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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将启动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规划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近日表示，2011 年将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启动

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规划。据介绍，2010 年我国大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技

工院校改革，选拔出 386 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全国新增技师和高级技师

38.8 万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也取得丰硕成果，制定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意见

和加强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配合有关部门继续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

划，分两批引进 481名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尹成基说，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建立起国家专家服务基地，开展万名专家服务基层活

动，启动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制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在高技能人才开发方面，启动国

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健全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完善社会化职业技

能鉴定、企业技能人才评价、院校职业资格认证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办法，同时建立亚太经合组

织技能开发促进中心，启动技能开发促进项目。 

 

中科院“十二五”将围绕八大体系布局科技战略 

近日从中科院了解到，“十二五”期间，中科院将构建可持续能源与资源、先进材料与绿色

智能制造、普惠泛在的信息网络、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普惠健康保障、生态与环境保育发

展、空天海洋能力新拓展、国家与公共安全等八大体系。据介绍，中科院将围绕这八大体系进行

科技战略布局： 

    一是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将重点部署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先进核裂变能、煤炭清洁

高效综合利用、深部资源探测装备研制与应用示范等３个战略性科技问题。 

    二是先进材料与绿色智能制造体系将重点部署高品质基础原材料的绿色制备和高性能复合

材料开发制备、资源高效清洁循环利用、泛在感知信息化制造技术等战略性科技问题。 

    三是普惠泛在的信息网络体系将重点部署“后 IP”网络示范、物联网技术、低成本低功耗

信息器件系统研究与应用示范等战略性科技问题。 

    四是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体系将重点部署农业动植物品种的分子设计、生物制造与新

生物产业等战略性科技问题。 

    五是普惠健康保障体系将重点部署重大慢性病早期诊断与系统干预、脑与认知科学和心理

精神健康、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低成本普惠健康医学技术等４个战略性科技问题。 

    六是生态与环境保育发展体系将重点部署中国碳循环及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区域环境模拟

与流域环境管理系统研发与应用示范、战略生物资源保护利用与生物多样性等战略性科技问题。 

    七是空天海洋能力新拓展体系将重点部署空间科学、深海大洋能力拓展、数字地球科学系

统和全球与区域环境监测技术系统等战略性科技问题。 



八是国家与公共安全体系将重点部署空间态势感知、社会计算与平行管理等战略性科技问

题。 

 

中科院“十二五”将培养引进大批科技领军人才 

近日从中科院了解到，“十二五”期间，中科院将实施“创新 2020”人才发展战略，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支持领军人才数百名，引进培养善于攻坚的科技尖子人才和学术技术带头人数

千名。据介绍，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中科院将通过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在实践中造就和凝

聚一批德才兼备、理想信念坚定、具有战略视野、善于组织引导、能敏锐把握本学科领域国家战

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的领军人才。同时，将继续组织实施“百人计划”和“创新团队

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适度放宽国籍限制，拓宽引进范围和渠道，配合“千人计划”等相关人才

计划，按需引进高层次人才，着力引进具有发展潜质的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  

“十二五”期间，中科院将着力加强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培育。对于 30 岁左右处于创新活

跃期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将通过青年前沿探索项目等多种形式，支持他们自主开展高风险的创

新工作。对于 40 岁左右的青年科技骨干人才，将支持他们在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创新活动和重

要平台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中美建立内蒙二连盆地古近纪哺乳动物年代框架 

近年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元青研究员课题组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卡

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对内蒙古二连盆地东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野外工作，澄清了一

系列长期存在的岩石地层学和生物地层学方面的问题，并结合磁性地层学研究，建立了该地区的

古近纪哺乳动物年代框架。 

    新的研究表明，二连盆地呼和勃尔和地区古近纪包括三个组：脑木根组、阿山头组和伊尔

丁曼哈组，从中可以划分出 12 个含哺乳动物化石的层位，其中脑木根组 4 个，阿山头组 6个，

伊尔丁曼哈组 2个。美国中亚考察团在该地区划分的“呼尔井组”实际上是伊尔丁曼哈组，而“伊

尔丁曼哈组”则为阿山头组。结合最新的古地磁资料，认为脑木根组上部包含了早始新世，阿山

头组绝大部分属于早始新世，而不是过去认为的中始新世。格沙头期的延续时间为 58.8–55.8 

Ma，相当于磁极性年表的 C26n–C24r 下部；伯姆巴期的延续时间大约为 55.8–54.8 Ma，位于

C24r 中；阿山头期的延续时间为 54.8–47.6 Ma，相当于 C24r–C21r。因此，将格沙头期、伯

姆巴期和阿山头期分别与国际地质年表的塔尼特期、伊普里斯期早期和伊普里斯中晚期至鲁帝特

期最早期相对比，同时认为它们分别和北美古近纪提法尼期晚期至克拉克福克期、华沙溪期早期

和华沙溪期中晚期及勃里吉期大部相当。古近纪早期，哺乳动物演替以新科出现和属种更替为主，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情况下气候的逐渐变化相对应；而众多目一级现代哺乳动物类群在始新世之初

的突然出现则很可能与发生在古新世－始新世之交的高温事件有关。 

 

中国科学家成功绘制大黄鱼全基因图谱 

前不久，来自浙江海洋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家成功绘制出大黄鱼全基因组

测序、组装和序列图谱。据介绍，研究结果表明，大黄鱼基因组包含 48 条染色体，全基因组大

http://sourcedb.ivpp.cas.cn/zw/rck/200908/t20090811_2364075.html


小在 750M 左右，相当于人类的 1/4。大黄鱼基因组序列图谱构建以后，可以借以生物信息学的

手段更深入地了解与大黄鱼生产性状如生长、抗病、耐寒等性状的遗传机制，了解各基因的调控

机制和生理代谢途径，为这些性状的改良和遗传育种奠定基础，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学的研究

真正进入基因组时代。  

据悉，此次我国科学家对大黄鱼全基因组测序、组装和序列图谱的成功绘制，是中国完成的

第二个鱼类基因组序列图谱，也是世界首例石首鱼科鱼类基因组序列图谱。 

 

我国自主研发成功精度更高地震成像系统 

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项目的支持下，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吉星

吉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成功“油气勘探 GPU（图形处理器）/CPU（中央处理器）协同并行计

算系统”——“吉星”。该系统运用超强异构并行计算、逆时偏移等高端技术，大幅提高了地震

成像质量和效率。在多种复杂地质类型的测试中，表现出高速运算、高速存储、高速通讯的特点。

与普通成像系统相比，使用该系统可使每节点运算能力提高 150 倍，每千瓦耗电运算能力提高

37 倍，每万元采购运算能力提高 50倍。 

    吉星吉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钦表示，该系统在理论和技术上有诸多创新。课题组在国

际上率先提出并实现了在地震成像系统中应用高度“解耦”的算法“释放”图像处理器的效能。  

课题组 2009 年推出的另一项高精度地震成像技术“非对称走时叠前时间偏移技术”已在大

庆油田、胜利油田等国内外近 20个探区应用，比全部购买国外硬件软件节省资金约 6.6亿元。 

 

我国微生物采油调控技术获重大突破 

由华东理工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牟伯中领衔完成的“油藏保护性可持续开发的微生物采

油调控技术及工业化应用”项目，面向油藏保护性开采，针对微生物采油技术的关键科学问题及

技术难题进行攻关，依据自创理论模型，在油藏环境微生物群落结构分子检测技术、采油功能微

生物分子识别与评价技术、高效采油菌种及营养体系以及微生物油藏井间示踪技术等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解决了油藏极端环境微生物群落结构解析和采油过程中油藏微生物活动动态检测的难

题，实现了油藏保护性开采和微生物体系的循环利用，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牟伯中等经过 10多年研究，确定了地下油田的细菌品种以及功能，并找到了培养这些菌种

的方式。目前已在大庆油田设立了占地 50 亩的菌种生产基地。新生产出来的菌种将根据不同需

求，被用于各个油田，只需在水中加入相应的营养液，然后注入地下，油田就会变成一个天然的

“生物反应器”。而石油采出后，分离出的水还能重新注入地下，循环利用。  

  

中科院启动“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近日，中科院已启动实施“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致力于提高我国空间科技创新

能力，“十二五”期间将重点探索黑洞、暗物质等宇宙的奥秘。据介绍，中科院“空间科学”先

导专项将开展空间科学卫星关键技术研究、空间科学卫星的研制、发射和运行，以及科学卫星上

天后的科学数据应用，构成空间科学任务从孵育、前期准备、技术攻关到工程研制、成果产出的

完整链条。 



“十二五”期间，“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将重点针对黑洞的性质及极端条件下物理规律、暗

物质的性质、空间环境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和生命活动规律、太阳爆发等太阳活动对地球空间环境

的影响和检验量子力学完备性等方面开展研究，实现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突破，深化人类对宇宙

和自然规律的认识。 

 

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已建各级监测点 560余个 

据了解，我国已初步建立以 31 个省级、218 个地市级食品污染物监测点和 312 个县级食源

性疾病监测点组成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范围已扩大到 138 个主要

大中城市，监测种类达到 6大类 101个品种，监测指标 86项；对外公布了 5130 家符合资质的食

品安全检验机构。同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区域分中心组建工作积极推进。建立了食

品安全监测能力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组织编制了农产品、食品检验检测和风险监测建设规划。 

    此外，我国还组织编制了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制订了粮食、马铃薯、生猪

屠宰、肉类加工业等行业发展规划；在上海、大连等 10 个城市开展了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试点；组建食品行业专家库，建立月份运行监测和信息通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