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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3日10时 36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
箭，成功将中科院创新十六号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邱立军摄）

中科院创新十六号卫星
成功发射

◎本报记者 李 禾

◎实习记者 孙 瑜

创新故事

◎本报记者 何星辉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 讯 员 方 斌

在呼和浩特海关技术中心的实验室里，

高级兽医师赵治国正在进行能够快速检测食

源性致病菌活菌方法的开发研究。此项研究

如能获突破，预计可使致病菌活菌检测时间

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从而大大缩短相关

食品通关时间。

2010 年博士毕业后，赵治国一直从事食

品微生物检测、动物检疫、象牙及其制品鉴定

等工作。近年来，内蒙古进口国外种畜数量

增长较快，赵治国和同事多次参与进口种畜

的检疫工作，守在国门生物安全第一线。

2015 年 6 月，内蒙古从国外单次进口种

羊 5326 只，创我国单批进口种羊之最。赵治

国和团队任务艰巨：进境种羊隔离期 45天，他

和团队共 8 名工作人员需要在 30 天内完成 5

万多项检测项目，还承担着食品微生物检测、

植物转基因成分检测以及其他动物产品检测

等工作。赵治国通过合理统筹安排各项工

作，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克服重重困难，检出

患副结核病、黏膜病、衣原体病的种羊共计 48

只，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了检疫任务。

其间，有几个样品由于标签字迹模糊难以

溯源，赵治国和团队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才从

5000多个样品中将其核对出来。“每一个样品号

代表着价值万元的种羊，万一这头种羊患有传

染病，可能会给国内养殖业带来巨大损失，号码

和羊只必须一一对应，马虎不得！”赵治国说。

从参加工作以来，赵治国共参与保障进

境种羊、种牛、种猪、羊驼、驯鹿等 30 余批次，

检疫各类动物 3.7万余头，带领团队连续完成

2 个海关总署科研项目，首次利用数字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将种畜冷冻精液中病

原检测灵敏度提高了 100倍，降低了漏检率。

赵治国总是告诉团队中的其他人员：“检

测数据质量是我们的把关底线，服务外贸发

展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2012 年，某企业出口蒙古国饲料中检出

沙门氏菌，导致饲料出口受阻，面临大量经济

损失的同时，也存在供货不及时造成国际违

约风险。紧急情况下，赵治国分析：“如果不

是生产环节污染，那一定是某种原料中含有

沙门氏菌。”随后他们在一种关键原料——鱼

粉中检出沙门氏菌。问题解决后，企业很快

恢复出口，维护了我国企业对外良好形象。

近年来，赵治国带领团队完成省部级科研

项目12项，制定各类标准20余项，在国内外权

威期刊发表科技论文 30 余篇，获专利授权 8

项，参编专著 6部，组织上授予了他“全国海关

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内蒙古自

治区“有为青年”称号。 （下转第二版）

赵治国：在实验台上“守护国门”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陆成
宽）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服务贸易发展和 2020年服贸会筹备

工作进展情况。记者从发布会获悉，本届服

贸会将有超过 400 家世界 500 强以及国际龙

头企业线下参展，整体国际化率达到 20.8%，

比上一届提升近 3 个百分点；百余家知名企

业和机构将发布发展报告、首发首秀产品或

技术，60 余家企业将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

等领域首发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会上，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介绍，

服 贸 会 设 置 永 久 口 号“ 全 球 服 务 互 惠 共

享”，2022 年服贸会主题是“服务合作促发

展 绿色创新迎未来”，将于 8月 31日至 9月 5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围绕主

题设置了 6类活动。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双碳”主题，新设

环境服务专题展，全面展示生态环保、绿色

节能技术、新应用；更加突出数字科技新元

素，在电信服务专题中设置了元宇宙体验

馆；另外继续设置金融服务、教育服务、健康

卫生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等专题展，都

将充分展示各类新技术、新成果、新业态、新

模式。 （下转第三版）

2022年服贸会更加突出绿色创新合作
超 400家世界 500强企业线下参展

8月，猕猴桃采摘季即将到来。贵州省修

文县谷堡乡平滩村，果农邓红星站在自家的

猕猴桃园里，看着挂满枝头的“毛毛果”，脸上

笑开了花。

“今年收益估计要翻番，现在已经有几家水

果销售公司和我联系了。”作为远近闻名的模范

种植户，邓红星说，他能种出不打农药的绿色猕

猴桃，“多亏了张博士带来的生物防控技术”。

“放几只虫子就能把
害虫灭了？”

邓红星口中的“张博士”，就是贵州省农

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张昌容。

2014 年，从浙江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

治专业博士毕业后，张昌容选择来到贵州。

这里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一心想开发“以

虫治虫”生物防控技术的张昌容，坚信能找到

“用武之地”。

生物防控技术利用天敌昆虫捕食害虫，

实现绿色可持续防控，这是国际上公认的病

虫害防控首选策略。只是，“以虫治虫”比施

喷农药见效要慢一些。就像中医一样，讲究

的是辨证论治，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啥？放几只虫子就能把害虫灭了？”

张昌容下乡推广“以虫治虫”，一开始便

碰了壁。习惯了打农药的农户，不接受生物

防治的理念。高昂的“虫费”，更让许多农户

望而却步。

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花蝽。

张昌容介绍说，小花蝽可以捕食蓟马、蚜

虫、叶蝉等多种害虫，是一类极具开发前景的天

敌昆虫。但国外公司对小花蝽的规模化繁育技

术高度保密，导致国内小花蝽的供应量很少且

价格昂贵。当时，一只小花蝽售价高达2元。

在一个生长季内，一亩普通农作物如果

按施放 100 只小花蝽计算，费用是 200 元；而

施喷农药，费用不过 30元左右，成本悬殊。

“很显然，不攻克小花蝽的繁育难题，我

们就没办法大规模推广‘以虫治虫’。”张昌容

说，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注定会撞

上许多实际难题。

“生物防控不能只靠
小花蝽”

贵州传统的山地农业让农作物和自然植

物和谐共生，也让天敌昆虫更容易定殖。从

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贵州就像一个天然的天

敌昆虫资源库。这让张昌容很开心——天敌

昆虫多，繁育就不愁“虫源”。

在贵州省农科院，张昌容的养虫房藏身

在一栋小楼里。天敌昆虫被引到养虫房之

后，住进了一个个“小单间”。张昌容每天花

大把时间泡在这里：观察天敌昆虫的习性、看

看哪种害虫更对它们的胃口……

“传统上，一般是用叶螨、蚜虫和蓟马等活

体猎物来饲养小花蝽，但这样一来，要先用植

物饲养活体猎物。随着营养级递增，繁育成本

自然成倍增加。”张昌容说，受植物季节性因素

的影响，活体猎物往往很难持续供应，导致食

物源不稳定，小花蝽的饲养效果并不好。

怎么办？只能另辟蹊径。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昌容从文献资料上看

到了有关虫卵的介绍，灵机一动：有没有可能

用虫卵来替代活体猎物？于是，他将目光投向

了蚂蚁卵、米蛾卵和干果斑螟卵等替代寄主。

反复试验，不断观察。经过苦苦探索，他

发现，干果斑螟卵对多种小花蝽的饲养效果

显著优于其他常规食物。况且，干果斑螟容

易饲养，一年四季都能得到供应。这一国际

上的首次发现，将每只小花蝽的繁育成本从 1

元降到了 0.3元。

张昌容进而构建了颇具西南特色的“小

花蝽—蚕豆—蚕豆蚜”储蓄植物系统，有国际

科技媒体评价，这是“国际生物防治前沿领域

取得的新发现”。

“生物防控当然不能只靠小花蝽，田间经

常是多种病虫害同时发生。只有建立立体防

控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生物防控的广泛应

用。”现在，张昌容的养虫房里，长年饲养着小

花蝽、瓢虫、螳螂等多种天敌昆虫。

“一路走得很辛苦，但值得！”

从养虫房到田间地头，成果转化的“最后

一公里”并不容易走通。起初，面对农户的质

疑，尽管张昌容磨破了嘴皮，也没有半点转

机，直到他遇见了邓红星。

猕猴桃是修文县的特色产业，近年来，随

着种植规模的快速扩大，介壳虫、叶蝉、果实

蝇等害虫的侵袭防不胜防，邓红星家的 30 亩

猕猴桃园也未能幸免。

“打了农药不管用，很多猕猴桃树都干枯

了。”邓红星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碰巧，

他遇到了下乡进行病虫害调研的张昌容。听

了生物防控的道理，尽管将信将疑，但在张昌

容的鼓励下，邓红星最终决定试一试。

由此，张昌容得以带领团队进驻猕猴桃

园，开始“对症下药”。从施放小花蝽、螳螂等

昆虫天敌，到建立起一套“以虫治虫”生态调

控技术体系……悄然间，邓红星的猕猴桃树

起死回生了。

更让邓红星意外的是，因为没有施喷化

学农药，这一年，果园里结出的猕猴桃品相和

口味格外好，比当地一般的猕猴桃卖得快、卖

得贵。经测算，每亩猕猴桃园节本增收超过

500元。

很多种植户闻讯而来，纷纷向邓红星讨

教“秘诀”。“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技术逐渐在

贵州推广开来。

截至目前，张昌容和团队已在贵州 20 多

个县区投放了 2000多万只天敌昆虫，将“以虫

治虫”生物防控技术广泛应用于茶叶、水稻、

蓝莓、辣椒、葡萄等 20 多种作物的害虫防控。

经粗略估算，大约减少了 63 吨化学农药的使

用，为农户节本增收近 3亿元。

“一路走得很辛苦，但值得！”张昌容说，

生物防控技术既保障了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也使广大农户得到实惠，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希望有一天，让天敌昆虫遍田野，我们

能彻底告别农药残留！”

“ 让 天 敌 昆 虫 遍 田 野 ”
——来自贵州的生物防控技术开发推广故事

8 月 17 日，广东创智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门前，一辆辆红色大卡车正在忙着装货。

“这批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

生产线，将发往美国和墨西哥。”该公司

总经理助理谢友铭指着旁边的货物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今年公司产品出口形势

很好，有六七千万元，公司正在加班加点

赶工。

从 2016 年落户，到如今筹备上市，广

东创智见证了肇庆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起跑”。

如今，随着小鹏汽车、宁德时代等项目

陆续在肇庆高新区投产，这里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稳。

企业云集，跑起来有“路”

骨架装备、气囊装备、包覆成型、传送

熨烫、静音检测……在重庆安道拓汽车部

件系统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正在自动生产线前忙碌着。

由于看重这里形成了产业集群，与客

户距离近，运营成本低，以及良好的营商环

境，该公司去年 10月整体搬迁到了肇庆高

新区。

该公司工厂经理肖兴新告诉记者，

一 套 套 汽 车 座 椅 经 过 30 多 道 工 序 生 产

出来后，就能很快交付给肇庆高新区的

客户使用。

记者梳理发现，肇庆高新区成为许多

企业抢滩登陆之地。 （下转第三版）

肇庆高新区：
新能源汽车“跑”得快

“新技术新成果不断转化应用，有力支

撑着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比如

火电厂超低排放、大型垃圾焚烧、燃煤烟气

治理等相关技术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超低排放火电厂群；工

业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深度治理技术、制浆

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技术，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8 月 23 日，

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

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邹首民说，生态

环境科技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利器，而科技

创新正助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

国建设。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得益于技术

进步，我国钢铁业超低排放改造产能达 6.2

亿吨，完成 2800 余个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约 64 万吨/

日，垃圾焚烧发电厂已成为环保设施向公

众开放的重要场所。

为地方和企业提供
科技服务，支撑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

邹首民说，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贡献显著，在重污染天气成因定量化

和精准预报、天地一体化水环境监控预警、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实现

一批关键技术突破，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全局性变化提供了科技

支撑。

比如水专项是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设

立的 16 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经过 15 年

实施，突破了源头污染治理、河湖生态修

复、监控预警、饮用水安全保障等关键技术

难题。水专项成果全面带动了我国治污理

念创新、科技和制度创新，为水污染治理和

水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支撑。

“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重大需求，

联合不同领域 500 多家科研单位、近万名

科研人员，组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

合中心、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

中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

合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协同攻

关模式，为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

协同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

理等贡献科技力量。”邹首民说，创建国家

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组

织开展百城千县万名专家生态环境科技帮

扶行动等举措，促进了科技创新和污染防

治深度融合。

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在重点区域流域

派驻 105 个专家团队，深入 107 个城市，为

地方和行业企业“把脉问诊开药方”，送政

策、送技术、送方案。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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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呼和浩特8月23日电（记者张
景阳 通讯员胡红波）记者 23日从内蒙古大学

计算机学院获悉，该院刘瑞研究员所在科研

团队与日本大阪大学科学与工业研究所科研

团队合作，在国际信号处理领域 TOP 期刊

《IEEE/ACM 音频、语音和语言处理会刊》发

表了“通过源滤波网络将独立于说话人的情

感解耦以进行语音转换”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介绍，情感语音转换（VC）旨在将中性

语音转换为情感声音，同时保留语言信息和说

话者的身份。科研团队注意到，将情感特征与

其他语音信息（例如内容、说话者身份等）解耦

是实现高质量转换效果的关键。由于情感语

音中声学特征的解耦更加复杂，面向中性语音

的特征解耦一直无法得到很好的处理。

科研团队针对情感语音转换的声学特征

解耦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源—滤

波器”模型的情感语音转换系统，具体来说，

是为了解决情感语音转换的特征解耦问题而

提出一种新颖的基于“源—滤波器”模型的情

感 VC 模型（简称 SFEVC），以从音色和音调

特征中准确过滤说话人独立的情感线索。

SFEVC 模型由多通道编码器、情感独立编码

器、预训练的说话人相关编码器和相应的解

码器组成。所有编码器模块都采用信息瓶颈

自动编码器。

为了进一步提高各种情绪的转化质量，

研究团队还提出了基于二维 VA（激活度—

效 价）空 间 的 训 练 策 略 。 实 验 结 果 表明，

SFEVC 模型以及 VA 训练策略的表现均优于

所有基线系统，并基于非平行数据在说话人

无关的情感 VC场景下实现了最优性能。

情 感 语 音 转 换 技 术 研 究 取 得 新 进 展

8 月 23 日，中越国际
货运班列由西安国际港站
驶出，预计将于 8 天后抵
达越南首都河内。本次运
输的石棉前期搭乘中欧返
程班列抵达西安国际港
站，经过海关转关后发往
越南，中欧班列与中越班
列实现了无缝衔接。

图为陕西首趟中越国
际货运班列准备从西安国
际港站出发开往越南河内。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