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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开展 10大节能减排专项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下发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方

案》由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环保部、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制定。《方案》指出，我国

将组织开展家庭社区、青少年、企业、学校、军营、农村、政府机构、科技、科普和媒体等十个

节能减排专项行动。通过十大专项行动，以典型示范、专题活动、展览展示、岗位创建、合理化

建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

费模式和生活习惯。 

根据节能减排科技行动计划，我国将开展开发全民节能减排科技工具包、推广应用节能减排

适用技术成果、组织开展节能减排综合科技示范、建设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体系等活动。 

系列活动针对全民节能减排能力建设的共性技术需求，研发全民节能减排能力提升系列工

具，推广全民节能减排适用技术成果，开展全民节能减排科技示范。要以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为主线，提高公众的节能减排科技意识和能力，形成全社会依靠科技开展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 

 

我国疾控机构 100%实现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近日表示，目前，我国 100%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

医疗机构和 87%的乡（镇）卫生院实现了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方面，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为主体，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共

同构建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体系。  

在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方面，我国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地三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信息决策指挥系统。制定了流感大流行、鼠疫、自然灾害、核与辐射事故等突发事件卫生应急

预案。  

在提高卫生监督能力方面，我国目前已基本建立适合国情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我国现有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国家标准近 1900项，地方标准 1200余项，行业标准 3100 余项。

基本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并延伸至农村地区的卫生监督网络体系构架。  

在完善妇幼卫生服务体系方面，截至 2010年，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 3025 个。2005～2010

年，全国妇幼保健机构工作人员由 18.8万人增长至 24.5 万人，妇产科和儿科执业（助理）医师

数由 22.4万人增长至 36万人。2011年，我国投入 43 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配

备基本设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均有专兼职妇幼保健工作人员。 

 



教育部文化部启动动漫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由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实施的“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计划”2 月 8 日在京正式启动。两部

实施联合培养,旨在创新动漫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动漫人才培养质量。据介绍，动漫高端人才联

合培养计划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实施。学校将组成跨校联合体，

共同举办实验班，采用名师指导、小班教学、工作室制和参与影视制作，以及跨校选课、学分互

认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通过设立双学位或辅修专业等多种形式，推动动漫类专业教学改革，共

同探索动漫高端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中国发布最清晰全月图对国际开放 

 
  

国防科工局 2月 6日发布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器获得的 7米分辨率、100%覆盖全月球表面的全

月球影像图。此次完成的嫦娥二号 7米分辨率全月图共 746幅，数据量约 800GB，按照 1比 8万

的比例全部打印拼接起来，图片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同时，科研人员还制作完成了 50

米分辨率分幅影像图和全月球数据镶嵌影像图，以及全月球 3D 立体影像。嫦娥二号目前继续在

日地拉格朗日 L2点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技术试验。  

和嫦娥一号获得的全月球影像图 120米的分辨率相比，嫦娥二号的分辨率为 7米，提高了 17

倍，可以清晰展示月球撞击坑边缘的细纹，让人领略月球更加美丽的形貌。 

以月球正面的第谷环形坑为例，第谷环形坑深约 5 公里，直径约 85 公里，中间的中央峰高

约 1.6 公里，天体撞击形成的辐射线纹达到 1500 公里，十分引人注目，甚至在地球上用肉眼就

可以看到。通过 7米分辨率的图像数据，可以看见中央峰顶部的石块和坑底部的龟裂，甚至坑沿

塌陷及坑沿顶部的石块。 

月球背面，威纳环形坑的一个卫星坑，直径约 47 公里。通过 7 米分辨率的图像数据可以看

见环形坑内部的构造细节，并可清晰地分辨出撞击坑底部和边缘的石块，在东南坑壁上甚至可以

看见石块滚落的痕迹。 

据介绍，与嫦娥一号获得的全月球影像图一样，7 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数据也是对国际开

放的，未来将让全球的科学家来使用和体验。 



 

中国科研人员揭开第十个麻风易感基因 

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张福仁率领的团队通过长期调查研究，至今发现了十个麻

风易感基因。取一滴血便可初步确定是否属于麻风易感个体，通过基因手段筛查麻风病的易感高

危个体逐渐成为可能。 

据介绍，张福仁团队近期又发现了第十个麻风易感基因，与此前已公布的九个易感基因，将

进一步有助于确定麻风易感个体，为未来麻风病的一级预防积累基础。这些易感基因的发现是张

福仁团队对 2万多份病例和对照样本长期研究的结果。他们的研究更新了对麻风病的普遍认知：

遗传因素和麻风菌侵犯是导致麻风病发生的原因。张福仁说，在研究过程中，已发现的麻风十个

易感基因均与人体的固有免疫有关，携带这十个易感基因的人因固有免疫的某些缺陷更容易患上

麻风病，但没有并不代表就不会患病。 

 

大型煤气化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近日，由华东理工大学和兖矿集团、中国天辰化学工程公司共同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通过现场考核。同时，该技术已投入连续长周期的工业化生

产。 

该技术具有安全系数高、运行成本低、适合大型化等特点，目前已在国内外推广应用 25家，

合计 72 套气化炉，其中日投煤量在 2000 吨及以上规模的气化炉达 39 套，江苏灵谷和神华宁煤

的 5 套气化炉已投入平稳运行。2008 年，该技术成功向美国瓦莱罗能源公司实施了技术许可，

开创了中国大型煤气化技术向发达国家实施转让的先河。  

该装置在满负荷运行情况下，气化性能达到并超过考核指标。与国内外其他水煤浆气化技术

相比，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气化效率高，碳转化率高，技术指标先进。与同样采用内蒙

神华煤的引进较大规模水煤浆气化技术相比，有效气成分提高 3.1%，比氧耗降低 11.4%，比煤耗

降低 2.1%，碳转化率达到 99.2%。 

 

国内首台轨道式变电站巡检机器人上线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历时两年研制生产的国内首台轨道式变电站巡检机器人在鞍山 220千伏

王铁变电站成功试运行。该机器人包括移动机构、载波通讯系统、音频采样系统、视频观察系统、

运动控制系统、红外避障系统、除霜除雪装置等七大系统，其工作温度范围在－25℃～50℃，防

尘、防雨等级达到 IP55，可以根据设定的巡检流程对变电站设备进行 24小时不间断巡检。当遇

到变电站设备故障时，机器人可以将故障状态实时传送回控制指挥中心。同时，由于机器人可长

期储存巡检资料，能回溯设备故障时状态。 

轨道式巡检机器人具有移动速度快、定位准确、成本低、24小时连续运行等特点，更适合在

寒冷气候地区工作。 

 

中国三款新型号长征火箭有望未来五年实现首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研究员余梦伦近日透露，“长征五号”

“长征六号”“长征七号”有望在未来五年实现首飞。其中“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将完全采用无

毒无污染推进剂，并具备近地轨道 2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4吨的运载能力。“长征六号”为



新型快速发射运载火箭，具备 700千米高度太阳同步轨道不小于 1吨的运载能力。“长征七号”

具备近地轨道 13.5吨，700 千米太阳同步轨道 5.5吨运载能力。  

余梦伦说，中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运载火箭，运载能力和技术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其最大的特

点是大，大是火箭发动机能力、推力、生产工艺、发射场能力等等的综合体现。同时，中国发展

新一代运载火箭坚持“无毒，低成本，高可靠，适应性强，安全性好”的原则。 

 

中国科考队普里兹湾潜标系统布放完成 

第 28 次南极科考大洋队近日在南极普里兹湾海域的 3 个作业站点布放了 3 套潜标系统，加

上去年 12月 18日布放的一套潜标系统，此次科考队在该海域的 4套潜标系统布放工作全部完成。

该系统通过对海水温度、盐度和海流的监测，有望首次观测到南极普里兹湾的水交换运行机制，

进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普里兹湾的海洋环境变化。 

该系统包括潜标浮体、缆绳、重锚以及悬挂在上面的各种观测仪器和设备。其中，重锚的作

用是把潜标固定在海底，因此潜标也叫锚定潜标。4个潜标观测点不仅是现有锚定观测的空白区，

还将共同构成针对普里兹湾与外界水交换主要路径和湾内冰间湖区域的长期观测系统。 

 

中国启动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研究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晚中生代温室地球气候—环境演变”2 月 9 日在中国地质

大学启动，该项目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重建晚中生代温室地球古气候和古环境状态及其

演化规律，揭示温室地球气候—环境快速变化的过程及机制。该项目下设的课题包括：中国东北

晚中生代大型陆相盆地古环境演化、晚中生代东亚地区古气候重建、松辽盆地科学钻探与综合研

究等。 

 

苏大附一院 HLA配型实验室获国际认证 

近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HLA 配型实验室获得美国组织相容性和免疫遗传学会(简称

ASHI)的认证，成为大陆首家获此项资质的机构。由此，中华骨髓库和世界范围骨髓库的资料数

据就能“无障碍”互通共享，为患者扩大配型搜索范围，节省时间和成本。 

不久前，该实验室还完成了中华骨髓库 HLA高分辨确认实验室、卫生部三类技术“基因芯片

诊断技术”准入实验室、苏州市肿瘤基因检测和基因诊断重点实验室的挂牌。其中，高分辨确认

技术还能在移植前把受者排异率降到最低，目前白血病配型成功率已升至 80%。 

该实验室依靠先进的基因测序仪实现了“高分入库”，目前可为患者和供体的 10 个位点基

因序列进行对比分析(以前只能分析 6个位点)，相当于从原先的小数点后 2位精确到了小数点后

4～6位，更精准掌握二者相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