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一2 责任编辑 司 洋 邮箱 siyang@stdaily.com
要 闻

TOP NEWS

科技日报北京4月7日电（记者刘
园园）7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七

部门修订印发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正式公

布。《实施方案》旨在进一步完善全国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

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推动文化旅游融合

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实施方案》明确了国家级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国家级自然遗产保护展示

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示三大建设

任务，并列出相关建设内容和筛选标

准。其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示建设

任务包含大国重器配套宣教设施建设

和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两方面内容。

《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依托国家级

重要建设工程、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

大国重器建设博物馆、纪念馆、展示馆、

主题宣教馆等展陈展示、纪念宣教、配

套服务设施等。根据筛选标准，大国重

器配套宣教设施建设项目，需列入科

技、制造、水利等国家级规划或科学计

划中，属于国家层面规划推进的重大工

程，反映我国不同领域、行业对世界文

明重大贡献的伟大发明创造。

在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

《实施方案》提出，支持综合性考古科技

成果转化实验平台、考古科技创新、考

古方舱等设施及设备建设。

为进一步做好国家级自然遗产保

护展示工作，《实施方案》提出，结合国

家公园空间布局，支持国家公园（含创

建）的自然教育、科普宣教、展陈展示等

设施建设，集中呈现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成效。优先支

持正式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项

目。同时，支持国家级自然公园、世界

自然遗产（含预备）、风景名胜区的保护

管理、宣教展示、访客服务、自然教育、

科研监测等设施建设。

关于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

设任务，《实施方案》要求，支持与“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工程及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等相关的重大项目建设，

包括重要遗址遗迹保护管理设施、博物

馆、科研用房、考古实验室、文物库房、

展陈场所等。

《实施方案》明确，在资金安排标准

方面，对中央单位项目，原则上按照核

定总投资予以足额支持。

七部门印发新修订《实施方案》

支持大国重器配套宣教设施建设 近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的蒋开喜，

虽已年过花甲，但仍全情投入在有色金属冶炼领域。

作为国家矿冶科技领域的技术带头人，蒋开喜

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解决制约复杂难处理矿产资

源提取利用的技术瓶颈，带领团队研发了多项国际

领先技术并实现工程化推广应用，为我国有色金属

安全保供和低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5 年前，56 岁的蒋开喜离开了其工作生活 32 年

的北京，来到福建担任福州大学紫金地质与矿业学

院教授和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

“‘国家卓越工程师’的评选是一种产业转型升级

的导向。作为工程师，就是要瞄准行业企业的风口，

解决技术难题，推动行业发展，造福社会。”谈及获此

殊荣，在高校和企业拥有双重身份的蒋开喜这样说。

帮有色金属“偷懒”

在蒋开喜带领团队取得的众多成果中，他提出

的“最小化学反应量原理”当属最为浓墨重彩的一

笔。这项重大理论创新，基于其十余年理论和工程

科技经验形成。以此为指导开发出的“可控加压浸

出技术”“锌清洁冶炼”等国内外首创核心技术，从根

本上实现了铜、锌、钼、镍、砷等有色金属高效清洁提

取，使我国在有色复杂难处理矿产资源冶炼处理和

提取技术领域处于领先位置。

“我们的思路是控制有用的反应发生，阻止或减

少无用的反应发生。”蒋开喜介绍，我国有色金属资源

有限，难处理矿产资源比例大，高能耗的冶金工艺使

得大量资源无法高效利用，造成浪费。因此，针对我

国大多数金属矿“小且杂”的特点，发展冶金工艺需要

最大可能地保障精准高效，让化学反应只反应有用物

质，少产生低价值的中间产物。这相当于帮有色金属

“偷懒”，以最少的“付出”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0年前后，蒋开喜将这一理念凝练成“最小化

学反应量原理”，其特点是投入少、成本低、资源消耗

少、经济效益好。应用这一原理，蒋开喜原创含镓锗

锌精矿一段低温同步还原二段高温氧压浸出技术。

蒋开喜的原创技术助力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建成全球首家高效回收伴生镓、锗

的加压炼锌厂，使金属镓、锗从不能利用到回收率分别达到 78%、76%。

“正确的理论是保证方向的灯塔，原理对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蒋

开喜表示，根据“最小化学反应量原理”，团队先后构建了多个高效反应体系，通

过大量科研攻关形成多项先进技术和工程化应用，广泛应用于云南、广东、青海、

内蒙古等地的冶炼厂，成功实现了对难处理硫化砷渣、镍钴矿、钼矿等资源的大

规模高效利用。

解企业发展难题

“科研工作应该与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身为高校教授，蒋开喜常常鼓

励青年科技人才，做研究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导向。身为企业首席科学家，他

带领团队在矿山一线开展科研攻关，发现和解决工程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近年来，随着锂电池应用的推广，锂被称为未来的能源金属，而我国的盐湖

锂资源开发受制于高镁锂比、分离困难等，传统的沉淀法不适用于我国盐湖提

锂，萃取法又对设备的要求较高。

针对这一难点，蒋开喜带领团队，开发高效萃取体系，研制新型萃取箱，攻克了

萃取设备难题，取代了国外昂贵的离心萃取机。2017年，蒋开喜团队建成全球首条

大规模卤水萃取提锂生产线，实现年产高纯氯化锂1万吨，开创了萃取提锂技术新

门类，获得2019年度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在实际工作中，蒋开喜坚持将矿山一线技术骨干、紫金矿冶研究院科研人员

和福州大学教师组合到一起，发挥各自的特长。在他的带动下，院系教师科研热

情高涨，近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个，形成的先进技术可为紫金集团

创造每年 10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科技工作者就要为行业企业的发展解决技术难题。”蒋开喜告诉记者，未

来，团队还将围绕新能源关键金属提取、碳中和冶金流程、智能装备开展科技攻

关，为我国矿冶行业提供最适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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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举岩茶产于浙江省金华市金
华山鹿田村一带。2022 年，婺州举岩
茶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相关习俗的一个子项目，与西湖龙井、
长兴紫笋等浙江名茶共同入选联合国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相关农业部
门、龙头茶企和婺州举岩制茶技艺非遗
传承人共同努力，大力推进千年贡茶婺
州举岩的良种化、标准化、品牌化和产
业化，推动茶文旅融合，促进“以文润
茶、以茶带旅、以旅促茶”，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

图为 4月 7日，在浙江金华的金华
山鹿田村的婺州举岩茶基地，茶农采摘
举岩茶鲜叶。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千年贡茶

焕发新生

科技日报北京4月 7日电 （记者

付丽丽）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近日强

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北江出现明显洪

水过程。4月 7日 6时 35分，北江干流

石 角 水 文 站（广 东 清 远）流 量 涨 至

12000 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

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北江发生

2024 年第 1号洪水。这是我国今年主

要江河首次发生编号洪水，为全国

1998年有编号洪水统计以来最早。

据了解，水利部加强监测预报、会

商研判，提前下发通知并启动洪水防

御Ⅳ级应急响应，“一省一单”对强降

雨影响区进行精准提示，派出工作组

赴广东一线检查指导，积极应对北江

洪水过程。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

防御Ⅳ级应急响应，会同广东、广西等

省（自治区）水利部门调度北江飞来峡、

乐昌峡，以及贺江龟石、合面狮等梯级

水库群提前预泄水量2.93亿立方米，并

适时开展拦洪错峰调度。水利部门及

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督促

指导地方强化水工程安全度汛、中小河

流洪水防御等工作，发送山洪预警信息

近万条，细化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据悉，水利部将进一步紧盯汛情

发展，全力做好北江洪水应对工作。

珠江流域北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记者

近日从水利部获悉，依据《水利部关于

明确汛期阶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知》，

全国今年入汛日期与多年平均入汛日

期一致。

据悉，今年汛期我国旱涝并发、涝

重于旱，全国七大江河均有可能发生

不同程度的暴雨洪水，部分地区可能

发生阶段性干旱。

水利部会商研判汛期形势和当前

雨水情，安排部署重点工作，要求各地水

利部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

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目标，严格落实各项责任制，强化“四预”

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自 4 月 1 日起，水利部实行 24 小

时防汛值班值守，有关流域管理机构

和地方水利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迅速进

入汛期工作状态，意识、人员、责任全

面到位，做好重要水工程调度、突发险

情灾情报送等各项工作。

水利部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

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

线；加强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

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构）筑物、淤地

坝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做好中小

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确保中小

型水库度汛安全；抓紧洪水到来前的

有限时间，加快推进防汛准备情况检

查、方案预案修订、防洪调度演练、山

洪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蓄滞洪区运用

准备、水毁工程修复等各项工作，打好

有准备之仗。

今年汛期我国旱涝并发、涝重于旱4 月 8 日 是 国 际 珍 稀 动 物 保 护

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

近年来，我国以旗舰物种拯救保护为

抓手，持续推进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

建设，亚洲象、雪豹、东北虎、海南长臂

猿、黔金丝猴、藏羚、莽山烙铁头蛇等

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数量

稳中有升。

珍稀动物是自然界中稀有、珍贵的

动物。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类

活动增多、栖息地减少等原因，一些珍

稀动物一度濒临灭绝。

多年来，我国通过构建野生动植物

智慧保护体系，为珍稀动物保护工作提

供了重要支撑。智慧化、数字化监测系

统、远红外相机、大数据+物联网、物种

AI 识别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有效地

推进了珍稀动物的保护工作。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我国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

300 多头，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增至 6

群 37 只，白头叶猴野外种群增至 1300

多只，中华穿山甲分布点位不断增加。

东北虎分布范围从长白山脉扩大到大

小兴安岭，野外种群增至 60 只左右。

朱鹮分布区从 3 个省扩展至 7 个省，野

外种群超过 7000 只。全球圈养大熊猫

种群数量达到 698 只，人工繁育朱鹮种

群数量达到 1496只。

云 南 省 林 业 和 草 原 科 学 院 原 院

长、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杨

宇明告诉记者：“与 15 年前的金沙江

本底调查情况相比，不管是水生还是

陆生的典型动植物，物种数量都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

“ 如 今 ，洞 庭 湖 江 豚 数 量 由 2017

年的 110 头增加到 2022 年的 162 头，洞

庭湖麋鹿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自然

野化种群。2022—2023 年度，洞庭湖

越冬水鸟达 37.83 万只，珍稀濒危物种

黑脸琵鹭时隔 5 年再次现身洞庭湖。”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刘

群表示。

“我们把科技创新深入应用到珍稀

动物保护中，建立了湖南省林业大数据

平台，通过卫星遥感‘天上看’，无人机

和通信铁塔视频‘实时查’，护林人员

‘地面巡’，共享交互数据和信息，实现

了立体化的智慧管理。”湖南省林业局

总工程师胡锋说。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示，我国将继续推动建立以科学技

术为主导，以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

术等为支撑，以本底数据、生境数据、

保护数据为核心的元数据集成，建立

全过程、一体化的珍稀动物智慧保护

体系。

科 技 助 力 我 国 珍 稀 动 物 数 量 稳 中 有 升

科技日报福州 4月 7日电 （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曹佳奕）不需要昆虫

或者人工授粉，栽培的番茄就能实现

闭花授粉，且结实率比野生番茄显著

提高，奥秘何在？记者 7 日从福建农

林大学获悉，该校吴双教授团队在全

球 范 围 内 率 先 取 得 重 要 突 破—— 他

们从番茄中发现了植物通过调控表

皮毛的发育，来改变花器官的结构，

形成闭花授粉方式以提高结实率，从

而找到了作物高产的“开关”。相关

研究成果 4 月 5 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期

刊《科学》。

番茄是全球消费最多的三大蔬菜

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它在 500 年前还

只是源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一种野

果，经人类驯化才逐渐传播到世界各

地。在此过程中，栽培番茄由原先的开

花授粉转变为闭花授粉，结实率较野生

品种有了显著提高，并推动番茄产量的

提升。但这一转变背后的变化机制，一

直不为人知。

该研究发现，在番茄的驯化过程

中，现代栽培番茄的雄性花药边缘细

胞，受三个同源结构域—亮氨酸拉链

基因的调控，形成了一类具有类似于

拉链功能的特殊表皮毛细胞。这些表

皮毛细胞通过相互交织作用，将花药

单体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筒状结构，

并将雌蕊的柱头完全包裹在花药内，

实现闭花授粉，从而在授粉期间与外

界严格隔绝，杜绝了外源花粉的接触

和污染。

“在自然界中，植物为应对极端逆

境下因缺乏虫媒可能造成的生殖隔

离，也会改变自身的花器官结构，达到

闭花授粉的目的。”文章第一作者、福

建农林大学博士后吴敏亮告诉记者，

在农业系统中，植物的闭花授粉具有

较高的结实率，并保证了优良性状的

遗传，因此成为人类改造作物的重要

目标之一。该研究有望通过改变植物

的授粉方式，为未来作物增优增产提

供重要参考。

我科研人员在番茄中发现作物高产“开关”

科技日报合肥 4月 7日电 （记者

吴长锋）记者 7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获悉，该

院血液内科程临钊、刘森泉团队对红细

胞终末分化所需的营养成分进行系统

性探索和优化，成功建立了一种全新

的、化学成分明确的红细胞诱导分化体

系。这一成果为将来体外大规模生产

人红细胞提供了新的方案，日前在线发

表于《先进科学》杂志。

目前，红细胞和其他血液制品，主

要依赖于志愿者捐献。供者不足、感染

风险、稀有血型缺乏等仍是世界性的输

血难题。如何通过体外培养生产、获得

大量功能性的红细胞，是输血领域的重

要挑战，也是研究者们的探索方向。

据介绍，要实现体外大规模成熟红

细胞生产，必须克服两个关键难题：一

是红系祖细胞的大规模培养和扩增；二

是体外进行高效终末分化并生成功能

性的去核红细胞。

程临钊、刘森泉课题组经过前期研

究，已经建立了人红系祖细胞的富集、

扩增和终末分化平台，并初步实现红系

祖细胞的体外扩增。此次，研究团队对

红细胞终末分化所需的营养成分，进行

了系统性探索和优化。

研究发现，生理水平的代谢物和

盐浓度，可显著增强红系祖细胞的增

殖，并提高成熟红细胞产量，脂质代谢

在红细胞终末分化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研究人员尝试使用低密度脂蛋白

或胆固醇完全替代人血浆和血清，并

成功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化学成分明确

的红细胞诱导分化体系。相较于传统

培养系统，该系统不仅有望大大提高

体外红细胞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还能有效解决血浆制品来源和批

次的差异性问题。这一突破性发现为

将来大规模、高效的红细胞生产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业内专家表示，这项突破性研究成

果不仅提高了红细胞终末分化体系的

效率和可重复性，还为深入探讨人类红

细胞分化在生理和病理条件下的复杂

分子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平台。在临

床转化方面，这项成果也具有潜在应用

价值和重大意义。

新研究为体外大规模生产人红细胞提供新方案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上接第一版）
借鉴这一经验，当地推出“1 个健

康指导员+1 个健康协管员+1 个小组

长+若干名管理对象”的慢性病管理

新 模 式 ；2021 年 ，又 增 添 了“ 有 氧 运

动+颈肩痛训练操+低脂饮食”等运动

处方作为干预手段，该卫生院成为江

苏省慢性病运动健康干预试点单位。

胡小忠表示，试点以来，卫生院已建立

2000 多份运动处方档案，开出近 500

份运动处方。

为了确保运动处方的执行率，卫生

院还设计了家庭医生的运动干预服务

包，并通过智能化自助设备完成随访，

当前运动处方执行率达 90%。

刘 云 介 绍 ，2018 年 ，江 苏 省 人 民

医 院 承 担 开 展 的“ 糖 尿 病 信 息 化 管

理 平 台 与 传 播 体 系 创 建 及 示 范 应

用”项目，创新性地助力医院开展精

准 化 健 康 促 进 工 作 。 目 前 ，该 项 目

已服务患者 20 余万人，辐射新疆、安

徽 等 多 个 省 区 ，协 助 数 百 家 基 层 医

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精准医疗服务

和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