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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体改革进行时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俄罗斯
乌法 7月 10日电 （记

者王江 亓科伟）7 月

10 日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在俄罗斯

乌法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

普 京 、哈 萨 克 斯 坦 总

统 纳 扎 尔 巴 耶 夫 、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

巴 耶 夫 、塔 吉 克 斯 坦

总 统 拉 赫 蒙 、乌 兹 别

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

出席会议。习近平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加快步伐，切实

行 动 ，打 造 本 地 区 命

运 共 同 体 ，共 同 维 护

成 员 国 安 全 和 稳 定 ，

充 实 务 实 合 作 内 容 ，

巩 固 世 代 睦 邻 友 好 ，

保 持 开 放 互 鉴 ，在 新

起点上推动上海合作

组织实现新跨越。

成员国元首先举

行小范围会谈，随后邀

请观察员国阿富汗总

统加尼、蒙古国总统额

勒贝格道尔吉、印度总

理 莫 迪 、巴 基 斯 坦 总

理谢里夫以及有关国

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参

加大范围会谈。普京

主持会议。会议总结

了 2014 年杜尚别峰会

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主

要工作成果。与会各

方围绕上海合作组织

发展现状和前景及当

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

共识。

习近平在会上发

表《团 结 互 助 共 迎

挑战 推动上海合作

组 织 实 现 新 跨 越》的

讲话。

习 近 平 指 出 ，去

年 杜 尚 别 峰 会 以 来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加大了维护本地区安

全 稳 定 力 度 ，提 高 了

成 员 国 交 流 合 作 水

平 ，本 组 织 吸 引 力 和

凝聚力持续增强。同

时，受内外因素影响，

本地区安全稳定和经

济发展都遇到不少挑

战。我们要加快步伐，切实行动，在新起点上推

动组织实现新跨越。

习近平提出 5 点主张。第一，坚持“上海精

神”，打造本地区命运共同体。要继续以“上海精

神”为指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多边主义和

开放主义，相互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别国内政，

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争端，以共赢理念促进发展

繁荣。

第二，加强行动能力，筑牢地区安全屏障。要

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研究应对举措，共同维护各

成员国政权、制度、社会安全和稳定，加强同阿富汗

安全合作，强力推进反恐、禁毒、防务合作。中方欢

迎成员国签署《边防合作协定》，愿同各方加紧研究

起草本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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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 10日电 （记者李大
庆）许多科学家推测，靠大量进食竹子维持

生存的大熊猫，能量代谢率一定非常低。如

今这一推测得到验证：大熊猫的能量代谢率

非常低，大概不足人类代谢水平的一半，相

关研究刊登在 10日出版的《科学》上。

大熊猫本是肉食动物，却以素食著称。尽

管食性巨变，野生大熊猫几乎完全以竹子为

食，但大熊猫的肠道依然保持着食肉动物的特

征。由于竹子营养和能量低且难以消化，大熊

猫每天不得不进食大量竹子以满足生命需要。

最近，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魏辅文领导

的团队与北京动物园、英国阿伯丁大学合

作，对野生和圈养大熊猫的能量代谢做测

定，结果表明，大熊猫的能量代谢率异常

低。一只体重 90 公斤大熊猫的代谢水平还

不足同样体重的人的一半。

该研究揭示了大熊猫能量代谢率低的

机制。在长期演化中，大熊猫的形态、行为、

生理、遗传和基因组均发生了适应性改变。

圈养大熊猫懒洋洋的，是为了通过减少活动

来节省能量；而通过给野生大熊猫佩戴 GPS

颈圈，发现其每天有一大半时间在休息，平

均每小时的移动距离也仅 20多米。

研究者在大熊猫基因组中发现了一个

调控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关键基因（DUOX2）

发生了突变，这可能与其较低的甲状腺素水

平相关。在人类和小鼠中，该基因突变会导

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研究发现，大熊猫的毛皮很厚，体内热

量不易散失，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能量代谢

率低所带来的维持恒定体温的挑战。热成

像测定表明，大熊猫的体表温度与同样黑白

相间的斑马和斑点狗等相比要低得多。

大熊猫懒洋洋是因为能量代谢率低

科技日报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刘霞）指甲盖大

小的芯片将可容纳多达 200多亿个晶体管！美国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IBM）日前宣布研制出首个制程为 7纳

米的测试芯片，厚度仅头发丝万分之一，计算能力为当

前最强芯片的4倍，突破了半导体行业的重要瓶颈。这

一技术将使未来各种设备所使用的芯片性能更高、能

耗更低、尺寸更小。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IBM 与格罗方德半导体

公司（GLOBALFOUNDRIES）和三星公司携手，借助

多种新技术研制出了此款芯片。他们表示，新芯片拥

有更好的性能、更低的能耗且更容易升级，对满足未

来云计算、大数据系统、认知计算、移动产品以及其他

新兴技术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至关重要。

芯片行业一直希望将更多晶体管集成到更小的

芯片上，但受材料和技术限制困难重重。目前服务

器、云数据中心和移动设备普遍使用的是 22 纳米和

14 纳米芯片，可容纳数十亿个晶体管，但这尚不能满

足需求。目前英特尔公司正在开发 10纳米芯片技术，

分析师预计将在 2016年投产。

2014 年 7 月，IBM 宣布将在 5 年内投资 30 亿美元

用于 7纳米芯片和碳纳米管等多项技术的研发。在该

研究中，研究团队引入了可以提升晶体管性能的硅锗

（SiGe）通道材料，能将晶体管堆积在一起的先进工艺

创新以及超紫外线（EUV）光刻技术。诸多技术都是

工业上的创新，这些技术的集成或许可以让下一代大

型中央处理器和电源系统的性能提升 50%以上。

IBM 研究部门高级副总裁阿尔温德·克里希那

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未来计算机和电子设备

的功能，开发 7 纳米甚至更小的芯片必不可少。这

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专注并致力于基础研究，将半

导体技术的极限不断向前推进的原因。这个成就

基于我们数十年的研究，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

不过，也有分析师表示，此款芯片原型虽采用了

市场期待已久的新型生产工艺，但并不能证明这种技

术在大规模生产中的实用性。

这是一份大礼！从 1965 年戈登·摩尔提出著名

的“摩尔定律”到现在整整半个世纪，集成电路产业

基本按定律稳步发展。但近年来显现出失灵的兆

头，究其原因，是人类对制作工艺和半导体材料的

掌控慢慢接近了极限。从 2012 年 10 月 IBM 宣称其

最新研制的碳纳米管芯片符合定律到今天测试芯片

出炉，再次给定律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理论上，一

根绳子无数次对折仍有可能再对折，微观世界远超

我 们 的 想 象 力 ，

随 着 石 墨 烯 等

新 材 料 和 量 子

技 术 的 不 断 演

进，“摩尔定律”

还 将 获 得 更 令

人惊叹的验证。

厚度仅头发丝的万分之一 计算能力为当前最强芯片的4倍

IBM 推出首款 7纳米制程测试芯片

近距离接触IBM的7纳米测试芯片。研究人员展示包含有7纳米测试芯片的晶圆。

据新华社巴黎 7月 10日电 （记者张
雪飞）由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开发的第一代

E－Fan全电动飞机，10日从英国东南部肯

特郡飞抵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成为世界

首架依靠自身动力起飞并成功飞越英吉

利海峡的全电动飞机。

巴黎时间 10 日 10 时 15 分（北京时间

同日 16 时 15 分），由法国飞行员、E－Fan

电动飞机设计者之一迪迪埃·埃斯蒂纳驾

驶的全电动、零排放且噪音极低的小型飞

机，从英国东南部的利德机场起飞，经过

36分钟飞行，最终顺利降落在法国北部加

来－敦刻尔克机场，飞行距离为 74公里。

法国媒体报道说，作为零排放、电力

驱动载人飞行器的代表，空客 E－Fan 电

动飞机的此次飞行将成为航空史上的里

程碑。

空客集团于 2012 年启动 E－Fan 全电

动飞机项目。第一代 E－Fan 飞机曾于

2013 年巴黎航展期间首次展出。自 2014

年 3 月首飞以来，该飞机已进行了 100 余

次试飞，累计飞行时间超过 50小时。

E－Fan全电动飞机采用全碳纤维复合

材料结构，重约 600公斤，机身长约 6.7米，

翼展约 9.5米，内设前后两个座位。该飞机

配有两个发动机，由锂离子电池驱动，在电

池充满电的情况下可飞行 45分钟至 1小时，最高飞行高

度为一千米，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20公里。

今年 5月，空客集团宣布将在法国西南部波城建立

第二代 E－Fan全电动飞机总装线，首架 E－Fan2.0飞机

预计最早在 2017年年底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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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水美鱼肥的安徽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变成了“酱油湖”，大量下泄的上游污水团让安徽省五

河县的“两湖”流域遭受到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污染事

故，引发媒体强烈关注。

近年来由于上游的污染排放和泄露造成下游严重

水污染的事故并不鲜见。究竟有无预防破解此类灾难

性事件的途径和良方，记者就此问道于环境保护专家。

“从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这种灾难性的水域污染，

很可能是由于上游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没有

及时处理，而是存储了起来。近日来连降暴雨，大量雨水

混入废水池后导致废水溢出排放至下游。”合肥工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陈天虎教授说，如果上游企

业存储了几千立方的高浓度废水，一旦进入河流，下游水

域的有机和无机污染物含量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

甚至爆表，产生的污染将是灾难性的。

一位环保专家指出，现在国内工业项目在环保设

计中，有不少地方仍采取将污水储存起来的做法，“这

就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事故隐患，也是相关法律不允

许的”。陈天虎说，企业产生的废水，必须立即得到净

化处理。如果净化处理设备发生故障，有关企业就必

须立即停产，在净化处理设备正常运转以后才能恢复

生产，以彻底避免储存的废水因为故障、意外或者天气

原因进入水域的可能。另外，事故发生后，上级环保部

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通过环境监测站对污染来

源进行追检，找到罪魁祸首后也必须严惩。

“其实，判别和鉴定污染责任的归属，除了完善技术

手段外，还需要形成联防联控环境监测预防机制。”合肥

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汪家权说，完善的技术

手段的充分运用，可对非法排污起到有效的预防和震

慑。通过污染物质的特征和组分的定量分析，详细研究

污染物的性质及迁移分布情况，就能找出排污真凶。但

对污染事件的事前及时监控和事后追溯寻源并不仅仅是

一个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流域和区域各有关部门

单位要打破禁锢，凝聚共识，齐抓共管，团结协作，努力在

政策和制度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机制，来保障及时在线监

测和事后追溯等技术手段的充分应用。

“水污染事件不确定性强、危害性大，污染形成后

防控形势紧、任务重。如何有效推动流域管理与区域

管理结合，做好水污染防治和应急处置联防联控工作，

对保障上游地区用水安全、保护河流健康，起着十分关

键的作用。”安徽省环保厅水环境保护办公室负责人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借鉴新安江经验，加快建立流域跨界

生态补偿机制、日常联防联控机制、跨界水污染纠纷协

作处置机制，成为安徽省在治理其他流域时的一项迫

切诉求。 （科技日报合肥7月10日电）

“酱油湖”：是谁打翻了“酱油瓶子”？
——环境专家谈安徽沱湖水污染事件防控

本报记者 吴长锋

从7月初开始，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林业局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技术人员，在辽河源省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等重点区域对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的范围、面积、危害程度、传播途径等进行普查，以护卫森林资源安全。图
为7月10日，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技术人员在河北辽河源自然保护区山林里考察。 新华社发（刘环宇摄）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0日电 （记者马爱平）细菌耐

药性导致的卫生问题备受各国关注。10日从中科院武

汉病毒所获悉，武汉赛思锐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该

所研究员危宏平团队合作，将一种能快速杀灭各种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菌）的裂解酶用于顽

固性湿疹等病症的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MRSA 菌可导致大疱型脓疱疮、外科伤口感染

等疾病。因其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导致感染治疗

困难，病死率较高，被称为“超级细菌”。目前已发现

一些 MRSA 菌株对于治疗金葡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

线——万古霉素，也产生耐药性，临床上或面临无药

可用的困境。

“针对 50 多种临床 MRSA 菌分离菌株的实验表

明 ，该 酶 裂 解 效 率 高 ，几 分 钟 内 就 能 杀 灭 所 有 的

MRSA 菌，且小鼠对该酶产生的免疫抗体对其活性没

有影响，意味着该酶具有用于治疗 MRSA 菌重复感染

的可能。”危宏平说。

相关成果已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该团队已在

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此外，在噬菌体裂解酶

研发过程中，首次发现能快速灭杀导致口腔龋齿主要

致病菌的新裂解酶——变形链球菌的裂解酶。

危宏平说，噬菌体裂解酶来源于自然进化，具有与

抗生素不同的杀菌机制，能迅速破壁杀菌和清除生物

膜，不易产生耐药性，且对动物和人体无毒副作用，可

替代局部和全身抗生素使用，制备通过发酵就可规模

生产，绿色环保。目前，美国一家公司正在进行采用裂

解酶治疗 MRSA 败血症的临床一期试验，有望在治疗

耐药细菌领域取得第一个裂解酶药物批件。

新裂解酶有望杀灭“超级细菌”

科技日报哈尔滨7月 10日电 （记者李丽云 实习

生孙宝光）3 个月前，黑龙江省科学院为助力黑龙江省

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率先推出科研成果对

企业先期零费用转让模式，经过三个月的恋爱拍拖，多

方修成正果。7月 10日，黑龙江省科学院与 6家企业正

式签约牵手。截至 7 月 10 日，黑龙江省科学院已与企

业签署 16 份零转让科技成果合作协议，合作领域涵盖

农业、新材料、食品等。

“原来企业搞研发人才智力有限，数据库有限，现在

有了省科学院做后盾，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销售中

去。”哈尔滨百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高照亮在签

约仪式上如是说。科研力量薄弱、科研经费少，既搞研发

又搞销售分身乏术已经成了制约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大

瓶颈。与会企业坦言，企业认为非常了不起的科研，在研

究院所里可能是小菜一碟。“如果说科学院是一个美女单

位，那么我们就是帅小伙，以前企业也想和科学院等有关

科研机构合作，但机会少之又少，今天签约‘领证’，娶到

了一个好媳妇，以后接到一个好项目的话，企业马上就能

兴旺发达。”高照亮对双方合作充满希望，“科技合作以前

是‘男追女’隔座山，今日终于抱得美人归。”

黑龙江省科学院郭春景院长表态，除了涉及国家

安全秘密外，在合作时将做到对企业无保留、无秘密。

他认为，此次签约仪式为企业与科研院所间的需求和

立项搭建广泛合作平台，一方面对科研院所的立项起

到导向作用，促使科研院所在立项时更多把企业需求、

市场需求考虑进来；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一种依托和

依靠，可以为企业提档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和科技服务。

郭春景表示，科学院将对与企业进行先期零转让的合

作院所在资金和仪器设备以及立项方面予以支持，革新过

去广普式、均等式资金支持方式。对接成功的科研人员还

将得到评奖评优方面的奖励。

黑龙江科学院成果“零转让”签约
企 业 笑 称“ 抱 得 美 人 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