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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通讯员许天
颖）水稻条纹叶枯病是由灰飞虱为媒介传播

的病毒病，俗称水稻癌症，一旦染上将颗粒

无收。南京农业大学万建民教授团队成功

克 隆 了 第 一 个 水 稻 抗 条 纹 叶 枯 病 基 因

STV11，并阐述了该基因的功能。9 月 10

日，国际权威刊物《自然通讯》在线出版了该

团队题为“持久抗条纹叶枯病基因 STV11编

码一个磺基转移酶”的论文。

水稻条纹叶枯病是由灰飞虱为媒介传

播的病毒病。在中国东部、日本和韩国超过

80%的水稻种植区曾受到其严重危害。江

苏 2004 年发病面积达 2300 多万亩，绝收面

积 7.8万亩。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日本科学家就已经

开展水稻抗条纹叶枯病基因的定位和精细定

位的研究，但一直未见克隆的相关报道。近

年来，万建民教授团队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等水稻育种单位协作攻关，以分子标记手段

选育了系列抗条纹叶枯病高产优质水稻新品

种，有效解决了我国南方粳稻区受条纹叶枯

病危害的难题。相关成果获得 2010 年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但是，究竟是哪一个基

因对条纹叶枯病具有抗性仍然不甚清楚。

论文以王琦博士研究生和刘裕强副教

授为共同第一作者，万建民教授为通讯作

者。刘裕强告诉记者，这一成果，将为通过

分子手段培育抗病虫水稻品种提供有用的

基因资源。过去依靠分子标记的选育抗病

品种，相当于只知道抗病基因在哪座城市，

而现在知道了抗病基因门牌号码，将可以实

现精确选育抗病品种，并且育种效率更高，

更可靠，进度更快。同时，也为水稻抗稻飞

虱及其传播病毒病机制的阐明奠定了基础。

抗水稻“癌症”基因成功克隆

科技日报成都 9 月 12 日电
（记者盛利）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第

20 届国际高功率激光系统与应用

学术会议上获悉，平均功率达 81瓦

的当今世界最高水平、最大功率全

固态钠导星激光器，已由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研

制成功，未来其可在大型望远镜、

激光大气传输等科研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

在天文观测成像中，由观测目

标发射的光线在穿越大气层时会

发生波前畸变，将导致其成像质量

降低，因此大型望远镜往往需要足

够亮度的“信标光源”用于探测大

气扰动，并进行自适应光学补偿校

正，以大幅度提高成像分辨率。通

过激光器将 589纳米波长的黄激光

射向天空，引起大气层 90 千米至

100 千米高度钠原子共振、散射产

生高亮度“人造”钠导星，一直是世

界各国科学家们的研究热点。目

前，钠导星激光器已成为 TMT（30

米望远镜计划）等大型望远镜的核

心关键设备之一。

2004年起，中物院应用电子所

选取脉冲体制钠导星技术路线，围

绕固体激光腔外、频钠导星等目标

启动该项攻关，逐步实现可持续发

展技术方案设计及脉冲激光谱线精

确控制、高能量激光定标放大、高效

率和频等多项突破。该所于 2012

年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大于 300毫焦

耳单脉冲能量钠导星激光器，实现

平均功率 19 瓦、重频 50 赫兹，在国

内首次实现钠导星回光单帧波面的

探测与闭环。在此基础上，今年中

物院钠导星激光器项目组利用高能

量基频激光放大技术、谱线精确闭

环控制技术、高效率远场激光和频

技术等方面的重要突破，将钠导星

激光器平均功率进一步提高至 81

瓦，该平均功率是当今世界上全固

态钠导星激光器的最高水平。

新研制的高性能钠导星激光

器具备谱线高精度、高平均功率、

高光束质量等特点。在光谱方面，激光器波长与

钠原子吸收谱线稳定、精确对准，精度达到 0.2 皮

米；在频域方面，激光谱线宽度达到亚 GHz，可谓

“不胖不瘦”。此外，由于其采用 1064nm、1319nm

固体激光和频技术，科研人员还突破了高功率下

两台激光器时域与空域同步技术、激光线宽压窄

技术、高效率和频技术等多项难点。未来，该研究

成果将在天文观测、大气观测、激光大气传输等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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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杜尚别9月12日电（记者陈贽 胡晓光 孟
娜）9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

坦巴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

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要牢固树立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利益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精诚协作，以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为己任，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以促进民心

相通为宗旨，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为动力，全力推动上海

合作组织朝着机制更加完善、合作更加全面、协调更加顺

畅、对外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为本地区人民造福。

成员国元首先举行小范围会谈，随后邀请观察员

国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伊朗总统鲁哈尼、蒙古国总统

额勒贝格道尔吉和印度、巴基斯坦代表，主席国客人土

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以及有关国际和地区

组织代表参加大范围会谈。拉赫蒙主持会议。会议总

结了 2013年比什凯克峰会一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工

作成果，与会各方围绕进一步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工作，

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域内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地区

安全、加强务实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

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凝心聚力 精诚协作 推动

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的讲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峰会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全面落实《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在维护地

区安全稳定、推进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新

进展，彰显了本组织旺盛生命力。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9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这是与会成员国元首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科技日报讯 （记 者陈丹）原 子 和 光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已 经 在 量 子 光 学 领 域 获 得 了 广 泛 的 研 究 ，

但 若 想 用 声 波 取 代 光 与 原 子 进 行 互 动 ，则 是 一 个

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研

究 人 员 在 最 新 研 究 中 ，成 功 地 让 声 波 与 一 个 人 造

原 子 耦 合 ，首 次 证 明 利 用 声 音 也 可 与 人 造 原 子 进

行 沟 通 ，由 此 演 示 了 用 声 音 取 代 光 的 量 子 物 理 学

现象。这项成果将刊登在《科学》杂志上。

“通过与原子交谈并倾听它们的声音，我们已

经打开了一扇进入量子世界的新的大门。”研究小

组负责人珀·德尔辛说，“我们的长期目标是要利

用量子物理学，使我们从其规则中受益，比如研制

超高速计算机。我们通过制造服从量子定律以便

于我们控制和研究的电路来实现这一点。”

人造原子就是这种量子电路的一个例子。就

像普通的原子一样，人造原子也可以被充满能量，

随 后 以 粒 子 的 形 式 散 发 出 去 ，通 常 情 况 下 是 光 粒

子。但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月 12 日（北京时间）报

道，查尔姆斯研究团队实验中所使用的原子，被设

计成为通过声音的形式来发射和吸收能量。

这个人造原子是由超导材料制成的，直径 0.01

毫 米 ，被 放 置 在 一 枚 微 芯 片 上 。 实 验 中 使 用 的 声

音频率为 4.8 千兆赫，接近现代无线网络常用的微

波 频 率 ，相 当 于 比 大 三 角 钢 琴 的 最 高 音 还 要 高 出

大约 20 个八度音。在如此高的频率下，声音的波

长短到足以被引导着沿微芯片表面行进。

“根据上述理论，原子发出的声音被分裂为量

子粒子。”论文第一作者马丁·古斯塔夫森说，“这

样的粒子是我们可以探测到的最弱的声音。”

由 于 音 速 比 光 速 慢 得 多 ，这 个 发 声 的 原 子 可

为操控量子现象开启全新的可能性。“因为声音的

速 度 慢 ，我 们 就 有 时 间 对 行 进 中 的 量 子 粒 子 进 行

操控。”古斯塔夫森说，“这一点是无法利用移动速

度快 10 万倍的光粒子来实现的。”

音 速 慢 也 意 味 着 声 音 的 波 长 比 光 的 波 长 要

短。一个与光波相互作用的原子通常比光的波长

小很多，不过，若与声音的波长相比，原子却要大

得 多 ，这 意 味 着 它 的 特 性 可 以 得 到 更 好 的 控 制 。

例如，科学家可以设计只与特定声频耦合的原子，

或者增强原子和声音的相互作用。

量 子 论 被 公 认 是 科 学 史 上 最 成 功 的 、被 实 验

结 果 符 合 最 好 的 理 论 ，但 另 一 方 面 ，它 和 人 类 日

常 生 活 的 经 验 如 此 格 格 不 入 。 不 过 ，它 对 日 常

生 活 的 影 响 却 无 比 巨 大 。 量 子 力 学 的 产 物 ——

电 子 学 革 命 将 我 们 带 入 了 计 算 机 时 代 ；光 子 学

革 命 又 将 我 们 带 入 了 信 息 时 代 。 如 今 ，“ 声 波

可 代 替 光 与 原 子 相 互 作 用 ”这 一 独 特 量 子 物 理

学 现 象 的 发

现 ，无 疑 将 推

动 量 子 学 研 究

的 进 一 步 深

入 ，其 带 来 的

现 实 影 响 或 将

无 可 估 量 。

声音可与人造原子沟通
打开一扇进入量子世界新大门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杜英）9 月

11 日下午，科技部与甘肃省政府

在兰州举行 2014 年部省工作会商

会议。部省双方确定，根据《部省

工作会商制度议定书》框架，集中

力量推进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

区、生态环境、现代农业和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等工作。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

志刚，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三运讲话。副省长郝远

报告了部省会商工作情况和本次

会商事项，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

介绍了推动落实本次会商事项的

有关意见和考虑。会议由甘肃省

省长刘伟平主持。

王志刚对甘肃的科技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央对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一系列决策部

署，这次会商是部省双方结合甘肃实

际，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具体行动。

王志刚强调，当前依靠土地、

低成本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实

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是科技工作面临的新任务。要通

过科技创新提升生产力水平，通

过体制机制创新调整好生产关

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调

动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和活力。

部省会商要更加聚焦国家发展战

略、聚焦区域发展重点、聚焦国家

和地方科技资源集成，紧扣地方

需求，找准科技支撑服务甘肃经

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切入点，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解决难点焦点

问题，落实好会商确定的任务。

希望甘肃在重点工作、重点环节、

重点领域上开展积极的探索实

践，为全国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

王三运在讲话中对科技部给

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他强调，甘肃科技事业同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同国家寄予的期

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一是“盆景”

多“风景”少，二是成果多结果少，

三是流出多流入少，严重制约了发展。必须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依托拥有的经济、文化、生态等国家层面的

重大战略平台，着力打造全省科技进步的战略支撑点。

构建科技与金融、研发与孵化、交易与转化、专利与应用

等方面的平台，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

体制机制，力争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根据本次会商内容，科技部与甘肃省政府将共同

建立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联合推进机制，科技部

将在制度设计、政策试点、东西合作、平台基地、人才培

养等方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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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12日电（记者林莉君）“请问张

晓光航天员，当你升入太空时，你在第几秒开始有失重

的感觉？”“请问艾特库安娜托力航天员，当您 1992年离

开航天员大队时，心里什么感受？”……

9月12日上午，以“走向太空——走近世界各国航天

员”为主题的第27届太空探索者协会社会活动日在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中国航天员张晓光、俄罗斯航天员

艾特库安娜托力与来自北航、清华、北大等高校300余名

师生进行交流互动，共同畅谈人类探索太空的梦想。

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飞行乘组航天员张晓光在

报告中，通过视频短片向师生展示了航天员选拔必须

经受的离心机训练、低压缺氧训练、秋千训练等“魔鬼”

训练方式——“这些训练是航天员飞向太空的必备课

程，其中离心机训练是必须的基本功，也被公认为最痛

苦的一环，它通过内部的高速旋转，让航天员去承受加

速度带来的超荷载。相当于 8倍的体重压在你身上，你

们想想这个难受劲儿。怎么形容呢？我只能说无与伦

比。”张晓光的幽默引来了师生们会意的笑声。

出生于 1942 年的艾特库安娜托力，是俄罗斯第 51

名航天员。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飞往“礼炮—7”号空间

站，总飞行时间超过 211 天，并在舱外的太空中工作了

两个多小时。他告诉在座的师生，自己是受第一个进

入太空的地球人——加加林事迹的影响，才开始做太

空探索梦的。“从我入选加加林中心航天员，到飞入太

空，用了 12年的时间。我想在座的各位，如果有探索太

空梦想的话，你们要用勇气实现自己的梦想。”

张晓光也透露，我国新一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即

将展开，正在从科技人员中选拔随船工程师。“有太空

梦的老师和同学，我相信你们中将来一定会有人能够

圆梦。”张晓光说。

中俄航天员与大学师生共话太空梦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国梧）9 月 12 日，国际太空探

索者协会航天员一行 8 人，来到天士力大健康城进行

“社会活动日”活动。中国聂海胜、美国马里奥·伦科、俄

罗斯尤里·巴杜林、法国米歇尔·托尼尼等中外航天员们

作了精彩报告，现场与观众进行了互动。

天士力曾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分别在“神七”、“神

八”宇宙飞船上将丹参、决明子、夏枯草种子进行太空搭

载，开展太空育种实验等项目，开展了系统的选育工作，

经过 5 年多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培育出了太空

丹参多代种苗，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合作，共同推进太空健康科技产业发

展，在药用植物太空育种、太空健康产品及太空康复医

学等领域进行科研战略合作。

航天员走进天士力大健康城

示意图显示，在一个固体表面，右侧的人造原子
发出涟漪状的声波，这种声表面波被左侧的“麦克风”
捕捉到。

9月12日，美国宇航员吉姆·沃斯（左一）与天津大学的学生交流。当日，天津大
学北洋大讲堂举行“走近国际宇航员”主题讲座。 新华社发（游思行摄）

9月12日，女航天员玛丽·埃伦·韦伯、苏珊·赫尔姆斯、阿努什·安萨里和王亚平
（从左至右）在广东深圳被授予深圳太空科技交流大使称号。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