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名专栏

2013年 4月4
星期四

癸巳年二月廿四 总第 9532 期 今日 4 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武云生 张爱华 吴 颖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创新

时政简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3日电 （记者瞿剑）中国石化

今天在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

用多分量地震处理系统 Petro-MCS2.0，它比常规物探

方法大大提高了对地层状况的识别能力和油气勘探

成功率，使我国在这一新兴物探技术领域一举走在了

世界前列。

据介绍，在油气勘探领域，常规的地震勘探是利

用纵波震源，接受时是单分量接受。随着油气勘探开

发的不断深入，上世纪 80 年代起，欧美兴起一种多波

地震勘探技术，它综合利用纵波、横波（或转换波）等

多震源，多分量接受，对地层进行勘探，可以弥补传统

纵波勘探的不足，为寻找油气提供更精确、可靠的依

据。但此前，国内外均没有专门针对多波地震资料的

处理软件，这也成为该技术一直进展缓慢的主要制约

因素。我国已进行过的零星多波地震勘探试验中，使

用的也都是国外公司在常规物探处理软件系统中加

入多波模块。

该项目负责人、中国石化石勘院多波地震技术重

点实验室主任魏修成介绍，Petro-MCS2.0 在国内首次

实现了多分量地震处理和多波地震解释系统的工业

化应用，具有跨平台（Windows/Linux）、可扩展性强、

协同并行计算能力、易用性、多分支作业编辑、断点数

据保护、多分量特色处理、各向异性速度分析与建模

等特点。与以往同类系统相比，对地质体的描述由宏

观变为更加微观、精确，对地下裂缝系统、特别是对孔

隙中油气水的识别能力大大提高，因而可减少误判，

大幅提高勘探成功率。

多分量地震处理系统精确识别地下孔隙中油气水
可大幅提高油气勘探成功率

3月 28日，“中国药都”——辽宁（本溪）生

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中国药都大型仪器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600MHz 核磁共振检测室

里，工作人员正在为入驻“药都”的一家企业做

药品碳谱测试，十几分钟后药企就拿到了检测

结果。负责该平台工作的闫竞宇博士告诉记

者，以往药企想拿到权威部门的检测结果，要

远到沈阳或长春的相关机构，有时还得排上几

天队，现在仅需几分钟的车程便可来到这里。

这个技术支持平台总投资 6000 万元，拥

有 600M 核磁共振仪等大型仪器及各种检测

设备 430 余台套，可以为药企进行药物理化性

质测试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测试研究。它是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在辽宁省特色产业集群

基地中建起的众多“智慧”平台的一个。

随着特色产业集群在辽宁的快速发展，各

地对提高研发能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中科院沈阳分院充

分发挥自身作为科技资源集结地的优势，针对

辽宁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的特殊需求，创新“院

地”合作模式，外引内联，探索从供求双方的“速

配”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区域创

新之间的“联通”，搭建起一个个“智慧平台”为

辽宁省特色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平台成为基地的“金字招牌”

辽宁（本溪）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是辽宁

百个特色产业集群之一，自 2008 年辽宁省委、

省政府提出举全省之力重点支持建设之日起，

中科院沈阳分院就开始为其提供科技支撑。

沈阳分院先是在基地设立了院士工作站，

然后共建“中国药都大型仪器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选派出骨干

人员，组成近 40 人的技术支撑团队，以其在生

物医药、化学化工产品、农药及其残留物的分离

分析方面独具的优势和强大的新技术新方法开

发能力，支撑起平台运营。目前平台成为园区

吸引国内众多医药企业入驻的“金字招牌”。

截至 2012年年底，该平台共为沈阳药科大

学药物研究院、辽宁科技学院等研发机构和辽

宁大石药业、辽宁千千、辽宁麦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医药企业完成测试任务5000余项。

根据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需求，沈阳分院

还收集整理中科院生物医药领域技术成果 151

项，积极向园区推介并参与辽宁省生物医药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建设。

在本溪东南方向鸭绿江畔的丹东市，由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专家为该平台提供技

术支撑的“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丹东仪器仪

表 智 能 化 技 术 研 发 与 服 务 平 台 ”也 搭 建 起

来。该平台旨在服务于丹东仪表产业基地、

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智能仪表企业，现已获

得辽宁省经信委计划支持 1000 万元。丹东

通博电气、东方测控、思凯电子、华通测控、奥

龙射线、曙光汽车仪表等 11 家企业已享受到

平台提供的服务。

请来“外面的和尚”一
起念“经”

2011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和阜新市委、市

政府下决心把辽宁（阜新）氟化工产业基地打

造成中国“氟化工之都”，以生产优势芳香族氟

化物为主，重点发展精细化工产品。

专业的产业集群要请专业的人才来管理，

求贤若渴的阜新希望中科院沈阳分院协助其

管理产业基地。而分院却感觉氟化工研究非

自身所长。怎么办？ （下转第三版）

深化“院地”合作 搭建智慧平台
——中科院沈阳分院服务辽宁特色产业集群纪实

本报记者 郝晓明

流光溢彩的现代化大都市正陷于尴尬：生

活垃圾和摩天大楼比肩蹿升。

北京不例外。北京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

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前不久透露，北京每

天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是 1.64 万吨。有人计算

过，全年量堆积起来相当于 3座景山。

“垃圾围城”已成亟待破解难题。为减少

垃圾排放量，加强垃圾资源化处理，2008 年以

来，北京市持续投入数亿元资金整改分类问

题，并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目前全市已“挂牌”2400个垃圾分类

示范社区，今年还将新增 600个示范小区。

那么，这些小区的垃圾分类情况到底如何

呢？经笔者走访调查，现实远比预想糟糕。

“60多个社区里只见过
两个正确投放垃圾的居民”
“知道啊，但没分过。分类很麻烦，也没人

规定一定要分吧。”家住北京石景山区远洋山

水小区的曹先生告诉笔者，自己虽然知道垃圾

应该分类，但对具体怎么分、分了以后垃圾会

被怎么处理却了解不多。

远洋山水是石景山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之一，小区里早在 2007 年就配置了分类垃圾

箱，箱体上也明确标示着“可回收垃圾”“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的字样。但箱内却是纸盒、

塑料袋、厨余等各式各样的垃圾都混在一起。

笔者走访发现，多个垃圾分类社区示范

点的情况都是如此，很少有居民会按照标志

投放，能在家里做到垃圾分类的更是凤毛麟

角。曾在 2011 年调研过社区垃圾分类的“自

然大学”（由多家环保组织共同发起的一所虚

拟的社区环保大学）研究员陈立雯告诉笔者，

在 60 多个社区里，她只见过两个正确投放垃

圾的居民。

随机采访的几位居民也均表示，对“可回

收”“不可回收”认识不足，仅能对废纸、饮料

瓶、厨余等常见垃圾进行分类，而对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等的具体分类几乎一无所知。一位

张大妈快人快语：“参加过几次社区的（垃圾分

类）培训，也没记住啥。”

“知道都还没达到，怎么可能做到？”北京

石景山垃圾综合处理厂厂长李红兵说，现今很

多小区的垃圾分类都在搞面子工程，居民对垃

圾分类的知晓率、投放率很低。“这个知晓不是

说居民知不知道这个事，而是得知道为什么以

及怎么做这个事，要让他们意识到分类的重要

性。”但“社区大多都是应付差事，间隔性宣传

一下，做做样子，实际上进展不大”。

垃圾桶里分开却混在
一起拉走

走访中，很多居民反应，社区里的垃圾分

类桶是分了，但垃圾车来却混在一起拉走了。

当真如此吗？负责远洋山水等 7 个小区

垃圾清运的韩师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韩师

傅已经当了 10 多年的垃圾清运工，据他介绍，

目前很多小区的生活垃圾都没有分类清运。

“居民不分，我们（分类）也没那工夫，七八个小

区装车就得一两个小时。”

远洋山水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小姐介绍

说，小区里去年聘请过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小

区内部进行垃圾分类。但由于居民自觉性不

高，督导效果并不好。“厨余垃圾基本都得靠指

导员自己分拣，混在一起的垃圾分起来很有难

度，而且平均一天一个人负责一栋楼的垃圾分

拣都很辛苦，何况一个社区。工资又低，到最

后都不愿干了。”

她表示，厨余垃圾居民自己若不分类，清

运环节分类很不现实。不过，对于可回收垃

圾，“社区跟收垃圾的有协定，每天都会来，能

卖的基本都会挑出来”。

目前清运环节的管理已经有明显好转，韩

师傅说，2007 年以前，他们清运的垃圾后端没

有固定的倾倒点，哪有坑就往哪倒，现在有了

指定的垃圾转运站。 （下转第三版）

北京市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整一年，挂牌垃圾分类示范社区达2400个，但科技日报调查发现——

生活垃圾处理：停留在纸上的“分类”
本报实习生 李天波 曹 敏

科技日报济南4月3日电（记者魏东 通讯

员李宁）日内瓦时间4月3日下午5时，在欧洲核

子中心，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主持的阿

尔法磁谱仪（AMS）项目发布了第一个实验结果，

已发现40多万个正电子，这些正电子有可能来

自脉冲星或人们一直寻找的暗物质。

据介绍，由 AMS探测的 40多万个正电子，

是目前太空中直接观测、分析到的最多的高能

量反物质粒子。每一个收集的讯号参数都需要

仔细的重建、分类与存档，由数个 AMS物理学

家小组进行独立的分析，以确保结果精确。

暗物质是源于暗物质粒子的碰撞还是银

河系中脉冲星？对此，丁肇中表示，答案在不

久将见分晓。他认为，AMS 有能力探索新物

理，它将在国际空间站长期观测，预计每年记

录 160亿个宇宙射线信号，并传回地面。

作为安装于太空中的精密粒子探测装置，

AMS从 2011年 5月 19日至今，已观测超过 311

亿个宇宙射线，其能量高达数万亿电子伏特。

其中，前 18个月的太空实际探测运转中，AMS

分析了 250 亿个初级宇宙射线；确认了 680 万

个电子及其反粒子——正电子的事例。

AMS 实验表明，正电子与电子的比率没

有显示出空间的各向异性，即高能的正电子不

是来自于空间某个特定的方向，此举为新物理

现象找到了论据。

AMS 项目耗资 21 亿美元，是上世纪和本

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科学计划之一，也是目前

唯一被永久安放在国际空间站上具有开创性

的大型科学实验。实验过程可能持续 15—20

年，目的是探测外层空间反物质与暗物质。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余名科学家参与其

中。2011 年 5 月 16 日，AMS 由美国“奋进号”

航天飞机送入太空。山东大学程林教授带领

团队设计完成了在国际空间站上运行的粒子

探测装置——阿尔法磁谱仪的热系统，这是由

中国制造的唯一大型组件，解决了太空粒子探

测的关键工程问题。

阿尔法磁谱仪项目发布首个实验结果

正电子可能来自人们一直寻找的暗物质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吕诺 胡
浩）记者 3 日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

悉，浙江省 3日确诊 2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

例。目前，全国共确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

例 9 例，分布在 4 个省市，其中江苏 4 例、安徽 1

例、上海2例、浙江2例，3位患者已经死亡。

据浙江省卫生厅通报，患者洪某，男，38

岁，杭州建德人，厨师，在江苏太仓工作。于 3

月 7 日左右发病，18 日回到建德某医院住院；

20 日转往萧山某医院治疗。24 日患者病情加

重，于 27日上午死亡。4月 1日下午，浙江省疾

控中心报告患者标本的检测结果为 H7N9 禽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患者杨某，男，67岁，杭州市人，退休在家。

于 3月 25日因咳嗽、发热等症状入住杭州市某

医院；4 月 2 日转至浙大医学院某附属医院抢

救。4月 2日下午，浙江省疾控中心报告患者标

本的检测结果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截至目前，上述 2 例病例的所有密切接触

者均未发现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也未发现 2

例病例间存在流行病学关联。

专家提醒，当前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

发的季节，为预防流感，要勤洗手，室内勤通风

换气，注意营养，保持良好体质；如果有打喷嚏、

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时，要用纸巾、手帕掩盖

口鼻，预防感染他人；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急

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尤其是出现高热、呼吸困难

者，应及时就医；避免接触和食用病（死）禽、畜。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加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

作，实行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个案报告制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知要求，各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病例诊断后，及时将病

例的基本情况、病例救治经过、病情转归、流行

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地点和结果、密切接触

者管理等信息以书面形式报送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自 2013 年 4 月 4 日起，在已报

告确诊病例的省份启动疫情信息日报告制度。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监测，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增加 H7N9 禽流

感病毒感染的排查，尤其是已报告确诊病例的

地区。一旦发现病例，要及时报告，并加强密

切接触者追踪管理、疫情溯源、流行病学调查

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

通知明确，各地要组建省级临床专家组，

加强医务人员，尤其是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

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培训，重点提高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早期识别、重症与危重症救

治能力，最大限度减少死亡。严禁因费用问题

延误救治或推诿患者。

全国确诊 9例新型禽流感病例
国家卫生和计生委通知要求各地实行个案报告制度

4月3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在孔庙举行清明文明健康行活动，通过洒扫、贡献、酹酒、介绍清明习俗等环节展现与清明节相关的传统礼仪。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习近平李克
强李源潮会见外
国驻华使节及国
际组织驻华代表

□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开展现
代农业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工作

□俞正声在人
民政协报社调研
时强调，政协新闻
宣传工作要为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增进
共识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西安 4 月 3 日电 （记者

毛海峰）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研究，

人造皮肤日前在西安正式进入临床

应用。

2003 年 9 月 ，由 西 安 市 第 九 医

院、西京医院、三○四医院、一军大

南方医院等全国著名治疗烧伤的单

位，共同承担了由第四军医大学中

国组织工程实验室牵头的国家重点

科 研 项 目“863”计 划 —— 组 织 工 程

全层皮肤的临床应用试验，这项工

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

据西安市第九医院烧伤整形科

主任肖厚安介绍，人造皮肤是指医

学上所称的组织工程皮肤，它是使

用组织工程原理与方法在体外制造

的一种皮肤替代物。包括烧伤、烫

伤、溃疡在内的皮肤创伤类以及皮

肤缺损患者都适用。

目 前 ，西 安 市 第 九 医 院 烧 伤 整

形科已使用人造皮肤 60 多例，这些

临床使用过的患者没有出现排异反

应。一般在贴人造皮肤期间，患者

也没有任何感觉，不痛不痒，以后就

和自体皮肤一样。

人造皮肤在西安
进入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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