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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专家眼里，梁增基总是在不断创造着奇

迹！虽然目前已经 83 岁高龄，但科学魅力却让这位古

稀老人仍在勇攀着高峰。

在当地农民群众心中，梁增基就是“土地公”！他

对渭北旱原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了解透彻，用取土钻钻 2

米深，抓一把土，就能看出来年的收成。

他改变了黄土旱塬传统的种植模式，解决了旱地

小麦的锈、冻、倒、旱、筋五大难题。

他育成的“7125”“702”“秦麦四号”“长武 134”“长

旱 58”“长武 131”“长航一号”达到三个国审、四个省审；

他培育的小麦品种推广后占到全国旱区 9000万亩

的 25%以上，增产 25亿公斤以上，增加经济效益 40亿元

以上……

梁增基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我一辈子从事科研工

作，不怎么喜欢书写和发表各种论文，和农民常年打交

道惯了，只喜欢实打实。我已经把我的论文全部写在

大地上了！”

陕西省咸阳市科技局局长张璞波说：“他这辈子有

三不离：不离农民、不离种子、不离土地”。

1961 年 10 月，28 岁的梁增基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分

配至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农技站。

曾有人认为旱塬小麦低产主要是缺水所致，可

1964 年风调雨顺，小麦亩产也只有 32 公斤，1965 年的

高产也不过每亩 78公斤。

梁增基跑遍了长武的山山水水，发现“种子问题”

是主要症结。当时他引进的“华北 187”等品种正拟推

广时，却遭遇了 1964年流行的锈病，连麦秆都成了一把

灰。“没办法，只能自己育种。”梁增基说。

他写信去函给全国各地科研单位要种子、要数据，

整地划区，拉行开沟，100多个品种各式各样地撒在了他

的试验田里。从下种、锄草、施肥、防虫、立标、建档，梁增

基一刻也不停歇。扬花、抽穗，梁增基点点滴滴都记在

心里。就这样株株过目，个个挑选，单打单收，一切亲自

动手，从选材、杂交、收获、脱粒都亲力亲为。冬天，实验

室里像个冰窟窿，他经常边哆嗦边写材料；夏天，地里蚊

子一抓一把，可他看着麦子分蘖傻傻发笑……

1965 年，梁增基踏上小麦良种引进和繁育之路。

他从农场借了二亩土地，把自己的住处当作种子室，整

地划区，拉行开沟。虽然这二亩地上结出的果实最后

都给了农场，可借用土地搞研究的行为依然不被看好，

只得另找个地方继续做研究。当时县农业局的负责人

找到梁增基，许以配给部分化肥指标，建议梁增基去农

村地方做小麦育种，“帮助农民增产，农民也乐意”。

1971年，经过上万次的试验，梁增基所培育的条锈

免疫、抗冻、抗旱、丰产“7125”“702”问世，长武小麦从

此亩产首次跨越了 100 公斤。作为主栽品种在陕西咸

阳北部、延安南部和甘肃平凉和天水地区等地推广，部

分县区推广种植面积达到 45%。全国锈病会议确认了

“7125”为全国抗锈品种之一。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利用

“7125”及其姊妹系育成新品种进行推广。

在育成多个推广品种之后，为缩短育种周期，多育新

品种，梁增基独创用异源、高强度多抗性和多品种复合杂

交法，结合用幼嫩种子低温催芽春化后作夏季自然加代以

及用早播扮孽移栽扩繁法，加快育种进程，将本来需要十

几年也很难完成的复杂工作，仅用8年时间就育成了综合

性优良、多抗、高产、较优质的“长武134”小麦良种。

以“长武 134”为基础进行小麦品质改良工作，梁增

基大胆地将水地品种的抗性和油脂性引入旱地品种，

让旱地小麦长出了水地的气势。2001年育成优质多抗

高产的小麦优良品种“长旱 58”，2004年通过国家审定，

被列入国家农业部 863 计划和科技部成果转化项目进

行开发，在陕西渭北、甘肃南部、河南、山东等地推广，

2009年元月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小麦育种中，抗旱与抗倒伏是一对历来难以克服

的矛盾。梁增基选用高秆抗旱品种同矮秆大穗大粒多

抗性好以及农艺性优良的三个品种进行复合杂交，并

大量扩大群体。他确立了 100多个杂交组合，在优良的

组合中种植近千个株系上亿粒种子，在严重干旱和特

殊多雨年份强化选择。在他的试验田里，一垅垅田畦，

一个个标签令人眼花缭乱。田间选株，室内选粒，对照

亲本和目标考察后代的遗传性，对照多年气候考察其

性状的稳定性。周而复始，在选择与淘汰中找寻着每

一个惊人的瞬间，抗旱又抗倒高产的“长武 131”就是在

这样的辛劳中诞生的。经测定，“长武 131”的根深达

3.4米，茎壁较薄，茎秆半矮，旱涝成熟度好。

“旱原小麦创奇迹，吃粮想着梁增基”，“南有袁隆

平、北有梁增基”，“梁增基研究成果让小麦丰产农民腾

出耕地种苹果赚钱”。 老梁用艰辛的育种换来了农民

群众最朴素的感谢。

53年坚持创新不止 小麦育种文著黄土
——记我国著名旱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

本报记者 史俊斌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14 日电
（记者李大庆）因在青藏高原气象学、

海气相互作用和大气动力学的研究

中取得多项成果，42岁的段安民博士

14 日领取了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

奖（下称赵九章科学奖）。目前，在这

位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所发表

的 35篇 SCI论文中，为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的有 22篇，其论文被 SCI论文

他引 524次。

与段安民一起获奖的还有中科

院南海海洋所的王志博士、中科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的刘颖博士、中科院

电子学研究所的王宇博士。他们分

别获得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空间物

理、空间探测赵九章科学奖。

据赵九章科学奖理事会副理事

长吴季介绍，2015 年度赵九章科学

奖从今年 3 月开始受理申报，来自北

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 19个单位的 28

名中青年科学家提出申请。最后评

委确定以上四位获奖，“因为他们在

各自的研究领域为提升我国空间科

学创新能力、对地观测和综合信息应

用能力、海洋探测和应用研究能力、

战略性资源深部勘察与开发能力方

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赵九章科学奖设立于 1989年，原名“赵九章优秀中

青年科学工作奖”，2002 年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

公室批准，更名为“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20 多

年来共有 87位中青年科学家获此殊荣。

四
博
士
荣
获
赵
九
章
优
秀
中
青
年
科
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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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之前由于国有科技成果转化需要

履行复杂的审批流程，影响了科技成果持有单位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全面下放科技成果处置、使用的审批权限，各单
位可自行决定后，一些单位负责人却可能因为担心自
主转化科技成果可能面临风险，引发国有资产流失方
面的质疑，导致其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无法充分激
发。而通过公开的市场渠道进行国有科技成果挂牌交
易或成交信息公示，则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险，免除单
位负责人的顾虑，切实将科技成果转化法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的宗旨落到实处。

国有科技成果交易——从挂
牌交易到信息公示

关于科技成果挂牌交易，中技所从技术交易服务中
所反映的问题和需求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和
积极探索。2010年12月，中技所成功举办首届专利拍

卖会，竞拍中科院计算所28项专利，成交率41%,成交额
256万元，成为国内首次国立科研机构批量专利进场公
开拍卖的标杆性成功案例，在国内外专利交易市场上引
起极大反响。在此之后，中技所一直不断扩大专利公开
交易的推广力度，吸引了包括中兴通讯、华为、富士康、创
维、比亚迪、中集集团等在内的国内知名大中型企业参与
交易活动。经过近6年的努力，中技所自主开发的知识
产权互联网在线竞价交易系统的专利交易额已突破
3000万元，用事实印证了“中国专利交易第一品牌”。

2014年，财政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中关村
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分中央级事业单位，开展深化科
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为配合试点工作开
展，中技所在技E网专门设立“国有科技成果公开挂牌交
易系统”，针对政策中所提及的“可通过协议定价、技术市
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成果交易、作价入股价格”，
为广大科研院所、高校提供规范公开的市场定价机制。

在国有科技成果成交信息公示方面，早在2009年，
中技所就作为中关村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组成员单位之

一，通过“科技成果评估结果公示”，创造性地解决了股
权激励有关科技成果评估确值难题。为进一步适应国
有科技成果成交信息公示的需要，中技所依托技E网开
发了“国有科技成果交易信息公示系统”，针对政策中
所提出的“实行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成果名
称、拟交易价格，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成交价格”。提
供同步的场内、场外双公示系统，更好地进行公允的市
场化公示，让公共财政投入的科研成果转化过程更加
透明阳光。与此同时，该系统定位为独立存在的运行
单元预留了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第四方监管通道。

目前，“国有科技成果公开挂牌交易系统”及“国有科技
成果交易信息公示系统”均成功上线运行，已有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软件所等机构参与使
用，挂牌或公示成果34项，累计成交金额10321万元。

深入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做技术交易服务先行者

科技部牵头的《促进科技成果法》修订工作组在研

究起草过程中，多次到中技所调研，听取中技所关于科技
成果公开交易、信息公示和披露等方面的汇报，对中技所
的探索和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目前中技所围绕落实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创新科技成果公开交易服务
模式、促进知识产权转化与科技金融结合、完善国有科技
成果信息公示和披露制度等方面，正在进行新的模式设
计和探索尝试，部分业务已取得初步成效。深入落实《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科技体制改革
的重点工作，中技所努力成为技术交易服务领域落实《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先行者。

一是进一步深化技E网平台功能，加大科技成果转
化推广力度。重点聚焦国家科技成果项目，服务院所、高
校、国企，导入更多的供给信息。推动“国有科技成果公
开挂牌交易系统”“国有科技成果交易信息公示系统”的
使用。同时在工信部的指导下进一步做好“军转民”科技
成果的推广与市场化工作，通过技E网专版展示发布与
线下走访对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二是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积极打造技术经理

人及合作共同体。打造融合卖方、买方、中介服务方在
内的多维共赢合作体系，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长链条、
多节点的需求，形成综合性的高质量服务体系，牵头组
建和培育签约技术经理人队伍。

三是加快导入与整合国内外技术交易资源，构建
国际化技术转移合作网络。与各地技术转移及产权
交易机构合作，针对实际需求深度服务不同地区科技
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中的个性问题，同时加强国际间
合作，推动重点产业领域的优势互补，不断引入国际
孵化器及国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先进科技成果，
深入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做技术交易服务先
行者。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不仅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支
持，更需要专业高效的市场服务支撑。科技成果转化
法的落实，呼唤技术交易服务机构相互间的开放合作
与协同创新，在服务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共同促进技术
市场和科技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作者系中国技术交易所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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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国际传感谷（常州）”将在

新型传感器、关键材料、核心芯片、模块系统、典型终

端产品、周边产品等领域集聚一批具有较大规模和

较强竞争力的各类传感器产业相关企业。基本构筑

起涵盖传感新原理、新材料、新技术研究；传感器新

品种、新结构、新工艺、新应用开发；创业孵化、创新

支撑、人才培养、市场开发等服务的产业创新体系。

初步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集

聚具有一定品牌和特色优势的企业、机构 300 家左

右，快速集聚在国际细分市场影响力的骨干企业 20

家左右；带动传感器及相关产品规模达到 500 亿元左

右；建设 20 家以上传感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的重要研

发机构、重点学科专业、权威检测标准认证机构、专

业创业孵化载体；引进 20 个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100 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创新型科技企业 50

家；组建传感器产业联盟，举办传感技术峰会，搭建

传感应用展示及销售平台，初步形成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区域特色产业品牌。

到 2025 年，中国“国际传感谷（常州）”的总体规模

将达 1000亿元，打造国际化“双生态”产业链，形成国际

化的传感器产业园，成为中国传感器产业的核心区域、

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新标杆”、《中国制造 2025》江

苏的“新亮点”。

传 动 世 界 感 知 万 物

10月 14 日，秦皇岛星箭特种玻璃有限公
司的工人在对空间玻璃进行镀膜。

近日，应用于我国空间站照明系统的窗口
照明玻璃，在河北省秦皇岛星箭特种玻璃有限
公司研制成功，首批正式应用产品将在 10 月
底交付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据了解，星
箭公司自 2000 年成立以来，研发生产的空间
抗辐照玻璃产品已成功应用于“神舟五号”至

“神舟十号”系列飞船、“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器和“嫦娥一号”至“嫦娥三号”探月卫星等航
天器上。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上接第一版）

将在反恐战场为伊拉克军队
“添翼”

那么，“彩虹”—4B 作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将在伊拉

克反恐战场上发挥哪些作用？

张文昌指出，“反恐战争与传统作战截然不同。恐

怖组织以游击战为主，有时混迹于平民之中，有时啸聚

山林、沟谷；有时昼伏夜出，有时声东击西，行踪难以掌

握；有时以集团形式出现，有时以自杀式袭击开展进

攻。所以，摆在伊拉克军队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情报侦

察，‘彩虹’—4B可以很好地满足需要。”

首先，弥补了伊军航空侦察手段的空白。“彩虹”—

4B 留空时间长，可以在恐怖组织控制区上空长时间停

留，对目标进行探测、监视和识别；装有光电/红外侦察

系统和合成孔径雷达，可昼间晴好天气侦察监视，也可

夜间侦查监视，还可阴雨天侦察监视。这些都可以让伊

军能够及时发现恐怖组织活动范围、行动路线。

第二，可以提高伊军快速反应能力。恐怖组织的机

动性很强，即使被发现，如果火力打击不及时，也很难被

消灭。在这点上，“彩虹”—4B 能大显身手。该机具有

“发现即摧毁”的能力，在准确识别目标的基础上，可及

时发射导弹、投放炸弹，实施打击。

第三，可有效疲劳恐怖组织，增强伊军打击恐怖组

织信心。无人机系统机站分离，操纵员“远离”战场，可

远程“取敌首级”，几乎没有生命威胁。而恐怖组织却时

时处在被侦察、被打击之下，时时处于疲于奔命之中。

这将有效地削弱恐怖组织战斗意志。

我军用无人机发展仍任重道远

尽管近几年我国军用无人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在自主导航、飞行控制、数据传输等诸多技术领域都取

得了长足进步，信息化水平和作战性不断提高，涌现出

了“翔龙”“利剑”“翼龙”等一大批代表型号，信息化水平

和作战性不断提高，为我军遏止战争、捍卫和平、铸造打

赢能力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国际上。但和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军

用无人机的发展还有一定差距。

对此，张文昌建议，“未来，应在发展更高、更远、

更久、更快、更小的无人机上下工夫；在无人机自主

化上下工夫，强化无人机协同能力，实现无人机与无

人机、无人机与有人机编队作战；在无人机系统，如

控制站、数据链通用化上下工夫，实现一站指挥控制

多架多型无人机，接收处理不同无人机采集传输的

情报信息”。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4日电）

中国察打一体无人机扬威伊拉克

科技日报扬州10月14日电（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

陈森青）科技日报记者 14日从扬州大学“省部共建扬州

大学媒体通报会”上获悉，日前江苏省人民政府与教育

部决定，从今年起，双方将共建扬州大学，以此来进一步

提升扬州大学服务经济社会能力。

记者了解到，扬州大学由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

家张謇先生创建。目前，已拥有涵盖哲学、经济学、法

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 大学

科门类。学校建有 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3 个国家级

教学团队，3 个全国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等，先后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 项、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特等奖 3 项。

学校目前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700 多项，全校

年科技经费 4 亿多元，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连

年位居省属高校前列。“九五”以来，共有 300 多项科研

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其中，由中科院与该校共同完成的“转基因山羊

体细胞克隆山羊”成果被评为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

闻，参与完成的“水稻第四号染色体精确测序”工作被

评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头条新闻，7 项成果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根据省部共建意见，江苏省将继续把学校列为重点

建设高校，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教

育部将大力支持学校开展国家农业教学与科研改革试

点，支持农科及涉农学科建设与发展，在一流学科、国际

合作联合实验室等项目方面给予重点支持，支持学校发

挥农科优势，开展教育援外、国别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支持学校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开展校际交流等。

省部共建扬州大学提升服务经济社会能力

科技日报青岛10月14日电 （记者王建高）14 日，

第二届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暨阿斯图俄方高校科技

产业峰会在青岛举行。阿斯图和英、俄、德、以等 6个国

家的 30 余家国际知名技术转移机构，以及驻青高校院

所、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和在孵企业、技术中介机构

等共约 500人参加。

此次大会以“创新、创业、创客、跨国、跨界、跨越”

为主题，通过论坛研讨、推介竞秀、项目对接、展览展示

为形式，共同研讨国际技术转移的先进理念、成熟模式

和经验做法，推动国内外企业、高校院所开展国际创新

合作与跨国技术对接。

青岛市高度重视技术转移工作，在科技部的指导

支持下，建设了“立足青岛、服务山东、面向全国、链接

世界”的青岛技术交易市场，构建了“政府、行业、机构、

经纪人”四位一体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营造了活跃的

技术交易氛围，全市技术交易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2014 年 全 市 技 术 合 同 交 易 额 60.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0.9%。创新技术交易市场化模式，在国内率先推出科

技成果挂牌交易规则，挂牌项目 2839 项，成交 389 项，

交易额 6.9亿元。

大会由青岛市政府、中俄工科大学联盟（简称“阿

斯图”）主办，科技部合作司、火炬中心指导。

第二届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举行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瞿剑）据中国石

化最新消息，谋划日久、总投资达 1300多亿元的中国石

化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新气管道）工程项目已获国家

发改委正式核准，具备了开工建设条件。

作为国家核准的大型能源项目，新气管道项目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 1 条干线和 6 条支干线，全长合计约

8400 公里。其中干线起自新疆昌吉州木垒县，终于广

东韶关，设计输量 300亿立方米/年。

新气管道配套多个气源。主供气源为新疆准东综

合示范区的煤制天然气（包括中国石化 80 亿方煤制气

项目及新疆多个煤制气项目）。远期气源为伊犁地区

的煤制天然气、中石化西北地区的常规天然气等，以及

煤层气和页岩气。目前，气源地的配套业主单位已经

拿到发改委“路条”，正在积极进行前期工作，争取早日

得到核准。

据悉，自 2009 年国内首批 4 个大型煤制气示范项

目获准开工建设以来，投产情况和实际运营效果均不

甚理想，其中已投产 3 个合计产能仅 31 亿立方米/年，

加上另外在建的 2个设计产能 60亿立方米/年项目，总

计不到百亿立方米/年。

中国石化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工程获国家发改委核准 科技日报哈尔滨10月14日电（记者李丽云 实习

生石依诺 康晓啸）2014 年普京总统送给习近平主席的

全球首款双屏智能手机——Yota Phone2 优特双屏智

能手机曾引爆国内科技圈。如今这款被称为俄罗斯

iPhone 的国礼手机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10 月 12 日，

在第二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当天，优特双屏智能手机的开

发商 Yota Devices正式宣布，广州奥翼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成为 Yota Phone2第二块屏幕的供应商。

Yota Phone2 背面安装电子纸恒亮显示屏，可一键

切换，支持一切正面彩色显示屏的上网、社交、通话等功

能，阅读时间可达 100 小时，即使在强烈光线下也可正

常显示。还独特设计 Yota Energy 功能，开启后单次充

电可供阅读 5天或使用手机基本功能 2天。

俄国礼双屏手机惊艳中俄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