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甲午年八月廿一 总第 10047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http://www.stdaily.com 2014 年 9 月 14 日 星 期 日 今 日 4 版

■最新发现与创新

■周末特别策划

责任编辑 胡兆珀 马树怀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新华社杜尚别 9
月 13 日电 （记 者孟
娜 沙达提 李斌）9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杜尚别同塔吉克

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就深

化中塔关系达成重要

共识，批准了中塔战

略伙伴关系未来 5 年

发展规划，一致决定

全面加强务实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共同安全。

会 谈 前 ，拉 赫 蒙

在民族宫前广场为习

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

仪式。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抵达时，受到

拉赫蒙热情迎接。伴

随着迎宾曲，两国元

首一同走上检阅台。

军乐队奏中、塔两国

国 歌 ，鸣 礼 炮 21 响 。

习近平在拉赫蒙陪同

下检阅仪仗队。习近

平行至队伍中央，用

中塔文问候：大家好

（萨 龙）！ 仪 仗 队 回

答 ：习 近 平 主 席 好 ！

习近平和拉赫蒙相互

介绍陪同人员。外国

驻塔使节也出席欢迎

仪式。两国元首登上

台阶，观看仪仗队分

列式。

欢迎仪式后，两国

元首举行会谈。拉赫

蒙再次欢迎习近平对

塔吉克斯坦进行首次

国事访问。拉赫蒙表

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

视、亲自推动塔中关系

发展，我期待着同习近

平主席共商合作，共同

规划两国关系未来。

习近平指出，中塔

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

的重要一环。中塔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一年

来，政治互信进一步巩

固，各领域合作加速发

展。两国关系的巨大

活力和发展潜力全面

显现。今天，我们将共

同批准中塔战略伙伴

关系未来 5 年发展规

划，这是两国下一步全

方位合作的路线图。

我们要认真落实，取得

更多成果。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

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等各层面交流，我欢迎拉赫蒙

总统今年11月赴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伙伴对

话会。双方要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加强油

气、电力、经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提高

互联互通水平，建设好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未来5

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30亿美元。（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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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世界自然基

金 会（WWF）和 来 自 法 国 基 因 研 究 公 司

SPYGEN 的科研团队近日宣布，首次从北极

熊留在雪地上的足迹中提取出 DNA。

这是目前科学界找到的最简单易行的

提取北极熊 DNA 的方法。SPYGEN 项目负

责人、国际著名熊类分子生态学家伊娃·贝

乐曼（Eva Bellemain）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科研人员通常利用无线电项圈对

北极熊进行研究，这种方法需要先固定北极

熊，并给它们戴上项圈，这样也可以获取北

极熊的组织样本。但这些方法都是侵入性

的。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收集北极熊的粪

便样本来提取 DNA，但粪便比积雪中的足

迹更难发现。

伊娃·贝乐曼介绍，北极熊足迹中会

遗 留 一 些 脱 落 的 细 胞 ，可 以 从 这 些 细 胞

中 分 离 出 DNA。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了 解 到 ，

除 了 北 极 熊 的 DNA，SPYGEN 还 在 足 迹

样 本 中 发 现 了 一 只 海 豹 和 一 只 海 鸥 的

DNA。“ 对 此 我 们 只 能 做 出 一 些 推 测 ，例

如 北 极 熊 很 可 能 杀 死 了 一 只 海 豹 。” 伊

娃·贝乐曼说。

“截至目前，我们可以确认样本中出现

的 DNA 属于哪些物种，下一步我们将从同

样的 DNA 中分析出该物种的基因型，以对

北极熊进行个体确认。在此基础上，通过

对大量样本进行基因型确认，我们可以获

知北极熊种群的信息，例如种群数量、个体

之间的血缘关系、种群结构等。”伊娃·贝乐

曼说。

她表示，这种方法有可能被用于其他野

生动物 DNA 的提取，“将它推广到其他物种

和其他环境也是其前景之一”。

北极熊的雪地足迹中分离出 DNA

北纬 53度，在祖国版图鸡冠顶端，与北极村漠河同

纬度的原始森林腹地，有一个地方叫奇乾。

在这神秘又封闭的林海孤岛上，驻扎着一支绿色

方阵——武警部队唯一一支驻守在原始森林腹地、担

负着祖国北疆林区防护战略前哨任务的奇乾中队。

这支生态战场上的尖兵劲旅，50多年来，用忠诚守

护着 95万公顷原始森林的安宁与庄严。荣誉是最好的

说明：该中队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 2 次、集体三等功 1

次，官兵们被林区人民亲切誉为“原始林区守护神”！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千里迢迢、几经辗转来到这里，探

访了这群可爱可敬的官兵！

彰显坚守的强大力量

奇乾中队属武警内蒙古大兴安岭支队，驻防的是

大兴安岭北部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腹地。官兵人均防火

面积 16000 多公顷！这里，林间植被茂密，地被物厚达

30公分以上，可燃物蓄载量大，独特的小气候导致的夏

季干雷暴，极易引发森林火灾。而山高林密、灌木丛生

的原始环境，又给火灾扑救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官兵们用行动说话。一个夏日，雷暴在天空炸

响，森林腹地多处燃起了烈焰。火光就是命令！中

队官兵与火魔鏖战 8 个小时，筋疲力尽。可还没等

喘口气，前指通知：6 公里外五号火场告急！疲惫的

官兵背起 50 多斤的装备给养，向新的战场驰援。2

米多高的灌木丛遍布山间，厚厚的腐殖质层下暗流

涌动，官兵们在林中艰难跋涉。6 公里的直线距离，

官兵们用了近 8 个小时才抵达。所有人脸上、手上

都被针叶刺破，腰部以下全部被冰冷的溪水浸透，

可没有一个人掉队。上等兵马壮被树枝刺伤眼睛，

闭着眼睛扶着战友跟上了队伍，列兵王宏远脚被树

叉扎伤，鲜血和冰冷的河水腻在一起，袜子都脱不

下来……官兵们没有片刻休整，迎头冲上熊熊燃烧

的火魔。此次灭火作战历时一个多月，中队官兵连

续转场 5 次，平均每天休息不到 3 个小时，近半数官

兵因为得不到休息晕倒在火线旁，可参战的 45 名官

兵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

又是一个仲夏。北部原始林区伊木河发生森林火

灾，直接威胁到原始樟子松林和北京军区某边防连队

油库安全！时任中队指导员吴迪带领党员突击队，冒

着被倒木砸伤的危险，开挖防火隔离带。他们挥舞着

砍刀，在厚厚的腐殖质层上打开缺口。砍刀崩出了豁

口、战士虎口震裂、裤脚被荆棘划开刺入肉里……可没

有一个人退缩。极度劳累和高温让战士们晕倒了，浇壶

水淋醒了再上；火把鞋底烤化了，塞进一把草穿上再上；

风力灭火机油料耗干了，拿起身边的树条再上……10个

多小时的奋战，火头顶住了，油库保住了，林子安全了！

大战之后的战士满脸油烟、嘴里叼着干粮倚着树干就睡

着了……在场的兄弟部队为官兵们的神勇和悲壮所震

撼！为此，北京军区专门致电总参谋部为该中队请

功。中队被授予集体二等功！ （下转第三版）

雄鸡版图顶端的绿色方阵
——记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奇乾中队

本报记者 唐先武 本报通讯员 陈维奇 温柏志

9月13日，正在北京出席第27届太空探索者协会年会的近百名中外航天员参观中国航天员中心。在“神舟”
飞船模拟器前，部分女航天员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摄

各国各国““太空人太空人””走进中国航天员中心走进中国航天员中心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3日电 （记者付毅飞）中国航

天员中心副总工程师黄伟芬 13 日透露，我国将在两年

内进行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工作，选拔范围将

由过去的飞行员队伍拓展到航天工程研制、医学等领

域的专业人员，但暂时不包括女航天员。

黄伟芬当日在第 27 届太空探索者协会年会上介

绍，为更好地完成空间站建设任务，中国航天员中心正

在为空间实验室的任务进行技术培训，第三批航天员

选拔和训练工作将在两年内进行。

“目前我国共有 21 名航天员，全部来自飞行员队

伍。”黄伟芬说，在选拔第三批航天员时，将充分考虑空

间站任务对未来航天员身心素质、专业技术知识的更

高要求，因而会在与载人航天工程相关的研制部门选

拔工程师，加入航天员队伍；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发

展，也有可能从医学领域选拔医生或心理学家。

同时她表示，考虑到未来任务对航天员的需求，加

上目前航天员队伍里已有两名女性，所以第三批中暂

时不会选拔女航天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伟此间介绍，自

2010年我国政府批准了空间站工程以来，各项研制和建设

工作稳步推进，各类飞行产品研制、地面设施建设以及大型

综合科学实验均已全面展开。我国计划于2016年前后发

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并随后发射神舟十一号飞船、天舟

一号货运飞船与之对接；于2018年前后发射实验核心舱，进

行空间站建造技术验证；于2022年完成空间站建设。

当日下午，参加年会的部分航天员参观了中国航

天员中心。本届年会自 10 日开幕以来，各国航天员在

多个技术论坛中开展了交流，并走进北京、天津、西安、

深圳四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天文机构和中小学

校，与中国航天工作者、爱好者进行了互动。

我国两年内选拔第三批航天员

9 月 12 日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基因检测

技术被认为是更早发现和预防遗传基因缺陷的重要

手段。

技术发展，基因科技改变生活

今年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设立的第 9 个年

头。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出生缺陷各类疾病高发国

家。2012 年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

显示，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 5.6%，每年新增出生

缺陷约 90 万例，且部分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态势。

在我国，出生缺陷目前已成为儿童致病、致残，甚至死

亡的重要原因。如何更早地发现这些遗传基因缺陷，

就要依靠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和临床应用。在这一

背景下，基因检测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基因检测的

意义远不止于此。比如，可在肿瘤形成之前找到那些

跟肿瘤有密切关系的致癌基因突变，从而做到先一步

预防。肿瘤患者也可通过基因检测进行化疗及靶向

治疗的用药指导。

“客户只需抽取一定的血液，交由专门的检测机

构，提取基因并解码、分析查找突变基因，我们就能知

道问题基因在哪里。”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博奥生物集团）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孙义民向科

技日报记者介绍。

韩女士便是这一技术的获益者。她是一位 40 岁

的高龄产妇，肚子里的宝宝目前已经四个月。在产检

初期医生告诉她孩子是单脐动脉，不能确定有没有畸

形，事后她在医生的建议下接受了无创产前筛查，“医

生告诉我检查结果显示孩子的染色体没有问题，让我

不必担心，谢天谢地，幸好现在的检测手段高超。”她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仍难掩兴奋。

通过生物芯片检测从血液或组织中提取的基因

片段，就可以对人体的多种疾病进行检测或者提前

预警，这对未来医生实施治疗方案、人们预防疾病等

各方面都将产生重要作用。人们只要通过生物芯片

对其肿瘤易感基因进行检测，就可以了解到自己是

哪种肿瘤的易感人群，该从哪些方面注意自己的身

体健康。根据检测结果，这些都能够做出比较清晰的

判断。 （下转第三版）

基因测序，热点背后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李 艳 蒋秀娟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艳 蒋秀娟）9月12日，中国出

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颁发“2014年首届中国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其中，终生成就奖 1

人、杰出贡献奖 3人、青年学者奖 5人，6个组织获特殊

贡献奖。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获得“特殊贡献奖”,它的获奖也表明基因

科技对预防和诊断出生缺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是我国出生缺陷防

治领域唯一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今年首次设立“中国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并在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备案。该奖项每两年在9月12日“中

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举办一次颁奖仪式，旨在奖励在我国

出生缺陷防治基础、预防及临床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专

家学者和组织，充分调动出生缺陷防治领域广大专业技

术人员的积极性、创新性和公益参与性，促进我国出生缺

陷防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公益事业的进步，降低出生缺

陷率，提高出生缺陷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改善出生缺陷患

儿预后，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素质。

首届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颁发

左图为9月13日，袁隆平在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试验田边体验操作遥控飞机。右图为遥控飞机在田间
飞翔（9月13日摄）。当日，在湖南长沙，珠海羽人飞行器有限公司向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杂
交水稻研究团队捐赠了两台遥控飞机，计划应用于杂交水稻试验田的植保和授粉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袁 隆 平 田 间 遥 控 飞 机 航 空 科 技 助 力 杂 交 稻

科技日报北京9月13日电（记者林莉君）13日，清

华大学发布消息称，美国时间 9 月 10 日，在夏威夷召开

的第二十届 ACM 移动与无线通信年会（ACM Mobi-

Com 2014）上，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刘云浩教授团队的

论文获得本届会议的唯一最佳论文奖，这是大会首次

将这一最高奖项颁发给亚洲的科研院校。

ACM 移动与无线通信年会是计算机网络方面国

际三大顶尖会议之一，每届会议录用 30篇左右论文，录

取率超低。

刘云浩教授团队的获奖论文——《射频全息图：利

用商业化产品对移动射频标签进行实时高精度追踪》，

提出了毫米级别的高精度实时追踪技术，可以在相应

的计算环境中准确获取无线网络节点的位置信息，是

迄今为止利用商业化设备所取得的最好的追踪结果，

精度比相关工作提高了近 40倍。

刘云浩团队的研究主要面向室内定位和标签追

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工业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自

2011 年起，海南航空集团与刘云浩团队密切合作，致

力于解决机场行李丢失问题，开发了“人工行李分拣

辅助系统”。其核心技术正是论文中提到的“毫米级

别的高精度实时追踪技术”，该套系统已在首都国际

机场 T1 航站楼和三亚凤凰机场部署试运行，共处理

11 万枚射频标签，涉及 53 个目的地机场，93 条航线和

1094 次航班。

追踪定位机场行李精准至毫米级
清华教授团队获ACM移动与无线通信年会最佳论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