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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正式发布 

科技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协、

国防科工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编制完成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发布

实施。 

《规划》提出“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国

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支

撑，基本建成功能明确、结构合理、良性互动、运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

界排名由目前第 21位上升至前 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到 55%，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实质

性进展。同时，从研发投入强度、原始创新能力、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惠及民生、创新基地建

设布局、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指标。 

《规划》对未来五年我国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的战略任务进行了部署，突出以下重点：一是

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推进重点领域核心关键

技术突破，四是前瞻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五是加强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六是大

力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七是提升科技开放与合作水平。 

 

科技部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的意见》 

7 月 18 日，第四次全国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民

生科技的意见》。科技部表示，将根据《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的意见》，组织实施国家民生科

技行动，重点围绕人口健康、生态环境、公共安全、防灾减灾四个领域大力推进相关科技工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提出了具体要求：全面加强民生科技的领导；切实加大民生

科技的投入；加快民生科技创新和能力建设；加强民生科技的国际合作；加强民生相关的科学知

识宣传和技术成果的应用普及。 

会上，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对“十一五”我国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成就进行了全面回顾，对

“十二五”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进行了部署。王伟中说，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

发展科技工作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重点围绕六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加强科技管

理体制机制创新；二是加快组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三是加快实施社会发展科技专项规划和

计划；四是组织实施国家民生科技行动；五是加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六是积极开展社会发

展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 

 

“十二五”粮食丰产工程启动 

科技部、农业部、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局近日在北京分别与湖南等 13 个粮食主产省（区）签

订协议，实施新一轮“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十二五”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正式启动实

施。 



科技部在“十一五”期间牵头组织实施了粮食丰产工程。五年来，在国家粮食丰产工程带动

下，各相关省市自治区发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政府引导和市场为主体有机结合，使国家粮食丰

产科技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工程实施过程中，突出了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作物”增产，立足

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强化攻关田、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一田三区”建

设。工程的实施为全国粮食大面积高产树立了典范，也为实现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指出，要促进粮食丰产技术集成和大面积均衡增产；要强化

粮食科技服务，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基层一线，组织实施好“百千万科技特派员”专项

行动，在粮食主产省建立新型科技服务体系；要积极创造条件，强化粮食丰产科技基地、平台、

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粮食丰产科技工作；要增加粮食科技投入，逐步完善粮食科技稳定支持

的长效机制。 

 

科学家完成马铃薯基因组测序 

2011 年 7 月 10 日，由中国华大基因研究所为首的 26 家中外科研机构联合在《自然》杂志

上在线发表了题为“块茎作物马铃薯的基因组测序及分析”（Genome sequence and analysis of 

the tuber crop potato）的研究论文，新研究为马铃薯的遗传学研究及分子育种提供了非常有

价值的资源。 

研究人员首先将一种普通四倍体马铃薯栽培种诱导生成一种纯和的双单倍体植株。随后，研

究人员针对这一单倍体植株进行了基因组测序，并拼接了马铃薯 844Mb基因组中的 86%的序列，

从中研究人员推测马铃薯基因组约包含有 39031个蛋白质编码基因。研究结果显示马铃薯至少存

在两次基因组复制事件，表明了其古多倍体起源。测序结果还证实马铃薯基因组中包含了被子植

物进化枝中 2642 个特异基因。此外，研究人员还对一个杂合二倍体马铃薯植株进行了测序，发

现了一些基因组变异以及一些可能与马铃薯近交衰退有关的高频率的有害突变。研究结果表明基

因家族扩增，组织特异性表达，以及新通路中基因的招募导致了马铃薯的进化。 

 

中国科学家研发出新型抗生素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发的蛇毒抗临床耐药菌抗菌肽及衍生物近日获国家专利授权。该项

目负责人李文辉介绍说，动物抗菌肽因为其直接破坏细菌细胞壁和膜的通透性这一独特的作用机

制，因而不易产生耐药性，成为非常有应用前景的新型抗感染候选药物。研究人员立足于实验室

在动物抗菌肽研究的大量前期工作基础上，在超过 500 条动物抗菌肽中优选出蛇毒肽。蛇毒肽对

500 多株临床耐药菌株显示了较强的抗菌活性，同时具有极低的哺乳动物细胞毒性以及溶血活

性，优于美国正进行 III期临床的同类候选药物，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前景。 

 

肿瘤全基因组研究获进展 

《自然—遗传学》杂志近日刊登了我国科学家食道癌和肺癌研究的重要进展。由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研究所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林东昕牵头的食道癌研究，对华北、华中、华南

和华东地区近万例患者进行对照验证，发现 5 个染色体区段的遗传变异与食管癌发病相关。由南

京医科大学教授沈洪兵牵头的肺癌研究，发现了4个染色体区域的6个遗传变异与肺癌发病相关，

其中有 3个致病位点为首次报道。 

 



我国成功发射“天链一号 02星” 

 

 
 

 

7 月 11 日 23 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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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链一

号 02星”送入太空。火箭飞行约 26分钟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星箭分离，卫

星成功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天链一号 02 星”是我国第二颗地球同步轨道数据中继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

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它将与 2008年发射的“天链一号 01星”组网运行，为我国神

舟飞船以及未来空间实验室、空间站建设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并将应用于我国将于 2011

年下半年实施的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 

 



 

 

大科学装置科研联合基金Ⅱ期启动 

7 月 12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在京签署协议，双方共同设立的大科学装置科学

研究联合基金（简称大装置联合基金）Ⅱ期协议正式生效，协议执行期从 2012 年至 2014年。 

在大装置联合基金Ⅱ期，基金总量将增至 6000万元/年。并增加稳态强磁场装置，扩大所依

托的大装置范围。根据协议，联合基金将选择物质科学前沿、信息、生命科学、环境和资源等领

域的科学问题以及课题研究牵引的诊断技术等一系列课题进行资助和研究。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建成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一期百万亿次“天河一号”主机系统近日按计划建成开通，正式面向

全社会提供超级计算服务，这是我国第二个投入实际运行的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按照预定计划，

此次开通的百万亿次系统将于 10 月份扩充至 300 万亿次。目前，湖南省气象局、湖南省国土资

源厅已成为该中心首批公共用户，加速了气象、“数字湖南”基础地理信息等重点应用平台的构

建步伐。首批面向先进机械装备设计的高端应用软件也在有序部署中。 

 

我国服务机器人首进世界前五 

7月 5～1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5届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赛上，中国科技大学“蓝

鹰”队获得仿真 2D 组冠军和服务机器人组亚军，改写了我国服务机器人从未进入世界前 5 的纪



录，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来自 43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余名代表参加本次赛会，

是 1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 

“蓝鹰”队自 2000 年作为中国第一支队伍参加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以来，逐步成长为本

领域的领头羊。过去一年，“蓝鹰”2D 小组进一步发展了一种“全方向协调”技术，并成功应

用于新的仿真 2D软件系统设计之中。在本届仿真 2D比赛中，“蓝鹰”队以全胜战绩获冠军。 

2005 年以来，中科大“蓝鹰”队先后获得 5 项世界冠军和 9 项世界亚军，相关科研成果在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团队成员还获得了中科院院长特别奖、教育部学术新人奖等多

项奖励。随着研究的系统性推进，相关技术成果将逐步走向应用。 

 

我国首部海岛名录建立 

据国土资源部消息，我国《海岛保护法》施行以来首部海岛名录——《中国海岛(礁)名录》

近日通过评审。《名录》通过对沿海 11 个省(区、市)海岛实地勘察，并结合航空及卫星遥感调

查所获取的数据和资料编制而成。《名录》确认了我国所属海岛(礁)的地理属性及其名称、代码

和编号，更新了海岛(礁)的位置、面积、岸线长度等基础数据，并编制了《中国海岛分布图》。 

 

三江平原机械化秸秆还田循环利用增产增效 

由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等单位推出的“三江平原区机械化秸

秆还田循环利用技术”针对东北三江平原区的水稻、玉米、大豆等主产作物，集成开发利用玉米

大豆轮作机械化秸秆还田少耕技术、水稻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并形成两种模式，配套研制应用

免耕播种机、中耕深松机等农机具，建立了突出少耕特色的三江平原秸秆还田技术模式，不仅提

高单产，且成本下降，生态环境效益显著。由于减去了不必要的耕作，每亩地节约整地燃油 1～

2升，节约成本 30元。 

课题组在 852 农场和三江科技示范园区建立的 1500 亩试验区，大豆、玉米在少耕基础上优

化施肥，单产提高 7%左右，农田耕作耗能减少 20%以上，综合效益提高 10%以上。水稻秸秆还田

通过优化施肥和配套防病措施，单产提高 7%～10%，综合效益提高 10%以上,累计增加经济效益 1

亿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