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秘的深海是在地球表层和内部过程的双向驱动

下，充满着世界奇观和科学难题的陌生天地。我国的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充满着众多科学之谜。

“边缘海介于陆地和海洋之间，是海陆相互作用的

界面。边缘海的发育，改变了大陆和大洋之间的物流

和能流。南海作为亚洲岸外最大的边缘海，其生命史

的研究是认识亚洲和太平洋海陆相互作用的捷径。”我

国“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同济大学海洋地

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汪品先院士说。

据汪品先介绍，探寻南海“生命史”目前有三类核

心科学问题亟待求解。一是不同观点的争论，如南海

海底扩张时间的分歧；二是不同记录的比较，如海底磁

异常与大洋钻探岩芯记录之间的矛盾；三是大洋新发

现在南海如何表现，如深海微生物在碳循环中的作

用。具体来说，南海有八大科学之谜。

这些科学之谜包括：南海的年龄有多大？海底扩

张究竟是西南海盆在先，还是中央海盆在先？扩张的

时间是在 3200万到 1600万年前，还是早在 3700万年前

就已经开始，2000 万年前已经结束？南海海底的火山

链形成于何时？现代海底还没有火山活动的踪迹？南

海的深层海流，确实是逆时针方向运行的吗？滞留时

间真的只有 30 年吗？为什么南海的珊瑚礁在 2000 万

年前就开始形成？南海的海底是“漏”的，在现代俯冲

带、残留扩张脊和火山链海底，是否有更多的海底溢出

流分布？南海的微生物在碳循环中有何作用？等等。

据汪品先介绍，为探寻南海“生命史”，我国“南海

深部计划”在三大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从海底扩张到

板块俯冲的构造演化作为生命史的“骨架”，以深海沉

积过程和盆地充填作为生命史的“肉”，以深海生物地

球化学过程作为生命史的“血”，在岩石圈、水圈和生物

圈相互作用的层面，再造南海的深海盆地发育过程，目

前已取得众多阶段性重要成果。

这些重要进展包括：在南海首次运用深拖磁测系

统、宽频带海底地震仪等高新技术，重新认识南海深海

盆形成历史和演变机制；通过全方面在南海布设潜标

锚系开展时间序列现场观测，结合走航调查和实验室

分析，揭示南海深层环流特征、深水物质搬运和沉积过

程；从微生物分布特征和群落结构研究入手，深化“微

型生物碳泵”机制和储碳功能的认识，提出碳储库长周

期演变的“溶解有机碳”假说等。

“经过 4年多的努力，加上国际大洋钻探、蛟龙号深

潜航次的配合，有些科学之谜已经开始破解。比如南

海扩张的年龄，我们已经知道中央海盆比西南海盆先

形成，距今 1600 万年前扩张结束。”汪品先说，“如果站

在地球圈层相互作用的高度看待南海演变与海陆相互

作用的关系，看待边缘海盆地发育对东亚和西太平洋

环境的影响，可以打开一系列科学新课题的大门。”

目前，我国南海正成为国际边缘海研究的热点，吸

引了越来越多科学家奔赴南海探索科学之谜。仅“南

海深部计划”就吸引了全国 40 多个单位、近 400 多研究

人员参加，并实现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海洋科学与

海洋技术的联合。

（新华社“东方红2号”5月10日电）

南海的年龄有多大？深层海流确实是逆时针方向运行的吗？……

南 海 有 八 大 科 学 之 谜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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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时间，81 岁的中科院院士葛昌

纯都要到山东德州转一转，在当地几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企业里，他的一项科技成果正在

转化。作为国内粉末冶金领域的顶级专家，

葛昌纯眼光独到，将重量级成果落地此处亦

经过深思熟虑。

长期以来，没有“大院、大所、大企”的德

州不显山露水，但去年该地多个标志性的经

济指标，晋升山东工业经济增长第一方阵，颠

覆了观察者的印象。

当传统增长模式尚未破除，新的增长路

径远未确立，地方转型该何去何从？在这些

颇具象征意义的事实背后，德州在干些什

么？“对德州来说，发展工业经济仍然是当务

之急，但原有模式已经不符合新要求，跟在先

进者后面亦步亦趋也不是出路。”德州市委书

记吴翠云认为，“基于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市

情的把握，我们率先提出科技金融融合创新

推进产业发展的思路，以此作为德州新一轮

发展的突破口。”

德州的挑战：由小变
强的成长“三部曲”

中椒英潮是一家做辣椒深加工的企业，

形成了从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但当家

人谭英潮并不满意，“公司的产业链上，还缺

乏高精尖的产品”。

中椒英潮的难题，写到了翁啟文的调研

报告中。2013年下半年，这位德州市委常委、

副市长利用 3 个月时间走访了 112 家企业、56

个乡镇。在调研中，他发现，在德州，“中椒英

潮”的难题不在少数，“他们缺乏核心技术、缺

乏高端人才、缺少资金”。

“德州市有 R&D 活动的企业仅有 26 家，

2008 年全市仅有 19.2％的企业提取过技术开

发经费，平均提取比例不到 0.5％，远低于国

家规定。”这成为让德州企业尴尬的一组数

据。

但也有很多企业脱离了这种尴尬。总资

产 130 亿元的华鲁恒升是山东省 200 家重点

企业集团之一，在董事长杨振峰看来，公司从

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晋升为全国化工综合效益

百强，经历了成长“三部曲”。

在初创期，依靠自有资金，购买设备，发

展比较慢；在成长期，借助多家科研机构联合

攻关大型氮肥装置国产化项目，运用信贷市

场的力量，政府扶持国债贴息、贷款贴息，使

企业跃升大氮肥行列；在壮大期，以自身研发

力量为主，注重产业链的前后延伸，陆续推出

新项目，辅以资本市场，使企业跨入百亿行

列。

“华鲁恒升的崛起，是产业竞争力、科技

驱动力、资本推动力三力融合的结果。”德州

市副市长许绍华认为，德州 3400 多家规模以

上企业中，这类企业不在少数，他们为更多的

德州企业提供了一种可供参照的成长路径。

释放改革红利：依靠
资本寻求裂变发展

东君乳业(禹城)有限公司从 2013 年起开

始投建大型牧场，一方面要扩大规模搞建设，

一方面又要做好研发拓市场，企业自有资金

捉襟见肘。经德州市科技局搭桥，青岛银行

德州分行利用互联网投融资服务平台为东君

乳业量身打造了 500万元的众筹项目，又陆续

为东君乳业融资 2000万元。

吴翠云认为，资金仍然是制约德州企业

科技发展的首要因素。而“科金产”政策的顶

层设计，正为此而打造，“围绕发端于车间等

作业现场的创新需求，引进科研机构、创新团

队和科技创新成果，辅以创新基金支持，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品，推进创新产品衍

生出创新产业”。

2014年，德州市在山东省率先提出了“科

技·金融·产业融合创新”的战略思路，并相继

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金融融合创新推进产

业发展的意见》及配套政策。

“体制机制的合理设计是‘科金产’能否

成功的关键。”翁啟文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通过改革，使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社会资本

进行有效整合，解决了金融机构找不到好项

目、好项目找不到资金的两难局面。”

玩转“科金产”，政府怎么干？翁啟文认

为，政府通过引导金融资本的导向和杠杆作

用，鼓励引导金融资本对科技创新全程参与，

特别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的前期投入，通

过金融手段和相关制度设计，把科技成果转

化后的未来收益抓取到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

进行分配，克服传统科技创新活动缺乏资金

支持的弊端。

院士进德州：“京津南
大门”对接大院大所

78 岁的盖钧镒院士是大豆遗传育种专

家，眼下，他已与大豆蛋白产品及大豆保健食

品生产研发商谷神集团展开合作。

他们的缘分要追溯到2014年。这一年，德

州·京津大院大所对接会上，225家德州企业与

116家科研机构的 573项成果实现对接，7名院

士和一大批“千人计划”学者出现在现场。

现场气氛的热烈符合了吴翠云的预期：

“企业有技术需求，但不一定养得起重量级科

研团队；科研院所有亟须转化的技术，但也苦

于找不到企业；金融机构手里有资金，却需要

好项目。我们搭建一个互联互通的平台，让

德州与京津的合作更有时效，更有价值。”

“产学研合作让企业在竞争中占据了绝

对优势，由原来的‘配角’变成了‘主角’。”德

州禹王精密陶瓷董事长刘锡潜尝到了甜头。

实际上，对当地企业来说，这种对接不仅意味

着打造企业核心技术有了可能，更让大量的

人才、信息、资金蜂拥而至。（下转第三版）

玩转“科金产”：一个科技资源洼地的体改试验
—来自山东省德州市的创新报告

通讯员 王永强 本报记者 王延斌

5 月的莫斯科，天阔

云舒，旗帜飘扬。红场

内外，满是胜利与和平

的春色。

9 日上午，俄罗斯举

行盛大庆典，纪念卫国

战争胜利 70周年。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俄罗斯总

统普京邀请，来到莫斯

科，同俄罗斯人民和各

国人民一道庆祝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神圣

节日。

出 发
—— 沐 胜 利

之荣光
克里姆林宫斯巴斯

基钟楼上，巨大自鸣钟的

金色指针跳到10点整。

10 声 洪 亮 的 钟 声

后，俄罗斯军乐队奏响

恢弘的《神圣的战争》乐

曲，8 名仪仗兵护卫着胜

利旗帜和俄罗斯国旗步

入红场。

主 观 礼 台 上 ，习 近

平主席、普京总统同来

自约 20个国家和地区及

国际组织领导人并肩而

立，神情庄重。

“ 乌 拉 ！ 乌 拉 ！ 乌

拉！”山呼海啸般的胜利

呐喊，回荡在红场的上

空。

昂扬的士兵，豪迈的

正步，战车滚滚驶过青色

的石路，战机列阵飞过湛

蓝的天空……这是一场

缅怀历史、纪念胜利、捍

卫和平的大检阅。

“ 正 当 梨 花 开 遍 了

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

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

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

的春光。”由 102 名官兵

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军仪仗队，伴着诞生

在烽火岁月中苏联名曲

《喀秋莎》的旋律，迈着

威武雄壮的步伐，行进

在红场上。这是中国首

次派出仪仗方队参加红

场阅兵。鲜艳的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一张张朝

气蓬勃的面孔，写满勇

敢坚毅。习近平主席起身向他们挥手致意，普京

总统站起来注视着英姿飒爽的中国军人。

11时许，轰鸣的战机飞越红场上空，胜利日的

鼓乐声震长天。15 架米－29 和苏－25 飞机组成

“70”的图案。

风起云卷，潮落潮起。70年后回望，历史面庞

愈发清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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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福州5月10日电（记

者谢开飞）记者从元翔（福州）国际

航空港获悉，5 月 10 日 11 时 57 分，

幸福航空 JR1529 航班在福州长乐

国际机场落地时冲出跑道，停在草

地上。福州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预案，全力组织抢险和救护工作，机

场已于 18时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本

次事故导致 7 名旅客受伤，约有 80

个航班受到影响。

据福州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航班执行航线为合肥—义乌—福州，

机 型 为 MA60（新 舟 60），编 号 为

B3476。航班于 10 时 42 分从义乌机

场起飞，计划 12 时 10 分抵达福州机

场。据初步统计，该航班上共有旅客

45名，机组人员 7名。在工作人员的

全力处置下，机上所有人员均已安全

疏散；7名受伤旅客第一时间被送往

医院检查（6男1女），其中2名旅客住

院治疗接受进一步观察，另外 5名旅

客均无大碍，现已离开医院。

10日 18时，应急状态解除，福州

机场正式恢复正常起降，工作人员全

力为旅客办理乘机手续，及时更新发

布航班时刻等信息，为旅客做好签

转、退票等相关工作。截至 21 时 30

分，机场取消航班 20个。同时，滞留

旅客已陆续离开福州机场，现场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民航管理部门正在对这一事件进

行相关处置和调查。另据来自“新舟60”制造商中航工业

西飞的公告称，收到信息后，西飞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将

按照事故调查程序和现场需求，积极做好配合支持工作。

﹃
新
舟6 0

﹄
飞
机
落
地
时
冲
出
跑
道

事
故
导
致
七
名
旅
客
受
伤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怡）近日，上海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永华及其科研团队

发表了首个墨胸胡蜂（俗名“虎头蜂”）的毒

腺转录组，同时也发表了对其毒腺的分析。

研究人员希望该发现有助于理解虎头蜂蛰

人的毒理分子基础，利于临床医学应急治

疗。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自然出版集团旗下

的《科学报告》上。

春夏之交，正是出游的高峰，在一些旅

游景区不起眼的蜂虫也威胁着游客的安

全。通常，人被虎头蜂蛰后可能会出现严重

的过敏和毒性反应，甚至器官衰竭以致死

亡。从 2006 年以来，虎头蜂蛰人事件成为

我国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在一些省份

已经有数千人因此住院，数十人死亡。由于

从虎头蜂身上提取天然毒液十分困难，因此

缺少对虎头蜂在天然环境中的研究，也没有

其毒液成分的完整内容可供参考，导致缺乏

有效治疗虎头蜂蛰伤的方法。为了弄清虎

头蜂的毒素成分和毒理机制等问题，吉永华

及其科研团队对虎头蜂毒腺中表达了的基

因进行了测序，比较分析了毒液释放之前和

之后的基因表达谱系区别，确认了十个与毒

素合成或功能执行相关的基因。

据吉永华介绍，这十个基因就像虎头蜂

伤人的“谋士”控制“杀人武器”的组装与实

用，了解它们的编码蛋白分子结构特征及调

控方式，就能厘清胡蜂“武器库”的来龙去

脉，阐明毒素成分及毒理机制，为临床针对

性治疗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他认为，这项

研究也有助于探寻其它蜂种或有毒物种相

似的功能基因，比较横向或纵向进化的内在

共性与特性联系，有利于拓展有毒物种的特

异性毒素合成机制及伤人机理的相关知识。

虎头蜂“杀人”基因显形

5月10日，幸福航空一架MA60飞机在福州机场落地时冲出跑道。至17时10分许，事故飞机被成功起吊至拖车上，拖离现场。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科技日报明斯克5月 10日电 （记者董映璧）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日在明斯克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

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各领域合作，对接两

国发展战略，开创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好朋友、好伙伴。两国

始终彼此信赖、守望相助，保持高水平的战略协作，双边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2013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双方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实现质和量同步

提升，中白关系发展进入定位高、基础牢、机制顺的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我这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4年

再次访问白俄罗斯。希望双方以我们这次会晤为契机，

推动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多实实在在的务实

合作成果，共同开创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习

近平就建立两国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提出4点建议。

第一，持续增进政治互信，相互构筑牢固的战略支

撑，始终支持对方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的发展理念

和发展道路。

第二，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双方要扩大双边贸易，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

衡。要把中白工业园建设作为合作重点，发挥政府间

协调机制作用，谋划好园区未来发展，将园区项目打造

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和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

要本着互利共赢原则，以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电力、

工业现代化改造等项目为导向，扩大中白融资合作。

第三，扩大人文和地方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

社会和民间基础。中方将继续支持白方办好孔子学院

和中国文化日活动，继续支持中国有关省区结合自身

特点和优势，同白俄罗斯相关地方开展对口和互补合

作，培育务实合作新的增长点。今年是白俄罗斯“青年

年”，中方邀请 100名白俄罗斯大学生来华交流。

第四，加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中白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的协作，维护好共同利益，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得最

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和白俄罗斯人民为战胜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

了巨大贡献。我们开展纪念活动，就是要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珍爱和平、警示未来。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
一致同意开创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