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长沙 9月 28日电 （记者俞慧
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最新研发的

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28日通过“身份验

证”。湖南省农学会组织的验收专家一致认

为，这是理想的杂种优势利用方式，它的应用

推广，有利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进一步普

及，有望为全球水稻种植带来新“福利”。

当下，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主流”为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隆平团队研

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技术。第一代是以细

胞质雄性不育性为遗传工具的“三系法杂交

稻育种”。该方法育出品种具有稳定的育

性。但育种所需的恢复系、保持系材料难以

获得，配组受局限。第二代“二系法育种”，

配组较前者大为自由，但极易受异常极端高

低温气候影响。

2011 年，袁隆平领衔启动第三代杂交水

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并获得了以遗传

工程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育种

技术。利用该技术获得的不育系，克服了前

两代的缺点，制种和繁殖均简便易行。“利用

第三代技术，可实现普通核雄性不育系的大

规模繁殖。普通核不育性败育彻底，遗传简

单，是水稻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良好遗传

工具。”团队专家李新奇说。

据悉，通过该技术，团队目前已获得稳

定的粳稻和籼稻不育系。袁隆平称，第三代

技术利用了非转基因雄性不育系和非转基

因的父本进行杂交制种，生产出的杂交水稻

种子也为非转基因品种。去年底，在海南三

亚举行的国际海水稻学术论坛上，他曾宣

布，将利用第三代杂交稻育种技术进行海水

杂交稻研究。

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通过验收

5 月 5 日，国产 C919 客机在上海浦东机

场成功首飞，国人振奋。

从支线飞机翔凤（ARJ21）到首飞的单通

道 C919，再到中俄联合设计的宽体飞机，中

国自己的大飞机正沿着既定的发展路线步步

推进。然而，与国外相比，国产大飞机依然落

后。如何缩短差距，甚至能否“弯道超车”成

为疑问，尤其是作为“心脏”的发动机，在技术

积累上，中国更加薄弱。

我国第一台大飞机发动机何时诞生？在

商业上能否具备全球竞争力？不久前，在求

是西湖学会工程分会举办的一场讨论中，基

础研究领域和企业界的顶尖专家坐在一起，

试图向公众解答这些疑问。

存在一代甚至更大的
中外差距
“现在（飞机）载着几百人飞来飞去，要说

什么是人间奇迹，这就是了。我自己研究空

气动力学，想到这个还是很激动的。”谈起

C919，清华大学教授符松说，能上天已经值得

骄傲，对中国的大飞机研制，还是要先解决

“有和无”的问题。而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很大程度上需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对空

客、波音的竞争机型，符松说，首飞的 C919 已

经有一些创新，比如减少了 5％的空气阻力。

从整个流程来说，首飞只是第一步，之

后，C919 还需进行一系列试飞。在可靠性和

安全性得到不断改进和验证后，才可最终交

付使用——按照预想，应在三年之后。最终

交付的 C919会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平？今年 6

月加入商飞北京研究中心的杨志刚说，如果

和现在最好的空客 320 和波音 737 相比，能在

一个数量级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好，这也是

一个务实的评价。”

不过，大飞机的“心脏”——发动机的制

造乃至量产还很难短期实现。在首飞中，

C919 搭载的发动机 LEAP—X，由 CFM 国际

公司研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甘晓华介绍说，在航空领

域，飞机的设计制造一般需要15—20年，发动机

要20—25年；全世界能做飞机的企业有20—30

家，能做发动机的却只有3—5家。从事军用航

空发动机设计的他坦言，国内军用航空发动机

跟国外最先进水平相比落后一代（20—25年）甚

至更多。然而，“民用发动机，因为没有基础，也

不好比较，恐怕也差了一代甚至更多。”

针对发动机研发的落后现状，2009 年 1

月，中国航发商发（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目标很明确：制造可商

业化的发动机。2016 年，中国宣布在“十三

五”期间，将启动实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重大专项，用某位分析师的话说，估计“直接

投入在 1000亿元量级，加上带动的地方、企业

和社会其他投入，专项投入总金额约达 3000

亿元”。中国自主制造商用航空发动机已是

国家战略。 （下转第二版）

中国大飞机，造出自己的“心脏”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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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8日电 （记者聂翠
蓉）科学家第四次捕捉到引力波。美国和欧

洲两个引力波项目组 27日在意大利都灵召开

新闻发布会称，两个项目组的 3台干涉仪首次

共同探测到了“时空涟漪”，不仅再次验证了

广义相对论，还更准确地定位了产生引力波

的黑洞位置。

发布会称，2017 年 8 月 14 日，激光干涉仪

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两台干涉仪和欧洲

“处女座”（Virgo）引力波探测器的一台干涉

仪，从三个地点几乎同时（先后相差仅几毫

秒）捕 获 到 了 最 新 引 力 波 事 件 ，编 号 为

GW170814。

第四次引力波由距地球 18亿光年的两个

超大黑洞合并产生，质量分别为太阳质量的

31 倍和 25 倍，合并后的黑洞质量约为太阳质

量的 53 倍，剩余约 3 个太阳的质量转变成能

量以引力波的形式释放出来。

2015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和 2017 年 1 月

先后 3 次探测到的引力波，都由 LIGO 单独完

成。新加入的 Virgo 探测器位于意大利比萨，

项目组由 20 个欧洲研究团队的 280 多名物理

学家和工程师组成。2017年 8月 1日，升级后

仅两周，Virgo就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事件。

引入第三台干涉仪，从三个观测站更精

确地定位了引力波信号来源的位置，对引力

波探测意义重大。

之前三次探测到的引力波，将黑洞的位

置限定在相当于 3000个月球大小的太空范围

内，而现在可缩小到只有 300个月球大小的区

域，精确度提高了 10倍。

LIGO 发言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
舒梅克表示：“观测范围更加明确后，地面光

学和无线电天文望远镜可在第一时间准确对

准信号来源进行观测，以确认是否存在其他

星体合并产生的引力波。此次合作让引力波

探测再向前跨越一大步。”

但这只是开始，技术升级将使 LIGO 探测

器更加灵敏，在定于 2018 年秋季开展的下一

次观测中，舒梅克说，“我们预计每周甚至更

频繁地获得这样的探测结果”。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科尔多

瓦在一份声明中说，相隔万里的探测器首次共

同探测到引力波，对旨在破解宇宙奥秘的国际

科学探索来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里程碑”。

欧美探测器同时发现第四次引力波
“双剑合璧”将信号源定位精确度提高 10倍

“现在我们自治区的科技计划项目少

了、精了、要求高了”，打开 2017 年内蒙古

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库网页的窗口，内蒙古

科技厅发展计划处处长刘爽向科技日报记

者介绍。

项目由多变少、由粗变精的背后，蕴藏

着内蒙古对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实施创

新的强大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

古自治区以创新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为

抓手，率先对科技管理机制体制进行大刀

阔斧的改革。随着精准的改革措施逐一落

到实处，科技计划立项实现了科学、公正、

开放、透明，破解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难

题，提升了研发项目的绩效水平，摒除了项

目立项过程中权力寻租的顽疾。

强化需求导向，化解
科技与经济脱节难题

国庆将至，浙江大学包头钢铁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吕福在正在筹备节后包钢一条

全新生产线的启动事宜。在研究院的大院

内，吕福在指着一面装修一新的墙体说：

“你们可以摸一下，看看墙砖是什么材料制

成的。”

科技日报记者摸了许久，没有发现什

么端倪。“是钢板，我们把钢做成了壁纸。

这个项目达产后，第一年国内的需求量就

将达到 500万张，由于技术已经领跑全球，

它的市场前景不可限量。”吕福在笑着说。

吕福在介绍，像他们这样的科研院所

成果很多，能够如此顺利实现与市场对接，

自治区科技主管部门的助推作用非常关

键。这些新的科研项目之所以能够获批并

得到支持，完全在于自身的科学性和有关

部门的科学评估。早在项目立项和研究试

验阶段，项目成果与市场的对接就畅通了

渠道，科技与经济对接的问题被顺利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科技计划项

目形成机制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去年开

始，内蒙古自治区在产业路线图上下足了

功夫，邀请区内外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共同

研究制定各领域的产业路线图，并以路线

图为依据，对项目库内的科技计划项目逐

项进行实用性分析，首先确定项目是否符

合自治区产业发展布局需求。

“从前立项，多是从主观出发，认为这

个项目行，它就行。这种机制导致对科技

计划项目的实用性大打折扣，严重与市场

脱节，”自治区科技厅发展计划处处长刘爽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现在不一样了，我们

征集项目的窗口时时面向全社会开放，广

泛征集科技创新需求，了解科研机构、高

校、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创新方向并形成公

开征集、客观评估、动态管理、统筹安排的

科研项目储备库。我们再结合产业路线

图，确保项目的实用性，技术与产业在无形

中就实现了对接。”

“内蒙古新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

制，一扫就项目论项目之病，市场导向精

准明确，有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

‘两张皮’问题。”内蒙古信息科学研究院

院长高安社总结。

推行精准评估，提升
研发项目绩效

内蒙古朱日和的沙场阅兵振奋了国

人，震撼了世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威武

的现代化主战坦克方队中的新式主战坦

克，技术攻关和装备制造均来自内蒙古一

机集团。

“强大的装备源自我们集团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科技支撑。”一机集团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工程师们非常自豪。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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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科技日报重庆 9月 28日电 （记者雍
黎）28 日，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该校家蚕

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法国、

日本、美国等多国研究机构，在全球首次绘

制出斜纹夜蛾精细基因图谱，并于 25日发

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生态学与进化》

上。该研究成果揭示了斜纹夜蛾的高质量

基因组精细图谱，以及群体变异图谱和基

因表达图谱，可为其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据论文第一作者、西南大学家蚕基因

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程廷才副教授介

绍，斜纹夜蛾又称东方夜蛾，是一种多食性

和暴食性的农业害虫，危害近 100科的 300

余种植物，主要分布于亚洲和大洋洲的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近年来，斜纹夜蛾在我

国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暴发频率明显增

加，给农业尤其是蔬菜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2012 年，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发起“斜纹夜蛾基因组测

序国际合作项目”。来自中国、日本、印

度、法国、美国、泰国和比利时七个国家的

科学家合作对斜纹夜蛾基因组进行测序

和组装。

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一个 20 多个世

代的斜纹夜蛾自交品系，采用单个体基因

组样本和全基因组鸟枪法方法，对斜纹夜

蛾基因组进行测序和组装，获得了包括 31

条染色体和 4亿多个碱基在内的斜纹夜蛾

全基因组精细图谱。

据了解，斜纹夜蛾是鳞翅目夜蛾科第

一个获得基因组精细图谱的害虫。鳞翅

目是昆虫纲里的第二个大目，属于这个目

的大部分是害虫。程廷才表示，这项研究

不仅解释了化学药物防治斜纹夜蛾效果

有限的原因，为斜纹夜蛾的生物防治技术

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还将推动夜蛾科其

它害虫的生物学研究，并为害虫防控提供

帮助。

斜纹夜蛾精细基因图谱绘出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8日电 （记者陆成
宽）近年来，利用极端实验条件取得创新突破

已成为科学研究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28

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导的综合极端

条件实验装置在北京市怀柔科学城正式启动

建设。该工程拟通过 5 年左右时间，建成国

际上首个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和超快光

场等极端条件为一体的用户装置，将极大提

升我国在物质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

应用基础研究综合实力。

我们知道，任何物质都是在一定的物

理条件下形成的，通过使物理实验条件到

达极端状态，可以形成许多在常规物理条

件下不能得到的新物质和新物态，从而大

大拓展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的能力。

据了解，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由极端

实验条件产生系统、极端条件下的样品表征

和测量系统以及能满足上述各系统研制、升

级、维护与运行的支撑系统等部分组成。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具有广泛的实际

应用价值。依靠该装置，人们将可以开展各

种特殊功能材料和技术的研发，它也将成为

我国相关领域尖端实验设备和技术研发的基

地。装置还能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

透、交叉融合。

中科院物理所方忠所长认为，探索极限、

超越极限不仅是中国科学家的梦想，也是全

世界科学家孜孜以求的最核心的科学目标。

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的整体水平直接影响着我

国在若干核心领域的竞争力。

方忠介绍，项目建设将大幅提升我国

综 合 极 端 条 件 下 的 科 学 与 技 术 研 究 能 力

及 尖 端 实 验 设 备 的 研 制 、运 行 能 力 ，科 研

人 员 可 以 开 展 非 常 规 超 导 、拓 扑 物 态 、新

型量子材料与器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

可 在 物 理 、材 料 、化 学 和 生 物 医 学 等 领 域

开展超快科学研究，探索极端时空尺度上

的物质结构信息和动力学信息；将提升我

国在相关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领域的综

合水平，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综合实力步入

世界一流水平。

首个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开建
将使我国物质科学领域研究实力步入世界一流

国庆前夕，“向阳红 03”船举行隆重的升
国旗仪式，中国大洋第四十五航次科考队全体
成员在东太平洋遥祝祖国68岁生日快乐。

本报记者 刘垠摄

科考船上的

国庆祝福

欧洲“处女座”（Virgo）引力波探测器
外景 图片来源：Virgo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8日电 （记者华凌）
28日，16项硬科技项目在中国·北京创新创业

季（2017）总决赛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大赛季

前三名和 3个专项奖，将有望与北京双创资源

对接，实现成果转化，惠及社会大众。

据介绍，本届大赛季选拔出的优胜参赛

项目代表了在新材料、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等

领域最新技术突破和成果。优胜的项目有清

华大学师生团队的超润滑技术与应用项目、

来自台湾的显微镜癌症与疾病云端检测项目

和智能动态模拟排程系统项目等。其中一些

项目已获得诸多专利，例如进化者机器人项

目被授权 25 项国内外专利，还有的项目具有

非常新奇的应用场景，如免充电桩—新能源

汽车无线充电项目，可使电动汽车只要停在

铺设线圈的地面上即可充电。

本届比赛以“创新价值创造，聚合市场资

源”为主题，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和北京市科委

等有关部门共同指导，北京创业孵育协会、北

京众创空间联盟主办。

北京双创大赛

16项硬科技项目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