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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科技部于 2011年 8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第九届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期间，科技部发布《国

际科技合作“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管理办法》、《国家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管理办法》等“十二五”期间的政策指导文件，并在同期举行“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成果

展。 

目前，我国已与 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同其中 9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 104

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在 46 个国家的 69 个驻外机构派驻了 141 名科技外交官，加入了 200

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以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为主体的多元化合

作。 

“十一五”期间我国支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 1728 项，专项投入 43.75 亿元，取得丰硕

成果。通过参与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国际地球观测组织（GEO）、

国际空间站—阿尔法磁谱仪项目、国际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伽利略计划（欧洲民用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等一系列大科学计划和国际组织，我国与美、俄、欧、日等主要科技大国开展平

等合作，为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做出了应有贡献。 

我国主动利用全球智力资源，以“人才+项目”方式，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通过“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科

院“百人计划”等，引入专家 3000多人。目前，已建立 33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207个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个国际创新园等，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 

我国面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高新区、国家实验室、

完善科研体系，以及举办援外培训班、开展联合研发项目、设立合作示范区等多种形式，促进了

我国先进适用技术的国际转移与推广应用，满足了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自生能力的迫切需求，增

进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和友谊。其中，中巴资源卫星南非数据接收站建设项目，使卫星数

据在非洲得以免费共享，并广泛用于非洲农业估产、减灾和环境监测等方面，成为南南合作的典

范。 

 

未来十年中国将建百个科学家工作室 

从科技部了解到，刚刚下发的《国家中长期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中提出，

未来 10 年我国将重点建设 100 个以杰出科学家及其研究团队为中心、具有世界一流研究水平的

科学家工作室；将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和培养 3000 名具有发展潜力

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规划指出，未来 10 年将对科学家队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为优秀科学家提供稳定的科研条

件和潜心研究的环境，造就一支具有原创能力的科学家队伍。重点建设的 100个科学家工作室，

其运行和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由政府财政提供持续稳定支持。科学家工作室实行国际通行的科研管

理体制，首席科学家采取自组团队、自主管理、自由探索、自我约束，以促生具有原创性和国际

突出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提升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规划表明，未来 10 年我国将加快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的培养，在政策实施方面，

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对 35 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独立负责开展的研究工作予以

倾斜支持。 

 

中国-巴西高委会科技与创新分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8月 23日，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科技与创新分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科

技部副部长陈小娅和巴西科技与创新部副部长诺布勒出席并致辞。陈小娅表示，两国科技界要密

切携作，推动中巴科技合作不断取得务实成果。陈小娅还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紧缺等

举措和“十二五”规划概况。 

双方专家围绕科技创新政策、纳米技术、卫星气象、竹子种植与加工技术、生物技术、气候

变化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且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 

 

陈小娅副部长会见德国客人 

 

 

2011年 8月 24日，陈小娅副部长会见了来访的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主席米奈

克（Juergen Mlynek）一行。陈副部长表示，两国科技部门正积极推动温总理 6 月赴德参加的中

德首轮政府磋商成果，具体落实在电动汽车、生命科学、创新政策和环境保护领域签署的一系列

协议文件；亥姆霍兹作为德国最大的国家大科学研究机构，其研究重点与我国“十二五”科技规

划和国家重大科技计划所涉及领域十分吻合，愿支持中国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与包括亥姆霍兹

在内的德国大科学机构拓展合作。此外，陈副部长还简要介绍了国家“十二五”科技规划的有关

内容。 

 

科学家发现最古老真兽类哺乳动物化石 

英国《自然》杂志 8 月 25 日发表中美科学家的研究文章，介绍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古

老的“曾祖母”——中华侏罗兽。该化石 2009 年发现于中国辽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地质年代

距今 1.6亿年，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真兽类（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化石记录。化石保存了长约 2．2

厘米的不甚完整的头骨，部分头后骨架，以及残留的软体组织印痕。据介绍，中华侏罗兽保存有



完整的前肢和手部骨骼，表明其具有攀爬能力，这些适应性特征会帮助它在恐龙和其他脊椎动物

统治的侏罗纪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它的牙齿特征表明其为食虫类哺乳动物，估计体重约 13克。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季强博士在当天北京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目

前地球上的哺乳动物超过 90%为有胎盘类，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也是有胎盘类哺乳动物，

因此中华侏罗兽可谓是人类已知最原始的“老祖宗”。 

据了解，中华侏罗兽的发现把真兽类（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化石记录的时间大大提前，填补

了早期哺乳动物演化的化石记录间隔，并与 DNA 研究结果吻合，也为哺乳动物演化历史建立了以

化石为标准点的新里程碑。 

 

中奥合作研究“许昌人”头骨化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人类学系近日签订协议，共同承担“许昌人”头

骨化石的扫描成像研究。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是中国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

晚期遗址，已出土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等文化遗物３万余件，从中发掘出土的距今

8万－10万年古人类头骨化石及相关资料，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古人类及其文化的重大发现，

对于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许昌人”头骨化石的研究工作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将人类化石断块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精度 CT 实验室进行扫描取得基础数据，第二阶段是在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对化石扫描的大量数据进行处理。 

目前，“许昌人”头骨化石的模型已经复原，并取得了测量、分析资料和初步结果。此次中

奥合作将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检验和提升。 

 

中国培育出世界首例赖氨酸转基因克隆奶牛 

 
 



吉林大学农学部奶牛繁育基地近日成功培育出一头携带转入赖氨酸基因的克隆奶牛。这头克

隆牛犊毛色黑白相间，出生时体重为 31.5 公斤，健康活泼，经初步检测发现，它的体内携带所

转入赖氨酸基因。目前，这头克隆牛犊十分健康。该项目负责人李子义教授介绍，这头克隆牛是

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牛奶蛋白中编码赖氨酸基因片段转入“雌性黑白花奶牛”胎儿成纤维细

胞内，以此体细胞为细胞核供体，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制备克隆胚胎，再将克隆胚胎移植到西

门塔尔杂交母牛（黄白花）代孕母牛体内，受体牛怀孕后于 8月 6日晚顺利产下一头雌性转基因

克隆牛犊（黑白花）。 

 

首台国产多功能全液压大功率传动钻机研制成功 

首台国产多功能全液压大功率传动钻机近日由成都南车隧道装备公司自主研制成功。2009

年，该公司承担了“隧道施工机械化配套技术及装备研究”中的钻注一体化设备多功能钻机的国

产化研制。通过技术攻关，该公司成功突破大功率高频冲击动力头、自动化夹具、机电液一体化

控制、直角坐标系姿态调整等技术难题，研制出首台国产多功能全液压大功率传动钻机。该设备

采用大功率、旋转—冲击钻机设计理念，具有履带式行走、爬坡能力强、动作灵活等特点；采用

电力、柴油双动力源，可减少隧道内有害气体排放，有效改善施工环境；整机的核心控制单元为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液压比例模块，具有控制自动化，可扩展性强的优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部件——钻机动力头具有较高的冲击能和冲击频率，能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我国 10万吨级海水循环冷却技术体系初步形成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0 万吨级海水循环冷却技术与装备研发”课题近日通过专

家组验收。课题针对我国 1000MW 超高参数火电机组配套海水循环冷却技术发展需求，开发了海

水循环冷却水处理药剂、大型海水冷却塔等关键技术，建成 2套 10 万吨/小时海水循环冷却示范

工程，建立 3000吨/年海水水处理药剂研发基地并实现批量生产，完成我国首部海水循环冷却技

术国家标准—《海水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23248-2009）》的编制，在编相关国家标准

12 项，海洋行业标准 22项。这标志着我国 10万吨级海水循环冷却技术体系初步形成。 

示范工程自 2009 年 9 月、10 月投产运行以来至今，替代淡水总计 6000 余万吨，运行费用

比淡水循环冷却降低 50%以上，温排水较海水直流冷却减少 95%以上，技术、经济、环境效益显

著。有关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于调整我国沿海地区水资源结构、缓解淡水资源危机、提升临海火

电环境友好化水平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首次发布官方国际标准电子海图 

中国海军 8 月 25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官方电子海图发布会，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中国海区国际

标准电子海图。该电子海图具有国际通用性强、内容更新便捷、船舶定位精度高、图内信息规范

和丰富等特点。只要将电子海图加载在“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中，系统就能够自动将 GPS

定位设备所获取的船舶位置显示在图上，有效克服了纸质海图人工标绘所造成的信息滞后现象，

与雷达图像叠加，就可以全面掌握船舶周围海区情况。 

与此前推出的国家标准电子海图相比，中国海区国际标准电子海图具有计划航线标绘、实际

航迹记录、航行危险报警等功能，只要通过卫星或无线电方式远距离接收航海通告，即可实现海

图的自动更新，极大地增加了船舶航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http://www.jluhp.edu.cn/about.php?id=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