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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卫生科技创新体系 

在近日召开的 2007 中国科协年会上，卫生部长陈竺从6 个方面阐述了对卫生科技创新体系的思考： 

第一，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第二，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整合、充实现有的医教研资源，建立医学专门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

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立医疗机构与科研机构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大型科研医疗机构

与基层卫生机构有机结合的技术推广应用体系；建设不同领域和地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第三，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和优秀科研团队的

支持；加大重点科研岗位高层次创新人才海内外公开招聘力度；支持科研和医疗单位吸引和培养科技人

才；加快建立有利于科技人才有序流动的政策保障制度。 

第四，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着眼于转换型研究。要借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国外研究机构设

立的经验，建立从实验室到临床、从基础到应用的“转换型”研究机制。 

第五，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支持民族卫生科技产业发展。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显示，2004 年

卫生服务业产值占全部服务业产值的比重，美国为 20%，德国为 15.1%，中国为 11.5%。因此，建立我国

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必须要以支持民族卫生科技产业为重要方向，使卫生科技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卫生科技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第六，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注意吸纳国际资源，大力推进国际卫生合作。建立开放、联合、共

赢的卫生科技合作机制，积极争取国际合作项目和资金，加强国际合作，充 

分吸纳和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我国卫生科技工作。 

中国将实施首个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捕集研究项目 

    9 月 6 日，华能集团公司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工业研究组织正式签署《关于洁净煤发电及二氧化碳捕

集与处理等技术研究的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积极开展发电厂烟气二氧化碳的捕集与处理

技术研究合作，并为在华能北京热电厂建设国内第一个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捕集试验示范项目提供技术支

撑。双方合作的研究课题涉及发电厂烟气二氧化碳的捕集与处理、煤气化技术、煤气净化技术等。双方将

支持华能集团所属的西安热工研究院与科工组织能源中心开展“燃煤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捕集与处理”项
目的合作研究，科工组织支持华能集团在华能北京热电厂建设二氧化碳捕集装置。  

中国技术将匈牙利玉米“变成”欧盟倡导环保产品 

    匈牙利经济和交通部长科考?亚诺什近日在上海宣布，依靠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匈牙利将发挥玉米资源

优势，成为欧盟重要的生物降解餐盒及其他环保包装材料生产国。 

哈尔滨绿环生物降解制品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中科红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1800 万欧元，在匈

牙利建设年产 5 万吨玉米淀粉及数亿只生物降解餐盒的企业。该项目不仅为匈牙利玉米找到了新的开发增

值途径，可创造大约 800 个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可取代塑料和纸制包装材料。 

    科考?亚诺什强调，与玉米乙醇项目相比，玉米消耗量很少，不会对匈牙利的玉米供应和饲料业产生不

利影响。由于该项目综合效益显著，匈牙利政府已决定予以相应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据介绍，该项目有望于 2008 年内部分建成投产，在 2010 年左右形成年产玉米淀粉 10 万吨、8 条生产线年

产 8 亿只环保餐盒的能力。 



第二代高效植酸酶产品 

中国农业科学院 9 月 10 日宣布，由中国工程院范云六院士带领的课题组在成功开发出第一代植酸酶产

品的基础上，经过 7 年科技攻关，利用玉米种子生物反应器成功培育出生产高活性植酸酶并稳定遗传的转

基因玉米，即第二代植酸酶产品。 

    据介绍，植酸酶是一种性质优良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到饲料中可以把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中大量存

在的植酸磷分解成无机磷，解决单胃动物缺乏植酸酶，无法有效利用饲料原料中含量丰富的植酸磷的问题，

提高单胃动物对饲料磷的利用率和动物的生产性能，降低动物粪便中磷的排泄量。 

该生产方式与利用发酵方式生产植酸酶相比不需要厂房、发酵罐等专门的生产设备，生产成本低；生

产过程仅是玉米种子的田间生长过程，无需耗费其他能量，也不需再进行产后的提取和纯化，可节约大量

能源。此外，酶能在种子中长期稳定保存，无需特殊的保存备件及考虑产品的剂型，易于长距离运输和普

及推广。 

嗜铬细胞瘤存在新基因突变 

近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姚斌等在国际上首次报告，嗜铬细胞瘤等多发性内分泌腺

瘤病存在一个新的罕见基因突变点，即 delD631 突变。具有这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发病年龄较晚，病情较轻。 

姚斌等检测到一个国内罕见的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II 型大家系，共 22 名成员，经过病理确诊患者 4

名。研究人员抽取 22 名成员的外周静脉血，提取 DNA 进行研究分析，探查到 RET 原癌基因上一个罕见位点

（D631）突变，并发现此位点一个新的突变类型（delD631）。具有这一突变的患者，其临床表现与既往常

见的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II 型患者的临床特点不同，主要表现为发病年龄较迟（31—36 岁），肾上腺嗜铬

细胞瘤可早于甲状腺髓样癌发生，肿瘤侵袭性相对较弱。 

氧化铁纳米颗粒模拟酶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研究小组的《氧化铁纳米颗粒具有过氧化物酶活性》一文近日发表在《自

然—纳米技术》杂志上。该小组最初的试验设计是为了寻找肿瘤细胞新靶标，在磁性纳米颗粒上连接了他

们已获得发明专利的“抗体”，希望研制一种新的具有识别抗原和磁性分离双重功能的免疫纳米颗粒，用

于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然而，在鉴定抗体分子是否连接氧化铁纳米颗粒时，研究人员遇到了不能排除的本

底噪音。在用尽各种方法排查之后，他们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研究小组由此推测，磁性纳米颗粒可能具

有另外一种尚未被发现和证明的性质，这种性质很可能是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 

为证明这一推断，该小组从不同纳米材料研究机构取样，并对不同大小尺寸的氧化铁纳米颗粒材料分

别进行研究，试验最终证实了研究小组的推测是正确的。随后，研究小组又利用纳米颗粒模拟酶的这一新

特性，设计了多种免疫检测方法，实现了对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和肌钙蛋白的检测。并将其与具有蛋白质性

质的辣根过氧化物酶进行比较，发现这种纳米颗粒模拟酶具有制备简单、经济、耐高温和耐酸碱等诸多优

势。在此基础上，他们研制了多种新型免疫检测模型，拓展了氧化铁纳米颗粒在其他方面的新用途。例如，

污水处理和酸雨检测。 

 

我国科学家首次描绘太空磁场三维“天然舞姿” 

    一个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肖池阶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王晓钢教授、濮祖荫教授等为主的国际联合研究

团队首次观测到了主导太阳耀斑、极光、磁暴等太空自然现象的基本物理过程——“磁重联”的三维几何

结构，描绘出了太空磁场的“天然舞姿”。这将有助于为人类航天飞行等活动建立更加准确的空间天气预
报模型。该成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自然·物理学》杂志上。  

王晓钢说，磁重联是影响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的重要因素，对它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太空
中的等离子体物理现象，使今后建立空间天气预报模型更加准确。 



    欧洲空间局官方网站称，这是一个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国际团队得到的先驱性发现。这一成果“揭示
了前所未见的三维磁场的‘天然舞姿’”。  

单分子自旋态的量子调控研究 

近日，中科院物理所纳米物理与器件实验室高鸿钧研究组与谢心澄研究员及英国利物浦大学Werner A. 

Hofer 教授合作在单分子自旋态的量子调控研究中取得新进展。他们发现在酞菁铁分子 Kondo 效应中由于

分子中心铁原子在金属表面的吸附位置不同对 Kondo 效应产生很大影响。该研究结果发表在 9月 7 日出版

的《物理评论快报》上。这是首次报道吸附位置对单分子 Kondo 效应的调控作用，为单分子自旋态的量子
调控及其在量子信息中应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物理所高鸿钧研究组利用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及扫描隧道谱，在对吸附在金表面的磁性分子酞菁铁的

测量中，发现了 Kondo 温度高于室温的 Kondo 效应，并发现分子中心铁原子在金表面的吸附位置对 Kondo

效应影响很大。他们发现酞菁铁分子在金表面存在两种吸附取向，虽然在分子中心测量的扫描隧道谱显示

两种分子取向都存在 Kondo 效应，但是彼此却存在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根据 Fano

理论拟合的 Kondo 温度，以及扫描隧道谱在费米面附近的线型。第一性原理计算及实验测量表明，两种取

向的分子的中心铁原子吸附在金表面的不同位置：第一种分子取向，铁原子吸附在金表面两金原子之间的

桥位置；第二种分子取向，铁原子吸附在金表面金原子的正上方。他们的理论分析表明，分子中心铁原子

在金表面的吸附位置不仅影响到局域自旋与自由电子耦合相互作用的强弱，而且还会影响扫描隧道谱测量
中隧穿电子的通道。 

精原干细胞介导法 

扬州大学李碧春教授率领的攻关组经过 4 年努力，成功研究出精原干细胞介导法。该方法可广泛运用

于家禽的转基因，而且成功率提高了 10 倍。 

从 2003 年开始，李碧春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大胆提出，将外源基因注射到鸡的睾丸中，在分化精子时，

以精原干细胞实现转基因。通过对鸡的检测和蛋白检测，转基因成功率高达 50%—60%，较传统方法成功率

提高了 10 多倍。而且遗传十分稳定，在鸡的第二代、第三代后代中，依然检测到了转基因成分。 

中国红莲型杂交水稻研究 

    由武汉大学完成的红莲型籼稻配子体雄性不育研究与利用项目近日通过鉴定。该型水稻是目前世界上

三大杂交水稻品系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初，武汉大学以海南红芒野生稻为母本、莲塘早为父本，杂交和回

交育成了红莲型杂交水稻，以后转育成红莲华矮一五、中锋一号等系列不育系；后来又引入广东、海南育

成红莲青四矮、丛广四一和粤泰等不育系。1997 年后又成功选育出红莲优六号，珞优八号、粤优九号两个

新组合。 

    近年来，红莲优六号在中国南方稻区八省及印尼、越南等地进行区域试验和示范推广，其表现为生产

势强、米优优、穗大粒多、抗性较好、适应性广等特点，亩产最高达到 847 公斤。目前，红莲优六中稻新

品种已吸引来自湖北、湖南、安徽、陕西、河南等省的农技推广部门和种子公司前来选购。珞优八号今年

已在湖北省示范推广 70 万亩，大面积生产亩产可达 700 公斤以上，高产示范基地亩产超过 800 公斤，达到

国家超级稻标准。该品种除在湖北省推广外，还在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西等地推广

种植近 30 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