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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科技特派员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虾蟹类是海洋底栖甲壳动物中种类最

丰富和最具有多样性的生物类群，在海洋生

态系统中起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东海虾

蟹类资源十分丰富，种类繁多，随着传统经

济鱼类不断衰退和捕捞强度的增加，以及生

态环境的改变，东海的虾蟹类资源正逐渐发

生变化。开展虾蟹类资源调查，掌握虾蟹类

资源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和变化机制，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安全健康及对我国海洋渔

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勘

测专项（126项目）、浙江省科技厅及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12个项目支持下，以浙江海洋

学院俞存根教授为负责人的科研团队，从上

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连续20多年开展东海区

虾蟹类资源调查与监测，首次系统地开展了

东海大陆架和重点渔场——舟山渔场及浙江

近岸海域虾蟹类资源调查研究，建立了西北

太平洋区首个海洋虾蟹类生物资源调查与监

测体系，全面阐明了东海虾蟹类种类组成、数

量时空分布及群落结构演替规律等；首次对

东海大陆架海域虾类、蟹类的资源蕴藏量及

可捕量进行了评估，提出了具有开发潜力的

虾蟹类种类和虾蟹类渔场；系统分析研究了

主要经济虾蟹类的生物学特性。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实施桁杆拖虾作业休渔期以及调

整建议，并在渔业管理中得以应用。

“东海虾蟹类资源调查研究及其在渔业

管理中的应用”项目开创了我国虾蟹类群落

生态学研究，在国内率先将群落生态学研究

方法引入我国虾蟹类生态学研究领域，系统

研究了不同生境类型（大陆架区、重点渔场

和沿岸区域）中虾蟹类种类组成、群落结构

和物种多样性时空分布格局，引领我国虾蟹

类生态学研究从种群生态学转向群落生态

学，建立了东海区虾蟹类群落结构特征研究

模式，奠定了我国虾蟹类群落生态学研究基

础，丰富了我国海洋生态学研究内容。经过

20 余年研究，该项成果出版学术著作 2 部，

发表学术论文 57篇。

该项目建立了西北太平洋区首个海洋

虾蟹类生物资源调查与监测体系，基于连续

10 年的相同船、网调查工具的资料，创新建

立了东海以及舟山渔场虾蟹类资源的种类

组成、数量分布等数据库，形成了东海虾蟹

类资源调查与信息化监测服务体系。

首次对东海大陆架海区的虾类、蟹类资

源蕴藏量和可捕量进行了评估，率先开展了

东海区14种主要经济虾蟹类的渔业生物学和

种群动态研究，分析了主要种类种群分布规

律；率先从分子生物学观点上论证了细点圆

趾蟹东黄海种群归属问题。首次筛选出细点

圆趾蟹、锈斑蟳、武士蟳、假长缝拟对虾、大管

鞭虾、凹管鞭虾、高脊管鞭虾等潜在渔业资源

种类，评估其资源量及可捕量，新发现了假长

缝拟对虾、大管鞭虾、凹管鞭虾等外海种类的

渔场、渔期，指导开辟了细点圆趾蟹的舟外渔

场和浙南外海作业渔场和东海60m以深海域

的虾类作业渔场，年新增虾蟹类产量3万吨，

累计创造产值65亿余元，对稳定东海区虾蟹

类捕捞产量，降低带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捕

捞压力做了重要贡献，提出实施桁杆拖虾作

业休渔管理方案，被农业部采纳，并在实际生

产与管理中应用，取得显著经济与社会效益。

通过本项目实施，指导浙江乃至东海区

三省一市的沿海渔民新开发了细点圆趾蟹

舟外渔场、浙南外海渔场和东海 60m 以深

海域的高温高盐生态习性的虾类作业渔

场。2000 年以来，每年约新增产量 3.06 万

吨，累计产值 65.65亿元。通过新渔场开发，

稳定了浙江省虾蟹类捕捞产量，引导渔船从

近海走向外海，降低了近海传统经济鱼类资

源的捕捞压力。

以本项目为主提出的在东海实施桁杆

拖虾作业休渔期的建议被国家渔业主管部

门采纳，2003 年，农业部明确规定将桁杆拖

虾作业列入休渔作业类型；2006 年，农业部

渔业局两次来舟山进行桁杆拖虾休渔期调

整的调研，课题组两次向农业部渔业局领导

作了关于调整东海区桁杆拖虾作业休渔期

的汇报，并被采纳。

相关成果还为浙江省开展虾蟹类资源

的增殖放流提供了技术依据，证明东海大陆

架区虾蟹类产卵场主要在我国近岸水域，佐

证了我国在东海鱼源国的主体地位，对我国

合理有据地争取海洋权益和对东海渔业资

源的有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该研究

成果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及社会效益，被授予

2014年度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项目鉴定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研

究成果在理论上具有原创性，并转化应用于

我国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和渔业生产中，该

项目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 （高飞）
■相关链接

俞存根，浙江海洋学院教授，“东海虾蟹类

资源调查研究及其在渔业管理中的应用”项目

负责人，省级重点学科——水产学科负责人，

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海洋渔业科学与技

术”——渔业资源生物学方向负责人，浙江省

教学团队负责人和浙江省高校创新团队负责

人。长期从事虾蟹类渔业资源生物学和群落

生态学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国家、省部和厅局级科研项目30多项、横向科

研项目近50项。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

有19篇（次）获全国性及地方性学会优秀论文

奖，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共8部。以第一完成

人获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项和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项，厅局级科研成

果一等、二等、三等奖各1项。参与的项目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

“东海虾蟹类资源调查研究及在管理中的应用”获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游客采摘优

质富硒葡萄，王海波感到由衷地高兴。近日，

绿色优质富硒葡萄首届采摘节在中国农业科

学院果树研究所果品生产示范基地拉开帷幕。

作为该所果树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海波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06年来到

所里工作，与葡萄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年

呆在葡萄大棚里，沉浸在设施葡萄的科研世

界里，设施葡萄得到科学的种植是他的梦想。

王海波发现，光照不足是设施葡萄“隔

年结果”的主要原因，“二氧化碳浓度低、负

载量过大和肥水管理不当也是重要原因，”

王海波说，叶片质量与设施葡萄“隔年结果”

现象密切相关。

该研究所葡萄课题组研究提出了选择

耐弱光品种、充分利用自然光照资源、采用

高光效树形和叶幕形和更新修剪、二氧化碳

施肥、高效肥水利用、合理负载、叶片保护等

连年丰产技术措施，有效解决了设施葡萄的

“隔年结果”问题。

“采取‘V+1’形叶幕配合选择性重短截

的方法或超长梢修剪的方法，可解决冬促早

栽培中采收期晚于 6月上旬的非耐弱光品种

的隔年结果问题，通过采取完全重短截配合

断根施肥为核心的技术可解决冬促早栽培

中采收期早于 6月上旬的非耐弱光品种的隔

年结果问题。”王海波说。

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耐用、

采光和保温性能良好、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强

的葡萄栽培设施是科研人员的当务之急。

该研究所就在日光温室的采光设计，即采光

屋面角和采光屋面形状的确定，和保温设

计，即墙体构造及内墙颜色等方面开展研

究，取得较大进展，针对不同地区的气候特

点分别提出中国果树所低碳高效节能Ⅰ型、

Ⅱ型和Ⅲ型日光温室。

王海波说，验证实验的结果表明，与传统

日光温室相比，中国果树所高效节能型日光温

室的采光性能显著改善，温室中部中间 1.5m

高度位置光照强度增加20％左右；同时保温性

能也显著提高，2月初测定结果显示保温被揭

开前的早晨8：00空气温度提高7—10℃，温室

中部中间位置5—25cm地温提高4.9—6.7℃。

我国设施葡萄生产品种单一、品种结构

不合理，“所用品种基本上从现有露地栽培

品种中选择，这样盲目性大，对其设施栽培

适应性及生产性能了解甚少，甚至有些品种

不适合设施栽培。”王海波说。

该研究所系统开展了设施葡萄适用品

种的评价与筛选工作，王海波和团队就建立

了由生物学评价、经济效益评价和生产验证

等为主要评价指标的设施葡萄适用品种的

评价体系，制定出设施葡萄的品种选择原

则，将设施葡萄分为耐弱光品种群、较耐弱

光品种群和非耐弱光品种群等三大类，筛选

出 87-1、京蜜和华葡 2 号等促早栽培适用品

种和秋黑等延迟栽培适用品种。

设施栽培地温低，气温与地温不协调，

这影响葡萄地上地下平衡，该所研究提出设

施葡萄高标准建园的核心技术措施—起垄

限根栽培栽培模式。

“将根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提高

地温并改变根系的体积和数量、结构与分

布，优化根系功能，从而调节整个植株功能，

实现高产高效优质的一项技术。”王海波说。

王海波的葡萄缘

刘伟伟教授是南开

大学超快激光科学与应

用研究领域青年学术带

头人。他来自敬爱的周

总理的故乡——淮安，

于 1994 年 考 入 南 开 大

学物理学院学习应用光

学。本科毕业后留校工

作，其后前往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攻读超快

强激光领域博士学位，获得首批“国家优秀

自费留学生奖学金”。2007 年，作为引进人

才加入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工作。

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是全国高校中

最早具有光学和光学工程两个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的单位之一，其中光学工程是国家重点

一级学科。依托于光学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

科，建立了光学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和“光学信息

技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刘伟伟教授迄

今已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并入

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受到霍

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已在重要国际学术刊

物发表 SCI收录论文 80多篇，引用次数 2600

多次，H因子达到26；并获邀在近三十次国际

学术会议作特邀报告。2011年获“王大珩光学

奖—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金国藩青年学

子奖”；2014年入选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

带头人培养计划”；2015年获第一届全国太赫

兹科学技术学术年会“大会优秀青年学者奖”，

并获得首届“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殊荣。

刘伟伟教授工作于超快光子学与太赫

兹科学、分子光谱学、等离子科学的前沿交

叉研究领域。超快光子学是满足科学技术

发展对于极短时间极限追求的主要途径。

围绕如何驾驭超快激光，刘伟伟教授结合信

息光学、分子光谱学和等离子科学的前沿研

究进展，深入研究超快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的物理机制和非线性动力学过程，发展关键

物理参数的准确表征方法、建立有效抑制调

制不稳定性的相干调控原理和探索突破时

空尺度极限的创新性应用。刘伟伟教授研

究的表征方法以非接触式原位测量为主要

创新突破口，取得了超高光强（>10^14 W/

cm^2，~太阳光强的 10^15倍）的准确测量等，

解决了超高光强击穿任何探测仪器的实验

困难，为理论模型的建立和验证提供准确实

验依据；实现公里量级上对于超快过程、超

高光强调控，为推动远程大气污染探测、远

程激光通讯等实际应用提供了物理基础。

刘伟伟教授还创造性提出基于微纳结构

新型材料的光谱检测技术在载人航天工程上

应用的科学技术方案。该研究成果解决了在

轨有害气体检测多组分、高灵敏度的在线测

量性能需求与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的苛刻

空间环境适应性要求之间的矛盾。研究成果

解决了空间站舱内有害气体多组分检测这一

目前国际航天工程技术领域富有挑战性的技

术课题。研究成果提高了我国在轨检测有害

气体的技术能力，对于保障宇航员在舱内活

动安全及航天科学任务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也将为人类在空间长期活动以及未来

拓宽人类生存疆域提供重要技术储备。该成

果使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超越美俄等航

天科技发达国家，位于国际领先，为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自主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华）

首届“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
——南开大学刘伟伟教授

“六一”儿童节，小区的孩子们聚在一

起玩耍，吃香蕉、喝酸奶……孩子们欢声

笑语，兴致勃勃。笔者发现 3 岁的茜茜小

朋友将香蕉皮扔到了垃圾桶中，还告诉其

他的小朋友们不能摘花。“这些行为都是

谁教你的呀？”，“是蓝天育翔幼儿园老师

教的。”茜茜童声童气地告诉笔者，在幼儿

园里，老师经常教一些环保知识，比如不

要随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等。

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在

不断提高，但保护环境也迫在眉睫。笔者

认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对孩子进行环

保教育，增强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

环境保护的自觉性非常必要。尤其对于 3

岁至 6 岁的儿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幼

儿园度过，养成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幼

儿园至关重要。

如果在幼儿园里，利用生活的各个环

节开展全方位绿色教育，不但使幼儿增强

了环保意识，更重要的是，使幼儿从小就

养成了环境保护的行为习惯。

幼儿园一日活动丰富多样，有游戏、

劳动、观察、生活活动等，在这些活动中可

以有意识地进行环保教育，如可以利用幼

儿洗手的环节，开展节约用水的教育，教

孩子正确洗手及节约用水的方法，培养幼

儿用水后拧紧水龙头的习惯，教育幼儿知

道地球上要是没有水，人、动物、植物都不

能生存，让幼儿知道水来之不易，须节约

用水。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是一种不断

重复和强化，由不自觉转化为自觉行动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与环

境发生着联系。随时抓住一日生活中的

每个教育机会，从点滴生活及习惯中逐

步渗透环保的重要性。如，用餐时，借助

于光盘、图片教会幼儿背诵及理解《悯农

二首》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幼儿知道

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

易，讲解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

止的情节，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教

育幼儿珍惜每一粒粮食，不挑食、不浪

费。天长日久，这些要求由外力的作用

逐渐能内化成幼儿的行为习惯。将环保

教育渗透于游戏活动中，让幼儿在游戏

中树立环保意识，在玩中接受环保教育，

也很有必要。

加强环保教育，增强幼儿的小主人翁

责任感，提高环境道德观念，从娃娃抓起，

这是时代的要求。

幼儿环保要从点滴开始
□ 宋 莉

化学让生活更美好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6 月 9

日，以“化学，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的“公众开放日”在北京闭幕。第二

届“责任关怀”奖同期颁发，陶氏、巴

斯夫、蒂斯曼等 22 家企业分别获此

殊荣。

据悉，该活动由国际化学品制

造商协会主办，“公众开放日”期间，

24 家企业以不同形式在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江苏、山东等地，通

过展示、演讲、实地工厂参观、路演

等形式，让高校学生、社区居民近距

离接触化工企业，提高他们对安全

环保的认知，共同参与建设文明、环

保、安全的发展环境。“责任关怀”奖

于 2013 年首次设立，旨在表彰践行

责任关怀和推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方

面有突出成就的企业，每两年举办

一次。

该协会主席赵赋斯称，不断提

高公众意识是“责任关怀”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这其中“公众开放日”尤

为重要，自 2009 年起连续每年在不

同工业园区定期举办，推广并分享

最佳实践，此次是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一次。

森林大篷车启动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从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获悉，以“篷车内教

学+户外体验”为模式的“森林大篷

车”近日启动。

该“森林大篷车”是以移动“小

火车”为载体，“驶”入森林中，开展

以森林中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和食

物链等为主题，通过森林创意、森林

游戏、微观森林、森林大课堂等多种

形式，向游人及青少年们传授关于

森林的知识，并在森林中开展亲身

体验，活动将持续到 10月。

当天，自然讲解员们以“大树，你

好！”、“探秘森林大篷车”、“大树拼

图”、“森林手工创作”等，带领学生们

亲切的与大自然打招呼、做游戏，青

少年们用自己的想象利用森林废弃

物做出了精美的小工艺品。

他是国务院政府特贴获得者，国家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获选者,曾被评为国土

资源部“百名跨世纪科技人才”等荣誉称号。

他先后主持国家“863”项目、科技部国

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各

类科研项目 40余项，先后获得多个奖项。

他以第一发明人共获得专利 100 余项，

出版专著 4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

他就是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院长孙

友宏。

同时作为吉林大学“国土资源部复杂条

件钻进技术开放研究实验室”和地热资源勘

探开发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孙友宏在

油页岩地下原位裂解技术领域，研发了三种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下原位转化技术，它

们是：近临界水地下原位转化技术、局部化学

反应法原位裂解技术和高压—工频电加热原

位裂解技术，它们已成功地在实验室内实现

了产油和产气。孙友宏特别是针对中国特殊

的油页岩埋藏特点，研究了一种更高效环保

的新技术TS-A法，并在吉林省农安县开展油

页岩原位裂解先导试验工程，取得明显效果。

为满足我国地壳探测工程的需要，孙友

宏采用了“改造成熟技术——自主研发核心

技术——集成关键技术”的创新思想和科学

理念,由吉林大学自主设计、四川宏华石油设

备有限公司制造生产的我国首台万米大陆

科学钻探设备——“地壳一号”万米钻机于

2011年 12月 20日通过国家验收。

孙友宏自主研发了“地壳一号”万米钻

机配套的全液压顶驱、自动送钻系统和钻杆

自动处理系统等核心技术，大幅度提升“地

壳一号”钻探平台系统的自动化、智能化水

平。“地壳一号”标志着我国地学领域对地球

深部探测的“入地”计划取得重大阶段性进

展，使我国成为继前苏联和德国之后世界上

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

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目前，该钻机已在

“松科 2井”成功应用，并将服役 3年。

为解决硬岩钻进技术难题, 孙友宏首次

提出将仿生耦合理论与技术应用到钻头设

计中。仿生耦合理论是向自然界生物学习

抽象出对科学技术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是

仿生学理论之一。他从材料、结构和表面形

态入手，结合仿生耦合技术进行钻井钻头的

科学研究。通过大量现场试验表明，仿生钻

头的效率和使用寿命得到较大提高。

此外，孙友宏还首次提出仿生自再生理

念。通过对土壤动物长期观察发现，不管土壤

动物在土壤中如何工作，其皮肤和爪趾能始终

保持完好，原因在于土壤动物的皮肤和爪趾在

磨损或蜕皮后还能继续生长，具有自再生的功

能。这一发现对从事钻探工作的研究人员来说

意义重大。他受到土壤动物这种蜕皮原理和自

再生原理的启发，提出了“仿生自再生”概念。

为解决陆地冻土带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取

样技术难题，孙友宏研发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

识主权的冷钻热采天然气水合物技术，突破了

国外对我国水合物钻探取样技术的封锁，在孔

底冷冻取样技术和脉冲蒸汽热采技术方面为

国际首创，在泥浆强制制冷技术方面填补了国

内空白，为我国陆地天然气水合物的重大发现

和成功试开采提供了技术支撑，并做出了重要

贡献，获教育部2014年度技术发明一等奖。

迄今为止，孙友宏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 1 项，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1 项，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

奖 1 项，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吉林省

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获得美

国发明专利 2 项，中国发明专利 42 项，大部

分专利已得到应用，论文中 SCI 检索论文 20

余篇，EI检索论文 27篇。

从“地壳一号”到仿生钻头
——记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院长孙友宏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北京蔡家洼玫瑰

情园举办的主题为“玫瑰情园”写生、摄影比

赛近日拉开序幕。活动将持续到 10月下旬。

作为华北地区首个人工种植打造的蔡

家洼玫瑰情园，位于密云县，依山而建，面积

有 1000多亩，种植玫瑰 40多万株、月季花 50

多万株，并呈台阶式形成了有层次感的玫

瑰、月季花海。同时，还有十多种草花，千亩

花海，犹如天然氧吧，现不仅是北京市最大

的户外月季花基地，也已成为密云旅游的一

道靓丽风景线。

据该园负责人介绍，特在景区内设置的

写生、摄影区，使游客可选取自己喜欢的景

色来进行作品创作，以增加活动的趣味性、

参与性。届时将选取优秀作品在园区内进

行展示。

“玫瑰情园”摄影比赛举办

6月12日，农民在贵州省威宁县山地特色农业基地里对荞麦进行田间管理。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贵州威宁荞麦花开贵州威宁荞麦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