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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创新

最新发现与创新

为您导读

科技日报讯 （记 者李丽云 通 讯 员金鸥 岳金
凤）记者日前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获悉，

该 院 申 宝 忠 教 授“肿 瘤 标 志 物 靶 向 分 子 成 像 在 疾 病

早期诊断及治疗疗效监测中的应用”项目，近日被授

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申宝忠团队在国

际上首次提出基于肿瘤标志物的“系统性可视化”理

论，开创了抗肿瘤药物筛选及疗效评价新模式，为实

现 肿 瘤 活 体 状 态 下 ，可 视 化 分 子 基 因 水 平 的“ 早 早

期”诊断提供了新途径。

肿瘤标志物是肿瘤是否存在及其性质的重要表

达，如能精确揭示其存在及变化，将对肿瘤诊断及治疗

产生重大影响。申宝忠介绍，该项目以严重危害国人

健康的肺癌和乳腺癌为研究重点，利用分子成像技术

与方法，在活体状态下将肿瘤分子标志物表达及其相

关的分子事件变成直观图像，同时动态、定量、可重复

地揭示肿瘤标志物的变化，从而实现恶性肿瘤的早期、

特异、准确诊断，早期监测抗肿瘤治疗效果，及早期精

确判断肿瘤预后。

申宝忠说，该研究关注的是肿瘤基因、分子及蛋白

质异常所导致的变化，使肿瘤诊断从解剖结构水平进

入到分子基因水平，实现肿瘤分子水平的早期诊断；创

建了活体、无创伤的肿瘤标志物研究新方法，弥补了病

理学方法创伤大、取材困难、不能实时反映标志物表达

水平与状态等不足；以肿瘤关键标志物作为成像靶点，

筛选肿瘤靶向治疗的最适宜人群，精确指导治疗方案

选择，明显提高治疗有效率；以光学成像为基础，结合

磁共振、超声和核医学多模态分子成像，为肿瘤的基础

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提供了新模式。

研究中，申宝忠首次提出基于肿瘤标志物的“系统

性可视化”理论，针对肿瘤生长、侵袭、转移、细胞间信

号传导和肿瘤微环境中关键标志物，应用多模态分子

成像新方法，实现肿瘤的分子水平早期诊断及治疗，是

国际分子成像研究中的重大创新。

我学者开创活体可视分子水平“早早期”肿瘤诊断新方法

“1 月拿到预拨经费后，4 月中旬财务又通

知我其余项目经费到账了，今年经费到得比我

预想的时间又提早了。”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李

立会今年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接到

记者电话时，他正和 84 个任务团队在福州召

开项目启动会。

今年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经费拨付再度

提速。截至 4月底，2013年国家科技计划经费

90%已 拨 付 完 毕 ，与 2012 年 相 比 ，提 前 1 个

月。科技部条件与财务司相关人员表示，再度

提速的原因主要是科技部今年进一步完善了

年初经费预拨制度，优化内部管理程序，使各

个管理环节之间的衔接更加顺畅。对此，李立

会深有感触：“经费落实越早，科研越有保障，

项目执行不会被耽误了。”

事实上，为提高 863 计划、973 计划和支撑

计划项目的执行效率，提高财政科研经费使用

效益，近年来，科技部一直在深入推进经费管

理改革，在加快经费拨付进度的同时，建立间

接成本补偿机制，大力简化课题预算调整程

序，并开展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巡视检查。“这次

改革让科研人员受益，对科学研究很有帮助。”

采访中，李立会和很多课题负责人一样，都认

为经费管理改革为科研人员输送了“正能量”。

明确列支绩效支出：对
科研人员的肯定

由于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改革还没有

到位，科研项目的人员费开支政策历来是科

研经费管理的难点。“目前推行的科技经费

管理改革，允许在科研项目经费中为科研人

员列支绩效支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科技部条财司相关人员

介绍。

通常情况下，设备费、材料费、燃料动力费

等科目，是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发生的与科研直

接相关的费用，是清晰可见的；但与此同时，为

保障科研项目顺利进行，还有一部分“看不见”

的间接成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包括项目承

担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

屋、水、电、气、暖消耗，以及对管理费用的补助

支出和绩效支出等科目。“改革后，按规定明确

拨付一定比例经费作为绩效支出，把对科研人

员的绩效支出列到明处，干得好，干得不好，现

在一眼就能看到。”承担 863 计划项目的北京

理工大学教授段星光说：“绩效支出让项目经

费管理更正规，科研人员做事更加心安理得，

它是对科研人员的肯定。”

此外，此次改革还大幅提高了间接费用的

核定比例，最高可达到专项经费中直接费用扣

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20%，对承担单位的间接成

本给予了较高水平的补偿。“做研究、出成果，

人是最关键的。”国家 863 计划项目主题专家、

中科院研究员许光文评价说，“间接成本补偿

是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据悉，科技部近年所推行的科研经费管理

改革是在广泛倾听科技人员呼声后，在研究

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科研项目支出政

策，以及总结我国民口科技重大专项经费管理

试点经验基础上，依据科研活动规律和实际需

要，将科研项目支出科目明确分为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两大类。间接成本补偿机制正是在

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下转第三版）

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为科研人员输送“正能量”
本报记者 杨 靖 贾 婧

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机电专业官兵，四十

年如一日，工作在高温、高湿、高噪声的环境

中，白天看不见太阳，晚上看不到月亮和星星，

难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平均年龄不到 33

岁，但军功章却能铺满一条百米跑道，研发的

成果令专家赞赏不已；他们被誉为“钢铁蓝鲸

的心脏守护神”。

勇于挑战的“开路先锋”

有人说，机电官兵守着动力系统，就像坐

在火山口上，丝毫错误犯不得。

一年春节期间，某型潜艇要进行课题训

练，时任某艇机电长的李胜弟将被褥搬到艇

上。刚睡了一夜，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他发现

舱室温度偏高，但检测各项参数都正常。当时

有些人建议“先不用管，再观察一下”。李胜弟

却不同意，连续三天对比检查运行的两台发电

机的各项参数。

为了能真切感受温度变化，他直接用手触

摸滚烫的管路。手皮烫掉了，问题找到了。他

重新改造通风管并对局部保温层进行加厚，舱

室温度得到有效控制。

凭着严谨的作风和精湛的技艺，李胜弟先

后 6次荣立三等功。

高德海，一等功臣，是机电官兵中的“元老”。

一次，上级下达某型潜艇执行海上试验任

务的命令。时任机电部门负责人的高德海默

默写好遗书，钻进“蓝鲸”，过起了与世隔绝的

日子。

从陆上备品备件的筹集到海上机械设备

的运转，在他带领下，潜艇机电设备一直“运行

正常”。突然，海面上刮起 9 级大风，船体摇摆

达 28度，人在潜艇里就如同坐过山车一样。

“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如果机械出现问

题怎么办？何不借趁机演练一下。”高德海带

领主辅机班的战友钻进狭小的机舱。

系统管路记不清，不算合格机电兵。通过

一寸寸摸爬，一次次遇险，他总结出一套安全

操作方法。当他和战友们钻出来时，个个都被

碰得鼻青脸肿。

此次试验不仅创下海军和潜艇史上多个

首次，还创造了潜艇最大自给力世界纪录。

潜艇百人一条枪，靠单枪匹马不行，必须

有一个技术过硬的战斗集体。如何做到人与

武器的最佳结合？

曾 1 次荣立二等功、4 次荣立三等功的时

任某艇机电部门带头人韩黎宾有自己的“训练

法”。在他带领下，部门岗位合格率达 100%，

艇员一人多岗合格。官兵们都说：“韩黎宾手

下的队伍是最年轻的，但水平却是最顶尖的！”

高中毕业的某艇员队机电部门电工兵安

彦生，刚入伍时，看着复杂的公式方程演算、繁

杂的电路原理图，一时傻了眼。可他没有退

缩，硬是把大学本科电工专业自修一遍，演算

的草稿纸摞起来足有一米多高。上艇第一年，

他就整理了近 10 万字的学习笔记，绘制的电

力系统设备构造图和编写的 10 余项常用设备

操作规程，被各艇员队推广教学。

一代代机电官兵怀揣强烈的事业心使命

感，不畏艰难，敢于挑战，追求卓越，成为实现

强军强国梦想的“开路先锋”。

善于创新的“中国达人”

专家说，集中体现国家科技水平的潜艇，

艇内各类设备数千台，仪器仪表上万件，指示

灯数千个，大小阀门好几千，宛如一座水下“科

技城堡”。然而，潜艇部队的机电官兵，对它们

的熟悉和了解，就如同拿筷子吃饭一样自然。

他们在“科技城堡”里上演着一幕幕的“中国海

军达人秀”。

某故障的检测和定位，在国内乃至世界一

直是个难题，尤其在潜艇中，有限的空间里千

丝万缕的线路千头万绪，使这一难题更让人望

而却步。二等功臣苑广成下定了决心：“我一

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下转第三版）

钢铁蓝鲸的心脏守护神
——记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机电专业群体

郑良振 于 航 本报特约记者 米晋国 王庆厚

4月 30日，大陆最大海上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01”轮抵达高雄，开展以“共同传承妈祖文化、合力护佑海峡民众”为主题的妈祖文化和救捞
技术交流活动。访台期间，“东海救101”轮将代表“大陆救捞”专业救助力量，先后访问高雄、台中、基隆3个港口，并在每个港口停留2至3天。

新华社记者 谢秀栋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魏东 通讯员张劲）日

前，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杨庄村，银东直流输电

线路 1894号塔上，一架如“蜘蛛”般的机器人附

着在绝缘子串上，在科研人员的遥控下往复移

动，检测绝缘子的潜在隐患。这是山东电力科

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一种能附着在线路绝缘子

串上开展作业的机器人，同时也是世界上首次

利用机器人开展±660kV绝缘子检测作业。

该机器人在 40 多米高的线路瓷绝缘子串

上慢慢移动，塔下视频监控箱的屏幕上实时显

示机器人拍摄的图像，科研人员可清晰地看到

绝缘子串的外观是否有污秽，钢帽的销钉是否

缺损。同时进行的电阻测量数据也已经存储

在机器人身上。一条 15 米长的绝缘子串由

120片绝缘子组成，该机器人 15分钟就完成了

检测任务，并仅用 3 分钟时间自行返回杆塔。

同样的任务如果由人工完成，需要很长时间，

且高空作业危险性很大。

银东直流输电工程是世界首条±660kV

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的重

要能源通道，满载负荷为 400 万千瓦。绝缘子

表面沉积微粒，以及雾、雨、冰、雪等恶劣气象

条件时，绝缘子的电气强度会大大减低，易造

成停电事故。传统的绝缘子串检测需要电力

技术工人手持长达数米的绝缘杆，通过火花叉

方式检测。对于特高压线路和大跨越线路，绝

缘子串长达十几米到二十余米，甚至无法开展

人工检测作业。这种绝缘子串检测机器人可

以自动沿绝缘子串往复运行，通过外观检查、

电阻测量和电场测量等多种方式，综合评价绝

缘子的运行状态，对于提高带电作业自动化水

平、保障电网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据研究人员

介绍，下一步，该机器人将进行带电线路绝缘

子串的检测。

我率先利用机器人开展±660kV绝缘子检测

新华社天津5月 1日电 （记者周润健 蔡
玉高）进入 5 月后，蔚蓝天宇可谓精彩纷呈，流

星雨、日环食、半影月食、三星聚会等 4 大天象

将先后登场。

有着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以塔流星

雨将于 5 月 6 日率先登场。中国天文学会会

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该流

星雨极大时每小时将有 40 颗左右的流星划过

夜空，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早起的人们可在

6日和 7日的黎明前欣赏流星划过天宇的浪漫

情景。“极大时正逢残月，利于公众观测。”

继宝瓶座以塔流星雨极大之后，一次精彩

的日环食将在 5 月 10 日上演，但遗憾的是，我

国公众无法观测。

史志成介绍说，根据相关预报，本次日环

食的掩食带从澳大利亚西北部开始，经过澳大

利亚北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所罗门群

岛北部、莱恩群岛北部，在太平洋东部结束。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印度洋东部、大洋洲大部、

太平洋西部和中部可以看到食分不同的日偏

食。“虽然不能亲历现场观赏，但我国有兴趣的

公众可以借助网络及时了解此次日环食的盛

况。”

日环食之后，一场半影月食 5月 25日将在

天宇“悄然发生”。“遗憾的是，这次半影月食发

生在我国的中午，无法观测。”史志成说。

作为 5 月天宇的谢幕之作，27 日，如果天

气晴好，在日落后的西方低空中，水星、金星和

木星这三颗行星将组成一个很小的三角形，上

演“三星聚会”的天象好戏。“当晚，三星争辉，

争俏天宇，异常美丽。喜欢天体摄影的公众千

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时机。”史志成说。

5月天宇将齐聚 4大天象

科技日报讯（记者杜英）在手机上输入和

发送一组指令后，温室大棚的保温帘在十几秒

内就自动卷起，实现棚内透光升温。4月 30日

下午，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上滩村的张涛熟练

地操作着数字大棚系统。“几千公里外也能照应

自家的大棚，节省了人工成本，非常方便快捷。”

这套系统集成了移动数据业务和温湿度

传感模块，采用物联网有源射频识别技术，通

过信息终端设备将温室大棚环境数据及时发

送到手机或互联网平台，再通过远程电路控

制，实现设施农业生产的精准监测和环境调

控，及时进行卷帘调光、卷膜通风、二氧化碳补

充和滴灌施肥等作业，并且采用定位技术解决

了“卷帘过墙”的问题。此外，研发的信息采集

装置和网络数据平台，能够模拟生产环境开展

空间数据采集、类比和查询。

“这套系统一次性平均投入 2000 元，每座

温室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 2400 元，非常适合

西北农村非标准大棚技术改造。”项目负责人

吴海鸿介绍，该系统能有效预防灾害性天气带

来的损失，提高设施农业的自动化水平。“通过

继续完善监测内容、提高硬件使用寿命、开展

远程视频监控等开发工作，进一步提升系统功

能，推出适合农民的不同类型产品组合。”

发条短信就可远程控制温室大棚
4 月 22 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来自全球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位专家紧紧盯着会

场大屏幕。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两天前四川芦

山发生 7.0级地震区域的遥感图。演讲者告诉

与会宾客，通过遥感数据分析，已经了解了震

区烈度、受灾范围、影响人口、山体滑坡、损毁

道路经纬度及损毁长度等情况，并已将这些资

料送至有关部门使用。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第 35 届国际环境遥感

大会，也是该系列会议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大

会的演讲者是中科院遥感地球所所长郭华东

院士。在即将开始做大会报告前，他将芦山地

震灾区的情况加进幻灯片，让中外专家了解中

国如何利用遥感技术为国家抗震救灾服务。

中国遥感虽起步晚但发展快

中国的遥感发展之路起步并不早。1962

年，第一届国际环境遥感大会在美国召开，“遥

感”首次正式被国际科学界使用。这标志着遥

感的诞生，揭开了人类利用遥感对地观测的序

幕。此后 17 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第一所

遥感研究所——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才得

以成立，开启了中国遥感事业的发展之路。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遥感事业快

速发展，目前已形成资源卫星、环境卫星、气象

卫星、海洋卫星、小卫星和飞船对地观测等系

统，同时形成了北斗导航卫星计划，广泛地服

务于国民经济各领域。

著名的遥感专家徐冠华院士说，从上世纪

70年代后期至今，遥感在国家层面得到了全面

支持，每一个五年计划，遥感都位列其中。遥

感科技以及新兴的数字地球科技，正深刻地影

响着我国社会、经济、国防等层面，并将对我国

未来的科技发展和国力增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家提出“ABCC计划”

以往的科学研究多是外国人提出构想和

计划，中国人跟随研究和实施，但也有例外。

从 2007 年 11月起，郭华东就开始考虑，对

地观测领域如何才能创新？他手中的笔开始

在纸上勾画：以中国为圆心向外扩散，最后在

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出现了四

条连线。如果利用遥感技术对 4 个国家做全

球环境变化对比研究会如何？这 4 个国家地

域辽阔，两个在东半球，两个在西半球，两个在

北半球，两个在南半球，两个发达国家，两个发

展中国家，颇具全球代表性。这 4 个国家的英

文 首 字 母 合 在 一 起 是“ABCC”，一 个 名 为

“ABCC”的“全球环境变化遥感对比研究计

划”创意就此诞生。

由于全球环境变化遥感对比研究理念新颖

且科学意义重大，很快就得到中科院的支持和

其 他 三 国 的 积 极 响 应 。 2009 年 5 月 25 日 ，

“ABCC 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它确定了中国

青藏高原、加拿大北极群岛、巴西热带雨林、澳

大利亚大堡礁等为实验区，以 10年为一个研究

周期，利用遥感技术对环境进行监测，开展四国

典型试验区环境的对比研究。（下转第三版）

中国遥感：活跃在世界“舞台”
本报记者 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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