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石 义201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四 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我国现有 13 亿多人口，很快就会达到 14 亿，同时，

我国的耕地在逐年减少，面对这种人增地减的严峻形

势，惟有通过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位面

积产量，才能解决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难题。为此，我们

正在实施三项粮食增产工程。

第一，选育每公顷产 16 吨稻谷的超高产杂交稻品

种。追求作物高产、更高产是永恒的主题，水稻是我国也

是世界的第一大粮食作物，为了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日本率先于1981年开展了水稻的超高产育种，计划在15

年内把水稻的单产提高到每公顷12吨，但是时至今日，34

年过去了，尚未实现。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正式启

动了选育超级稻（super rice）后改为新株型稻的研究，计

划到2000年育成每公顷产12—12.5吨的超级稻，同样，至

今也未成功。由此可见，要育成每公顷产12吨高产的超

级稻，难度极大。

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在 21 世纪对粮食的需求，农业

部和科技部分别于 1996 年和 1997 年立项和启动了中

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分四个时期的产量指标（100 亩平

均）为：第一期：1996—2000 年，10.5 吨/公顷；第二期：

2001—2005年，12吨/公顷；第三期：2006—2015年，13.5

吨/公顷；第四期：2016—2020年，15吨/公顷。

通过形态改良和利用亚种间杂种优势的技术路

线，加上我们团队不辞劳苦地钻研攻关，上述产量指标

均逐一按期和提前实现了。第一期的代表品种是两优

培九，是与江苏省农科院合作选育的，21世纪初的几年

间，在大面积生产上应用，最高年推广面积近千万亩，

平均亩产 550 公斤左右；第二期的代表品种是 Y 两优 1

号，2014 年的种植面积达 800 万亩，平均亩产 600 公斤

左右；第三期的代表品种 Y 两优 2 号，2012 年在湖南隆

回县，百亩片亩产 926.6 公斤（13.9 吨/公顷），2013 年开

始推广，2014 年种植面积 100 万亩以上，产量又上了一

个台阶，亩产为 650 公斤左右；第四期代表品种 Y 两优

900，2014 年在湖南有四个百亩示范片亩产超千公斤，

其中溆浦县创亩产 1026.7 公斤（15.4 吨/公斤），遥遥领

先于全球。预计大面积推广后单产又可再上一个台

阶。生产实践表明，这个台阶的高度为 50公斤/亩。

理论上，水稻蕴藏着巨大的产量潜力。当前，我们正

在向16吨/公顷攻关，代表品种是超优千号，形势很好。4

月9日在海南三亚召开了现场观摩会，三百多位专家和种

业界人士目睹了该品种的特优表现，个个感到惊喜万分，

印度著名育种家Ish Kumar 博士在现场留连忘返，问他

的感受，回答是“More than excited（加倍的激动）”，目前

该品种处在黄熟期，欢迎对超级稻感兴趣和持怀疑态度的

人士到三亚参观、考察和指导，“百闻不如一见”。

第二，“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即种三亩超级杂交

稻，产原有水平（前 5年平均）四亩田的粮。此项目主要

在中低产区实施，2007年在湖南省率先启动，20个示范

县参与了项目实施，其中有 18 个县达标，即比 2002—

2006年五年平均单产增加了 33%。2014年扩大到 52个

县（市、区）共 1146万亩。项目 8年累计种植面积 4335.3

万亩，增产稻谷 47.33亿公斤。计划力争 2017年发展到

1500 万亩，产项目实施前五年（2002—2006 年）平均单

产 2000 万亩的粮食，等于增加了 500 万亩耕地，可年增

粮食 20 亿公斤（2002—2006 年五年平均单产约 400 公

斤/亩）。四川、贵州、安徽、广东、广西、浙江、河南等省

（区）也要求参与该项工程，其中广东、贵州、广西、四

川、安徽已启动实施，效果很好。建议此项目纳入国家

计划，在 5 年内全国发展到 6000 万亩，产出现有水平

8000 万亩的粮食，即等于增加了 2000 万亩的稻田。按

亩产 400 公斤计算，能年增粮食 80 亿公斤，可供北京或

上海特大城市人口全年的口粮。

第三，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的粮食高产工程，简称

“三一工程”，即三分地年产粮 360 公斤（亩产 1200 公

斤），足够一个人全年的口粮。这项工程，2014 年开始

在湖南省 16个县的高产地区实施，有三种模式：一是双

季超级稻，早稻亩产 550 公斤，晚稻亩产 650 公斤；二是

一季超级中稻+马铃薯，水稻亩产 700 公斤，马铃薯亩

产 2000公斤（折合稻谷为 500公斤）；三是春玉米+一季

超级稻，玉米亩产 500 公斤，水稻亩产 700 公斤。2014

年采用双季稻模式的湘潭县和醴陵县产量达到设计指

标，如湘潭县雨湖区，310 亩示范田，早稻平均亩产

584.5 公斤，晚稻平均亩产 662.5 公斤。采用超级杂交

稻+马铃薯模式的石门县、龙山县、永顺县，全年亩产原

粮都在 1200 公斤以上。这项工程，要在有关部门的支

持和配合下，力争到 2020 年发展 1100 万亩，占湖南省

耕地面积 19%，产出的粮食可供全省一半人口之需。建

议生态条件与湖南相似或更好的省（市、区）可借鉴湖

南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实施这项工程，为保障国家的粮

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发展无止境，预计每公顷产 16 吨的超级

杂交稻，可望明年成功实现。但我对此并不满足，老骥

伏枥的精神在激励我，要向更高的产量攻关，争取在我

90岁之前育成产量更高的超级杂交稻品种。

（科技日报北京4月28日电）

发展超级杂交水稻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袁隆平

日前，集施肥、播种、喷药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农业植保机器人在山东潍坊滨海区华创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据悉，该机器人可对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作
物进行护理，机器人配备了四轮驱动系统，可实现四轮转向，转弯半径仅为7.5米，臂展最长达38米。图为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装配植保机器人。 新华社发（孙树宝摄）

科技日报成都4月29日电（记者盛利）尼泊尔8.1级

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组的组赴

尼泊尔国家级医疗救援队防疫分队于 27日开赴加德满

都，进行国际救援任务。29日，科技日报记者独家连线

正在尼泊尔的该防疫分队领队、成都军区疾控中心监

控科主任胡小兵。他表示，分队将结合多次参与地震

灾后防疫救援工作经验，尽快完成灾区疫情评估，并根

据评估结果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本月 27 日零时，接到抽组赴尼泊尔国家级医疗救

援队防疫分队的命令后，成都军区疾控中心立即开始

勤备工作，不少工作人员彻夜未眠，于 27 日 10 点 45 分

登上空军运输机直飞加德满都，开展国际救援。

胡小兵介绍，此次参与赴尼泊尔国家级医疗救援

队防疫分队的队员，涵盖流行病学、传染病预防控制、

环境卫生以及消毒杀虫等各领域专家，多人曾参加国

际维和及“5·12汶川”“4·20芦山”“8·03鲁甸”地震救灾

任务，结合此前地震灾后防疫经验，分队携带了先进的

病原微生物采样、检测箱组、食品安全、水质理化检验

设备及消毒杀虫用药品装备等。

胡小兵说，分队抵达加德满都后，在中国驻尼泊

尔大使馆以及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目前已顺利

完成了宿营地展开。“现阶段，分队正指导救援力量

和当地民众，科学规范地处理遇难者遗体和各类动

物尸体。下一步分队工作重点包括：保障我国救援

队饮食饮水安全，及协助医疗分队做好医学消毒工

作；通过地震灾情进行实地调查，结合当地流行病学

背景，从整体受灾情况、疾病风险预警、饮食饮水卫

生、病媒生物情况等方面给出灾情评估报告；根据评

估结果进行详细研判分析，确定下一步防疫工作重

点、难点，采取多种针对性防疫措施，以确保大灾之

后无大疫。”

胡小兵说，根据现阶段所了解的情况，灾区受灾

情况严重，防疫形势较为严峻，“尼泊尔卫生条件落

后，既往调查发现，当地大部分疾病源于不卫生的饮

用水和卫生设施的缺乏。目前，当地灾后饮水、饮食

卫生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前期防疫重点即是对受灾

人员进行针对性健康教育，严防肠道传染病的流行；

对灾区各个供水点进行逐步检测排查，指导当地政

府做好安全用水供应。此外，5 月是当地旱季雨季交

替时节，雨水逐渐增多，随着气温升高，为病媒生物

滋生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将严密监测病媒生物情

况，科学的进行消毒杀虫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

科技日报独家连线成都军区疾控中心赴尼泊尔防疫分队领队：

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地震破裂过程快速

反演可以了解发生主震的

断层面上同震破裂滑动分

布、破裂的方向性等，不仅

有利于了解重灾区的空间

分布，部署应急救援力量，

还可分析断层破裂面上位

移亏损的区域，对强余震

的预测作用重大。”中国地

震局地震研究所研究员徐

锡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

徐锡伟介绍，通常认

为，地震发生是一个断面

上突发性破裂、滑动的结

果，破裂过程中会激发出

来不同频段的地震波，这

些地震波会在地震仪上记

录下来。地震破裂过程反

演就是通过地震仪上记录

的波形往回推断面上破裂

过程、位移分布等。

“如果断层面上某个

区域同震位移较大，则地

面的变形和破坏也相对较

大，灾害会比较严重；另

外，破裂的方式也会影响

灾害的轻重，如破裂前方

持续时间长是可能的重灾

区。”徐锡伟说，此外，地震

反演得到的同震位移较小

的区域，不仅地壳变形量

小，破坏也会相应减小，但

出现位移亏损，能量集聚

比较明显，爆发强余震的

可能性就比较大。

说这些话时，徐锡伟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同事的

电话，他们反演的具体结

果会在晚些时候出来。

此前，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网站上出现了

这样一条新闻。由其所副

研究员王卫民领衔的团队

已获得尼泊尔地震震源破

裂过程反演初步结果，消息

一出，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

4 月 25 日 14 时 11 分

（北京时间）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随后，王卫民

即根据 IRIS 数据中心获

得的地震数据资料对震源破裂过程进行了模拟，当天晚

上，就已取得了初步结果。

结果表明：这次地震为震级 Mw7.9，震源深度约

12km 的低倾角逆冲型地震，破裂持续时间约 80 秒，破

裂具有单侧破裂特征，断层面上的滑动分布比较集中。

“单侧破裂特征就是说破裂带只是往东一个方向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震中距博克拉和加德满都同样是 70

公里，而加德满都破坏就比较严重，就是因为加德满都正

处于破裂带的东面。”王卫民解释说，断层面上的滑动分

布比较集中，则是说此次地震破裂范围仅集中在 100多

公里范围内，不像汶川地震那样大，有300多公里。

上述专家表示，之所以我国聂拉木、樟木一带破坏

比较严重，是由于破裂的前锋效应造成的。“破裂在快到

达加德满都时，破裂方向发生了往北的改变，这样往西

夏巴玛峰方向转移的时候，造成樟木位移量比较大，从

而导致破坏严重。”

对此，王卫民并不完全认同。在其所做反演时发

现，聂拉木地区地震烈度大约Ⅵ—Ⅶ度。“理论烈度不是

很大，破坏比较严重应该与当地海拔高差大、地形复杂

有很大关系，而且随后还有 7 级的余震，所以造成严重

的滑坡和塌方。”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由于每个人经验、方法不

同，反演有些细节的出入是很正常的。”徐锡伟说，关键

是要看其意义，可以对余震及触发地震做出一定的推

断，对此后地震也可以做一个理论上的预测和探讨。

“地震反演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内知道哪个地方破坏

比较严重，对应急救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卫民

说，汶川地震时，虽然震中是在映秀，但我们通过地震反

演就发现，其实北川破坏也很严重。

（科技日报北京4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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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但是在多年以前，

开发利用稀土的生产技术始终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

里，使稀土拥有资源量最大的中国，只能用低廉的价格

出口稀土矿，再用高价进口稀土产品。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位中国化学家创立串

级萃取理论，并运用于实际生产。这一全新分离方法，

使我国单一稀土产量猛增，一时间，国际单一稀土产品

价格暴跌，国外的稀土垄断公司，不得不减产、停产甚

至破产，中国的世界稀土强国地位，一举确立。直到今

天，“串级萃取”理论仍然是我国稀土工业的理论基

础。这位化学家便是徐光宪，这场由徐光宪引起的中

国风暴给我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收益，该项目也获得

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

等各类奖励。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单一稀土的全国产量是 20

吨。2006 年国家发改委稀土办的数据统计显示，产量

是 8万吨，占全球单一稀土总产量的 85％。中国终于实

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

的转变。现在，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已经不再是昔日的

美国、法国和日本了，而是中国。

一生爱创新，科研路上从未止步

徐光宪有一句名言：“我们做科研的有一个信念，就是

立足于基础研究，着眼于国家目标，不跟外国人跑，走自己

的创新之路。”这句话被众多媒体反复提及，而且被写进北

京大学发布的讣告中，鼓励科研领域的后来者们继续前行。

因为祖国的需要，徐光宪曾四次改变自己的研究

方向。他最初的科研方向是量子化学，回国后开始转

向研究配位化学，1960年，为适应国家原子能工业发展

的需求，他将核燃料萃取化学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

向。1972年，为扭转我国稀土工业的落后状况，他的研

究方向转向稀土分离方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并成了

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和同事们

一起创造了稀土世界的“中国传奇”，特别是他建立的

具有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引导稀土分离技术的全面

革 新 ，被 国 际 稀 土 界 称 为 为“ 中 国 冲 击（China Im-

pact）”。1978 年，基础科学受到重视，他又重新开始最

初选定的量子化学方向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黎乐民曾撰文《执著追求，勤奋耕

耘》评价恩师。他说，徐先生一再改变研究方向，自然

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徐先生迎难而上，把研究方向多

变的困难转化为在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绩的契机。而

实现这种转换，没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前沿问题的总

体把握，以及顽强的进取精神，是无法做到的。

实际上，徐光宪善于及时引入最新的研究方法与

技术手段。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广泛，其研究涉及化学

研究的多个领域。化学学科的特殊性，使他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认知风格与研究方法。在化学研究领域，徐

光宪有多学科的坚实基础，这也使得他在多次科研方

向发生转向后仍能取得突出成果。

一生爱祖国，拳拳心桃李情

28 日上午，北大未名 BBS 将进站图片换成了徐光

宪的照片，并写下“沉痛悼念徐光宪先生”，这是年轻学

子们对他最真诚的缅怀。

徐光宪出生于浙江绍兴。1936 年，16 岁的徐光宪

考取了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9 年转学至宁波高

工学校。1946年，徐光宪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进入美

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一学期后转至哥伦

比亚大学，并获得助教奖学金。不久，同样攻读化学的

妻子高小霞也来到美国半工半读。

到了1949年，徐光宪不但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

当选为美国荣誉化学会会员和荣誉科学会会员。接连

荣获了两枚“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抗美援朝的开

始，让徐光宪觉得，身为中国人，应当回国效力。尽管他

在美国的科研事业已渐上轨道，但他毅然放弃，获得博士

学位后，立刻以“回国探亲”为借口，和妻子高小霞一起回

到祖国。当轮船到达广州时，一艘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

船来接他们。他生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曾经回

忆当时的情景：“看到五星红旗来接我们，是我一生中最

高兴的事，我感到我们中国人真的站了起来。”

回国之后，徐光宪进入北京大学执教。尽管当时

国内的科研条件无法同国外相比，但他工作热情极

高。1951年，他为学生们开设了物理化学课，培养了第

一批放射化学人才。

他曾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但也还

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未来需要年轻人担负起来”。这

样的责任感和危机感让他在后期的科研中始终将培养

人才放在第一位。他的学生中有 4位院士，这在整个科

技界都是极少见的。

“在几十年科研生涯中，徐先生一直把自己的科研

工作与国家的学科发展和重大需求紧密结合，并作出

了突出贡献。”徐光宪曾经的学生、北大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教授严纯华说。

2006年 8月，徐光宪在北大未名 BBS化学学院版面

以“老顽童”为网名发表《分子共和国：开国大典》一

文。化学学院广大学生响应徐先生号召，开始了为期

两月的“分子共和国”趣味科普文学创作活动，帖文几

乎都登上了全站十大话题榜。2009 年，帖文集结成书

出版。这个故事至今仍为北大的年轻学子们津津乐

道。 （科技日报北京4月29日电）

稀 土 人 生 鞠 躬 尽“ 萃 ”

（上接第一版）
——运用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促使

企业从依靠过度消耗资源能源、低性能低成本竞争，向

依靠创新、实施差别化竞争转变。

林念修认为，《意见》通篇都贯穿了全面深化改革这样

一条主线，把改革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中之

重，也是通过改革加快破除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

碍。比如，提出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力求彻底

摆脱知识产权“侵权易、维权难”的僵局；提出加快垄断性

行业改革，扭转靠垄断赚钱容易，靠创新获益难的局面。

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是创新驱动的重要手

段。《意见》明确，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

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调整创新决策和组

织模式，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

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甄峰认为，创新应以需求为

导向，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除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领

域的核心技术外，政府不应直接参与、指挥或评判创新

行为，也不应过于集中支持特定领域的创新行为，而应

将创新活动的运转机制和调节过程交给市场，通过市

场发现创新活动的价值和增长点，以市场准则来运转

创新资源配置。

“向创新驱动转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林念修说，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必须制度先行、改革先行，尽快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依

赖。越早改革越主动，越早改革代价越小。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29 日
电 (记者贾婧)记者 4 月 29 日从

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

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

构调整稳步推进，节能环保产业

加快发展，节能减排成效明显，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季度，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

5.6%，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

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继续保持

较快下降。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选取

57 个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建设，制定印发实施方案，

有效开展制度创新和模式探索，

实施了一批工程建设，有力推动

了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开展。

今年 3 月以来,各地区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一季度，产业结构更趋优

化。不同产业增速有快有慢，产

业转型升级保持良好势头。“快”

的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1.6%，同比提高 1.8 个百分点。

“慢”的是，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速

放缓，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电

力等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7.6%、4.2%、11.5%和 1.2%，

增速分别回落 2.3 个、2.7 个、3

个、2个和 2.4个百分点。

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整

体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态 势 。 截 至

2014 年 底 ，节 能 服 务 业 产 值

265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

节能环保重大技术有所突破，部

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一些

先进成熟的技术纷纷涌现。

生态环保工程加快推进。

引导各方面进一步加大有效投

资，积极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

加强水、大气、土壤等环境污染

治理，大力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工

程，截至目前完成投资 145 亿

元。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加快

实施模式创新。推行排污者通

过缴纳或者按合同约定支付费

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

治理的新模式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落实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用能单位采

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

据悉,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政

府投资引导力度，尽快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发挥

资金杠杆作用，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加快完善

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政策，支持采用企业债券、项目收益

债券等方式筹措投资资金。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

境，进一步鼓励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参与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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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反演（seismic inversion）是利用地表观测

地震资料，以已知地质规律和钻井、测井资料为约

束，对地下岩层空间结构和物理性质进行成像(求

解)的过程，广义的地震反演包含了地震处理解释

的整个内容。

通俗的讲就是由地震为基础加上其他条件为

约束推测出地层岩性构造的过程叫地震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