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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将突破深空探测等一批关键技术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10 月 18 日发布《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期间，中国
航天将突破包括深空探测技术在内一批制约航天发展的关键技术，增加航天核心技术储备，提高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比重，航天专利数量年均增长30%以上。一批关键技术分别为： 

1.运载火箭技术：先进上面级技术、重型运载火箭关键技术等。 
2.卫星系统总体、平台等技术：系统优化设计、卫星编队组网技术；先进控制技术；近空间飞行

器平台技术等。 
3.卫星有效载荷技术：通信有效载荷技术；遥感有效载荷技术；时空测量有效载荷技术。开展对

地观测卫星有效载荷关键技术攻关及工程化研制。 
4.深空探测技术：深空飞行总体、能源、电磁波探测、测控、着陆及表面探测、机器人、返回、

行星际探测等技术。 
5.卫星应用技术：遥感卫星定量化与业务化应用、空间数据融合、微波遥感应用、超光谱遥感应

用等技术；卫星导航定位应用技术；高速数字数据直播/广播传输、网管技术、应急卫星通信等技术；
空间电磁环境监测技术；地面系统的总体设计与集成、多任务地面运行管理控制、数据处理、数据存
储管理、共享与分发等技术。 

北斗星导航系统将有30 颗卫星 

中国航天局长孙来燕在 10 月 12 日开幕的深圳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谊会上透露，“十一五”
期间，北斗星导航系统将扩展为具 30 颗卫星的导航系统。据介绍，中国即将实施五大航天工程项目： 

一是载人航天工程方面，将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及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建立短期有人照料、长
期在轨自主飞行的空间实验室。 

二是月球探测工程领域，“十一五”期间实现绕月探测任务，对地月空间环境进行探测。发射“嫦
娥 1 号”后，将实施探月工程第二、第三阶段计划，2013 年左右，发射月面巡视探测器，完成月面软
着陆探测；随后，发射小型采样返回舱，采集月球样品返回地球，进行深入研究。 

三是建设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针对国民经济各领域发展需求，利用 10～15 年时间，发展基
于卫星、飞机、平流层飞艇的先进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四是建立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立具有报文通信能力和一定抗干扰能力，并能向全球扩展的
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并把北斗星导航系统进一步扩展为30 颗星的导航系统，精度将大大提高。 

五是建立新一代大运载火箭方面，计划用6～8 年时间完成5 米直径运载火箭的研制，它将具有
无毒无污染、低成本、高可靠、任务适应性强等特点。 

我国已形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农业科研体系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近日说，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 48%；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矮败小麦、禽流感疫苗等方面的科技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农业先进技术引进工作成效显著，农业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达 38%。全国现有
1200 多个农业研究机构，已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科研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章力建表示，该院目前已与 66 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国际组织和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建立了广泛的科技经济合作关系，与 27 个国家和 14 个国际组织签订



了科技合作协议，在种质资源、水稻品质、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环境资源、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开
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中美脑中风协作组共同防治脑中风 

由中、美两国医疗专家组成的脑中风协作组，10 月 12 日在京成立合作基地，以致力于我国脑中
风的防治事业。基地为降低我国中风的发生率及致残率，将建立一整套预防、筛查、治疗体系。 

中美专家把基地选定在北京市健宫医院。基地引进了美国在脑中风治疗方面的成功方法，并建立
一套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脑中风防治体系及标准。基地计划建立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脑中风治疗网
络，并将通过与美方专家广泛深入的合作，培养出一支掌握先进技术并熟悉我国患者特点的医生团队。 

协作组将实施“中国百万脑中风患者筛查防治‘红色风暴行动’”，通过科学的筛查手段，从我国
700 万脑中风患者当中找到那些没有得到救治甚至根本不知道病因的这部分高危人群，再从中找到适
合手术治疗的患者，通过手术根治脑中风，使其不再复发。 

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保护黄河流域 

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10 月15 日在山东省东营市签署《2007～2011 年合作框架》，
明确提出在未来 5 年，双方合作“保护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推动黄河流域的综合管理，确保健康
黄河，实现人水和谐与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该合作框架，双方将共同组织黄河国际
论坛，开展欧盟流域综合管理项目，推动《黄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并探讨黄河流域水安全。 

当天，世界自然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黄河水利委
员会还在东营联合发布《中国流域综合管理战略研究》一书。研究报告首次详细分析了长江、黄河、
澜沧江等中国各大流域存在的问题和未来优先任务，并针对流域综合管理的立法、规划等工作提出了
切实建议。 

中新数字媒体研究院成立 

中科院自动化所与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10 月 13 日签订协议，联合成立中新数字媒体研究院，
双方将重点在交互数字媒体领域开展合作研究。研究院总部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中方将派 40
名科研人员到研究院工作，双方将在交互式语言学习、虚拟现实、交互式游戏、视频和分析等领域开
展合作研究与交流。合作方式包括：互派科研人员、企业技术合作、共享知识产权、共同发表文章等。 

在酝酿和筹备研究院过程中，自动化所已与新加坡科技电子公司就网络数字内容管理等方面合作
签署了框架协议。为进一步发挥研究所在数字媒体学科领域的综合优势，自动化所还在今年成立了数
字内容技术研究中心，研究产业发展所需的共性支撑技术。 

首张中国人完整基因组图谱绘制完成 

我国科学家 10 月 11 日宣布，他们已经成功绘制完成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
一号”），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该项目是我国科学家继承担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1%
任务、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谱10%任务后，用新一代测序技术独立完成的 100%中国人基因组图谱。
专家表示，这项在基因组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科学成果，对于中国乃至亚洲人的 DNA、隐形疾病基因、
流行病预测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该项目由来自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生物信息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
所的科学家共同发起并承担。该项目执行博士王俊表示，到 10 月初，该合作研究团队已完成第一个
中国人的基因组序列图谱的测序工作，下一步将是进行上百个乃至更多的个体基因组分析，发现亚洲
人基因组多态性的规律。 

龙芯 2F 投入百万片量级生产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 10 月 13 日表示，龙芯处理器实现创新跨越，根据有偿授权协议，
意法半导体公司最近已启动百万片量级的龙芯 2F 大规模生产。  



他说，两个月前，龙芯 2 号系列的升级产品龙芯2F 系统芯片（SoC），流片成功，经过两个月
的严格测试，没有发现任何设计错误，现已正式定型。 

龙芯 2F 是一款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的系统芯片。它采用90 纳米工艺，片内集成了龙芯 2 号
CPU核、DDR2 内存控制器、PCI/PCIX 控制器、LocalI/O 控制器等重要 IP，晶体管数目达 5100
万个。与去年推出的龙芯2E 相比，功耗降低了 40%，在 1GHz 频率下功耗仅为3—5 瓦；主频提高
了 20%，访存和输入输出带宽均提高了一倍以上。这大大降低了整机的硬件成本，具有很强的市场竞
争力，可广泛用于工业控制、低成本电脑、数字家电、网络应用等领域。 

目前，在龙芯最具竞争力的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应用和面向特定领域及行业的桌面终端已取
得突破性进展，有些采用龙芯 CPU 的整机产品正在定型推广，在江苏省开展的桌面应用试点也在顺利
进行。 

用紫光灯分解恶臭气体 

由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侯惠奇教授主持的“微波等离子体紫外辐射技术应用于处理恶臭
物质的研究”近日申请 2 项国家发明专利，已在 SCI发表论文 4 篇。 

据了解，侯惠奇教授团队研发的“无极紫光灯”，其原理在于用频率为2.45GHz 的微波放电，产
生 200 纳米左右波长的紫外光，以此分解恶臭气体。针对二硫化碳、硫化氢等废气的分解实验表明，
在同等条件下，无极紫光灯对恶臭气体的分解率比传统方法高出50%。在此基础上，侯惠奇教授等又
进一步提出以介质阻挡放电为基础的双等离子体分解恶臭气体，效果更好。 

据介绍，无极紫外灯具有无汞和无电极的特点。与传统产品相比，该灯的优势在于发光强、无污
染、寿命长、能耗低。由于灯管内无电极，从而可将灯管寿命从几千小时延长到几万小时，且灯管内
可用氪等惰性气体代替汞作为填充气体，从而可避免引起汞二次污染。一盏无极紫外灯的发光功率在
200 瓦以上，与目前市场上的紫外线消毒灯相比，发光功率大为提高。 

侯惠奇教授表示，大至垃圾堆场、粪便中转站、污水处理厂、香料厂、皮革厂，小至公共厕所、
面包房，都有无极紫外灯的用武之地。 

我国光身杂交稻再添新种 

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美国光身稻搭桥，以遗传改良和常规育种技术以及杂种优势，利用与生物技术
和形态改良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手段，创造崭新的水稻特异种质资源，于 2003 年率先培育出光身杂交
稻及其配套亲本光香 A、B、R，育成“野败型光身不育系光香 A 选育”，为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
打开新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又通过相关的品种杂交、多代择优和回交转育，成功推出光身不育系
光香 7A。 

稻米品质经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包括糙米率、整精米率、粒长、长宽
比、垩白粒率、垩白度、透明度、碱消值、胶稠度、蛋白质 10 项指标，米质达部颁一等食用籼稻品
种品质规定标准；精米率达二等优质米标准；直链淀粉含量达四等食用籼稻品种品质规定要求。 

国内首款低功耗低成本手机GPS 基带芯片研制成功 

近日，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基于自主创新技术，开发成功国内第一款低功耗低成本手机GPS基带
芯片。该芯片由“百人计划”学者陈杰研究员领导的通信与多媒体 SOC 研究室负责研制，芯片基于自
主创新架构和电路实现方式，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该芯片的功耗降低了一
半以上，同时成本优势也十分明显。 

目前，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正在与相关公司合作，开发完整的 GPS 定位模块和嵌入式软件，近期
可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完整的手机 GPS 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