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成果发布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10月 22日，国家林业局与国家统计局联

合对外发布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成果。其研究成果显示，全国

林地林木资产总价值 21.29万亿元，其中林地资产 7.64万亿元，林木

资产 13.65万亿元。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

项目总负责人江泽慧说，本研究结合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

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现状，重点核算了森林资源存量中的林地林木资

源和森林产出中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江泽慧介绍，在林地林木资源核算中，将森林资源资产分为培

育资产和非培育资产。培育资产指人工培育为主的森林资产，包括

人工林、苗圃、四旁树等。非培育资产指非人工培育为主的森林资

产，即天然林。核算内容包括林地林木资产实物量、价值量及林地

林木资产变动情况。

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核算，则按照森林生态系统当期提供的服

务流量，选择了森林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

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游憩等 7类 13项服务指标，核算了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价值量及变动情况。

据了解，与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期末相比，林地资产实

物存量从 3.04 亿公顷增长到 3.10 亿公顷，增长了 2.0%，价值量从

5.52 万亿元增长到 7.64 万亿元，增长了 38.4%；林木资产实物存量

从 145.54 亿立方米增长到 160.74 亿立方米，增长了 10.4%，价值量

从 9.47 万亿元增长到 13.65 万亿元，增长了 44.1%。全国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的年价值量从 10.01 万亿元增长到 12.68 万亿元，增长了

26.7%。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孙扎根表示，全面核算我国森林资源资产的

存量和流量及其价值，是实现森林资源资产管理的重要途径，有助

于完善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市场价格政策，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和生态补偿制度。

新闻热线：010—58884112

■责编 张玉曼2014年 10月 30日 星期四
12 绿色家园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L V S E J I A Y U A N

■一片绿叶

2014北京国际农业产业化展览会将举行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苹）日前，

北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在京

宣布，以“展示科技创新成果，丰富

首都市场供应，金融服务农业”为主

题的 2014 北京国际农业产业化展

览会，将于 11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北京农业产业化龙头协会副会

长谢磊表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和具有农产品地理

标志这“三品一标”是本次参展产品

的准入门槛。展会期间将举办企

业、银企、社企对接会和食品品鉴

会，以及题为“农业产业化——思想

引领实践”、“食用菌产业”、知识产

权发展”等论坛，组织展商联谊和商

贸洽谈，搭建起安全优质农产品交

易平台，促成生产商、供应商、零售

商及餐饮企业间的交流对接和项目

合作。

据悉，本次展会依托京津冀和

黑龙江农垦四地龙头企业资源，逐

步建立两市一省一垦区的农产品生

产、加工、服务、贸易对接机制，构建

起“京津冀黑”农贸一体化大格局。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串列加速

器国家实验室完成的“近库仑势垒重离子核

反应机制研究”项目，荣获 2014 年北京市科

学技术奖，主要完成人林承键、贾会明、刘祖

华、张焕乔等。

原子核是物质的一个重要微观层次，是

典型的量子多体系统，包含丰富的内禀自由

度和多种基本相互作用。核反应是人类了

解原子核这个微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手

段。低能核反应机制的研究，不仅加深人们

对原子核世界的认识，也与国民经济密切相

关，有望为人类利用核能提供新的机制和途

径。库仑势垒是低能区的一个关键节点，是

经典机制和量子机制的转换点。项目研究

团队基于近垒核反应研究中的多反应道耦

合机制、奇特核反应新机制和超重核合成机

制三大科学问题开展创新研究。

多反应道耦合机制，是近垒重离子核反

应研究中一个长期的焦点问题。重离子内部

的核子多，在核反应中开放的反应道多，牵涉

的自由度多。在低能区，反应时间长，各个自

由度之间可以充分耦合。在近垒能量，耦合

强烈地改变了势垒隧穿的几率，形成多维势

垒隧穿。项目开展了深层次的机制研究：在

光学势弥散参数异常方面，项目开展了十余

个体系的系统研究，靶核涵盖了从中重核到

重核，从近球形核到形变核再到球形核的广

大区域。在考虑耦合道效应后，没有观察到

弥散参数的异常。结果表明：该异常是未考

虑到的反应机制在光学势上的表象，这消除

了人们对核表面弥散大小的怀疑。在中子转

移对熔合反应的耦合道效应研究方面，项目

开展了一系列包含和不包含正Q值中子转移

的邻近体系的对比性研究，指出了反应中涉

及的核结构和转移机制等因素，为耦合道理

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验素材，深化了人

们对多维量子隧穿现象的理解。

奇特核反应新机制，是本世纪新兴的一

个热点问题。奇特核是指弱束缚具有奇特

结构的原子核，在核反应中会产生特殊的新

机制。在弱束缚核破裂效应研究方面，项目

创新性地提出 T+R+B=1（这里 T、R、B 分

别表示穿透、反射和破裂几率）方法，从几率

流的观念考察弱束缚核反应；首次开展了弱

束缚核体系准弹势垒分布的测量，指出势垒

分布是调查破裂效应及连续态强耦合效应

的灵敏探针。该方法开辟了一条研究破裂

效应的有效途径，被多家国外实验室所采

用。在奇特核体系光学势研究方面，项目提

出从转移反应抽取出射道奇特核体系光学

势的方法，利用稳定核束获得高精度实验数

据，成功抽取了一些不稳定奇特核反应的光

学势。这为奇特核体系光学势的研究开拓

了新思路。

超重核合成机制，关系到超重元素的合

成，是一项挑战元素周期表极限的研究。比

92 号铀重的元素都是人工合成的，目前合

成的最重元素是 118号，但合成的几率已达

到人类所能探测的极限。因此，世界多国开

展了机制方面的研究，期望在合成途径上有

所突破。项目开展了多个中重体系熔合－

裂变机制的研究，深入理解了重离子反应中

质量、能量和角动量等自由度的动力学演化

过程，为超重核合成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验

素材以及机制方面的线索。此外，项目开展

了超重核合成理论的前瞻性研究，发现了熔

合蒸发残余核截面的指数规律，预言了合成

117 号元素的最佳弹靶组合和激发函数，被

作为理论支持应用于合成 117 元素的实验

中；改进了熔合扩散模型，首次考虑了颈部

和径向运动的耦合，预言了合成 118－120

号元素的最佳条件。这些理论工作为合成

超重元素提供了现实的指导。

项目发表 SCI学术论文 42篇，其中在核

物理领域最好的学术杂志－美国的物理评

论 C 上发表 23 篇。成果鉴定委员会认为：

“这是近年来国内低能核物理领域不可多得

的重要研究成果。总体上，项目研究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部分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链接：
北京串列加速器国家实验室，是我国八

十年代初在核物理领域布局的低、中、高能

三个基地中的一个低能核物理研究基地，是

国际性开放实验室。拥有的 HI-13 串列加

速器于 1981年开始建设，1986年建成出束，

是我国开展低能核反应机制研究的最佳平

台。目前已安全运行超过 10 万小时，为我

国的核物理基础、核数据测量、辐射物理与

生物和核技术应用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负责人林承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核反应研究组组

长。长期从事近库仑势垒核反应机制的实

验研究，在量子隧穿与耦合机制、超重核合

成机制、奇特核结构与新反应机制以及奇特

的双质子衰变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曾

在意大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长期学习和

工作。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73和国防科研等项目。曾获胡济民教育科

学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中核集团

一等奖等奖励。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 150 余篇。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和评

述，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所领导的研究

组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在低能核

反应领域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唐小华）

向极限挑战的近库仑势垒重离子核反应机制研究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原子能院林承键

科技日报讯（刘建伟）10月 15日，山东鲁中运达保税物流中心经过

济南海关、省财政厅、省国税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等四部门代

表组成的联合预验收小组的综合评审，顺利通过预验收。期间，联合预

验收组实地考察了海关监控室，海关报关大厅，卡口、卡口监管房，查验

场地、查验平台及监管仓库、巡逻通道、围网等重要设施，并观看了抛物

报警及巡逻、集装箱出入区演示。

鲁中运达保税物流中心项目于 2007 年 4 月获得省政府立项批复，

2013年 8月获得国家海关总署、财政部、税务总局、外汇管理局等四部委

批准成立，是滨州市政府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重点扶

持的产业发展项目。该项目位于国家级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规划面

积 40.3万平方米，总投资 16.8亿元。

据介绍，鲁中运达保税物流中心可实现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

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和转口贸易、口岸功能和出口退税、物流信息

处理等功能，实行国外货物入中心保税，国内货物入中心退税等优惠政

策，将为鲁中、鲁北地区打开一条联接国际市场的便捷通道，强力拉动周

边地区的进出口业务，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更为有力的发展

先机。

山东鲁中运达保税物流中心
顺利通过预验收

白天，阳光洒落在湛蓝的海面上，波光

潋滟，闪耀如同钻石般的光芒；傍晚，彩霞满

天包裹着绵延的凤凰山，五彩斑斓。青岛涵

碧楼似展翅翱翔的凤凰伫立在黄岛半岛尽

头的金沙滩畔。近日，来自全球各行各业的

世界企业领头雁，包括众所周知的特拉斯汽

车公司、微软公司、娃哈哈集团等一批重磅

级企业家汇聚于此，参加了首届青岛涵碧楼

论坛暨 2014世界企业领袖高峰会。

作为高峰会的发起人，台湾乡林集团董

事长赖正镒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在这

几年虽然放慢了，但中国城镇化的政策让企

业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

引擎的态势已经相当明确，企业创新能拉动

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促使赖正镒

投资。当他 6 年前来到青岛的黄岛凤凰山，

一下子就被她的独特地形所吸引，毅然决定

在这背靠凤凰山，前临黄海之地，建造一座

与海景融为一体的涵碧楼。

青岛涵碧楼，这座占地14万多平方米，耗

资30亿人民币的文创度假酒店以集装箱似的

理念与海湾码头相呼应，酒店门口的镜池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三棵来自泰山的苍劲老松

迎来送往，极具价值的铜网外墙面体现了其

高贵品质。走进室内，百合花香，钟磬之音让

人心旷神怡。涵碧楼整体采用水平竖直的装

潢风格，水平是海，竖直是山，体现大自然的

美。山东是孔子的故乡，齐鲁文化与儒家思

想则是涵碧楼的文化创意。青铜器，陶土器

皿，以不同的面貌呈现；论语，四书五经，中国

茶道随处可见；编钟，编磬，葫芦丝，古琴等周

朝礼乐让人仿佛在历史与现代中穿梭。

大自然之美、设计之美还不足以表达赖

正镒企业责任之美德。如何能使涵碧楼在有

外在美的同时，也有节能的内在美是赖正镒

的愿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愿望随着“海水

源热泵”的测试成功实现了。一般大型建筑

的室内空调，都利用冷却水塔系统，存在噪音

大，不美观等诸多问题，赖正镒大胆提出直接

抽取海水来做冷却水的建议，这就必须依靠

一座大型过滤系统，使抽水管线不能堵塞而

影响效能，还要调控抽水不受涨退潮影响，于

是他们通过海底爆破，修建了一条海底小运

河，这条小运河可以让水维持水平线进出，不

会因海潮洋流的退潮而影响进出口水量的不

足，从而导致抽水马达过热而发生故障。赖

正镒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这里的海水常年稳

定在 18 度左右，冬天零度时，用 18 度的海水

做暖气；夏天30度时，用18度的海水来降温，

利用海洋科技节能减排。”这一节能环保新理

念得到了青岛市政府的肯定，并得到节能效

能补助220万元人民币。此外，赖正镒对植树

情有独钟，他表示，低碳经济已是时势所趋，

在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各种有效方法

中，种树具备了简单、普遍、低成本、高效益的

特性。在设计青岛涵碧楼时他提议，企业要

落实地球公民责任，更好地推行“种树护地

球”工作，体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公益精

神，推动“守护地球·植树百万棵”公益活动，

每年种树不少于 2万棵，通过代代相传，以种

满100万棵树为目标，他希望为挽救日益暖化

的地球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年前就成功打造了日月潭涵碧楼的

赖正镒，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看到

了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扶持，看到了机会，也

看到了希望。他计划在南京、成都、桂林等

地进行开发投资，希望未来 10 年打造 30 个

涵碧楼，让游客跟随着涵碧楼欣赏享受到中

国所有最美、最特别的奇山水色。

怀着绿叶对根的情谊，赖正镒相信青岛

涵碧楼论坛能在不久的将来继达沃斯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之后成为世界企业领袖交流

思想的平台，涵碧楼能如展翅翱翔的凤凰越

飞越远。

碧海蓝天涵碧楼
□ 孙一丹 本报记者 宋 莉

小狗电器推出清洁大师吸尘器
科技日报讯 （记 者束洪福）

为 使 消 费 者 享 受 智 能 家 电 的 便

利，日前小狗电器推出强吸力、低

噪音的清洁大师吸尘器。

吸尘器的噪音是由风道、电机

机械及震动等噪音组成。为了降

低三大噪音源，小狗电器研发团队

进行了长达 5 年的研发、设计，以

及 2000 家庭的对比测试，最终采

用多锥尘气分离技术，不仅吸力较

之前得到了增强，而且在内部电

机、导管、风路等方面也进行了改

进，打造出的清洁大师突破行业临

界值的 5 分贝降噪。

据介绍，小狗清洁大师具有抛

擦抹拖深度清洁的复合功能及 270

度旋转，能够灵巧应对墙边角、家具

拐角、狭窄区域等环境进行打扫。

苏富比国际房地产品牌落户京城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莉）北京

苏富比国际房地产近日在京成立，

北京鑫瑞增益国际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获授权经营该品牌并开展相关

业务。来自全球的苏富比国际房地

产的各地代表以及高端奢侈品领域

的合作伙伴、嘉宾参加了此次成立

盛会。

苏富比国际房地产是跨国房产

品牌。北京苏富比国际房地产作为

在北京的独家代理，将延续品牌的

声誉和传统，将最好的房产和服务

带给客户，打造领衔高端地产领域

的首席代理公司，并努力以高品质

的服务推动北京乃至中国的独家代

理模式的发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福建农林大

学研究员王乃元的研究团队透露，其已经建立了新

质源杂交稻全新的育种技术平台，利用这一技术平

台可高效开发出新的杂交稻品种组合，有望推动杂

交稻育种与生产走出多年来的徘徊局面。

针对野败杂交稻对品种资源利用率太低、两系

法杂交稻生产风险大的技术缺陷，1989年王乃元的

研究团队开题研究，1993年提出新的植物雄性不育

遗传假说，经过探索，从福建野生稻中找到了一种

新的不育细胞质和恢复基因。

2007年起在国家 863计划专项和福建省科技计

划资助下，对该杂交稻进行了系统研究，获国家发明专

利两项，并建立了新质源杂交稻育种技术体系，解决了

野败杂交稻资源利用率严重不足的技术缺陷，将该野

生稻不育的细胞质与恢复基因导入栽培稻，成功地开

发出一种新型雄性不育细胞质源杂交稻—新质源杂

交稻，并建立了该杂交稻的育种技术体系。

王乃元说，新质源杂交稻将保持系的资源利用

率从 20%提高至 56%，恢复系资源利用率从 19.1%提

高至98%以上，突破了野败杂交稻资源利用率极低的

技术瓶颈。由于这一突破，使得该杂交稻在继承了

野败杂交稻一切优点的基础上，配组杂交稻组合的

成功率因此大大提高，育种效率可望成倍性提高，这

是新质源杂交稻明显优于野败杂交稻的根本原因。

利用该技术，福建农林大学已育成多个新型杂

交稻品种。其中“金农 2优 3号”于 2010年通过福建

省审定，该品种在福建省区域试验中比对照品种汕

优 63增产 9.025%，生产试验比汕优 63增产 16.49%，

稻米品质达到农业部优质米标准，直链淀粉含量

15.7%，使得稻米口感更好，中感稻瘟病，综合技术

指标达到福建省 10 年审定水稻品种的最好水平。

“金农 3 优 3 号”于 2012 年通过福建省审定，是福建

省首个通过审定的优质红米杂交稻组合，具有广阔

的市场应用前景。

王乃元说，新质源杂交稻是一种全新的育种技

术平台，利用这一技术平台可高效开发出新的杂交

稻品种组合，有望推动杂交稻育种与生产走出多年

徘徊局面。新质源杂交稻的推广和应用可丰富杂

交稻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增强其抗病、抗虫和抵御

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降低生产的风险及生产

成本，使杂交稻组合配组成功率提高数倍，大幅度

提高育种效率。充分利用现有品种的遗传资源和

优良基因，使杂交稻在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有一

个质的飞跃，促进我国杂交稻生产朝高产、优质、高

效和环保的方向良性发展。

福建农林大学建立新质源杂交稻育种平台

我国夏粮生产实现了“十一连增”，秋收在即，

但“丰年缺粮”已成我国粮食供需的常态。然而，随

着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不断增加，传统农业的发展

潜藏隐忧，并面临着未来谁来种粮、如何组织粮食

生产、如何配置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困境和转型；发

展现代农业、农业发展的“适度规模”，无疑是我国

农业的出路。这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邓祥征研究员主持的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与模

型模拟项目待探索的问题。

发展现代农业，可否提炼总结出一些可复制推

广的模式？到底多大算“适度”，怎么才能科学论

证？作为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项目中的

特设项目之一，邓祥征带领的项目组拟用两年的时

间，基于现场调研与模型模拟相结合的系统研究，

针对东北与山东等地的现行农业模式进行了总结、

归纳与优选。东北和山东是我国两个重要的粮食

主产区，2012 年，两个区域的粮食产量超过全国的

1/4，对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其中，东北地区的玉米产量占全国的 33%、大豆

占全国的 44%、粳稻占全国的 52%；山东省的小麦产

量占到全国的 18%。

同时,项目组将针对两个区域农业资源禀赋和

环境本底条件的差异，提炼出分类、分项、分指标描

述的现代农业成套标准、规范与体系，概括出可推

广、可复制、标准化、参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东北大型农场生产的“规范化”，农场面积的“大规

模”、机械装备的“大马力”，以及从业人员的“高素

质”、产出水平的“高产能”、技术水准的“高科技”；

山东省农业生产的小规模生产单元对接国际、国内

两大市场的矛盾更为突出，不管是新型的“家庭农

场”，还是发展若干年的“合作社”及“公司加基地加

农户”的模式均在山东有实践与发展。

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小规模

生产单元对接国际、国内大市场的矛盾；增产相对容易

与增收困难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需要

依托更加精细化和定量化的模型模拟手段，开展农业

生产全过程的优化模拟，优化投入结构。将以经验制

定的农业生产标准，转换为由计算机优化模拟的农业

系统经营规范，以及分区选择、分类规划、分期实施的

科学方案。该中科院STS项目通过充分而有代表性的

样本调研，并基于农业部门均衡分析模型模拟分析，为

现代农业发展凝练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标

准化、参数化的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其科研探索

成果将直接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决策，促进区域现代农

业模式创新与产业发展。

邓祥征：探索现代农业新模式
□ 本报记者 束洪福

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麦积山石窟，地处秦岭山脉西端小
陇山林区。由于潮湿多雨，砂砾岩体积雨和持水度很高，渗水
成为塑像、壁画、栈桥最大的威胁。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甘肃
组织国内建设科研设计单位集中攻关，釆用工程、生物、化工等
多种技术措施，形成了麦积石窟保护规范。目前，科技效益显
现，渗透水缓解，民族艺术瑰宝得到保护。 张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