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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巴东县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只有师

生三人的“微小学”——巴东县溪丘湾乡小龙村堰

塘坪教学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小龙村小

学原有多名老师、七八十名学生的“阵容”已不复

存在，只剩下今年 59 岁的教师袁本安和 7 岁的小

学生朱蓉、8岁的小学生谭建辉。

新华社发（杨顺丕摄）

三个人的“微小学”

近日，一个镶满镜子、悬挂近百个彩色 LED

灯泡的“无限星屋”亮相沈阳，屋内不时变换颜色

和明暗光线，营造出一个宇宙天宫般的唯美场

景。图为两名参观者在“无限星屋”里拍照。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无限星屋”亮相沈阳

三峡航段有一种“绝壁标”，它是在三峡笔直

岩壁上设置的一种特殊航标，通常被设置在水位

175米至 190米左右的航段，航道工人维护危险较

大。这些航道工人被长江的水手们称为三峡“蜘

蛛人”。图为航道工人在通往“绝壁标”高空平台

的悬梯上攀爬。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蜘蛛人”守护长江水道

中国水泥协会联合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水泥协

会近日在辽宁沈阳宣布，东北三省4000万吨水泥熟料

产能从 12月 1日起统一停窑，全面实行错峰生产。在

当前雾霾加剧、环境承载力变弱的背景下，水泥行业错

峰生产不仅可以避免对冬季环境造成过大压力，而且

将大大缓解因产能过剩带来的恶性竞争，一举多得。

所谓水泥错峰生产，是指在我国北方地区冬季采

暖期内，水泥企业实行全面停窑，在春季采暖结束后

再开窑生产的运行机制。众所周知，冬季是我国北

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建设施工的淡季，市场对水泥等

建材需求不足。冬季生产不仅成本高，而且能源消耗

大，二氧化碳、烟尘等排放量增多。加上北方地区冬

季统一供暖，大量供暖燃煤也增加了大气污染。冬季

水泥生产和居民供暖“两污叠加”，使得北方地区的大

气环境不堪重负。

水泥错峰生产给北方冬季治霾开了个好头。据

中国水泥协会统计，华北、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每年冬

季生产水泥熟料 1.2亿吨，如果能够全面停下来，将减

少烟气排放 7800 亿立方米。此外，节能效果也不容

小觑。据测算，每年冬季华北和东北地区水泥熟料生

产消耗煤炭 2000 万吨，如果全部改在能源损耗较小

的夏季生产，将少用煤炭 400万吨。

除了利于治霾、节能，错峰生产还是水泥行业寻

求健康发展的有益探索。近年来，水泥产能过剩形势

严峻，而在东北表现得更为明显。仅 2013年，东北三

省就生产 12597万吨水泥，过剩率超过 40％。在这样

的背景下，东北水泥价格这几年一路下跌，很多企业

虽然开足了马力，不过是“赔本赚吆喝”，导致“价格

战”“区域保护”等恶性竞争多发。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东北很多水泥企业就呼吁“冬

季停窑”“限产保价”。此次在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协

调下得以推进，实现了水泥生产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合理

调度，为困境中的水泥行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新契机。

东北水泥错峰生产看似是一个行业个案，实则是

新常态下我国工业行业应时而动、顺势而为的创新之

举，具有推广价值。当水泥、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环

保压力和成本上升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中的“负效应”，

这些行业都应反思，如何将履行社会责任与谋求科学

发展相结合，更主动地摸索转型方向和生产、组织、管

理的新模式。

当然，一个行业错峰生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雾

霾困扰。更多地方政府、更多行业协会和企业还需通

力合作，探索出更多可操作性制度，让错峰生产这样

的有益创新开花结果。 （据新华社）

还有多少企业能错峰生产？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月菊）11月 26日，

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在

第二届“ABB 电力世界”上展示了其在数字

化发电、特高压直流输电、智能变电站等领

域的领先技术，以及应用在石油石化、半导

体、有色金属等行业的用电解决方案。

本届展会上，ABB 全新的 525千伏挤压

式高压直流电缆首次在中国亮相。这项技术

使得电缆输电容量成倍提高，传输距离从不

到1000公里扩大到1500公里，并将输电损耗

控制在5%以内。它使人口密集或环境敏感地

区、沿海以及远海区域的电力输送更加高效，

并使得在输电系统中接入更多太阳能和风能

发电成为可能。绿色环保和安全可靠是智能

电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ABB展示的Safe

Air环保型气体绝缘环网柜产品，使用绿色环保

的气体代替传统的绝缘气体六氟化硫，在其整

个生命周期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

极大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全新一代ELK-4型

800千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可用于

超高压交流输电以及特高压直流输电换流

站，具有同等级产品中目前最高的绝缘水平

和开断性能；另外，该产品还降低了温室气体

的用量和泄漏的可能性，有利于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此外，ABB还展示了Microgrid Plus

微电网解决方案，该方案可以充分利用清洁能

源发电，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和环境保护。

ABB全新式高压直流电缆首次亮相中国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为落实《智

慧北京行动纲要》，服务北京经济社会发展，

近日，北京智慧城市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智慧

城市高峰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

作为北京市的科研机构，北京智慧城市

研究院挂靠北京工业大学进行管理，主要承

担智慧城市应用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规划设计与标准研究、公共平台研究与服

务、人才培养等工作。研究院将以北京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致力于智慧

城市综合规划、建设体系以及运营管理的研

究和探索，为智慧北京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和

意见参考。

成立大会上，北京工业大学与神州数码控

股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北京智

慧城市研究院。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童腾飞表示，智慧北京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主导，全社会

共同参与，尤其离不开高校科研力量和企业市

场力量的参与，政、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于智慧

北京建设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北京智慧城市研究院成立
科技日报讯（记者滕继濮）11月26日，记

者了解到，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公开招标

《自主化第三代核电安全壳关键技术研究：三

代核电安全壳抗商用大飞机撞击钢筋接头产

品研发》科研项目，广西柳州欧维姆公司技术

中标。这将提高我国第三代核电国产化率，

实现第三代核电钢筋接头国产化。

据了解，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后，各国对核

电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第三代核电

为了避免飞机等外来飞行物对核电安全壳的

撞击，在安全壳外又增加了一个外壳，外壳的主

要作用就是抵抗飞机等外来飞行物的撞击。

该外壳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要抵抗外

来撞击钢筋作用至关重要，但其薄弱之处是

连接长钢筋的钢筋接头。因此外壳用钢筋接

头要求很高：除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外，还要通

过抗瞬间冲击试验，这个试验要求在不到一

秒的时间内将钢筋拉断，不能断在钢筋接头

处。目前，我国还没有通过抗瞬间冲击试验

的钢筋接头，第三代核电用的都是国外产品。

柳州欧维姆公司核电产品 2008 年进入

核电领域并已在多个核电项目上使用，是目

前国内唯一一家产品进入核电领域的预应

力公司。公司相关人员表示，项目中标只是

一个新的开始，欧维姆公司将按照双方项目

合同条款认真组织开展项目研发工作，力争

按期完成项目。

欧维姆促进第三代核电钢筋接头国产化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英淑）随着我国科

技企业孵化器业的发展，国际化合作正在成

为一种趋势。11 月 28 日，中荷孵化器国际

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孵化器联盟与荷兰孵化器代表团签署了中

荷孵化器国际合作备忘协议，标志着“中国

技术创业孵化联盟”创新创业和孵化培育工

作向国际化迈出坚实步伐，也是我国孵化器

事业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在会上，来自荷兰埃因霍温高新技术园、

SBC高新技术加速器、SBC创业加速器以及

VS风险投资公司的荷兰孵化器代表团，与孵

化器联盟成员就孵化项目的合作方式、项目

融资、平台搭建等展开热烈讨论。经过认真

磋商，中荷孵化器双方代表就充分利用各自

资源，努力推动创新创业项目的双向孵化等

事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签约。双方约定，

孵化器联盟将组织成员企业以及非成员园区

积极参与 SBC每年的全球筛选项目，并计划

每年与荷方共同在中国组织创业项目选拔活

动。另外，双方计划在人才引进、项目融资等

方面也进行充分的合作，并建立及时讨论通

道等推进创新创业的国际化合作。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孵化器联盟是根据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孵化器建设发展

的要求在 2009 年 10 月成立的，由全国近

200 家各类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企业管

理咨询机构、专利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等共同发起，致力于整合中国孵化器

的创新资源，成为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的桥

梁。荷兰埃因霍温高新技术园及相关创业

加速器位于荷兰埃因霍温市，被誉为“世界

上最智慧的园区”。

中荷签署孵化器国际合作协议

进入冬季，流感高发，不少人出现感冒咳嗽等上

呼吸道感染症状，就算没有医生的处方，一些人也会

主动吃上几片抗生素，但若遇到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

的“超级细菌”，无论什么青霉素、头孢菌素等都将失

效，甚至一些“王牌药物”也面临困境。

得益于抗生素这一伟大发明，由细菌引发的疾病

不再是人类的致命威胁，绝大多数感染性疾病用抗生

素治疗都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但“超级细菌”却彻底改

变了这一局面：它对许多抗生素都有耐药性，已经把

人类逼到了近乎“无药可用”的尴尬境地。如何打败

“超级细菌”，已成为世界临床与科研的最大难题之

一。日前，英国皇家病理学院（Royal College of Pa-

thologists）院士柯哲奇（Peter Hawkey）来到中国，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应对对抗生素具有

耐药的‘超级细菌’，我们需要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抗生

素使用监管机制。”

对抗“超级细菌”需全球化监管机制

“异常聪明活跃而又充满斗志”的细菌会产生无

数新的耐药机制而让人类无所适从。柯哲奇告诉记

者，事实上耐药性细菌一直存在，并且随着人类对抗

生素的滥用而进化出更强大的耐药性。也就是说，从

抗生素出现时起，就展开了与细菌的“拉锯战”，在拉

锯战中一个个“超级细菌”诞生了。

然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全世界只有 5 种

新的抗生素问世，过去的 10 年也只出现了两种新的

抗生素，尽管科研人员一直在寻找和研制新的抗生

素，但人类在发现新的抗生素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限

度的。”柯哲奇说。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 5 月发布首份抗生素耐药性

检测报告指出，抗生素耐药性正严重威胁全球公共健

康。世卫组织主管卫生安全的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

坦言，若不采取紧急协调措施，可以治愈的普通感染

和轻伤等或再次具有致命性。

“现代人的人员流动、食品流转等因素为抗生素

耐药性提供了较快的传播方式。”柯哲奇认为已有的

抗生素已经无法应对日益猖獗的细菌，而新的抗生素

又无法跟上更加强大的新细菌形成的步伐，这些因素

都令应对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和滥用

抗生素问题成为全球性的挑战。

——新闻缘起——
与抗生素“拉锯”诞生“超级细菌”

数据显示，只要临床不滥用抗生素，细菌耐药就

会有所缓解。“不过现实是如今的‘超级细菌’名单越

来越长，我们只有及时掌握一个时间段抗生素耐药情

况的整体变化趋势，才能有效控制抗生素的使用。”柯

哲奇说。

据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孙静介绍，为了

帮助医生对抗生素的使用作出正确判断，帮助微生物

和医院感染控制专家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需要将抗

菌药物使用、微生物耐药和感染发生的信息整合在一

个医生、药师、微生物和医院感染控制专家共同使用

的信息共享和分析平台上，并随时提供由平台对共享

信息进行的相关分析、统计，进行风险预警和趋势报

告。“英国在某些地区、医药集团和医院层面已经做到

了上述信息的整合和实时监测分析，并可以预测未来

发展趋势。这样的事前监管机制，可以让医生、药师、

微生物和医院感染控制专家对高风险病人的治疗和

对感染暴发的控制提供协同意见和措施。”孙静表示，

“通过这样的监管机制，可以很快知道哪些病例存在

高风险，并可以据此找到这些病人，及时采取措施，从

而提高治疗效率。”而我国无论是医院还是地区层面，

对抗生素的使用大都还停留在事后监管阶段。只有

少数医院的医院感染控制部门开发了仅供内部使用

的类似信息共享和分析平台，做到了事前监管的实时

监测分析。

——核心关注——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狙击细菌耐药性

70 年前，当抗生素类药品没有问世时，人类一旦

被细菌感染就很容易死亡；但在抗生素不断推陈出新

的今天，如果继续滥用，终有一天将会导致人类本身

对所有抗生素药品具有耐药性，人们同样“无药可

用”。这就是所谓的“后抗生素时代”。

此前有相关人士公开表示，药企不愿投入研发新

的抗生素与“后抗生素时代”的来临有着直接关系，对

此柯哲奇并不认同。“对药企而言，研发一个新的抗生

素和研发一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一样昂贵，而病人最

多只会服用一到两周的抗生素，接下来几个月甚至几

年也许都不再需要，即便这样仍然有可能对抗生素产

生耐药性；而糖尿病患者却需要长期服用糖尿病药

物，且不容易产生耐药性。”他说，“药企也需要衡量投

人类如何面对“后抗生素时代”

入与产出，这就不难了解为何它们不愿去研发新的抗

生素类药物了。”

那么“后抗生素时代”如果来了，我们是否真的束

手无策呢？

日前，荷兰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研发出一种新药，

可以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外部

将其瓦解，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耐药性的产生。这种

新药强化了抗生素在 MRSA 表面细胞膜的附着力和

破坏力，由于其原理是从外部破坏细菌的基本结构，

细菌“不大可能”对其进化出耐药性。

打败“超级细菌”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也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关注并积极采取行动。

柯哲奇表示：“近年来各国及国际机构都在努力解

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他告诉记者，今年的 G7 峰

会上，抗生素耐药性已经被纳入讨论议题，英国发

布了《抗生素耐药性五年战略》，欧盟也花了很多钱

监管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和研发新的抗生素。“但是

目前还缺乏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抗生素使用监管机

制，我们需要一个全球范围内使用抗生素的公开记

录，记录每个国家的抗生素使用情况，然后与其他

国家信息共享，这样有助于为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严

重的国家提供帮助。”

中国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同英国驻华使馆于

今年 8月共同启动了一项政策合作项目，作为该项目

英国方面的技术顾问柯哲奇此次来到中国，就是希望

能够与中方专家进行进一步讨论。“希望通过两国的

合作，借鉴英国对抗菌药物使用和微生物耐药及医院

感染控制的监管经验，为中国建议一个实现实时监控

评价分析的事前监管机制，建立医生、药师、微生物和

医院感染控制专家协同工作的平台，从而提高抗菌药

物的使用效率和医院感染控制效率，更好地遏制微生

物耐药。”柯哲奇说，“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研究

成果最早将于明年 4 月发布，届时，它的适用范围将

包括 11家纳入试点的医院。”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并不像目前西非国家暴发

的埃博拉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显现得很快，它往往

是逐步显现的，就像气候变化一样。我希望在对待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我们也能够有足够的认识，

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对整个人类也像是一场战争一

样。”柯哲奇说。

——专家观点——
我们需要全球范围内抗生素使用监管机制

同样针对细胞膜，今年 6 月，英国的研究人员与

四川大学等机构共同在《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

现了一类被称为脂多糖转运蛋白的物质，在构建细菌

表面难以渗透的脂质外膜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利用

这一成果，未来有望开发出以这种物质为靶点的药

物。这种药物无需进入细菌内部，只需阻断细菌外膜

的形成，就能将其杀死。

这些对“超级细菌”耐药机制进行的针对性研

发，都考虑到了细菌耐药机制复杂多样且随时发生

的特点。

现在在长春工业大学读大四的祖秉群是一个

地道的漫画英雄迷，从 2012 年起，他在网络上搜

索美国漫威旗下超级英雄的服装图纸，并网购制

作材料，如今已制作完成了钢铁侠、美国队长和雷

神三个“超级英雄”的服装。祖秉群说，他打算做

齐“复仇者联盟”人物的所有服装，在明年《复仇者

联盟 2》上映时与朋友身着这些服装看首映。

张瑶摄

大学生巧扮“复仇者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