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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 鑫 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 中华医学会

2 王 焰（女）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科院

3 王广金 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国资委

4 王开云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

5 王书肖（女）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专家提名

6 王亚愚 清华大学物理系 北京市，专家提名

7 王江云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8 王进廷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水利部，中国水利学会

9 王彦飞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

10 王桂华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海洋局

11 王海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动物学会

12 王蕴红（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专家提名

13 孔宏智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科院

14 田 禹（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15 冉千平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16 朱万成 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中国金属学会

17 朱光有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塔里木分院 国资委

18 任 军 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江西省

19 任 毅（女）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金属学会

20 任文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科院

21 刘 丹（女）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中国宇航学会

22 刘 永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3 刘 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中华医学会

24 刘 峰（回族）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25 刘 磊 清华大学化学系 专家提名

26 刘慧荣（女） 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经络研究所 中国针灸学会

27 闫俊华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中科院

28 许晨阳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中国数学会

29 阳 虹（女）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30 孙良丹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31 杨 松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 贵州省

国家重点实验室

32 杨 柳（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陕西省

33 杨翠红（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34 李 岩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委

35 李 垚 哈尔滨工业大学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 黑龙江省

36 李 赞（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综合业务网 ISN 陕西省

国家重点实验室

37 李永平（女） 华北电力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院 教育部

38 李玉阳 海军潜艇学院 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39 李传锋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中国光学学会

40 李邵军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41 李学龙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中国图像图

形学学会

42 李英贤（女）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43 李洪林 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 专家提名

44 李富友 复旦大学化学系 上海市

45 李慧艳（女，满族）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分析中心 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46 严望佳（女）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统战部

47 时胜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 中国声学学会

48 吴 俊（女）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育部

49 吴 晨（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 北京市

50 何 珂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中国物理学会

51 邹小波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52 宋卫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安徽省

53 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资委

54 宋保亮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55 宋凝芳（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光电技术研究所 工业和信息化部

56 张 浩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卫生计生委

57 张世华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专家提名

58 张红文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 国资委

59 张德强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业局，中国林学会

60 陆其峰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气象局

61 陆宴辉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中国农学会，专家提名

62 陈 颖（女）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农产品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安全研究中心

63 陈 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专家提名

64 陈立平（女）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

65 陈雪峰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陕西省

66 陈瑞爱（女） 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

67 林 伟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专家提名

68 林云锋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中华医学会

69 孟林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 专家提名

70 周华民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北省

71 周顺桂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中国土壤学会

72 季向阳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中国电子学会

73 柳锦春 解放军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院 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74 赵慧君（女）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75 段招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卫生计生委

76 段海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 中国航空学会

工程学院

77 姜卫娟（女）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玉米研究所 专家提名

78 施 航（女） 空军装备研究院 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79 姚宜斌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专家提名

80 贺 永 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教育部

81 贾宏杰 天津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教育部

82 郭 蓉（女） 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国资委

83 郭玉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市，专家提名

84 翁继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85 黄 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86 黄 罡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教育部，专家提名

87 黄献聪（女） 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88 曹东伟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交通运输部

89 戚益军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育部

90 梁 洁（女）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专家提名

91 梁秀兵 装甲兵工程学院科研部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92 梁淑华（女，满族） 西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93 彭万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南省

94 彭承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 中科院

国家实验室（筹）

95 彭慧胜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中国化学会

96 董纪昌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 中科院

97 程永亮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委

98 褚小立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99 潘世烈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科院

（按姓氏笔画为排序）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名单公布
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经推荐单位推荐和专

家提名，中国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资格审查，公示有效候选人信息，并经中国青年科技奖评审委员会评审，中
国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审批，共 99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现将获奖者名单予以公布，定于中国科协会员日
期间进行表彰。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喝错汤也伤身
天气转凉，喝汤是人们滋补暖身的好

方式，但不正确喝汤也会成为身体健康的

负担。

首先，汤里尤其是餐馆的汤里很容易

含有过量的盐，不但会增加高血压的风

险，还容易引起肥胖。为了避免喝汤时摄

入过量的盐分，建议亲手做一些无盐或少

盐的汤。而在外就餐时，不能掌握汤的咸

度，最好告知服务员，“只放一半的盐”。

其次，汤中溶解食材中的氨基酸和可

溶性维生素的同时，也会溶出脂肪、胆固

醇和嘌呤等。专家表示，许多人认为鱼、

肉、内脏等食材中嘌呤含量高，因而不吃

肉，只喝汤。可他们却不知道，嘌呤其实

都溶在了汤中。特别是长时间熬制的“老

火靓汤”，嘌呤含量更高。如果长期大量

喝这样的汤，容易导致高尿酸，甚至痛风。

长时间炖煮的汤，嘌呤、脂肪含量非

常高，“三高”病人尽量少喝。炖汤中如

加入绿色蔬菜，煮得太久还会使蔬菜中

营养素流失，而汤中钾和草酸盐含量都

会增高，慢性肾病患者喝了会增加肾结

石的风险。

那么，什么样的汤才是健康的呢？专

家提醒，一是要淡，少放盐。二是熬煮时

间不能太长。三是熬肉汤前，将肉类用沸

水焯一下，可有效减少嘌呤含量。

经常喝些“靓汤”，既补充身体所需水

分，又能润肺润燥，从而起到强身防病的

功效。下面是几款实用美味又好做的汤，

供您选择食用。

山药雪梨猪肺汤
鲜山药 200克，雪梨 2个，猪肺 1副，陈

皮 5 克。清热润肺、化痰止咳、凉血、助消

化。肝炎、肝硬化、支气管炎及肺炎患者。

莲藕排骨汤
莲藕 500 克，猪排骨 500 克。补脾益

肺。

太子参百合瘦肉汤
太子参 100 克，百合 50 克，罗汉果半

个，猪瘦肉 150 克。清润肺燥、益肺生津。

气虚肺燥、咳喘气短、口干渴饮、燥热伤肺

者。

菜干鸭肉蜜枣汤
鸭肉 400 克，猪瘦肉 100 克，白菜干

250 克，蜜枣 5 个。清燥润肺、止咳生津。

干咳无痰、咽喉干燥者。

近年来，随着极端天气频发，许多城市屡

遭强暴雨袭扰，引发严重内涝：街道成河、汽

车没顶、人员伤亡……去年夏天北京降临近

十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雨更是触目惊心。多年

以来，这样的内涝现象似乎已成为我国许多

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后的普遍状态。由此，

科学规划城市排水和内涝防治显得尤为重要

而迫切。

近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

化发展中心于广州召开的“首届城市排水和

内涝防治技术交流会”上，国内外专家就相关

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探寻有效根除城市内

涝顽疾的新思路及做法。

树立“大排水”系统观念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 351 个城市的专

项调研结果显示，2008年—2010年，全国 62%

的城市发生过内涝，成灾超过 3 次的 137 个。

其中，积水深度在 15 厘米以上可能淹没小轿

车排气管的多达 90%，最深逾越 50 厘米的占

74.6%；积水时间过半小时的占 78.9%，有 57

个城市的积水最长超过 12小时。

暴雨之后，出现座座“水城”，问题究竟何

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巡视员

章林伟强调，“最大病根在于城市开发、建设

过程中缺乏总的科学规划，没有树立“大排

水”系统的观念，导致重地表、轻地下；重外

洪、轻内涝；重建设、轻管理。因此，与飞速建

设的城市相比，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明显滞后，

造成严重的“肠梗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与工

程专业研究院副院长谢映霞指出，目前，我国

排水系统不健全，缺乏城市排涝系统，这是顶

层设计出了问题，缺失应对超过管道设计标

准的大雨水系统。而欧、美、澳等地都有两套

排水系统：小排水系统（一般用于排出 1—10

年一遇暴雨产生的径流）；大排水系统（用于

排出 50—100年一遇的降雨）。

下水道是城市的地下“生命线”，不仅关

乎城市的排水效率，更影响着广大百姓的生

活。今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做好城

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计划用 10

年内建成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工程

体系。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要求，住房

城乡建设部今年 6 月先后制定出台了《城市

排水防涝设施普查数据采集与管理技术导则

（试行）》、《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

制大纲》，指导各地在全面普查、摸清现状的

基础上科学编制城市排水防涝规划，通过采

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实现直辖市、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36个大中城市）中心城区有效应

对不低于 50年一遇的降雨。

增设多功能排水系统

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扩张，不断加剧

的“热岛效应”也在激增强暴雨的突发。加之

城市地面硬化及不透水面积逐渐增大，雨水

汇集速度加快，下渗能力大幅减弱，河道缩窄

行洪断面减小，排水系统压力明显增大。因

此，亟待增设功能多样的城市排水系统。

澳大利亚国家水敏型城市合作研究中心

国际合作负责人、资深生态工程师王健斌介

绍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澳洲加强建设了

多功能城市排水系统，利用生态型景观与城

市“蓝绿走廊”理念来实现对雨水的综合治

理、资源化利用，同时调节城市微观气候环境

增加生态多样性。将道路下凹式中分/侧分

绿化带、建筑的景观区域、开放空间的绿地系

统、生态型排水干沟等作为多种地面排水方

式，并将其与雨水箱、滞留池、景观湖蓄水系

统和人工湿地等多种形式因地制宜的组合；

把公园等公共绿地设计得比其他区域低凹一

些，地面铺设尽量采用透水材料；结合景观设

计在地势低洼的公共区域修建大型雨水处理

回收利用系统以改善雨水水质、滞留蓄积暴

雨，缓解城市排水管网压力，变内涝威胁为资

源优势。真正的通过建设绿色基础设施来解

决城市雨水污染、干旱缺水、高温热浪与城市

内涝等问题。

谢映霞说，我国将汲取更多国外较为成

熟的做法，未来实现当降雨在城市雨水管网

设计标准内时，地面没有明显积水；超标时，

不会出现内涝灾害，运转基本正常，不造成重

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配备高效可靠的设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迅速排除

低洼地雨水，经常需要“求助”高效可靠的水

泵等关键设施，缓解泄涝压力。“十一五”时

期，仅在北京新建雨水泵站 10 座，更新改造

雨水泵站 16 座。但这还远远不能应各大城

市所需，由此，配备“能干”的泵站等基础设施

尤为重要。

在 防 洪 排 涝 中 ，水 泵 排 水 的 快 慢 ，实

际 上 是 泵 送 流 量 多 少 的 问 题 。 而 水 泵 的

功 率 和 流 量 、扬 程 及 效 率 相 关 ，当 泵 的 水

力效率较高时，意味着相同扬程下可以排

出更大的流量。这样，泵输送水流的时间

便缩短了。

世界最主要的泵类产品制造商之一、丹

麦格兰富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 CEO 刘

鸿聪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他们

参与东南亚如印尼、泰国、韩国等多国市政

水务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应对大暴雨或海啸

的实战时，针对性地提供了完整的客户化解

决方案。例如，住在印度东部主要的商业和

工业中心加尔各答的居民，一到雨季就头

疼，因南部的街道位于低洼地带，经常被暴

雨淹没。对于这种情况，格兰富量身设计了

一套集机械、电气和自动化系统于一体，在

承受力和可靠性方面最大满足应对暴雨排

水需求的泵站（抽水站），其中应用的 300kW

重型污水泵可以安装在水下，可处理流量高

达 4000 立 方 米/每 小 时 ，并 且 实 现 实 时 监

控。此外，这类水泵在应用中还具有高效节

能的效果。

街道成河、汽车没顶、人员伤亡……暴雨之后，出现座座“水城”，问
题究竟何在？请关注——

如何有效根治城市内涝顽疾？
本报记者 华 凌

“糖尿病已经进入个体化治疗时代。”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分泌与心血管疾病诊

疗中心首席专家李光伟教授，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不同的糖尿病

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肥胖患者、合并高

血脂或高血糖患者，肾功能不全患者，应采

取差异化的治疗方案，仅仅以单一的降低

血糖为目标是无法满足患者的个体化治疗

需求的。

李光伟指出，最新的理念不再以降糖为

单一目标，而需综合考虑肝肾功能、低血糖、

体重增加、心血管风险、经济成本等多种因

素，实现“全面考量 综合治理”。

“对老年和已经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

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比高血糖的危害

更加严重。”李光伟举例说，低血糖的反复

发生增加了糖尿病并发症风险，尤其是心

血管风险。它最终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并导致医疗花费增加。重度低血糖还与死

亡率增高相关。“因此，低血糖风险最小化

是选择糖尿病治疗药物时需要解决的一个

重要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包括降糖药物在内

的 大 部 分 药 物 一 般 都 是 通 过 肝 脏 进 行 代

谢，经过肾脏清除。因此，目前糖尿病人

急 切 需 要 既 保 证 疗 效 又 不 需 根 据 肝 肾 功

能 剂 量 调 整 的 糖 尿 病 治 疗 药 物 。 目 前 已

经上市的新型 DPP-4 抑制剂欧唐宁（利格

列汀）主要通过胆汁和肠道以原型形式代

谢，药物互相作用风险小，患者在肝肾损

伤任何阶段都可安全使用，被认为是目前

较 为 理 想 的 降 低 糖 尿 病 人 低 血 糖 风 险 的

治疗药物。

李光伟认为，除了必要的药物治疗外，

糖尿病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国际上权威的

专家都首推生活方式干预，对于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生活方式干预

是最可行的选择。“这些干预之所以有效，是

因为该项目全面考量了患者特征，了解人群

的个性化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不同的干

预方式。”

糖尿病治疗不以降糖为单一目标
本报记者 李 颖

营养快餐

湖南省岳阳市对全市公务车完成车内北斗卫星定
位监控系统的安装，对公务用车进行实时监控，有效杜
绝公车私用等现象。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