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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科技行动知识普及高层论坛 

暨公众健康知识普及科技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2010 年 3 月 16 日，由科技部、中国科协、卫生部共同举办的全民健康科技行动知识普及高
层论坛暨公众健康知识普及科技行动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出席并致辞。来
自科技部、中国科协、卫生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全国医学学会、医疗科研单位、医院和
基层社区的 400 余位专家、医务工作者和科普志愿者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之后举办了全民健
康科技行动知识普及高层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北京朝阳医院院
长王辰教授，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李大魁教授分别从科学指导保健、临床安全合理用药以及流感
防控三个方面作了精彩的演讲。 

万钢部长会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 
 

    科技部长万钢 3 月 23 日在北京会见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万部长
回顾了中国与 OECD 在科技政策领域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 2001 年科技部代表中国政府以观察
员身份正式加入 OECD 科技政策委员会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了 OECD 重要科技议题的讨论，组织翻



译出版 OECD 系列出版物，联合举办研讨会和开展合作研究项目。万部长表示，面对全球性挑战
和新的形势，中国愿继续发展与 OECD 及其成员国在科技与创新政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古里亚秘书长说，科技政策是中国与 OECD 的实质性合作领域，内容丰富，进展良好。古里
亚介绍了 OECD 在开展的《创新战略》和《绿色增长战略》工作，欢迎中国参加 OECD 论坛和部长
级会议，参与该两项战略的讨论。2011 年是中国加入科技政策委员会 10 周年，也是 OECD 成立
60 周年，希望双方在此基础上就共同感兴趣的议题深化交流合作。 
    万部长与古里亚秘书长还交换了对中国创新政策和战略的看法，支持双方计划于今年 5 月联
合在北京举行创新战略圆桌讨论会。    

中国-巴西科技与创新合作工作会议举行 
 

 

 
  

2010 年 3 月 24 日，中国-巴西科技与创新合作会议在京举行，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马林英副司
长与巴西外交部科技司维亚纳司长共同主持会议。中巴双方政府部门官员、科研院所负责人和专
家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双方均积极评价 2009 年《中国科技部和巴西科技部科技与创新
合作工作计划书》签署以来两国科技合作发展，强调中巴科技合作不但符合两国和人民的共同利
益，也为加强“南南合作”做出了表率。下一步要继续深化两国生物能源、空间技术、纳米技术、
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与会专家
还就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了专题介绍和交流。 

中外合作维护长江生态健康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3 月 28 日在北京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签订五年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

促进水电开发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减缓或消除水电项目对生态的不利影响，满足长江中下游生态需求，

维护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 

    备忘录列出了四项合作领域：一是借鉴国际“绿色水电”与“低影响水电”认证标准以及水电可持续

性评价规范，推动三峡工程及其他国内外水电工程的可持续管理；二是加强“环境流”理论研究，推动长

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加大有关三峡工程生态保护的宣传力度；四是借助上海世博

会、研讨会等时机，促进有关江河流域保护的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环境教育。 

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单爪龙类恐龙化石 



 

 
这是张氏西峡爪龙复原图。 

  

近日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了解到，由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徐星和河南国土资源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王德友领导的联合考察队在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点发现了一个单爪龙类恐龙的新属种。这个

被命名为张氏西峡爪龙的恐龙化石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单爪龙类恐龙，对于研究这一类群的演化具有重要意

义。该成果发表在《动物分类学》杂志上。 

    此次发现于河南西峡周家沟的单爪龙类化石产自晚白垩世中期的马家村组，代表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单

爪龙类之一。张氏西峡爪龙的许多形态特点显示了后期单爪龙类形态特征的初始状态。通过分析张氏西峡

爪龙的脊柱和后肢形态，科学家们推测它是一种奔跑能力非常强的恐龙。科学家们推测，单爪龙类可能是

一类食蚁型动物，它们的超强奔跑能力可能是在穿梭于不同蚁穴之间时形成的。  

中国育成世界首个胡麻杂交新品种 

甘肃省农科院经济作物所研究员党占海团队历经 10 余载的探索与创新、千余次试验，最终育成世界

首个胡麻杂交新品种——“陇亚杂 1 号”、“陇亚杂2 号”。近日前，这两个品种已正式通过省级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定名。该品种亩产最高达 260 公斤，含油率平均在 40%以上。 

党占海团队于 1998 年通过抗生素诱导成功获得胡麻温敏雄性不育材料，为胡麻杂交育种开辟了新途

径。通过 10 多年对雄性不育的遗传特性、环境影响、配合力表现以及优势组合筛选等，进行千余次试验，

终于选育成功两个胡麻杂交种“陇亚杂 1 号”和“陇亚杂2 号”。这两个品种的选育成功，标志着世界胡

麻育种技术由常规育种技术向杂优利用技术的重大转变，为实现胡麻品种的杂优化和大幅度提高胡麻产量

及品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国科学家发现花药发育机制 



 

 

 

图 1 CYP704B2 在花药角质和蜡质合成和发育中的作用。 

  



 
图 2 CSA 参与水稻花粉发育过程中糖转动的调控模示图。 

  

2010 年，张大兵教授团队连续在植物科学领域顶级期刊《植物细胞》发表三篇研究论文，系统阐述了

花药发育和花粉形成的关键基因及其网络调控机制，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遗传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等手段，张大兵教授团队揭示了控制水稻花药外表面结构（角质）

和花粉外壁形成的关键基因 CYP704B2；并提出植物花药表面角质层和花粉外壁的孢粉素成份的合成可能存

在共同的生化途径，见图 1。 

    张大兵教授团队分离鉴定到一个控制水稻叶片中糖到花器官（包括花药）分配的关键转录因子

CSA(Carbon Starved Anther)，该转录因子可以直接控制花药中单糖转移酶的表达，从而实现对糖分子从

源到库分配的调节，见图 2。这项工作为进一步阐明糖分子在植物体内分配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6 年张大兵教授团队分离鉴定到一个控制水稻花药绒粘层细胞程序性死亡关键调节因子 Tapetum 

Degeneration Retardation（TDR）。最近他们团队和英国诺丁汉大学 Wilson 博士实验室合作，通过基因

芯片、染色质免疫沉淀、遗传分析等方法证明了 AMS 可以调节多个基因的表达，特别是寻找到 13 个受 AMS

直接调控的基因，这些基因主要参与脂类的运输、脂肪酸的合成和代谢、甲基化的修饰以及果胶类的合成

等重要的生物学过程。此外，还通过酵母双杂交等实验寻找到 AMS 在蛋白水平上与2 个互作蛋白。该研究

成果从基因组水平上揭示了 AMS 在花药和小孢子的发育过程的作用机制，为全面认识花粉发育的生物学过

程奠定了基础。 



我国科研人员破解红细胞不能长期保存的国际性难题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人 ABO 血型纳米磁珠检测技术与试剂开发”，在理论、技术

与工艺三方面获得突破，解决了红细胞不能长期保存的国际性难题，并将结束我国血型检测长期以来只能

测定一半血型的局面。3 月 24 日，该检测技术与试剂通过了专家验收。 

    项目负责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免疫研究室主任李勇介绍，该检测技术与试剂开发采用现代纳米磁

珠技术与免疫学完美结合，将红细胞膜包被于免疫磁珠表面，应用于临床常规检测，如反定型、抗体检测、

稀有抗原保存等；制备的红细胞膜免疫磁珠大小均一，检测过程中不需要离心，技术简单，分离速度快、

无毒性、生物相容性极好，并且制造成本低廉，利于试剂的标准化。红细胞的某些抗原不能提纯，在溶血

后，抗原性消失，利用该技术不需提纯红细胞抗原，但可以完全保存这些抗原的抗原性，特别是稀有抗原。 

    据悉，该技术已获得国际专利。“ABO 血型反定型试剂盒(磁珠法)”亦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注

册。该反定型检测试剂，可以实现自动化、标准化及一份标本的多项检测；目前该反定型检测试剂为冻干

试剂，利于保存和运输。  

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将植物脂肪转化为糖类的基因 

    浙江林学院教授郑炳松从 2004 年开始在瑞典、法国等多个国家从事植物基因克隆和功能研究，在对

含有一定油量的拟南芥种子进行研究过程中，他发现种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其中的油转变成了糖并用于

呼吸与生长，而油菜等不少油料作物中也有这种情况，最终他成功地从拟南芥中克隆到了控制这一功能的

基因。郑炳松说，这种基因具有转运脂肪的功能，由这种基因指导合成的蛋白可以将包括胆固醇在内的脂

肪从细胞中转移出去并转化成糖类物质，而糖类则可以在人类呼吸运动中消耗掉，最终实现减肥的目的。 

目前，郑炳松已开始将克隆到的基因应用到小白鼠、小白兔身上进行减肥实验，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

由这种基因合成的蛋白质药物，肥胖者只需注射或服用这种药物就可达到减肥目的。  

天津大学建全国首所“TD 智能高校” 

近日，天津移动与天津大学举行“无线城市—TD 智能高校”战略合作启动发布会，签订战略合作备忘

录，联手建设全国首所“TD 智能高校”。根据战略协议，天津移动与天津大学共同建设中国第一个“无线

城市—TD 智能高校”。双方将依照“产学研用”的创新合作思路，建立 TD 创新应用中心。通过建设体现

移动通信技术在“TD 智能高校”中的应用，将天津大学建设成 TD 前沿原创技术研发的实验基地，创新型

3G 特色业务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和面向 TD 用户研究、营销创新的市场样本。 

  

据了解，TD 智能高校建设将包括“基础网络建设”、“TD 智能高校云平台”、“TD 智能高校物联网

平台”三个层面内容，一期工程集中在 TD 创新应用中心、掌上校园、校园融合通信等六大目标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五四说，该战略协议的签订既有利于推进天津市信息化建

设，又有利于加强高校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为高校师生提供一个集教务管理和社会实践于一体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