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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批历史名园共25个
科技日报讯 （方昊 胡利娟）8

月 6 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对外公

布了首批历史名园名录，共 25个。

据了解，这 25 个分别是颐和

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天坛公园、

香山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劳动人

民文化宫（太庙）、日坛公园、月坛公

园、地坛公园、中山公园、八大处公

园、宁寿宫花园、故宫御花园、恭王

府花园、醇亲王府花园（宋庆龄故

居）、乐达仁宅园（郭沫若纪念馆）、

淑春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

莲花池公园、什刹海公园、陶然亭公

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

该局相关负责人称，历史名园

不仅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

化的大量信息，还是其建都史的历

史见证。今后，将依据现行的《北京

市公园条例》，做到有关历史名园的

数字准、底数清、范围明，实现依法

严格保护。

全国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闭幕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2015

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国有林场

职业技能竞赛”前不久闭幕，黑龙江

省代表队成为最大赢家，分获团体

和个人一等奖。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 2000

个林场、3 万名职工参加了本次竞

赛的选拔，共吸引了包括四大森工

集团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在内的

32 支代表队、96 名选手参与角逐，

参赛队伍和人数创历史新高。

本届竞赛是林业系统唯一的国

家级二类竞赛，其项目紧紧围绕林场

生产的重点项目和关键技术，通过进

行天然林林分因子调查、采用目标树

作业法，实施天然林抚育模拟施工，

有利于推广先进的森林抚育理念。

该竞赛由国家林业局、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农林水

利工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

杨凌，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杨凌，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

杨凌承担着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

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国家使命，它积极探索、

久久为功，经历发展中的自我嬗变，在助推

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杨

凌开花外地香。

科技特派员创业：
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的生力军

作为杨凌示范区首批认定的法人科技

特派员，杨凌金薯种业公司拥有独具特色的

“金字塔型”产业推广新模式。

“塔顶是金薯公司种源供应，中间是以专

业合作社、专业村、育苗大户为主的良种繁育

二级基地，基部是由育苗小户和种植户、小型

淀粉、粉条加工户组成，技术推广力量则是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教授组

成的专家团队。”该公司总经理朱渭兵说。

目前，陕西省内种植甘薯 80%已是秦薯

系列品种，秦薯良种年创造效益达 10 亿元。

该公司在杨凌现代农业园区企业孵化园建成

50 亩基地，已在多省区建设种薯基地 30 多

个，年推广面积100万亩，效益超过2亿元。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杨凌示范区共发展

认定个人科技特派员 918 名，发展法人科技

特派员 34家，命名科技特派员创业（实训）基

地 23 个，创建科技特派员创业链 4 条，招引

技术创业团队 262个。这些创新创业团队成

为了创新驱动、内生发展的新亮点。

媒体推广：
专家不出门，技术送田间
2008 年 3月 31 日，全国首家农林科技卫

星频道——陕西农林科技卫视如期开播。

此前，全国拥有 2000 多个电视频道，但

却没有从事农林科技推广的卫星频道。在

当时的农村，电视是农民获取信息最直接、

最实用、最有效的渠道。

当前，陕西农林科技卫视设有《天天农

高会》、《科技大篷车》、《农民讲习所》、《致富

故事会》等多档品牌栏目。

多年来，杨凌示范区先后创办了《农业

科技报》，开通了“农林卫视”频道和农林卫

视网，建立了陕西（杨凌）农业科技服务网和

远程农业科技服务平台。

如今，《农业科技报》面向全国发行，每

期发行量达 23.6 万份，深受农民欢迎、基层

认可；杨凌远程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已与 15个

省、市、自治区的 51个示范基地互联互通，可

用于农业病虫害远程会商诊断、农业远程视

频会议、农村远程教育培训、农业专家网络

讲座等。

展会推广：
杨凌的一面“金字招牌”
您见过彩色的杨树吗？

在河南省商丘市中兴苗木种植有限公

司，在金灿灿翻滚的麦浪映衬下的 3000亩红

叶杨繁育基地格外引人注目，微红色叶片的

是第一代品种“中红杨”，红色叶片的是第二

代品种“全红杨”，全彩色叶片的是第三代品

种“金红杨”。

这家企业填补了世界彩叶杨树育种的

空白。该公司总经理程相魁说：“是杨凌农

高会，让我们走到了今天。18 年来，我心中

一直有个杨凌农高会情结。”

从 1997年参展农高会，该公司已亮相了

18年。第一次来杨凌，程相魁印象中人多热

闹，群众很热情，把家都腾出来让他们住。

“每届农高会都带来了直接的订单。2007

年，与法国专家进行了接触；与新疆建设兵

团等大客户也是在农高会上谈成的；去年，

在农高会上的订单就达到了 500多万元。”程

相魁说，通过农高会，认识了很多朋友和专

家，还结识了一些大客户，现在参加农高会，

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创办

于 1994年，已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四大科技

展会之一，跻身于国家5A级农业展会行列。

杨凌农高会累计吸引国内外上万家涉

农单位、2000 多万客商与群众参展参会，成

交总额数千亿元人民币。在第 21 届农高会

上，165万群众、38个国家的代表、500多位世

界农业专家来此参观，展览了 1450项农业科

研成果，投资交易额达 1007.8亿元。

有着“中国农业奥林匹克盛会”美誉的

杨凌农高会，已成为“专家教授认可、农业企

业信赖、广大农民喜爱”的农业科技盛会，成

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的重要平台

和国际农业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依托农

高会，杨凌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

列等国家合作开展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日

趋成熟。

如今，每年都有很多地方的人来杨凌参

观交流、推进合作。杨凌面向旱区的示范推

广影响力，使它与各地的协作网络逐年扩大。

杨凌示范区正在努力构建同旱区有关

地区的跨区域高层会商机制和工作推进机

制，与区内两所大学一道先后同北京农科

城、宁夏科技厅、青海科技厅，中科院电子

所，山东滨州、河南商丘、河北大名、西藏林

芝、甘肃天水、甘肃金昌、广西百色、新疆伊

犁、青海海西州、甘肃民勤等建立了农业科

技与产业协作关系，促进了科技示范基地建

设和科技成果转化。

“到 2020 年，杨凌面向旱区的农业科技

示范推广基地的总数要达到 350 个左右，年

示范推广面积要达到 1 亿亩，年示范推广效

益达到 200亿元。我们要在推进信息化社会

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做出新的贡

献。”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郭社荣说。

今日杨凌，花开芬芳，吐艳全国。未来

杨凌，蓝图绘就，梦想启航。

杨凌：农业科技的“辐射源”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杨洁）《退耕还林工程生态

效益监测国家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

告》）近日出版。这是我国第二次系统开展退

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与 2013 年第

一次相比，在监测评估方法、指标体系选择等

方面都进一步完善。

《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底，长江、黄河

中上游流经的 13个省份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

益物质量评估结果为：年涵养水源 307.31 亿

立方米，年固土 4.47 亿吨，年保肥 1524.33 万

吨，年固定二氧化碳 3448.54 万吨，年释放氧

气 8175.71 万吨，年吸收污染物 248.33 万吨，

年滞尘 3.22亿吨。

按照 2014 年现价评估，13 个省级区域退

耕还林工程年生态效益价值量为 10071.50 亿

元。其中，年涵养水源总价值量3680.28亿元，

年保育土壤总价值量941.76亿元，年固碳释氧

总价值量 1560.21 亿元，年净化大气环境总价

值量 1919.77 亿元，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价值

量1444.87亿元，森林防护381.25亿元。

该《报告》由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草）中

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与完

成。在评估范围上，选择了长江、黄河流域中

上游的 13个省级行政区（内蒙古、宁夏、甘肃、

山西、陕西、河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

北、湖南、江西）的163个市（盟、州、区）。

《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国家报告》出版

“以前种植水稻都是在泥浆地里插秧，没

办法穿鞋，但现在的种植方法是干田抛秧，可

以穿着鞋种植”。粉垄技术主要发明人、广西

农科院研究员韦本辉说，粉垄技术获得突破，

水稻粉垄干土抛秧种植技术可以让农民穿着

鞋子插秧，可以使化肥减施 20%，使水稻亩增

126公斤，增幅达 25%。

近日，广西科技厅委托广西农业科学院，

组织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研究中心等单位专家，对韦本辉研究团队等

单位在广西北流市民安镇兴上村实施的“水

稻粉垄干土抛秧种植技术”项目，进行现场测

产验收。

经过收割、脱粒、去杂、称重，项目验收组

组长、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黄

庆宣布，“水稻粉垄干土抛秧种植技术”平均亩

产干谷 620.23 公斤，平均每亩比对照增产干谷

126.07公斤，增产 25.51%。

据了解，该项目试验示范面积 100亩，粉垄

耕作深度 30厘米，传统拖拉机浆耕约 15厘米；

然后采用干田抛秧，回水后 12—14天保持田间

水层，分蘖盛期后以雨水养田为主。

韦本辉说，粉垄干土抛秧后回水定植，使

土壤呈海绵状，吸水纳氧，在化肥减施 20%左

右的情况下，水稻仍表现后劲很足，最后增产

幅度在 25%以上，这标志着我国首次进行水稻

粉垄干土抛秧种植技术试验示范，取得成功。

水稻粉垄干土抛秧种植技术，是韦本辉研

究团队在总结 2010 年以来粉垄栽培水稻经验

基础上，利用发明水稻粉垄生态高效栽培新方

法的一种水稻种植全新模式。

2010年起经试验验证，韦本辉团队发明的

稻田粉垄耕作深度为 20—22厘米，增产幅度多

在 10%—20%；旱地作物，粉垄耕作深度多在 30

厘米左右，增产幅度在 15%—30%。

2015 年，韦本辉团队设计，进一步粉垄加

深犁底层以下土壤，提出稻田、旱地粉垄深度

分别加深到 30 厘米、35—40 厘米，并分别在广

西和辽宁、内蒙古、北京、湖北、吉林、四川、黑

龙江等地应用。

在北方地区所种植的玉米等作物，粉垄深

度达到 35—40 厘米，截至目前，作物前期表现

根系发达，中期苗势明显好于传统耕作。

2015年，“水稻粉垄干土抛秧种植技术”等

试验示范开始在广西北流市民安镇实施，由广

西农科院主持，中国农科院资划所、广西五丰

机械公司、北流民安镇农技站协作实施。

韦本辉说，该技术前期禾苗先重长根，中

期猛力发蔸长苗，后期生长旺盛呈现后劲十

足；从中期以来，生长明显好于传统种植，化肥

施用量减少 20%，禾苗长势却仍十分良好，并

最终获得高额增产；这体现了该技术可以节

耕、节水、节肥、省工，改变了传统水稻高产栽

培的肥水管理模式和耗肥耗水的“三黄三黑”

种植模式，让水稻能按照自身生长规律吸取养

分、水分，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

“水稻粉垄干土抛秧种植技术，告别了传

统浆耕、脚踏泥浆手沾泥巴、串灌漫灌土肥随

水外流浪费的水稻种植模式，有望使水稻生

产劳动强度大、耗水耗肥的方式，向相对人性

化、简约化、低能耗和环保型的方向转变。”韦

本辉说。

记者了解到，在粉垄栽培水稻过程中，在

田洞较平坦的田块粉垄栽培，农民没有提出因

粉垄耕作打破犁底层而有漏水漏肥等问题。

参加测产验收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中心

二级研究员白德朗博士认为，水稻粉垄干土抛

秧种植技术的成功并实现大幅增产，是水稻生

产方式上的一个变革，将是水稻生产方式转变

的一个方向。

让农民穿着鞋子种秧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绿色可持续消费
宣传周启动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8 月 8

日，“2015 年绿色可持续消费宣

传周”在北京启动，牛奶饮料纸包

装变身手工压花、抽油烟机废油

制成花瓣肥皂、易拉罐剪出的动

物画等一系列变废为宝成果展

示，成为亮点，引人关注。

据了解，绿色可持续消费周

于 2013 年首次举办，今年是第三

届，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

地全面展开“小标识大影响”、“玩

转能效标识”、“小包装大作为”等

不同主题系列活动，期间，公众可

以扫描消费周二维码，进入网站

学习智慧生活小窍门，并通过“能

效标识二维码功能介绍”、“森林

知识知多少”、“测测养活你需要

几个地球”等有奖科普互动游戏，

了解保护地球资源的知识，晒出

自己的环保选择。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世界

自然基金会和中国零售可持续发

展圆桌共同举办的此次活动，主

题为“绿色生活、智慧消费”，其旨

在引导广大消费者逐步树立绿色

可持续消费意识，了解绿色生活

方式，在日常消费中，自觉选择节

能、环保、绿色、可循环产品。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裴

亮说，该活动除了有助于消费者

建立科学、健康、环保的消费习惯

之外，还将绿色消费力量传递给

生产企业，引领他们进行可持续

绿色生产。

8月10日，武陵山区水上运动会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贡水河城区河段开赛。来自湖北、湖南、重庆等武陵山区
的千余名运动员将在一周的时间里，陆续进行赛龙舟、游泳、水上排球、水上拔河等项目的比赛，在娱乐健身的同时享受清凉。图为选手
们在湖北省宣恩县城区贡水河上参加“水上排球”比赛。 新华社发（宋文摄）

完成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

北京市电力公司、北京国网普瑞特高压输电

技术有限公司

完成人：闫华光，钟鸣，蒋利民，熊敏，郭

炳庆，苗常海，陈宋宋，何桂雄，屈博，孟珺

遐，黄伟，成岭，郭艳飞，杨旭，薛利

项目背景
截至 2014 年，我国节能服务公司和能

效测评机构已有 4000 多家，但在开展节能

服务过程中，节能服务机构缺少支撑能效评

估、节约电力电量核证的理论方法和系统性

技术工具。在国家推动实施电力需求侧管

理工作过程中，电力需求侧管理试点城市财

政补贴的发放、电网企业两个“千分之三”节

约电力电量考核缺少统一的评估依据。为

此，亟须开展理论方法、仿真建模、系统研制

等研究工作。

为解决上述问题，从 2011 年开始中国

电力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开展了“典型用能系

统能耗仿真与节能分析技术研究、系统研制

及工程应用”项目的研究，研发了集便捷化

能效数据采集、专业化用能系统能耗仿真分

析、快速化能效诊断评估等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移动式作业平台，并开展实践应用。

项目简介
项目属于新能源与节能技术领域，涉及

电气工程、热能工程、暖通工程、通信工程等

多个专业。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多项自主

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成果及发明专利。项目

研发过程中，项目第一完成人闫华光，带领

项目团队开展了关键技术攻关，形成了适用

于我国的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测评方法体

系，建立完善的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标准体

系，涵盖能效管理、电能替代及需求响应等

方面，这些标准的编制和发布，推动了电能

服务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电能服务产

业化。依托项目研究，共发表“移动式电力

能效检测系统研发及应用方法研究”等论文

8 篇，申请“电力能效监测终端”等专利 9 项

（授权 3 项）、“供配电系统能效监测与节能

评估”等软著 8项，编制关于电力能效监测、

节约电力电量测量与核证等方面国家标准

和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共 16项。

2015 年 1 月 22 日，由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牵头承担的“典型用能系统能耗仿真与

节能分析技术研究、系统研制及工程应用”

项目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的成果鉴

定。在项目鉴定会上，由两院院士组成的鉴

定委员会认为：项目成果技术先进、功能齐

全、效益显著，便于推广和产业化，对促进节

能减排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项目整体技术填

补了国内空白，能效检测移动实验室为国内

首创，在能效监测技术、能耗仿真与节能分

析、节约电力电量测量与验证等方面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

技术创新点
项目在能耗仿真模型、能效诊断与评

估、节约电力电量测量与验证等方面实现了

技术突破与创新：

（1）提出了针对工商业用户供配电、中

央空调、风机、水泵等八大典型用能系统的

移动式能效检测实验室集成方案和设计方

法，研制了基于实时采集数据，集能耗仿真、

能效诊断及节能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

能效检测移动实验室。

（2）基于基线-校准能耗的节能分析理

论，提出了四大类三十九小项典型项目节能

量及永久性/临时性节约电力测量与验证方

法，并研发了实用化技术工具，解决了电力

需求侧节约电力电量核证方法和工具缺失

问题。

（3）提出了基于精确量测数据的三相周

期积分的工商业用户供配电系统能耗仿真

及节能潜力分析方法，为供配电系统能效评

估、节能辅助决策提供了全流程分析工具。

（4）建立了基于 TRNSYS 瞬时系统模

拟的热泵仿真模型，可对建筑物、地埋管、热

泵空调机组进行全系统仿真，模拟多设计方

案和各类运行工况。

（5）提出了适用于多参数、多通道、自模

块化采集终端总体技术方案和设计方法，研

制了能效数据采集终端和能效集中终端等

系列设备，解决了传统设备采集参数类型单

一、扩展性差、通信协议不一致、现场难以实

施能效监测与分析等问题。

成果应用及效益
该项目极大提高了节能服务机构技术

能力及业务水平，为工商业企业等用能单位

能源管理水平、能效利用效率的提升做出了

贡献。在降低用能单位能源开支的同时，提

高了社会节能意识。其中“电力需求侧管理

项目节约电力电量测量与验证方法”通过国

家发改委发函，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能效

检测移动实验室已在北京、山东、辽宁、安徽

等多地开展应用。项目成果为年投资 1000

多亿元的节能项目测评提供了技术依据，为

国家下拨的 10亿元奖励资金的发放提供了

技术支撑，有利推动了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

事业发展。

截至 2014 年，该项目已实现经济收入

7151 万元、利润 1430.2 万元，预计未来五年

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3.675亿元。项目成果能

效检测与节能评估系统应用后，预计每年为

北京市节约标煤 142.7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95.69 万吨，带来间接经济效益 8.57 亿元。

该成果在山东、辽宁、安徽三省得到应用，预

计每年带来经济效益 25.7亿元。

成果完成单位介绍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用电与能效研究

所主要从事智能用电、能效管理以及电动汽

车充换电等领域基础理论及重大关键技术

研究、核心装备研发及应用、技术支撑服务、

试验检测，是国内面向用电与能效的综合性

专业研究机构。拥有北京市电动汽车充换

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能源智能电网技

术研发（实验）中心、电网安全与节能国家重

点实验室。是政府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

核心支撑单位，，被工信部评为工业领域电

力需求侧管理服务一级机构，是国内面向用

电与能效领域的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是全

国智能电网用户接口标委会秘书处、全国低

碳计量委员会低碳电力工作组秘书处挂靠

单位。 （钟鸣 刘阳）

“典型用能系统能耗仿真与节能分析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能效检测移动实验室现场节能服务工作场景

节能服务远程技术支持中心工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