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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千人计划”分 5年引进 2000名左右海外青年人才 

近日，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准通过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青年千人计划”正

式启动实施，计划分 5年引进 2000名左右优秀海外青年人才，每年引进 400名左右。为给该“计划”人选提

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使他们潜心开展科研工作，由中央财政给予该“计划”入选者每人 50万元的生活补助、

3年 100万－300万元的科研经费补助；其他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参照“千人计划”现有政策执行。  

“计划”的申报对象主要面向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 40周岁；在海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

学位，并有 3 年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申报时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有正式教

学或科研职位；为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对博

士在读期间已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应届毕业生，或其他有突出成绩的，可以破格引进。 

   入选该“计划”的海外人才须全职回国工作，主要在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含转制科研院所）工作。  

该“计划”申报评审工作由教育部、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自然科学

基金委联合设立平台，设有专项办公室。第一步，用人单位和海外人才达成引进意向后，按要求填写申报书，

向平台提出申请；第二步，由平台组织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后，分批次组织会议评审，以面谈方式议定拟引进

人才名单，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第三步，对公示异议人员，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组

织专家复审；第四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批准引进人才名单。 

 

中国科学家在 DNA骨架硫修饰研究获新突破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院士团队对 DNA骨架硫修饰生物学意义的研究获得两项突破。《核酸研究》

发表了该成果。该论文报道了一种新的宿主专一性限制-修饰系统，它与以前所熟知的 DNA 甲基化限制-修饰

系统截然不同，由 7个基因负责，其功能与 DNA骨架上的硫修饰直接相关。与之相反的另一套全新的细胞防

卫系统发现于天蓝色链霉菌中，该成果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上。这种酶不仅可以切割 DNA骨

架上发生了硫修饰的 DNA，还可以切割 DNA碱基上发生了甲基化修饰的 DNA。另外，这套限制-修饰系统分别

位于两个相互排斥的基因组岛上，具有“水火不容”的敌对性，两者同时表达会导致细胞瞬时死亡。  

 

世界首例转基因克隆水牛诞生 

12月 19日，世界首例转基因克隆水牛在广西大学科研基地金光乳业水牛场诞生。克隆水牛为雄性双犊，

体重 20.5公斤，在紫外灯照射下，转基因克隆水牛头部和四肢明显表达绿色荧光蛋白标记基因。  

该项目由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石德顺研究员主持。他主持下的动物种质资源创新课题组通过

对转基因载体的改造和细胞转染与筛选方法的改进，攻克了水牛体细胞活力低和核移植后基因沉默等一系列

技术难题，建立了一套水牛转基因克隆的技术体系。  

石德顺课题组先后建立了显微授精介导的转基因水牛技术和慢病毒介导的转基因水牛技术。2010年 12月

2日成功获得世界首例单精子显微授精的转基因水牛龙凤双犊，12月 17日又获得世界首例慢病毒介导的转基

因水牛雄性牛犊。 

http://baike.baidu.com/view/529992.htm
http://210.36.16.53:8018/individual.asp?uName=%CA%AF%B5%C2%CB%B3


 

中国科学家发现阿胶能有效抑制黑色素 

华东理工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阿胶具有显著的抑制酪氨酸酶活性以及抑制黑色素合成的作用，从

而达到美白功效。该校研究人员选择了广泛使用的清除自由基的营养补充剂——水溶性维生素 E为阳性对照，

研究了阿胶的去 ABTS自由基能力，发现阿胶能显著提高人体皮肤细胞的抗衰老能力。但其抗衰老的作用并不

局限于此，而是可以通过提高皮肤细胞自身的 SOD 活力，使皮肤具有更多的 SOD 发挥抗氧化作用，从而发挥

抗衰老功能。由此说明，阿胶能够提高皮肤细胞内在和外在的抗氧化能力，从而使皮肤细胞更健康，不易老

化。  

 

中国科学家制备出可改良土壤化学固沙剂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的一种可改良土壤的化学固沙剂制备技术已获得国家专利。研究组制备

固沙剂的主要原料之一是造纸废液。科研人员通过对造纸废液预处理提取木质素或木质素的一种衍生物，再

对其进行化学改性并合成新型固沙剂。实验表明，固沙剂中的木质素为腐殖质原生体，喷洒后可提高沙土中

的有机物含量，改良土壤并可以生物降解。同时，改性后的固沙剂具有较好的吸湿、保水功能。经风洞实验

和抗压强度实验测试显示，该固沙剂具有较好的抗风蚀能力和较高的抗压强度。 

据介绍，化学固沙是利用稀释了的具有一定胶结性的化学物质喷洒于松散的流沙沙地表面，水分迅速渗

入到沙层以下，而那些化学胶结物质则滞留于沙层间隙，将单粒的沙子胶结成一层保护壳，以此来隔开气流

与松散沙面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防止风蚀的作用。 

 

中国首台探测二氧化碳时空分布激光雷达系统研制成功 

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承担的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系统近日研制成功，并通过了专家组验收。

该激光雷达系统是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方位探测大气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时空分布的激光雷达系

统。该系统探测范围水平方向大于 2km，垂直方向大于 3km，探测精度 1km范围内测量误差小于 1%，3km范围

内测量误差小于 3%。这套系统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 

验收专家组对激光雷达系统进行了现场测试，测试显示系统各项指标均符合或部分超过实施方案的设计

指标。目前，该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系统已投入合肥地区大气二氧化碳垂直分布的常规测量。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核心技术获突破 

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人员完成的“中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集成研发”项目近日通过鉴定。科研人员

利用所设计的复合电极和梯度电极的结构，成功制备出高性能复合阴极，增大了三相界面的长度，大大减缓

界面突变引起的性能损失；构造了抗积碳的新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阳极材料；开发出的“流延共烧结技术”

具有工艺流程简单、成本低廉、耗能低和易于批量生产等特点；采用“流延法共烧结技术”组装了尺寸 100

毫米×100毫米的单体电池，同时将以前 1000℃以上才能发电的工作环境温度降低到 750℃，避免了电极烧结

导致衰减快、电极与电解质界面发生反应、电池组件热膨胀特性不匹配、金属连接材料腐蚀等常见问题。研

究成果发表在《电化学通讯》、《电化学学报》、《电源技术》等杂志上，并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项。 

 



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实验装置年度实验获多项突破 

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12 月 23 日宣布，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实验装置、世界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2010年度实验于 12月 24日结束，目前已获得 1兆安等离子体电流、100秒 1500万度偏滤器长脉冲

等离子体、大于 30倍能量约束时间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3兆瓦离子回旋加热等多项重要实验成果。 

   2010 年度实验获得的稳定的 100 秒放电是目前时间最长的核聚变高温偏滤器等离子体放电。实验中成功

开展的利用微波和射频实现高约束模式运行、高参数先进偏滤器位型的精确控制、长脉冲稳态等离子体的获

得等研究，都是未来核聚变反应堆安全运行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对未来 ITER的物理实验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年度物理实验历时 8 个月，近百人次的国内外同行，其中包括数十位国际知名的核聚变科学家参加了

实验，为模拟未来 ITER物理实验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我国首台云计算服务器下线 

12月 23日，中国首台云计算服务器在北京亦庄云基地正式下线。该服务器具备“四高三低”的绿色特点：

高性能、高密度、高可靠、高可定制化，低碳、低成本、低耗能，比传统服务器使用成本降低 40%，每亿的计

算所产生的碳排放不高于 0.2 克，每亿次浮点运算所需要的能耗仅约 0.2 瓦，为云计算服务器创立了绿色服

务器的标准。 

 

海藻多糖植物空心胶囊研制及产业化获重要进展 

近日，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承担的“863”计划“海藻多糖植物空心胶囊的研制及产业化”课题通过专家

验收。该课题突破了以海藻多糖和膳食纤维作为主要材料制备海藻多糖植物空心胶囊的配方优化、成膜条件

控制等关键技术，开发了海藻多糖植物空心胶囊生产工艺，改进了海藻多糖植物空心胶囊生产设备，通过药

代动力学平行试验验证了海藻多糖植物空心胶囊的临床有效性，产品各项质量指标均符合国家现有胶囊标准，

并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生产批文，制定了两项行业标准。在关键技术突破的基础上，课题与

企业合作建立了年产 20 亿粒规模的生产线，产品已开始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2010 年产值有望达到 4000 万

元。  

 

我国研发出国际领先新型大麻纤维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国泰与大连工业大学季英超教授历时 10 年合作研究进行的“毛型大麻纤维生产技术研

究”获得突破性成果：采用该技术可生产出长度 81.5mm的毛型大麻纤维。 

目前采用该技术生产的纤维已进入工业化试验批量生产，开发出毛麻、丝、羊绒等混纺面料，既滑糯柔

软又具有天然抑菌、透气吸湿、抗紫外线功能，在服装、装饰和专业纺织品市场前景良好。此外，中国适宜

种植大麻的地域广阔，种植简单，病虫害极少，大麻的根瘤有固氮作用，轮茬种植大豆可增产 30%；对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就业等具有积极作用。 

 

大型封闭式管道光生物反应器研制成功 

近日，中科院海洋所生物技术中心成功研制出适宜藻类细胞工程培养的大型封闭式管道光生物反应器，

解决了限制微藻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化的瓶颈。该项目完成了两个可用于中试和生产的 5 吨平行管道光生物反

应器的研制，比表面积保持 0.74，基本解决了光生物反应器体积增大比表面积大幅度下降的技术难题，同时

可自动清洗管道内贴壁细胞，减少培养死角。设备运行中内部液体流速均匀可控、液体形成涡流明显。通过

http://baike.baidu.com/view/285012.htm
http://daoshi.kaoyantj.com/2009/05/10/846B476729827C25.html


传感器和模块等，实现了自动化数据采集和程序控制，可对主要培养参数（如温度、pH 值、溶解氧等）进行

有效调控，基本解决了氧气解析和二氧化碳补偿问题，适宜于过程分析与细胞工程培养优化。科研人员利用

该设备进行了雨生红球藻的规模化培养，结果表明培养细胞密度大幅度提高，培养周期缩短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