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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部长会见美国客人

2010 年 9 月 1 日，科技部长万钢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能源基金会主席海兹（Eric Heitz）。双方就加强能

源科技合作等双方共同关注的话题交换了意见。万钢部长对美国能源基金会通过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为中国能

源发展和两国能源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他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的共同挑战，深化清洁能源领

域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万部长介绍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进展，并应询介绍了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汽

车、生物质能等有关情况。万部长欢迎包括能源基金会在内的美国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和基金会积极参与中

美清洁能源科技合作。

海兹主席介绍了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项目的工作进展以及与中国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新能源

汽车合作的情况。他表示，新能源汽车有广阔发展前景，这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保障石油安全密切相关。美

国能源基金会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中美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实验室在青岛揭牌

9 月 2 日，由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与美国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可持

续航空生物燃料联合研究实验室”正式揭牌。实验室建设的重点是加速促成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商业化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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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波音的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全球战略及航空工业的具体要求。重点开展藻类种植、收获和加工技术的研发 ，

并将研究结果通过产业化实现其价值。在此前 5月 26 日举行的“中美可再生能源论坛和生物燃料论坛联合开

幕式”上，中美双方共同签署了《关于推进藻类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合作备忘录》。并在此备忘录框架下，双

方于同日签署协议，共同投资成立“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联合研究实验室”，一期三年，共投资300 万美元。

根据合作备忘录，在微藻航空燃料的示范和产业化过程中，双方将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大型企业携手

合作，共同推进整个产业链的开发，从而在中国建立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藻类航空生物燃料产业。

我国戊型肝炎疫苗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由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万

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产学研合作，从1998年起联合研制戊型肝炎疫苗，迄今已取得 4项国内

外授权发明专利。在科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戊型肝炎疫苗的临床研究被列入我国“十一

五”“863”计划重大项目，一、二期临床研究于 2005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厦门大学完成；本次三期临床试验由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厦门大学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联合完成，研究工作前后历时5年，约 12万名志愿者参与研究。8

月 23 日，《柳叶刀》杂志发表了该试验结果。

2009 年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受理了该疫苗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文号申请。目前该疫苗生产厂房

已在福建厦门海沧生物医药产业园基本完成建设，一旦获得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即可迅速上市。

复旦大学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小鼠基因突变体库

“十一五”期间，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小鼠基因突变体库。该库包含5000

余个基因的小鼠突变品系，覆盖了近 20%的小鼠基因组，其规模相当于过去 20 年来全球生物医学界相关品系

的总和，包括280种已知人疾病基因相应突变体、447 种候选疾病基因突变体、10 个已确证的药靶基因突变体 、

24个在研药靶基因突变体和大量候选药靶基因突变体、378 种重要信号转导途径相关基因，以及大量未知功能

基因。该数据库的建立将为寻找、验证疾病和重要生理功能基因，研究相关生命活动机理，建立疾病动物模型 ，

筛选生物标志物和药物靶标，发展创新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提供巨大帮助。目前，全部突变体已通过小鼠信

息数据库（PBmice）在线发布，并向国内外研究人员提供。

中科大 X 射线成像技术获突破 CT 辐射有望大大降低

近日，中国科技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吴自玉研究员领导的成像研究小组经过几年的努力，发现X射线

正面入射和背面入射的两张投影像中，吸收衬度具有对称性，而折射衬度具有反对称性。根据这一原理，研究

小组提出了 X射线相位 CT 新方法，实验结果表明，新方法克服了以往X射线相位衬度成像方法中的不足，具

有简便、快速和低辐射剂量的优点，可以和现有的医学X射线 CT 技术相结合，形成操作简便、辐射剂量低的X

射线相位 CT新技术。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后，被审稿人誉为“近二十年来 X射线成像的重大突破”。

肝癌 AAH 高表达与术后复发关系密切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沈锋教授课题组历时5年研究，发表了一项有关肝癌不典型腺瘤样增生

（AAH）高表达预示肝切除术预后关系的最新成果：肝癌AAH 高表达预示肝切除术预后更差，且极易引起复发。

他们首先利用 8名肝癌术后患者功能基因的表达谱 cDNA 芯片进行杂交实验，筛选出 AAH在肝癌组织中的异常

高表达，随后通过专门实验，在40 名肝癌患者身上验证 AAH的高表达，最后再对一组 233 例施行过根治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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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切除术、且表达不同水平 AAH 的病人进行长期的观察性研究。多因素结果分析表明，AAH 表达是生存和复发

的独立危险因素，其高表达病人的生存时间明显短于低表达患者。根据国际上采用的肝癌巴塞罗分期标准，在

肝癌 A 期，特别是其中肿瘤直径不大于 5cm的患者是外科手术的较好对象，对这类病人的预后预测具有更大意

义。课题组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这类病人，AAH高、低表达者的术后复发时间分别是 26.7±1.6 个月 vs51.9

±2.8个月，1到 3年的生存率分别是 97%和 52%vs100%和 90%。因此，这个分子极可能是早期肝癌病人的一个

更准确的预后标志物。《肝脏病学》杂志发表了该项成果。

中国科学家研制出多糖润肠米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植物多糖研究小组近日成功研制出一种多糖润肠米。这种润肠米是一种非消化

性多糖所做成的笼结构米，水可以进入笼中而相对固定，不易流出笼外。当润肠米吸水后，就会形成一种水笼

结构，将 40倍的水包拢在水笼内。这种水笼珠结构分散在消化残渣中，可以起到三方面作用：一是提高消化

残渣的含水率；二是提高了消化残渣体积，5克这种润肠米的水笼珠体积可以达到 150 毫升以上，强化了肠收

缩蠕动的排空效果；三是降低了消化残渣的硬度。

据介绍，因为年长的人食量小，运动少，肠动力弱，肠排空不顺畅的情况经常发生，老年人便秘发病率在

30%以上。在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的使用情况表明，润肠米对 80%以上的老年人便秘防治有效。

太阳能空调衣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师生组成的发明团队成功设计出一款节能环保、简单实用的“太阳能空

调衣”。该空调衣是一种可以佩戴在衣服上的单人降温设备，由太阳能电板、一个小巧的涡轮风扇等组成。降

温原理在于通过加速背部的空气流通循环，促使汗液快速蒸发，达到辅助排汗和降低皮肤温度的目的。

在室外温度 36℃下，研发团队成员现场演示了空调衣的降温过程。安置在肩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吸收光能

并转化为电能，是整个“空调衣”的动力源泉。别在身后的袖珍涡轮风扇通电后，便可将腰部的风往上抽调，

并从后领口排除。瞬间，衣服变得通风排汗，如同会呼吸一般。

据介绍，负责空气抽调动力的太阳能电板巧妙利用了清洁能源，避免了使用普通电池而产生的环境污染和

资源浪费。低耗的涡轮风扇采用垂直导风技术，把从侧平面上抽调的风在机器内部实现90 度转换，然后从一

个“龙骨式”的排风通道传出，使背部可以最大限度地均匀受风。空调衣采用两种供电模式，即使在阴雨天也

能正常使用。

我国成功发射“鑫诺六号”通信广播卫星

9 月 5 日 0 时 14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鑫诺六号”通信广

播卫星送入太空，并将接替鑫诺三号开展工作。火箭飞行约26 分钟后，星箭分离，卫星成功进入近地点高度

为 213 公里、远地点高度为 42061 公里、轨道倾角为 25.2度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鑫诺六号”通信广播卫星设计寿命 15 年，具有大容量、高可靠、长寿命等技术特点，主要用于开展广

播电视直播传输业务。今后一段时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远望”测量船将对卫星实施测量和变轨控制，最

终将卫星定点于东经126.4 度赤道上空，并建立正常工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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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学生获“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优秀奖

2010 年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9月 7日晚举行“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颁奖仪式，广东省佛山二中 3

名中学生通过多重筛选试验，研制出由废弃物和共生菌群组成的土壤重塑基料，巧妙利用“释能保氮”独特方

法重组土壤的碳氮比，重塑土壤生态因子，寻找解救土壤板结、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方法从而获得“优秀

奖”。国际评审团在授奖决定中说，这3名中国学生所开展的研究项目完全符合今年“世界水周”所探讨的如

何应对水质挑战这一主题，其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农业生产领域所面临的一些最紧迫问题。瑞典王储维

多利亚公主向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我国实现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系统独立发电

9 月 3 日，华中科技大学燃料电池研究开发中心以电扇和灯泡为负载实现了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

系统的独立发电。该中心致力于 SOFC材料、制备、测试和系统集成等方面的研究开发，研制出的SOFC独立发

电系统包括了 SOFC 电堆、供气、热管理、控制单元以及直流—直流—交流功率变换等多个子系统。

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8 月 20 日，科技部组织专家对依托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建设的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验收。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实验室的建设情况报告，现场考察了实验室。专家组认为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

现代无线移动通信的国家战略需求，以新一代无线移动通信关键技术及无线通信系统SoC 芯片为主要研究对

象，开展 TD-SCDMA 及 TD-LTE 移动通信、SCDMA 及 Mcwill 宽带无线接入、无线移动通信系统芯片（Soc）三个

方向的研究工作。专家组一致同意该实验室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