据分析建立最佳筛

选诊断模型。在对腋淋巴结有无转移的血清蛋白指纹图谱数据比较分析后，他们找到了表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 11 个蛋白质峰，其中 3 个蛋白质峰被选择并成功构建了两个分类诊断模型，对乳腺癌腋淋巴结转

移检出率高达 83.3%。    

    研究结果表明，此项血清蛋白质指纹图谱技术，能有效区分乳腺癌和非乳腺癌病例，这就避免了通过

活检检测区域淋巴结转移而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也弥补了基因诊断、分子生物学检测的低敏感性与低特异

性。正因为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远高于现有的各种肿瘤标志物，因而可更准确有效地捕捉到腋淋巴结转移

的“蛛丝马迹”，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改善预后，以及保乳与否的术式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科学家在干细胞研究领域获重大成果 

 

 

 

利用 iPS 细胞发育成的具有生殖能力的小鼠“小小” 

 

    在科技部“发育与生殖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支持下，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周琪研究员和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曾凡一研究员制备了37株 iPS细胞，利用其中6 株 iPS细胞系注射了1500多个四倍体胚胎，

最终有 3 株 iPS 细胞系获得共计 27 个活体小鼠。经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证实这些小鼠确实系 iPS

细胞发育而成，有些小鼠现已发育成熟并且繁殖了后代，目前已获得数百只第二和第三代小鼠。这是世界

上第一次获得完全由 iPS 细胞制备的活体小鼠，有力地证明了 iPS 细胞具有真正的全能性。2009 年 7 月



23 日，《Nature》在线刊发了该成果。       

我国成功合成新型抗病毒化合物 

    经过多年努力，武汉大学医学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杨占秋团队成功合成出

一种对汉坦病毒和甲型 H1N1 亚型病毒等呼吸道病毒具有治疗作用的化合物，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相关

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中国药理学报》上。杨占秋教授介绍说，实验表明，感染汉坦病毒的实验鼠口服

这种名为“阿比朵尔类似物”的化合物后，生存率和平均生存时间得到提高，肝、肾、脑等组织病变程度

得到改善。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科学家目前已着手进行抗病毒机制的研究。专家指出，该药物有望应用

于汉坦病毒和甲型 H1N1 亚型病毒感染的早期治疗。 

尘肺病计算机诊断技术问世 

    7 月 22 日，“计算机辅助检测在尘肺病动态诊断中的应用”项目通过了上海市科委专家组的验收。该

技术由上海市科委、上海市肺科医院与 GE 中国研发中心共同完成。技术通过对数字化的 X 光片进行分析，

可以对疾病进行动态诊断和病情评估，并提出诊断建议。这将大大提高尘肺病诊断的准确度和速度。据了

解，传统的诊断中，医生平均需要 3 分钟才能对一张 X 光片作出判断，计算机辅助检测技术可以在 54 秒

内完成诊断。    

    该技术目前已在上海市肺科医院进行试验性使用。GE 中国研发中心透露，该技术再进一步完善之后，

同样可以应用到肺结核、肺癌、心脏病的诊断中。同时，其对 SARS 等爆发性传染病的防控有着积极的意

义。  

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构建取得阶段性进展 

    从科技部近日举行的科技基础性工作研讨会上了解到，2006 年启动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全国 1∶5 万土壤图籍编撰与高精度数字土壤构建”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已完成全国 1100 多个县

的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建立的 1∶5 万大比例尺土壤图籍覆盖全国半数地区。预计到 2012 年，我国高精

度数字土壤建设将可覆盖全国 80%的国土。    

    通过传统土壤科学方法、数据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融合应用，研究人员首次建立了我国高精度

数字土壤模型。该模型既能较完整地保留我国以往土壤调查的原始记载，也为各地今后进行新一轮的土壤

质量调查和观测记载预留了空间，同时还实现了土壤信息与我国基础地理信息的无缝链接。    

    研究人员成功创建了非标准海量土壤信息集成方法，并制定了 7 项技术标准与规程，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极大提高了该科学工程的建设速度。我国 1∶5 万高精度数字土壤不仅能够以 5 公顷为单元为农田

提供 100 多项土壤质量信息，还首次实现了土壤图与土壤剖面信息的链接，使我国各地完成的 10 余万个

珍贵的土壤深层剖面科学记载可以系统再现，直观而方便地为科研和生产服务。同时，增加了高精度地形、

水系、居民地等要素，清晰地展示了这些要素对土壤质量的影响。     

国产500 万吨炼油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获重大突破 

    近日，在 863 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重点项目“石化行业重大工程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的支持下，

由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控集团）自主开发、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500 万吨/年炼油装

置”自动控制系统获得成功应用并顺利通过专家鉴定验收。      

中控集团等单位通过技术攻关，在控制系统的软硬件、工程集成、工程服务等方面形成了石化行业控

制系统技术标准和工程实施标准。武汉石化的“500 万吨/年炼油装置”自动控制系统项目包括 500 万吨/

年常减压、120 万吨/年延迟焦化、6 万吨/年硫磺回收、190 万吨/年煤柴油加氢等四套装置，全部采用了

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ECS-100系列自动化控制系统。该四套装置从2008 年 2月至 10月陆续成功投运。

整套控制系统运行安全、稳定、可靠，满足了大型石化联合装置的应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