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10 月 16 日正式发布
一种水稻新种质。 该水稻株高可达 2.2 米， 具有高产、 抗倒
伏、 抗病虫害、 耐淹涝等特点， 被认为开启了水稻研制的一
扇新门。

在湖南长沙郊区的试验田里，记者看到，这种巨型稻株高
普遍在 1.8 米以上，株形高大，叶挺色深。 亚热带生态所研究
员夏新界介绍，这种巨型稻光合效率高，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
有水稻品种高出 50%，平均有效分蘖 40 个，单穗最高实粒数
500 余粒，单季产量可超过 800 千克 / 亩。

亚热带生态所所长吴金水表示，巨型稻株形高大，生育期
长，叶茂且冠层高，淹水深度大，还可为蛙、鱼、泥鳅等稻田养
殖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适宜种养结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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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的96名队员完成83天的首
次北极业务化调查，10月10日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位于上海
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这是《科技日报》记者从国
家海洋局了解到的。

据了解，在本次北极科学考察中，考察队实现了我国首
次环北冰洋科学考察，先后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
盆、北欧海等海域进行了北极航道综合调查，海洋生物多样

性、海洋水文、海洋化学、海洋地质、海洋微塑料和海洋垃圾
等综合调查，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 首次实施环北冰洋考
察，并在北极地区开展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测量，开辟了我
国北极科学考察新领域；历史性穿越北极中央航道，填补了
我国北冰洋中心区大西洋扇区的作业空白； 首次成功试航
北极西北航道，为后续西北航道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首
次执行北极业务化观测任务， 开展了北极航道环境综合调

查、北极生态环境综合调查和北极污染环境综合调查，填补
了我国在拉布拉多海、巴芬湾海域的调查空白；首次在北极
和亚北极地区开展海洋塑料垃圾、微塑料和人工核素监测。

7月20日，搭载考察队员的雪龙号从上海起航，9月25日
在白令海完成最后一个站位调查后返航， 总航程20590海
里，其中冰区航行1995海里，在我国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 据 2017 年 10 月 11 日《科技日报》

我国完成首次环北冰洋科考

寨卡病毒感染导致新生儿小头畸形的发病率急

剧上升， 因而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 “全球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0 月 11 日， 记者从军事医学
研究院获悉， 该院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
验室秦成峰团队联合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等单位科研

人员协同攻关， 在国际上首次阐明寨卡病毒毒力增
强的分子机制 。 研究发现了一个位于寨卡病毒
PRM 蛋白中的关键位点， 单个氨基酸突变即可显
著增强寨卡病毒的神经毒力， 从病毒层面揭示了寨
卡病毒感染导致小头畸形的分子机制。 该研究成果
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科学》 上。

2016 年以来， 各国科学家围绕寨卡病毒的生物
学特征、 致病机制， 以及疫苗、 药物等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 然而， 寨卡病毒究竟如何演变为可导致小
头畸形的致命病毒， 科学界一直缺乏合理的解释。

据了解，寨卡病毒输入我国后，该院秦成峰团队
立即开展科研攻关，先后从我国输入性病例体内分离
获得了一系列不同来源的寨卡病毒，并通过与中科院
遗传所许执恒课题组合作，成功建立了寨卡病毒的胎
鼠动物模型，证实了寨卡病毒感染与小头畸形的直接
关联。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他们首次发现了决定寨
卡病毒神经毒力的关键位点， 揭示了寨卡病毒靶向
神经前体细胞导致小头畸形的分子机制。 相关发现
为近期寨卡疫情中小头畸形病例的突然出现提供了

合理解释， 为寨卡病毒的快速演化之谜提供了直接
证据。 尤其是寨卡病毒中 S139N 突变位点的发现，
为今后寨卡病毒的病原监测和风险预测提供了重要

靶标， 对于寨卡病毒致病机制研究， 以及疫苗和药
物的研发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据 2017 年 10 月 12 日 《科技日报》

本报讯 近日，省科技厅下发通知，同意我市设立河南省
濮阳市华南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 这是我市第 4 家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

河南省濮阳市华南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依托

濮阳市华南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组建成立， 团队成员 7 人，拟
培养博士 2~5 人、硕士 3~8 人、其他技术人员 10~20 人。 该团
队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顾国彪
领衔的技术创新团队合作，主要研发方向是以高效节能电机
节能技术为核心的应用型技术研究。 目前，工作站合作项目
有2项， 分别是高效节能永磁电机节能技术研究和Ⅰ级能效
高效节能异步电机研究。 项目完成后，预计新增年产值1.7亿
元，实现利税3600万元，增加就业岗位280个。 （孟令涛）

1.048 亿元！ 继山东理工大学、同济大
学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继取得突破后，
近日， 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赵中伟教
授团队的“电化学脱嵌法从盐湖卤水提锂”
技术 3 件相关专利， 以独占许可方式成功
转让给上海郸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许可
使用费超过 1 亿元。 双方将共同组建平台
公司， 由平台公司具体负责专利的产业化
和生产。根据中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赵中伟团队可获得此次成果转让收益总额

的 70%奖励。
“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科技活动的重

要内容，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需要高校、企业、金融、政府四方合力。高校
要引导科研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

紧密结合，要充分发挥高校院所引领作用，
让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活水喷涌而出，为
支撑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有

效成果。”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刘海波日前在接受 《中国知识产权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场需求领航创新价值

“我国锂资源丰富，但多集中于镁含量
高的盐湖里， 只有解决镁锂分离的难题才
能实现锂的规模化提取， 从而推动我国新
能源产业的发展。 我们面向国家需求开展
研究工作， 将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应用
于盐湖卤水提锂，经过多次试验，突破技术
难关，发明镁锂分离的新技术，让分离效果

更好、能耗更低，还不产生酸、碱等有害排
放。 ” 赵中伟所言正是此次许可的提锂技
术。据悉，此次合作涉及 2 件中国发明专利
和 1 件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
交的国际专利申请， 独占许可实施使用费
共计 1.048 亿元 ， 其中货币资金 2480 万
元、股权价值 8000 万元。 根据中南大学相
关政策， 研发团队可获得此次转让收益总
额 70%奖励。

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科研创新工作偏
重基础与理论研究， 拥有深厚研发创新能
力的科研人才未能将智力资源转化成市场

价值。 在赵中伟看来， 根据市场发展趋势
推演科技创新方向、 不断更新升级科技创
新思路正是提升专利质量、 实现专利市场
价值的核心要义。 2015 年修订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打破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藩篱， 鼓励其对持有的科
研成果采取转让、 许可或投资作价的方式
进行转移转化， 对高校以实践为导向的科
技创新产生了巨大鼓舞作用。 随着实验室
连通企业、 研发与生产接轨的创新路径日
益受到重视， 束之高阁的科技成果正被解
放出来， 逐渐转化为企业争夺市场、 占据
市场高地的高质量专利。

“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成为学校知识产
权工作的重要分支。在中南大学，科研转化
成绩被记入教师工作考核， 要求科技创新
与市场运用紧密结合， 同时加大对科研人

员的奖励力度， 从根本上调动了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 也让科研人员更加注重科研质
量特别是专利申请质量。”中南大学副校长
周科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引导机制铸就转化实力

“是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学校科技成果
转化制度的支持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赵中
伟感慨道。国家政策不断出台，中南大学接
连出台 《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科技成果
出资入股流程暂行规定》 《技术成果股权
及权益分配规定》 等文件， 不断完善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 建立符合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特点的岗位管理、 职称评定、
考核评价和工资激励等制度， 优化创新技
术转化为专利申请的流程， 提高科研人员
通过职务成果获得的收益比例， 有力地推
动实验室里的发明创造走进企业。 2000 年
以来， 中南大学依托其拥有的高价值专利
创办的企业已超过 150 家，仅 2017 年上半
年，该校已实现技术转让 45 项，实现了以
往难以想象的经济效益。

随着国家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

松绑， 不仅是中南大学， 许多沉睡在高校
里的创新成果正逐渐被唤醒。 近年来， 各
地高校因地制宜探索科技成果转化道路，
西南交通大学出台 《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
理规定》，创造性地提出高校职务科技成果
混合所有制； 浙江大学聚焦科技成果转化
的全链条， 在打通转化关键环节上进行了

有益尝试； 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知识产权管
理有限公司， 作为对接市场的技术折价入
股通道， 以知识产权增资方式实现规范管
理……累累经济硕果正挂满高校知识产权
转化枝头， 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团队研发
的无氯氟聚氨酯新型化学发泡剂被买断

20 年独占许可使用权，创下 5 亿元的高价
许可； 同济大学王占山团队将自主研发的
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装置 6 件发明专利
授权转让，对价 800 万元；四川大学王琪团
队研发的分子复合 MCA 阻燃剂制备技术
已在全国 20 余家企业获得应用，相关产品
出口韩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产值约
3.1 亿元。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运用是支撑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 刘海波认
为， 当前不同高校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
专利转移转化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专
利质量不高、科研评价机制单一、专利运营
中介服务机构定位不清、 技术供求双方合
作零散等问题需注意。 对此，刘海波建议，
高校科研项目立项初期就要找准需求，明
确研发目的，对于旨在解决现实问题、满足
现实生产生活需求的项目要及早发现，确
认成果使用方，充分考虑、合理安排成果转
化中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诉求。 同时，做
好法律、税务等专业服务，让专利转化事半
功倍。
据 2017 年 9 月 29 日《中国知识产权报》

中南大学3件发明专利以独占许可方式转让许可使用费达亿元，研发团队可获70%权益———

创新为市场 转化显效益

深翻 树盘在休眠期进行深翻， 能把正在土壤中越冬的
虫、茧、蛹翻到地面上冻死，或深翻到土壤深处，使其不能出土
为害。

清扫果园 当梨树叶片基本落完时，必须及时清扫园内落
叶、杂草，并集中深埋或烧掉。这样可以消灭越冬病虫，增加园
内土壤肥力。

秋季拉枝 此时拉枝有易拉、定型快、缓势效果好、成花率
高等优点。

刮树皮 梨树皮缝及翘皮内有很多越冬害虫，如梨小食心
虫、红蜘蛛等。刮树皮可将隐藏在树皮中的虫、卵刮出来，减少
来年虫口密度。

剪除病虫枝 结合梨树冬剪， 将有蛀虫孔或虫卵的枝条、
枯死枝、死芽、僵果一并剪掉，并集中烧毁。 张文

南乐县邵先生问：如何控制新购仔猪死亡率？
市农科院副研究员郭凤英答：
1.备好圈舍。 在空圈期对猪圈舍、走道、饲槽、墙壁、粪沟、

用具等进行清洗，晾干后用 2%~3%的烧碱水、5%~10%的来苏
儿或其他消毒药按比例配制后喷雾消毒（饲槽、用具的浓度比
例按说明）。

2.避免长途贩运仔猪。 实践证明，长途运输容易使仔猪出
现应激反应，加之管理不当，仔
猪的存活率较低， 个体小的仔
猪死亡率更 高 ， 甚 至 高 达
40%。

3.供给清洁饮水。 仔猪到
达输入地后， 应按体重分群饲
养。 第一天供给清洁的饮水并
在饮水中添加维生素 C、 电解
质及少量抗生素（如阿莫西林、
氟呱酸、环丙沙星等）。

如何控制新购仔猪死亡率

10 月 10 日，2017 全国植物与健康峰会在重庆举行，来
自全国各省、 市 500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植物与大健康产业
发展需求进行探讨。 对于中药产业的规范与发展，专家们不
约而同地提到用现代科技来帮助传统中药提升价值。

据统计，我国中药产业呈快速增长态势。 目前，50 余种
濒危野生中药材实现了种植养殖或替代，500 余种中药材实
现人工种养，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 5000 余万亩。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透露， 他们已
经对 1 万余种药用植物进行了基因鉴定， 已经对人参等四
五种药材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为中草药制作了“基因身份
证”，通过技术的创新为中药质量和品质把关。 同时，本草基
因组学的研究还将应用到中药合成生物学、 新药开发等方

面，为中药发展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
“不过，目前中药产业仍然存在中药材、中药饮片质量

参差不齐等问题；中药产品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尚需完善；
中药产业化集中度低； 制造水平亟待提升； 药品研发投入
少、创新能力不足。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
孙晓波表示，中成药的特点是成分较复杂、作用多途径、效
应多靶点。 在技术上则存在缺乏系统药理研究、药品质检方

法落后等问题， 要想让中成药做大做强就要解决这些科技
难题。

“中药研究从经验走向真正的科学， 需要利用现代技
术。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智宏表示，通过现代科学手段研究
来提升中药的药效，像青蒿素的研究一样，才能让中药更好
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据 2017 年 10 月 11 日《科技日报》

我国多种中草药有了“基因身份证”

寨卡病毒感染导致小头症

分子机制解开

梨果采后清园这么做

我市新增1家河南省院士工作站

10 月 12 日， 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果菜茶绿色发展经验交
流会上，农业部总畜牧师马爱国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将率先
从果菜茶取得突破。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果菜茶的投入产出比很低。但这种局
面正得到明显改善。 马爱国介绍，目前果菜茶生产过程中，物
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种养结合、废弃物
资源循环利用在江苏、湖南等地应运而生。 适区种植、特色种
植模式在湖北、甘肃、浙江、云南等省已初具规模。 四川、陕西
等地的标准化生产也已形成产业链条。此外，各地还集成组装
了精准施肥、水肥一体等多种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

马爱国介绍， 今后我国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推进果菜
茶产业的绿色发展。

一是推进结构布局优化，大力发展“三特”产品，包括丑
橘、铁棍山药等特色品种，具有食药同源等特殊品质的百合、
魔芋等产品，以及库尔勒香梨、胶州大白菜等特定区域的地理
标志性产品。

二是着力育种创新。蔬菜方面，将加快选育一批可替代进
口的红果番茄、彩椒等品种。水果方面，重点选育熟期配套、耐
储运及加工专用品种。 茶叶方面，则会选育一批适应性广、符
合机采机制的品种。

三是持续推进标准化生产。 包括节水节肥、绿色防控、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土壤修复治理等多种模式。 同时， 还将清
理、废止一批旧标准，制订、修订一批农药残留、技术规程和产
品等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此外，还将按照建设大基地、创响大品牌、培育大企业的
思路，延长产业链和提升附加值，推进三产融合，实现果菜茶
绿色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

我国果菜茶产业

将进入绿色发展时代

10 月 13 日，山东省沂源县中庄镇耿庄村的果农在采摘苹果。
金秋时节，山东省沂源县的 30 余万亩苹果迎来采摘季，山野果园处处一派丰收景象，苹果

产业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新华社发

苹果丰收果农忙

中科院推出高产水稻新种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