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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长万钢纵论“十二五”科技发展蓝图

科技部长万钢11 月 1 日在福州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作大会特邀报告时指出，“十二五”

期间（2011～2015 年），我国将加快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前瞻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发展，积极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科技改善民生的能力等。

万钢说，“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加快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将其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任务和深

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优化配置资源，突出系统创新，力争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在清洁能源、深海探测、

深地勘探等方面进行重点部署。我国还将前瞻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发展，实施蛋白质、量子调控、纳

米、发育与生殖、干细胞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科学计划，在蛋白组学技术、纳米技术、全光通信网等

战略方向，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整合构建一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服务平台。

万钢表示，我国将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加强信息

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要深化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和

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龙头。

万钢指出，我国将大力提升科技改善民生的能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城乡统筹的发展，实施全

民医药健康科技行动，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源控制以及传染病等技术的研发，

加强对于极端气候、重大自然灾害预警预报，增强减缓适应和抗灾的能力。

中国－罗马尼亚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四十届例会举行

2010年 10月 18日，中国-罗马尼亚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四十届例会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和

罗马尼亚国家科研署署长德拉戈什·米哈尔·丘帕鲁共同主持召开了本届例会。会上，双方介绍了两国的



科技计划及政策、科技发展情况和国际合作的有关情况，并就进一步推动双边科技合作交换了意见。双方

回顾了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例会项目执行情况，审议通过了新的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计划，共计21 个合作

项目，主要涉及农业、医药、材料、物理、数学等领域。会后，双方签署了例会议定书。

曹健林副部长会见美国能源部Koonin 副部长

2010 年 11 月 3 日，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能源部副部长Koonin 博士一行。双方就进

一步加强中美在清洁能源以及基础科学领域的合作与研发事宜交换了意见。

曹副部长介绍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情况，并指出能源科技合作一直是中美双边合作的重点。

他强调中方愿意在基础研究领域加强与美方的合作，并建议两国国家实验室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进一步加强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Koonin博士向曹副部长介绍了他主管的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情况，并特别提出愿意与中国在高能物理、

核物理等基础科学领域加强科技合作。

浙江大学与法国液化空气集团共建富氧燃烧联合实验室

10月 28日上午，浙江大学和法国液化空气集团（AIR LIQUIDE S.A）联合共建的富氧燃烧联合实验室

在浙江大学亮相。联合实验室将瞄准二氧化碳的捕获，对富氧燃烧特性与控制以及其他污染物排放进行一

系列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据了解，该燃烧平台是为中国市场涉及的最先进的试验性燃烧炉，其最大功率能

够模拟真实的工业生产，能灵活地测试燃油或煤粉等燃料的单独燃烧或者混合燃烧状态。实验室将致力于

研发新的技术和多种新型燃烧器，在冶金、能源动力等行业推广应用。今后，实验室也将开发更高效更经

济的工具，用于碳捕捉与存贮，减缓气候变暖。

嫦娥二号月球虹湾局部影像图首次公布



11 月 8 日，探月工程嫦娥二号月面虹湾局部影像图揭幕仪式在北京举行，温家宝总理出席揭幕仪式并

为影像图揭幕。

嫦娥二号月面虹湾局部影像图。



虹湾局部三维景观图。



极区典型环形坑。



丹聂耳撞击坑。



拉普拉斯-A三维景观图。

11月 8日上午，国防科技工业局首次公布了嫦娥二号卫星传回的嫦娥三号预选着陆区——月球虹湾地

区的局部影像图。温家宝总理出席揭幕仪式并为影像图揭幕。

首次公布的月球虹湾地区局部影像图是一张黑白照片。该影像成像时间为10月 28日 18 时，是卫星距

离月面大约18.7 公里地方拍摄获取。影像图的传回，标志着嫦娥二号任务所确定的六个工程目标已经全

部实现。这意味着探月工程二期“嫦娥二号”工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嫦娥二号携带的 CCD相机分辨率提高很多，嫦娥一号是 120米分辨率，而嫦娥二号在 100公里圆

轨道运行时分辨率优于10 米，进入100 公里×15公里的椭圆轨道时，其分辨率能达到 1米，已超过原先

预定的1.5米的指标。据了解，将来嫦娥三号着陆器上也同样有CCD 相机，届时它不光要拍照，还能根据

图片自主避开着陆器在软着陆过程中不适于降落的地点，“临机决断”为着陆器选择适宜降落的平坦表面。

中国科学家描绘小鼠全脑高分辨率图谱

《科学》杂志11 月 5 日刊发了题为“显微光学切片层析成像获取小鼠全脑高分辨率图谱”的论文。

该论文由华中科技大学骆清铭教授科研组完成。

骆清铭研究团队经过 8年潜心研发，建立了可对数厘米大小样本进行亚微米水平精细结构三维成像的

方法和技术，发明并研制了一台显微光学切片层析成像系统。该系统以制备好的鼠脑为样本，全自动连续

242小时进行了数据采集，共获得15380层像素分辨率为0.3×0.3微米的冠状断面图像。同时，科研组利

用高定位精度的三维移动平台，及在切片中采用对先采取到的信息进行验证分析的方法，对图像准确定位

和预处理，实现了突起水平的小鼠全脑结构成像，获得了一套来自同一只老鼠的全脑组织切片图谱。这种

介观水平的小鼠全脑神经解剖图谱，为数字化鼠脑结构和脑功能仿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实验数据参

考。

我国科学家发现水稻籽粒大小关键调控基因

近日，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课题组在谷粒大小和粒型的调控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研

究证实了水稻中GS3基因控制水稻籽粒大小，发现了该基因中控制籽粒大小的关键区域，命名为OSR（Organ

Size Regulation）。该论文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张启发课题组从1997年就开始对控制水稻粒形基因 GS3的研究，直到2006年找到这个基因。在此基

础之上，该组近年来对该基因的功能作了深入研究，证实了GS3 是调控谷粒大小的主要基因，揭示了基因

所编码蛋白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据介绍，他们发现 GS3基因编码的蛋白存在相互对抗的前后两个部分，其中前一段（N-端）是控制粒

形的关键区域，即OSR，后面一段（C-端）对 OSR的功能有抑制作用，GS3 蛋白内首尾两部分之间的“博

弈”最终决定籽粒的大小。进一步研究表明，没有GS3 蛋白（或该蛋白无功能）的水稻品种为长粒型（长

度约10 毫米），含有完整GS3 蛋白的水稻品种粒型中等（约8 毫米），而只有OSR 的水稻品种的谷粒为

短粒（约6 毫米）。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几乎所有的优良粳稻品种都带有完整的 GS3蛋白，表现为中等粒型，优良长

粒型籼稻品种的GS3 蛋白无功能，通过对该基因的导入和替换，能有效地改变水稻品种的粒型，表明GS3

对水稻的产量和品质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是粒型的变异和演化的主要决定因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在其他物种中，包括玉米、大麦、大豆等也发现了GS3同源的基因，并且OSR

在这些同源基因中都存在，说明这些基因有可能也控制着相应物种种子的大小。

我国成功发射第六颗北斗导航卫星

北京时间11月 1日 0时 26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六颗北斗导

航卫星送入太空，这是我国2010 年连续发射的第4 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此次发射中，中国卫星导

航系统管理办公室首次在运载火箭上使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标志。蓝色圆形标志包含有北斗七星、司南、



网格化地球等元素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中英文名称，表明北斗系统星地一体，为全球提供高精度、高

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行业特点，展示其开放兼容、走向世界、服务全球的建设宗旨。

我国成功发射第二颗风云三号气象卫星

北京时间11月 5日 2时 37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第

二颗“风云三号”气象卫星送入太空。火箭飞行19 分钟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数据表明，卫星已成

功进入太阳同步轨道。经在轨测试合格后，这颗“风云三号”卫星将交付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使

用。据悉，它将与 2008年 5月 27 日成功发射的第一颗“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组网运行，进一步提高中国

气象观测能力和中期天气预报能力。

“风云三号”卫星安装有可见光红外扫描辐射仪、红外分光计等10 余种有效载荷，探测性能比第一

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有显著提高，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三维、全天候、多光谱、定量探测，获取

地表、海洋及空间环境等参数，实现中期数值预报。

嫦娥二号进入环月长期运行轨道

嫦娥二号顺利进入环月长期运行轨道，11月 2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务系统成功切换至长期

管理任务系统。即日起，飞控工作人员将实施对嫦娥二号卫星的长期管理任务，并将陆续开展全月面高分

辨率成像为主的多项长期环月科学探测试验。预计为期半年的长期管理中，飞控中心将继续统一调度各相

关航天测控站，有选择、有重点地跟踪测量卫星，每日保持对卫星平台和轨道状态的监视分析。

环月长期管理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三项，一是对卫星实施轨道维持，由于月球重力场的影响，一个

月之内嫦娥二号卫星轨道近远月点高度将发生较大变化，需要定期对卫星轨道进行维持控制，以保证卫星

轨道高度维持在100公里附近。二是要经常对卫星进行“体检”，监测卫星平台各分系统的设备工况是否

正常，使卫星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第三，飞控中心还将配合地面应用系统开展科学探测工作，在此

期间将开展以全月面拍摄为主的各项科学试验，并且后续将择机控制卫星继续对虹湾区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