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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行动派·在光谷创业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冠军决出
科技日报讯 （高冰洋 记者王春）日前，

作为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的第二

站——生物医药行业赛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

心举行，160 余名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精英

齐聚一堂进行半决赛和总决赛，经过一番精

彩角逐，最终余长源博士团队、杭州启明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分获团队组、企业组第一名。

据悉，杭州启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专注

于介入式主动脉生物心脏瓣膜系统的产业

化研究，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申请中

国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32 项，获得 7 项发明

专利，并通过 PCT 专利进行专利技术的国

际布局。

上海一直大力推动发展生物医药行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营造活跃、宽容的环境。据统

计，2013 年,仅 1—10 月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经

济 总 量 就 达 到 了 1904.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55%，创新型龙头企业加快发展，重大创新

产品加速涌现。近年，首个国家级转化医学

基础设施落户上海；老年常见多发慢性病的

综合防治体系已初步建立；《上海市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09—2012）》“3211”的

目标顺利完成，初步建成了国内生物医药的

创新产品制造中心、商业中心和研发中心，行

业经济总量达到了 2000亿元。扶持了 100家

年产值超过 2 亿元的创新型企业，打造出了

100 个销售额超过亿元、科技含量高的拳头

产品。

巴西“奥运地铁”中国北车下线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李宁 记者张兆军）

近日，随着鸣笛声，巴西里约 4 号线“奥运地

铁”首列车在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下线。

此次下线的列车为 A 型不锈钢车体，6

辆编组，最高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100公里，最

大载客量约 2240 人，列车将运行在里约地铁

4 号线上，该线路为奥运线路，建成通车后将

连接 2016 年奥运会奥运村相邻地区和 Co-

pacabana 赛区，中国体育健儿有望乘坐国产

地铁列车参加巴西奥运会争夺冠军，这也将

创造中国轨道交通装备首次在境外服务奥运

会的历史。

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在里约近五年

来举行的历次轨道交通车辆招标中全线胜

出，2013 年 9 月，长客股份公司与巴西 Me-

troBarra 公司完成巴西里约热内卢 4 号线 15

列（90 辆）地铁列车签约工作，根据合同，此

批车辆将于 2015 年 6 月前完成交付。加上

活跃在巴西里约的 EMU 电动车组，截至目

前，长客股份公司已经获得里约热内卢 100

列（400 辆）电动车组、34 列（204 辆）地铁列

车的订单，承担了里约热内卢约 82%的城市

轨道交通运能。

中国南车株机研制新型南非机车下线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颜常

青 刘天胜）日前，一款为南非打造的新型高

端双流制电力机车在株洲成功下线。这是继

去年 8 月，我国出口南非首台电力机车下线

后，又一款为南非量身打造、具南非文化元素

的“升级版”电力机车。

“升级版”电力机车由南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株机公司）研制。目前我国轨道交

通最大出口订单“南非 21 亿美元订单”中增

购项目的电力机车项目内容。这款双流制

（直流和交流）四轴货运电力机车，可以在 25

千伏交流电压和 3 千伏直流电压下运行，功

率为 3000 千瓦，最高时速 100 公里。机车采

用微机网络控制系统，能实现 8台机车重联，

并可与内燃机车重联。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索建国介绍，该型电力机车

吸收了为我国国内运煤专线设计的电力机车

的精华，为南非最繁忙的运煤线路量身定制，

机车轴重设计为 26 吨，增大牵引力，以适应

煤运需要；机车采用了先进的有线电控空气

制动系统技术（ECP），可通过电信号控制车

厢的空气制动，大大提高长大编组车厢的制

动响应速度，和列车的安全可靠性。首批 2

台机车将于 2015年 2月 28日前验收交付。

黑龙江成立秸秆综合利用联盟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近日，黑龙江

秸秆综合利用联盟—生物质液固体燃料与循

环经济技术产业联盟在东北林业大学成立。

从此，黑龙江省有了自己的生物质液固体燃

料与循环经济高新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该联盟由热衷并致力于秸秆综合利用的

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组成。联

盟以推进黑龙江省秸秆生物质液固体燃料与

循环经济相关技术协同创新、研发和产业化

应用及发展为目标，以“推动秸秆开发利用技

术协同创新、引领秸秆利用产业深度高效发

展”为宗旨。通过多家企业的优势互补与强

强联合，促进生物质液固体燃料产业共性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解决其产业深度发展的关

键技术问题，提升黑龙江省生物质液固体燃

料及相关产业技术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能

力与水平。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记者从 2014

年中国（长沙）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新闻发布

会现场获悉，第八届科交会将于 10月 23日长

沙开幕。长沙市工信委以及该市 5大国家级

园区同步加盟执行单位，创历年最强组委会

阵容。

科交会组委会首次创新办会模式，采用

“请进来，走出去”的阶段式办会。第一阶段

10月 23日—24日在长沙举办，为市内外优秀

科技成果与长沙市技术需求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第二阶段 11月中下旬举行，该市将组织

一批科技型企业前往北京、上海两地，到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考察，对接项目、合作

洽谈。

长沙市科技局局长胡石明介绍，科交

会将取消设立大型综合展示的传统项目，

重点组织移动互联网（“北斗”导航）产学

研对接活动等 12 场系列产学研专场对接

活动，重点布局移动互联网、北斗导航、先

进装备、新材料及生物医药 5 个长沙地区

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成果对接，并

由 该 市 5 个 有 特 色 优 势 的 国 家 级 园 区 分

别承办。规模超过 500 人的“天使投资人

长 沙 行 ”，将 是 国 内 最 大 的 一 次 投 资 人 盛

会。胡石明表示，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 还 会 对 科 交 会 合 作 项 目 予 以 大 力 配 套

支 持 。 通 过 政 府 搭 桥 ，市 场 竞 争 ，财 政 补

助 等 手 段 ，切 实 实 现 技 术 供 需 对 接 ，解 决

产业技术瓶颈。

此外，科交会期间，德国巴斯夫集团、戴

姆勒公司、美国 Varia 3D公司等将与湖南 3D

打印技术第一品牌华曙高科，在长组建国际

战略联盟。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知名

高校也将纷纷携最新科技成果前来。截至目

前，已有 80 个科技合作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拟签约金额 39.1亿元。

长沙科交会两步走“请进来，走出去”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强）9月 19日，由

贵州百年老字号德昌祥药业牵头组织实施

的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

项——“民族药产品的研发与技术提升”项

目在贵阳启动。

我国各民族在与疾病抗争、维系生存繁

衍过程中，以各自的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民

族文化为根基，创立了多种民族特色的医药

体系，传承发展了一批对难治性重大疾病有

独特疗效的秘方、验方，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

医学的瑰宝。以现代科学思路和技术手段提

升民族传统医药水平和能力，是国家创新发

展医药产业的重要战略之一。

启动实施的“民族药产品的研发与技术

提升”专项，由全国范围遴选的“苗药芪胶升

白胶囊技术改造及再评价研究”“藏药大品种

奇正消痛贴膏上市后系统性再评价”“藏医治

疗肝病创新药物十味甘宁颗粒的临床前研

究”“抗类风湿新药驱寒除湿散产业化及Ⅳ期

临床研究”，4 个疗效独特的民族药产品研发

课题组成。项目主要由贵阳德昌祥药业公

司、西藏奇正藏药公司、西藏甘露公司和新疆

金世康药业公司承担，同时有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贵

阳中医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新疆中医药

研究所等参与。

据介绍，该专项总投入约 7600 万元，其

中企业投入 6000 万元。承担单位将通过产

学研合作建立具有先进水平的技术平台，利

用各种现代科学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

对治疗肿瘤等特殊疾病及风湿疼痛、老年性

关节炎等常见病的苗、藏、维等民族药进行新

药研发、技术改造、质量标准研究、药效学、安

全性研究及上市后临床再评价研究，从而提

升企业在民族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

竞争力。

百年老字号牵头民族药研发科技重大专项

科技日报讯（记者乔地）9月 28日，河南

省国土资源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省已

发现 3 大恐龙动物群和一个古生物群；复原

了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恐龙骨架——巨型汝阳

龙；在海外流落多年的恐龙化石“路易贝贝”

首次在河南与游客见面。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张兴辽介

绍，该省有15县（市）发现了恐龙骨骼化石、恐

龙蛋化石或恐龙脚印化石，分布在 14个中生

代盆地中。该省发现的恐龙蛋化石有8科、12

属、36 种，是我国发现恐龙蛋种属最多的省

份，占全国恐龙蛋化石种属总数的 80％、世界

的 70％。全省范围内已发现残存的恐龙化石

露头点 243处，发掘了 61处，研究确认恐龙有

15科21属21种，发现恐龙脚印4种。

研究发现，该省有 3大恐龙动物群和 1个

以古植物为主、动物和恐龙为辅的古生物群。

距今1亿至1.2亿年的“汝阳巨型蜥脚类恐龙动

物群”，以大型或巨型蜥脚类恐龙为主，目前已

研究确认有10多种恐龙，恐龙个体之大、种类

之多，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同时代恐龙中实属罕

见，是近几年中国乃至世界发现的最重要的恐

龙动物群之一；在“栾川动物群”中，小型兽脚类

恐龙非常丰富，并出现早期哺乳动物。科研人

员已研究命名了中原地区第一个驰龙类——

栾川盗龙，第一个似鸟龙——河南秋扒龙，世

界上最小的、像鸡一样大小的窃蛋龙类——迷

你豫龙，河南最古老的鸟化石——反鸟亚纲类

鸟化石等；在南阳地区，不仅有全球最丰富的恐

龙蛋化石，还有丰富的恐龙骨骼化石和其他动

植物化石。近几年，在西峡、内乡恐龙蛋产地发

现了多具脊椎动物骨骼化石，中科院徐星博士

等研究命名了河南第一具恐龙化石——诸葛

南阳龙、第一个单爪龙类——张氏西峡爪龙，

新发现并研究命名了中原地区第一具伤齿龙

“河南西峡龙”等；在义马古生物群中，科研人员

发现了多种恐龙足迹化石。

当天，河南省地质博物馆门外，迄今世界

上最大的恐龙——巨型汝阳龙的骨架得到复

原。复原后，恐龙体长 38.1米，体宽 3.3米，脖

子长 17 米，是已知世界上复原装架的最粗

壮、最重、最大的恐龙。推测其活着时的体重

可达 130吨，相当于 20头大象的重量，极度加

长的颈椎椎体特征，说明了巨型汝阳龙为一

长颈椎类型。

在地质博物馆展厅内，流落海外十多年

的恐龙化石“路易贝贝”也首次与观众见面。

“路易贝贝”产自西峡盆地，距今约 8600 万

年。“路易贝贝”与 4 枚西峡巨型长形蛋化石

共生在一起，骨骼化石保存长度为 118 厘

米。初步鉴定认为，它是一个刚刚破壳的小

窃蛋龙宝宝，具有重要的研究和科普价值。

河南发现三大恐龙动物群
流落海外的恐龙胚胎化石首次在我国亮相

科技日报讯（高冰洋 记者王春）在日前

举行的大连泰昌云基础平台第四代新品发布

会暨泰昌科技集团上海分公司成立揭牌仪式

上，民族品牌“泰昌云”备受瞩目。专家在会

上呼吁，上海云计算企业应通过自主创新，弱

化“IOE”（IBM、甲骨文、EMC），使国产云存

储设备尽快占据国内市场主导地位，确保我

国网络信息安全。

据了解，“泰昌云”是泰昌公司自主研发

的第四代云基础平台，是拥有核心专利与知

识产权的云计算底层技术平台。泰昌云基础

平台第四代产品虚拟化技术使用的是基于

Linux 开发的虚拟机平台。该技术具备四大

技术特性：分区，在单一物理服务器上同时运

行多个虚拟机、在硬件资源足够的情况下，虚

拟机数量没有上限；隔离，在同一服务器上的

虚拟机之间相互隔离，即使两个虚拟机在同

一块硬盘上运行，数据也不会混淆；封装，整

个虚拟机都保存在文件中，而且可以通过移

动和复制这些文件的方式来移动和复制该虚

拟机，迁入迁出快捷方便；相对于硬件独立：

无需修改即可在任何服务器上运行虚拟机，

不会跟硬件产生绑定情况。该技术也为大中

型计算中心节省大量的电力资源，显著降低

用电成本。

据杨根兴介绍，上海已有对于云计算的

整体规划，包括健康云、教育云、市民云、政务

云等 8 朵云。而此次“泰昌云”落户上海，将

有力推动上海的云发展，协助政府“公有云”

和企业“私有云”的加速建设。

民族品牌“泰昌云”落户上海

一颗谷粒要萌发成一株禾苗，可能要经

过艰难、缓慢的孕育期，但只要长出了可以接

受阳光的嫩芽，整个植物的茎秆将呈现出异

于往常的生长加速度，这种自然现象被称为

“拔节效应”。

这样的效应正可以用来描述禾讯科技，

一家利用卫星遥感情报来分析农产品期货市

场波动的武汉民营公司——

在过去的一年多来，它是马航 MH370失

联事件中，中国首家利用遥感卫星寻找失联

飞机的机构；它是全国黑马大赛 50 强，湖北

省首届青年创业先锋计划重点项目，获得

210 万天使投资；它入选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十大遥感事件，与滴滴打车、途牛网等十家企

业一同被评为第六届新财富最具增长潜力商

业模式……

“光杆司令”觅到创业伙伴

向涛毕业于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

院。创业之前，他曾帮人写过一个农业遥感

应用的项目技术方案，却没想到自己也从此

踏入了这个行当。

2009年 6月，还是大四学生的向涛，自己

注册了一家公司，做起了“光杆司令”——

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每天分析着遥感

卫星图，计算着遥感数据，向涛沉浸在为自己

梦想打工的喜悦中难以自拔。毕业时，尚未

寻找到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向涛清醒地认识

到，“首先我要找到一帮背景多元，能力互补

的创业团队”。于是他决定前往香港中文大

学攻读信息工程商业化方向研究生。他确信

在国际化的商业中心，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与

他理想的合伙人。

求学时的一堂创业课给了他机会。“我们

可以一起去打破大机构的信息垄断，去监测

石油储备还有农作物的产量……遥感技术真

的非常神奇，其中蕴含的商业价值巨大。”向

涛对遥感技术的热忱勾起了林伟杰的兴趣，

一名曾在一家大型电讯公司任职的地道香港

人。晚上下课后，他主动约了向涛，两人在旺

角一家小凉茶铺畅谈到深夜，一拍即合。就

这样，向涛收获了比自己年长一轮的首个投

资人兼创业伙伴，并把他一起带回武汉继续

招兵买马。

“预报准确率媲美美国农业部”

2011 年初，向涛在街道口租下一间办公

室，开启了创业初期的“蜗居”时代。

因为管理经验有限，公司也曾遭遇了资

金困难、早期关键员工离职等不少挫折，但向

涛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大力着手转型——

他邀请来了武汉大学的学长，在宝洁任

区域销售经理的李维担任市场总监，提升公

司对外拓展业务能力；在内部，他又请动了武

汉一家新三板上市公司的副总，有着在惠普

和华为总计供职 10 年的胡胜鸿出任营运总

监，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调整，实现了互联网

企业的扁平化管理。在经营业务上，则聚焦

到全球农作物生产监测服务上。“我们开发农

情监测系统，就是要将海量专业的监测数据

转换为普通人就能看懂的农作物种植面积、

长势和产量等直观情况，而国内还没有这样

的数据提供商。”

不过，在青桐汇的一次路演现场，向涛清

晰地认识到，“目前公司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快速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权威性，二是要

建立有效率的服务推广渠道”。

幸运的是，公司很快就觅到了成长的契

机。2012年6月，他们提前一个月成功监测到

北美大旱，预警玉米将减产，事实证明了他们

的预见。类似的准确监测还体现在今年 3月

客串寻找MH370航班事件中，失联当晚，向涛

和团队熬了一个通宵，通过从美国航空航天

局获取的卫星数据，结合洋流方向和速度，运

用海量数据实时获取、数据生产与分析等技

术，开始推测马航失联客机地点，得出正确结

论：飞机并非在失联地点空中瞬间解体坠落。

雄厚的技术实力，逐渐收获了市场对禾

讯科技的信心。向涛告诉记者，一个在东北

的大豆现货商人，依靠禾讯科技 2013 年发布

的数据多赚了数百万元，在 2014 年过年时还

专门打电话表示谢意。而此前，国内外从事

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金融机构，几乎全都依

赖于唯一公开信息的美国农业部。如今，向

涛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我们预报农作物产

量的准确率已经可以跟美国农业部媲美。”

大数据挖掘“扬名”农业市场

除了数据准确性大幅提升以外，他们探

索的盈利模式也逐渐显露——在大量数据免

费投放市场的同时，锁定大型农产品投资基

金、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三

类潜在付费客户。

市场总监李维介绍，“现在国内做农产品

交易的公司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客户。”到目前

为止，禾讯科技自主研发的 3.0 版“快速全球

在线农情监测系统”，已初步形成多源海量数

据实时获取、数据生产与分析、产品展示及分

析 等 三 大 关 键 技 术 支 撑 。 他 们 还 自 建 了

100TB 容量的全球 12 年连续卫星数据中心，

这标志着覆盖全球主产区和主要大宗农作物

的成熟农产品卫星监测产品线已经建成。现

如今，他们的 4项发明专利正在被受理，可按

需快速定制监测项目。其核心产品——对全

球大宗农产品（大豆、玉米、棕榈油等）主产区

长 势 监 测、估 产 服 务 ，平 均 估 产 精 度 优 于

97%，已连续早于全球唯一大宗农产品估产

信息权威机构——美国农业部近半月发布数

据，并同数家国内主流金融资讯服务商密切

合作，已成为国内全球大宗农产品基本面信

息领域广泛知晓的发布机构。

如今的禾讯科技尽管已经开始营收，但

这家已迁入武大科技园内的公司依旧显得陈

设简单，120 平米的办公室里除了墙上贴着

的几张卫星照片以及悬挂的实际地图，再也

找不出带有卫星、遥感这些高大上字眼的醒

目标识。然而谈及未来，向涛有着更远大的

规划：基于大数据挖掘，在空气质量、航运、能

源和工业生产等领域都可以提供相应服务，

“信息都在那里，就看你要做什么”。他表示，

目前的农业业务只是这个平台上衍生的一个

核心产品，后续非农战略产业监测等技术也

将进行产品化投放市场。

解码禾苗上的讯息解码禾苗上的讯息
——记农业遥感数据“淘金者”向涛

□ 本报记者 刘志伟 本报实习生 向定杰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悍德）今年 8月，在

青海柴达木盆地冷湖镇的昆特依盐湖大盐滩

上，冷湖滨地钾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48万吨

硫酸钾项目正式投产，这标志着该企业在科

技项目的滚动支持下，已形成了年产 100 万

吨的硫酸钾生产能力，产能规模可居世界第

二，单体车间规模和自动化先进程度在全行

业内也居前列。

公司董事长何茂雄说：“我们十分重视

科技创新，2010 年以来，已先后申报实施了

4 个省级科技项目，不断开展生产工艺、生

产技术以及生产设备的创新，长期与化工部

长沙设计院、连云港设计院开展产学研联

合，与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开展全面合

作，聘请资深专家教授作为技术顾问，使企

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一直居于全国盐湖化工

行业前沿。”

冷 湖 滨 地 钾 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成 立 于

2004 年，以钾肥开发为主，综合开发其他资

源。由于企业项目地处偏远荒凉的戈壁滩

上，企业领导层形成共识，项目风险必须要

依靠科技破解，一期年产 30 万吨钾肥项目

2008 年建成投产后，即启动二期年产 48 万

吨硫酸钾项目。期间，根据卤水在不同季

节化学变化规律和组成变化，借助科技项

目研制了新型氯化钾浮选药剂和硫酸镁浮

选药剂，经两次浮选分别得到氯化钾和硫

酸镁产品，使氯化钾品位在原有基础上增

加 3 个以上的百分点，并新增 1 个硫酸盐型

盐湖产品——硫酸镁，进一步提高了盐湖

资源综合利用程度。针对如何有效利用回

灌技术驱动深部卤水矿层运移便于采出的

技术难题，研究引入盐水回灌矿区，稀释置

换晶间粘稠卤水、溶解矿层中固体钾、增加

卤水量，优化盐湖卤水矿床开采技术，从而

解决了大盐滩采卤难的问题。

同时还研发了一整套溶浸—开采工艺、

盐田工艺、硫酸钾工艺相结合的杂卤石矿低

成本规模化有效开发利用技术，在同类盐湖

企 业 中 实 现 480kt/a 硫 酸 钾 产 业 化 生 产 示

范，解决了硫酸镁亚型卤水生产钾肥的难

题。一系列科技项目的实施及技术难题的

突破，为建成青海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第二

家规模生产硫酸钾的生产基地提供了技术

支撑。

滨地钾肥靠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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