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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与城市轨道交通国产化 15周年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廉君）10 月 29 日，

国际权威科学杂志《自然通讯》在线发表了

以河北农业大学刘孟军教授为第一和通讯

作者的枣基因组测序重大研究成果《枣复杂

基因组测序及其果树生物学性状解析》。他

们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枣树的全基因组测

序，并使枣树成为世界鼠李科植物和我国干

果中第一个完成基因组测序的物种，标志着

我国在枣组学研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枣树原产我国，已有 7000 多年栽培历

史，年产量 600 万吨，占世界 99％。2010 年，

刘孟军带领其枣研究团队，通过与华大基因

公司等合作，成功完成了对我国著名枣品种

“冬枣”的全基因组从头测序。

该项目组装出总长 4.38 亿个碱基的高

质量基因组序列，达到枣估测基因组大小的

98.6％，并且将其中 80％的碱基锚定到枣的

12 条假染色体上；预测出 32808 个蛋白质编

码基因，从中发现了大量的枣特色基因，特

别是在第一号染色体上，发现了一段与枣树

独特生物学性状密切相关的高度保守区域。

在完成基因组测序组装基础上，对枣树

多个优异性状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度研

究。枣果是世界上已知维生素 C（Vc）含量

最为丰富的果品之一，高出苹果数十倍，甚

至超过有“Vc 王”之称的猕猴桃，但枣果为

何能够大量积累 Vc，一直是个谜。本项目

通过比较基因组研究，结合转录组测序和

Vc 代谢分析，首次发现枣果同时具有柑橘

和猕猴桃两种高效积累 Vc的分子机制。

该研究对揭开枣树进化和生长发育之谜、

加速枣树分子育种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对鼠李科乃至其他果树的分子遗传改良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潜在应用价值。

世界首个枣全基因组测序完成

大风、强降雨、低温冰雪、

雷电、雾霾等会对高速铁路运

行产生安全危害；持续高温会

使城市用电激增，电网电力负

荷过大、电能质量降低；温度升

高导致的蒸发量增加、降水季

节分配变化，能引发干旱、洪涝

频发、径流量季节变化规律异

常，给水利工程的蓄水发电、航

运、水资源调配、改善环境、防

灾效益的综合发挥带来严峻考

验……气候变化会对重大工程

产生巨大影响，在近些年的中

国愈显突出。

10 月 30 日，中国工程院向

媒体通报了该院咨询课题——

《气候变化对我国重大工程的

影响与对策研究》。这个课题

受科技部委托于近日完成，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担任课

题组组长，10 位院士和 60 余位

专家参与研究。报告根据我国

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和预估，

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我国青藏铁

（公）路、高铁、水利水电、电网

工程、生态工程、沿海岸工程、

能源工程 7类工程的影响，并提

出对策与建议。

据课题组成员、国家气候

中心研究员陈鲜艳介绍，气候

变 化 观 测 的 事 实 表 明 ，百 年

来，我国年均气温呈显著上升

趋势。1998 年以来，年平均气

温持续偏高，2013 年位居 1901

年以来我国的第四最暖年；我

国 近 50 年 来 出 现 快 速 增 温

期，最显著增温区主要是北方

或高原地区；我国年均降水量

无明显线性变化趋势，但降雨

日数减少，暴雨日数增加；东

部季风区南涝北旱，西部干旱

和半干旱区降水增加；雨带已

从长江移到黄淮地区；1980 年

以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年上升

2.9 毫米，高于全球 2.5 毫米的

平均水平；本世纪以来，伴随

全球气候变暖，我国高温、强

降水、干旱、台风、低温等极端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出 现 的 频 率 增

加、强度增大。这些气候变化

因 素 对 我 国 的 重 大 工 程 产 生

了巨大影响。

杜祥琬指出，我国每年 70%

的自然灾害与气象有关。而我

国众多的大型工程，如西电东

输、南水北调等，事关国计民

生，是国家的生命线工程。正

确认识、评估气候变化对工程

的影响及重大工程如何适应气

候变化显得十分重要。

报告建议，要加强我国气候变化与重大工程

相关联的科研工作，将气候变化作为重大工程立

项认证的一个要素。在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顶

层规划、方案制定、技术标准等方面都要考虑气候

变化因素。

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强重大工程应对气候

变化的综合管理，复核已建工程应对极端气候

灾害的能力，建立和完善气象灾害的预警和实

时监测系统，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工程管理的

全生命周期。

有关专家指出，这是国内第一次将气候变化

对重大工程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在国际

上体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

（科技日报北京10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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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下称“机辆

所”）是我国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的主要研制生产单

位之一。其所自主研制生产的车辆制动系统，目前在

国内城铁、重载机车、高速列车和动车组（与外商合

作）、铁路货车等轨道运输市场上的覆盖率，已经分别

达到 70%、75%、60%和 30%的比例。制动系统过去主要

由国外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已完全改变。

“技术引进如果没有消化吸收和自主研发，必将导

致长期的技术依赖。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能放弃

自主研发和自创品牌的权利。否则，不但市场和利润

都是人家的，技术上也将永远受制于人。”机辆所所长

孙剑方说。

从第一单到占有近70%的市场份额

铁科院机辆所从事列车制动系统的研制、开发、生

产和销售，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生产和销售城市轨

道列车制动系统，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曾经担任主

管市场销售副所长的李学峰，回忆起当初的研制开发

和市场化，至今还记得，每走一步都不轻松。

有了产品之后，要使之成为商品，关键是必须有人

购买，有人第一次吃螃蟹。列车制动系统，不同于一般

商品，直接关系着高速运行的列车能否及时停下来。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还有别于一般的铁路机车。以地铁

为例，地铁列车虽然速度不如高铁快，但是地铁车站

多，停车频繁。如果制动系统不能让列车及时停下来，

列车就会误站误点。现实中大家都知道关键核心技术

的国产化很重要，但是谁都不敢第一个购买和使用国

产设备，不希望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工程《招标投标法》规定，大型项目工程所需设备

必须通过招标和投标来购买。而没有成功的工程业

绩，设备制造供应商是不能参加招投标的。从没有任

何业绩，到有了工程业绩；从读不懂工程投标的标书到

多次参加投标陪榜，从 2005 年机辆所制动系统产品通

过国家行业技术验收到 2007年夏天，整整两年时间，机

辆所制动系统一套没有卖出！

但是，2007 年秋，一个收获的季节。沈阳 2 号线开

始招标。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战略策划，竞标的主

要对手败下阵来。沈阳地铁成为第一家敢于使用国

产制动系统和牵引网络系统的国内轨道交通建设运

营方。 （下转第四版）

中 国 制 动
—中国铁科院机车车辆所制动系统开发纪实

本报记者 冷德熙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国产

化政策颁布 15 周年。轨道交通行业的技术引进，

在消化吸收国外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将国产化与

自主化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进口替代

和国际化的成功之路。本报从今天开始，刊登一

组“创新驱动与城市轨道交通国产化 15周年”系列

报道文章，请予关注。关键设备的国产化和自主创新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没有自主研发就没有成功的国产化和自主化。

我国改革开发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有的行业出现一

味引进，在与外方的博弈中放弃了自主研发的权利，

给后来的行业发展带来后患。制动技术的引进消化

吸收和自主研发较好地汲取了前人教训，为后来者

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大院大所的专家群体需要具有市场眼光的企业家

精神。制动技术研制成功后，如果没有进行产业化的

投资和市场化的努力，铁科院不可能有今天的百亿企

业，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完全自主化的制动技术和产业。

自主研发呼唤创新自信。国产化自主化技术需要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用户和业主。制动系统是一项对于

安全质量要求极高的技术。当初如果没有天津、沈阳、北

京等一批地铁业主对于推进城轨技术国产化自主化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对于国产自主化技术创新的参与和支持，

敢于第一次使用自主研制的制动系统，自主化制动技术

不可能取得市场的成功和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

在制动技术的国产化自主化过程中，行业主管

部门和有关行业协会发挥了政策指引、行业引领和

技术指导的作用。而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专业特性

和行业特点，这些作用显得更加不可或缺。

国产化推进城轨交通自主创新
冷德熙

10月30日，由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我国首架C919大型客机后机身前段在沈阳顺利验收交付。这标志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C919大型客机研制又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常丽君）最近，美国科学家在

实验室成功引导人类干细胞经过胚胎阶段发育，培养

出微型“胃”。虽然这块活组织比一粒芝麻大不了多

少，却有着和人胃一样的腺体结构，甚至还能容纳肠

道菌。研究人员指出，该研究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

看到在人类胚胎变形阶段细胞是怎样发育成器官

的。这些“类胃器官”可用于研究疾病，测试胃对药物

的反应等。相关论文发表在本周的《自然》杂志上。

研究小组用于培养微型胃的是多能干细胞，即在

合适环境中能发育成任意类型的细胞。但要在实验

室里诱导它们按特定路线发育，需要精确再现子宫环

境信号的顺序和时机——何时何地发出蛋白质和激

素的信号，告诉细胞变成哪种组织。以往研究曾用这

一技术培养出少量的肾、肝、脑和肠。

把多能干细胞转化成胃细胞的关键是一种互动路

径，就像一种转换器，控制着组织是在肠道生长还是在

胃窦（胃临近小肠的部位）生长。据《自然》杂志网站10

月30日（北京时间）报道，在干细胞约3天大小时，研究

人员给它加入调制的蛋白质混合液，包括头蛋白

（Noggin），抑制一方面路径，并按时加入一定剂量的视

黄酸。9天后，留下细胞在“蛋白浴”中自行生长。

到第 34 天，这时的类器官直径只有几毫米，还没

有血细胞和免疫细胞，也不能消化食物或分泌胆汁。

但它们的腺体结构和发育中的每个特征，都和对照组

织非常类似。该研究负责人、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儿童

医学中心发育生物学家詹姆斯·韦尔斯说，从这方面

来讲，它们“和一个真正的胃极为相似”。

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加尔文·库奥说，能

在培养皿中再现一个简单的胃，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

成就。

研究人员还把微型胃作为实验对象，给其中注入幽

门螺旋杆菌以研究人类疾病，这是一种针对胃窦的细

菌，会导致胃溃疡和胃癌。结果发现，在24小时内，幽门

螺旋杆菌使类器官细胞分裂的速度加快了两倍，并激活

了一种特殊基因c-Met，而这种基因会引起肿瘤。在人

类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后也会出现这些后果。

研究人员说，他们不仅能用胚胎干细胞，还能用

皮肤诱导多能干细胞培养出类胃器官。华盛顿大学

医学院胃肠病理学家詹森·米尔斯说，如果培养上千

个这种类器官，每个都来自不同人的细胞，并用病原

体来感染它们，就能研究个体基因的功能。

韦尔斯说，研究小组的长期目标是培养人类胃部

组织以修补胃溃疡。他和一些同事已在尝试用人的

类器官来堵住小鼠的胃洞。

也许人体多能干细胞最为深远的潜在用途是生

产细胞和组织，它们可用于所谓的“细胞疗法”。许

多疾病及功能失调往往是由于细胞功能障碍或组织

破坏所致。如今，一些捐赠的器官和组织常常用以

取代生病的或遭破坏的组织。遗憾的是，受这些疾

病折磨的病人数量远远超过了可供移植的器官数

量。多能干细胞经刺激后可发展为特化的细胞，使

替代细胞和组织

来源的更新成为

可 能 ，从 而 可 用

于治疗无数的疾

病 、身 体 不 适 状

况和残疾。

美用多能干细胞培育出胃组织

科技日报讯（记者何晓亮）由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电动汽车百人

会、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重点

专项总体专家组共同主办的“电动汽

车科技创新国际论坛”10 月 29 日在

北京召开。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会

执行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

高在会上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十

三五”战略规划布局，将由基础科学

问题、系统集成技术、共性核心技术

以及集成开发与示范四部分组成。

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未来 3到 5年，将

保持100％的增长速率。

据欧阳明高介绍，“十三五”电

动汽车科技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

是：到 2020年，建立起完善的电动汽

车动力系统科技体系和产业链技术

系统，实现各类电动汽车的产业化，

促进新能源汽车战略新兴产业进入

快速成长期。

欧阳明高强调，“十三五”电动

汽车规划将继续坚持“纯电驱动”的

技术转型战略，开发电动汽车动力

系统技术平台，超前研发下一代技

术，完善电动汽车产业链，支撑电动

汽车产业化发展。

“十三五”电动汽车规划，将沿

承此前发展确定的指导思想，继续

坚持“三纵三横”的基本技术体系，

即纵向发展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混

合动力系统、纯电动力系统，横向发

展动力电池与电池管理、电机驱动

与 电 力 电 子 、电 子 控 制 与 智 能 技

术。整体规划将针对世界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最新趋势和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实际状况，从基础科学问

题、系统集成技术、共性核心技术以及集成开发与示范

四个方面，设定并攻关各专项中的重点任务。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已逐步从技术科

研阶段，驶入平常百姓的生活。2010年以来，我国新能源

汽车的年增长速率一直保持在100％以上。今年9月更是

首次月销量突破1万台，达到14000辆。2020年以前总体

规模有望达到100万辆以上（不含微型低速短途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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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 30日电 （记者刘燕）以“互联

互通 共享共治”为主题，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11 月 19

日—21日将在中国浙江桐乡市乌镇举办。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30 日下午 3 点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强调，中国互

联网是开放的。我们可能有分歧，但是不能没有沟通。

这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来，首次倡导并举办

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浙江省网信办、浙江省经信委、桐乡

市政府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承办。大会设置8

大板块、13个分论坛，涉及有关国际互联网治理、移动互

联网、互联网新媒体、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打击网络

恐怖主义等涵盖网络空间各领域的重大、关键问题，将成

为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11月在浙江举办

科技日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罗朝淑）30日下

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举行第二届“国医大师”

表彰大会，授予干祖望等29位中医名家“国医大师”荣誉

称号；同时追授维医巴黑·玉素甫“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

家级中医大师，其中包括1位女性和3位民族医。

第二届国医大师评选活动于 2013 年 10 月启动。

较之首届“国医大师”的评选，此次评选更加注重面向

基层和临床一线，并适当放宽从业年限。第二届“国医

大师”平均年龄 80岁，年纪最小的 68岁，最大的 102岁，

专业涉及内科、外科、妇科、耳鼻喉、骨伤、针灸、中药及

藏、蒙、维等民族医药。30名人选涉及 22个省（区、市），

其中有两名院士石学敏和陈可冀入选，并产生了第一

位女性“国医大师”刘敏如和 3 名民族医：藏医占堆、蒙

医吉格木德、维医巴黑·玉素甫。

第二届“国医大师”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陈瑜）记者从国

家海洋局了解到，我国第 31 次南极考察队 30 日上午乘

“雪龙”船从上海出发，执行南极考察任务，将首次在南

极地区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准站。这将是我国首

次在南极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获取相关数据。

在此次考察活动中，我国将调试安装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接收机及辅助设备，获取相关数据，并以基准

站为基础，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数据接收机，进行长

城站站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大地控制点联测，着重解

决南极地区北斗卫星数据处理、多源卫星导航坐标框

架无缝衔接以及不同基准框架一致性等关键问题，为

我国实现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和南极北斗测绘基准

体系的建立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本次科考主要包括四大亮点：在第 29 次极地科

考昆仑站成功进行深冰芯试钻探的基础上，正式开

展深冰芯钻探以及天文观测等科考任务；首次在罗

斯海地区进行地质勘探和地球物理考察等；在极地

科学考察工作中研究、运用机器人等新技术；借助国

际合作平台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和研究，如将首次租

用澳大利亚飞机进行地质考察，以及租用秘鲁、智利

等国的科考船分别进行海岸考察及陆地考察等，实

现资源共享，使我国极地科研工作融入到国际极地

科考工作中。另外，本次考察还将回收第 29 次、第

30 次南极考察队布放在普里兹湾海域的 4 套锚系潜

标和 6 套海底地震仪。

本次考察队由 281名队员组成，将执行“一船三站”

（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任务，计划 2015 年 4 月 10 日

左右返回上海港，总航程约 3万海里，历时 163天。

第 31次南极考察队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