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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亮相重庆高交会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有关建设单位组团参加了 2010 年 4 月 8～11 日在重庆举行的第

九届重庆高交会。国务委员刘延东等领导出席。针对本届展会主题，平台展区展示了中国科

技资源共享网、全国重点科技资源调查、平台标准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网络科技环境等 12 个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以及北京、上海、浙江和

重庆 4个地方平台。离子探针质谱计远程共享平台和国家标准文献共享服务平台进行了现场

演示和服务。

万钢部长会见美国客人



2010 年 4月 12 日，科技部长万钢会见了美国霍尼韦尔公司董事长高德威先生一行。双

方就加强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等领域的科技合作交换了意见。

万部长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与提高能效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利

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

境。此外，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政府启动了“十城千辆”

电动汽车示范行动、示范推广各类光伏发电技术和产品的“金太阳示范工程” 和推广半导

体照明技术的 “十城万盏”工程等等。他强调开发利用新能源更侧重新技术的研发，而节

能减排更侧重观念的改变，教育民众崇尚节约。万部长还向外宾介绍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

究中心的情况，希望霍尼韦尔公司根据其业务范畴积极参与该框架下优先领域的中美合作。

高德威先生介绍了霍尼韦尔公司在节能与新能源领域作出的贡献，并特别提出愿与中国进一

步加强在生物质能领域的技术合作。

万部长会见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总裁



2010 年 4月 1日，科技部长万钢会见了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PSA）总裁飞利浦·瓦兰

先生（Philippe VARIN）一行。万部长向法国客人介绍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和措施，重

点提到了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十城千辆”示范工程，以及国务院发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

振兴规划》。万部长指出，中国从 2000 年开始进入电动汽车研发领域。目前，很多大学、

研究院所和科技型企业已经在电池、电机和电控三大关键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政

府将加大力度支持大学、研究院所与企业合作，共同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服务。政府

优惠政策也将由公共服务领域扩展到私人用车领域。

万部长还和瓦兰总裁共同探讨了未来的汽车发展方向，指出节能减排是汽车产业研发的

目标所在，表示愿意和 PSA 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加强合作。

中英创新政策研讨会召开

3 月 25 日，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和英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中英创新政策研讨会在北京

召开。来自科技部、中国科协、中科院、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科委、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10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邀请英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David

Bacon 先生以《英国创新、技术和生命科学创新政策》为题，就英国科研与知识交换、创新

领域、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和角色等问题作了发言。Bacon 参赞还向与会代表提供了近年来

英方在科学和创新政策领域的最新研究报告。

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的创新政策，对中英科技合作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指出英国在创

新政策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值得中方借鉴。中方认为，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应努

力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中欧清洁生产技术研讨会召开



3 月 17-18 日，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与欧盟科研总司共同主办的“中欧清洁生产技术研

讨会”在京召开。国际合作司续超前副司长，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郭日生，欧盟驻华

使团公使衔参赞 Georges Papageorgiou 出席开幕式并致词。来自中欧清洁生产技术研究领

域的 140 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代表围绕清洁采矿技术革新、低碳经济生产过程以及绿色化工技术应用三个主题，

分别对采矿、钢铁、水泥和化工四大高污染、高能耗行业中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以及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在当今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和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必须加大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的力度，特别

是通过技术改造和革新，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整体效率的提高，同时减少有毒有害原料的使

用和有害废物的排放。双方还重点讨论了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开发、现有工艺优化、产品生命

周期评估和新功能材料的分离与应用等方面的合作。

我国科学家初步找到地震前兆规律性特征

同济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秦建业研究团队运用自己开发的计算方法，通过 1年多的艰苦努

力，终于捕捉到地震的前兆。寻找地震前兆的关键在于运用了地震群。所谓地震群就是一种

特殊的微震，它主要在主震断层上的几乎同一个地点不断发生，产生的地震波波形都是相同

的。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世界上各个活跃的地震带上都普遍存在地震群。发生地震的地球深

度范围内，水是普遍存在的。在大地震发生前，已有的微破裂会不断扩大，同时也会产生新

的微破裂，导致孕震区内流体饱和度普遍下降。所以，此时接收到的地震波波形就应该会发

生变化，地震波纵波的衰减值也应该随之增大。秦建业课题组利用了地震群的上述特征，果

然发现了帕克菲尔德地区 2004 年的地震波纵波衰减值在震前出现了明显变化。

根据帕克菲尔德地区震前十多年的观测资料，秦建业课题组发现大地震发生前 18 个月，

纵波衰减值便迅速上升，而未经过孕震区的地震波却没受到影响。业内专家称，与其他地震

前兆（例如：动物异常、前震、表面地形变化等）不同的是，秦建业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应

用价值：第一，此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扎实的物理基础上的；第二，地震群普遍存在于活跃

地震带上；第三，在发生地震的地球深度范围内，水分普遍存在。



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地震学报》上。

我国白血病研究获重大突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4

月 9 日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分子机制的

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揭示了癌蛋白 PML-RAR 是砷剂治疗 APL 的直接药物靶点。他们发现

三氧化二砷直接与癌蛋白 PML 端的“锌指”结构中的半胱氨酸结合，诱导蛋白质发生构象变

化和多聚化，继而发生 SUMO 化、泛素化修饰而被蛋白酶体降解。癌蛋白的降解最终导致白

血病细胞走向分化和凋亡。使 APL 成为人类急性白血病分子靶向治疗取得临床治愈的成功范

例。该项研究得到国家 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重大科技专项基金

等的资助。

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发现耐高辐射真菌

2003 年起，新疆农科院微生物应用研究所在科技部支持下，对新疆高放射性污染土壤

进行了耐辐射微生物资源研究。去年底，终于获得耐 10000～30000 戈瑞辐射的各类细菌、

放线菌、真菌（含酵母菌），并初步确定耐辐射微生物新科 1 个，新属 10 个，新种 20 多个。

其中耐辐射放线菌和耐辐射真菌是世界上首次发现和分离出来的。

该所研究员石玉瑚介绍，发现耐辐射真菌的最大意义是实现了耐辐射微生物从原核向真

核的跨越。这为探索耐辐射微生物的生命起源与进化提供科学依据，也为世界气候变化对生

物影响提供新的解释。此外，这些微生物作为生态系统的积极参与者，对于环境修复和维持

生态系统平衡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耐辐射真菌具有超强辐射抗性，将为污染环境

修复治理、核电站与核废料的安全处置、航天航空应用、农业及医疗新产品研发等提供可行

途径。

我首套同步智能无人机巡检系统成功试飞

由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同步智能电力线路无人飞行巡检系统近日首

次在带电线路上成功试飞。此次试飞共 15 分钟，巡检 1.6 千米线路、6基铁塔，巡检区域

地形复杂，对无人机巡检系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测试。该系统分为无人直升机平台和检测系

统两部分，无人直升机平台负责完成飞行任务，检测系统负责完成输电线路和杆塔的检测。

该系统可对 110 千伏～750 千伏输电线路巡检，每次飞行时间可达 1小时，每小时巡检线路

20 千米。每飞 4个架次相当于出动 20 名巡线员一整天的工作量，而且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

应用前景广阔。该系统已实现一键式自主升降、航线自动跟踪、轨迹实时展示、三维程控飞

行、可见光与红外双重测试、自动巡检、多路双向同步传输、安全预警策略、红外热图分析

等九大功能。

我国启动载人空间站工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牛红光 4月 13 日透露，我国将于 2011 年上半年发射“天宫

一号”目标飞行器，2011 年下半年发射神舟八号飞船，实施我国首次空间飞行器无人交会

对接飞行试验；此后，2012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将分别发射神舟九号、神舟十号飞船，与目

标飞行器进行交会对接，以突破和掌握飞行器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天宫一号”既是交会对

接目标飞行器，也是一个简易的空间实验室，将以此为平台开展空间实验室的有关技术验证。

目前，“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长征二号 F火箭、神舟八号飞船等主要飞行产品正陆

续转入正样生产、试验，“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装载的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载荷设备及有关

地面系统任务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培育绿色超级稻新品种

国家 863 计划“十一五”重点项目“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培育”4月 8日在武汉华中农业

大学正式启动。该项目聚集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利用水稻功能基因组

和转基因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立足于绿色超级稻相关性状适应型标记开发、有利性状累加，

利用有多种优良特性的种质资源，培育“少采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绿

色超级稻。

国内首台油井光纤高温高压传感器研制成功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在国内首次自主研发的固定式高精度光纤压力传感器获得成

功。该传感器可在井下温度 220℃和压力 100MPa 下长期作业，解决了常规电子传感器和光

纤压力传感器受油井下高温高压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的难题。传感器通过对油井状态在线实

时监测，可以及时探测到井内诸如漏水等状态变化的详细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对油井采油

工艺进行优化和调整，可提高油气采收率 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