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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看“双创”③

巴西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五

位，耕地和草场面积广阔，平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3

以上，拥有优质高产良田 3.88 亿公顷，其中 9000 万公

顷尚未开发利用，还有 2.2亿公顷的牧场，为农牧业发

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也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

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咖啡、蔗糖、橙汁、酒精、大

豆、牛肉和禽肉的出口居世界首位。

到 2019 年，巴西农产品产量将占全球总产量的

35%。这条来自巴西农业部的信息，更让人琢磨：巴

西是如何快速发展农业，以及利用农业来提高国际影

响力的。

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

巴西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始终以科技

为支撑，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农作物品种

和产业。在农业科技研发中，巴西政府坚持以合理利

用资源为原则，在选择培育优质高产作物、农业生物技

术、作物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

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就制订了国家生物

技术计划，农业生物转基因技术研究较为成熟，并得到

广泛运用。自 2006年起，巴西国内大规模试种转基因

植物，种植面积达2800万公顷以上，其中转基因大豆产

值高达16亿美元。此外，巴西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农

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

高了生产效率，并且有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

巴西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主要由农业科技创新

研究机构、成果与技术推广机构和相关农业科技创新

支撑措施组成。在巴西的整个农业创新体系中，政府

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国家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

巴西农牧业研究所，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条

件，如土地、气候、水源、市场等进行大量的考察研究，

最终确定适宜在各个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联邦

政府则据此制定出区域规划，采取相应的鼓励措施或

制定推广政策，引导当地农民或农场主调整生产方

式，引进和采用农作物优良新品种，放弃传统农作物

转而改种经济价值更高、更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其他农

作物，从而取得最佳的农业生产效益。

此外，巴西还借助科研成果的推广，改变传统的

粗放型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巴西

农业科研机构通过杂交培育或是生物技术手段，不断

对咖啡和甘蔗品种进行改良，使巴西咖啡和甘蔗的产

量不断提高，品质持续优化，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扩

大种植面积来提高产量的生产方式。

农业协调生态环境发展

巴西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广阔，但在此过程中，巴

西政府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求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联邦政府根据国内资源分布情况，对资源

开发利用进行统一部署，按照地域划分不同作物的种

植区域，尽可能保证作物品种的多样性。

巴西政府还同时设立若干资源保护区，禁止开发

这些区域内的珍稀资源。政府还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鼓励农民种植果树和经济林木，既能保护植被，防止

水土流失，又能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多种农业经济良

性发展。农业科技部门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

术，改变以往掠夺式的农业经营方式，促进水土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依托农业开发生物能源

巴西独特的自然条件适宜种植甘蔗和油料作物，

可用于提炼乙醇和生物柴油。依托这一农业优势，巴

西开发出了以乙醇为核心的产业链，成为世界上开发

利用替代能源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巴西目前在甘蔗种植和乙醇

提炼技术上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巴西乙醇出口量占

全球出口总量的 50%。巴西还开发出乙醇燃料汽车，

以及用乙醇做燃料的农用飞机。为扩大甘蔗种植面

积及乙醇和蔗糖加工能力，目前巴西在建和计划兴建

的此类项目多达 40 个，投资额约 30 亿美元。在第二

代生物燃料研发方面，巴西正在广泛尝试从甘蔗渣、

各种植物纤维、秸秆及其他农产品加工废弃物中提取

纤维素乙醇的技术，第二代生物燃料乙醇的研发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之中。

（科技日报圣保罗10月19日电）

巴西：科技创新助推农业稳步发展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在英国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旁边，有一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它就是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也是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超级国事访问”中的一站。

英国教育界鼎足之一

帝国理工学院成立于 1907 年，它享誉全球，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并称为英国的“G5 超级精英大学”，其研究水平

被公认为英国大学的三甲之列，并以工程、医科专业、商学而著名。英国教育

界素有“三足鼎立”说法，文科牛津，理科剑桥，而工程当属帝国理工学院。虽

然近年来英国大学在世界名校排名榜上起起伏伏，英国各大学的国际化趋势

日益明显，也涌现出不少吸引世人眼球的学府“新贵”，但帝国理工的“老牌”名

校地位依旧难以撼动。

作为一所世界名校，帝国理工学院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精英。随着中国经

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帝国理工。而中国与帝国理工学院的合

作，也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崛起而不断深化。

对华科技合作排第一

截至目前，帝国理工学院是英国第一大对华学术研究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包括华为、中国南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企业和高校，合作领域涵

盖了纳米技术、生物工程、计算机技术、数据科学、先进材料、海上能源、环境工

程和公共卫生等多个尖端科研领域。

2012 年 3 月，帝国理工与中航工业集团公司（AVIC）签署合作协议，联合

建立 AVIC 结构设计制造中心。该中心以航空制造工艺技术的基础研究为核

心开展项目合作研究，是帝国理工学院首次与中国企业合作成立的研发中心；

同年 10月，中航工业—帝国理工大学技术中心正式揭牌。

2013 年 7 月，帝国理工与中国华为宣布合作计划，双方共同寻求发展“大

数据”技术，探寻大数据技术在数字、能源、医疗、未来城市及生命科学领域的

开发及运用。2014年 1月，双方宣布，将共同合作、联合投资，建立数据科学创

新实验室。该实验室将聚集帝国理工学院优秀的师资力量以及华为研究人

员，致力于数据科学研究并为智能城市、能源和医疗等领域开发新应用。

今年 5月，帝国理工和中国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成立四方—帝国理工铁路交通制造技术中心。该中心将重点发展简化高

铁建设和测试的铁路技术, 从而使高铁更安全、更具成本效益和更加环保。

目光聚焦东方的中国

面对中国的崛起，把目光聚焦东方，成为英国大学，特别是帝国理工的重

要选择。

帝国理工学院院长爱丽斯·盖斯特女士对与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非常积极，曾极力倡导和推动中国领导人访问该校。今年 9月，她率团访问中

国，并参加了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她说：“帝国理工学院坐落在充满活力的

创意之都——伦敦，我们非常高兴能与中国的顶尖企业和大学开展合作，为中

国最顶尖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合作伙伴提供创业和创

新文化的平台。”目前，超过 2000 名中国学生在帝国理工学院就读，除英国本

土学生外，中国学生在帝国理工的人数最多。

谈及帝国理工与中国的合作，避不开在该校任教的华人教授，数据科学研

究所所长郭毅可教授、机械工程系材料力学部主任林建国教授、著名华裔科学

家杨广中教授等等，他们多年来积极推动该校与中国各方的合作，一步一步将中英科技合作向前推进。他们不仅

是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更是中英科技合作的开拓者。随着习主席的访问，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加入到推

动中英两国科技交流合作的队伍中来。 （科技日报伦敦10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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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10月19日电 欧洲航天局官员和

俄罗斯科学院专家近日分别表示，欧俄双方正谋划

联合发射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的艾特肯盆地着陆并

考察当地资源，为建立月球基地乃至飞向更遥远的

太空积累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据俄“连塔”新闻网报道，在月球背面有一个从

月球南极延伸至中纬度区域的艾特肯大盆地，其最

宽处直径达 2400 公里，深度约为 8 公里。由于此地

终年不见阳光，环境温度很低，因此专家估计那里可

能有储量丰富的水冰，以及可用作航天燃料及生活

资料的矿产资源。为此，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航天

署已多次商谈联合考察艾特肯盆地。

依据俄罗斯 2012 年公布的《2030 年前航天活动

发展战略》，俄方将在今后几年发射“月球－资源”

（代号为“月球 27 号”）着陆器，考察月球南极。其施

放的月球车将连续工作 5年，漫游约 30公里，其探测

及采样化验的信息和数据将传回地面供专家分析。

留在月面的月球车和着陆装置将成为未来构建月球

基地的第一批基础设施。

欧洲航天局探月项目负责人卡彭特介绍说，该

机构将在“月球－资源”着陆器上安装“皮洛特”探测

器，该装置内的激光扫描仪、精密相机和新型钻头，

将对专家感兴趣的目标进行详细考察。此外，着陆

器内的一个欧航局实验舱将对采集的月球标本进行

现场分析。

欧洲航天局新任局长维尔纳指出，该机构的

远景规划是在月球背面建立考察基地，实现这一

目标必须与国际伙伴进行合作，特别是俄罗斯的

航天部门。

目前欧俄双方正为上述探月活动制定更详细的

计划，为此而设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将在 2016 年年

底对是否批准该计划作出决定。

俄罗斯科学院行星学研究部主任米特罗法诺夫

在评论上述消息时说，月球必将在本世纪成为人类

的太空前哨基地，俄罗斯宇航员一定会飞向月球。

但俄方实施这一宏大计划需要与海外同行合作。

近些年来，俄航天界不时披露雄心勃勃的载人

航天计划。俄“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在这些计划中负

责研制重型运载火箭和在轨生命保障系统。该集团

总裁索尔恩采夫日前介绍说，探月将是未来一二十

年俄载人航天的优先方向，俄方计划在 2030 年前实

现登月，之后还将与他国合作踏上火星。

俄欧欲联合着陆考察月球背面并建基地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9日电（记者林小春）中外

科学家19日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

他们已经完成了对白纹伊蚊的基因组测序工作，这种中

国民间俗称的“花蚊子”是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

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教授对新华社记者说，小小的白

纹伊蚊具有非常复杂的基因组，用通常的测序技术很难

“组装”研究其基因组。经过 3年多不懈努力，陈晓光和

同事终于测序、组装、注释了白纹伊蚊基因组，这为了解

其传播疾病和异地生存能力“提供重要指引”。

研究表明，白纹伊蚊拥有巨大的基因组，其基因组

数据量将近 2吉字节（1吉字节等于 1024兆字节），是迄

今已知最大的蚊子基因组。“巨大基因组中丰富的基因

储备，可能为白纹伊蚊适应环境和气候变化，扩散到世

界不同地区和传播多种病原体提供了遗传学基础”。

通过比较不同蚊子的基因组，研究人员发现，影响

蚊子基因组大小的最主要因素是其中重复序列的组成

比例，比例越高，基因组越大。比如，白纹伊蚊基因组

重复序列占 64％，而埃及伊蚊的基因组数据量大小为

1.38 吉字节，重复序列约为 45％。冈比亚按蚊的基因

组为 278兆字节，重复序列约 11％。

研究人员在白纹伊蚊的基因组中发现了包括登革

热病毒在内的许多虫媒病毒的插入序列，这些可能是

白纹伊蚊作为许多病毒媒介的遗传基础，为进一步阐

明蚊媒与病原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线索。

他们还发现，白纹伊蚊基因组中的免疫相关基因、

抗杀虫剂相关基因、滞育相关基因等重要功能基因的

种类、拷贝数或表达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可能与

白纹伊蚊快速扩散和作为多种传染病媒介有关，为进

一步分析提供了线索。

对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基因组中重复序列的分析

还显示，两者的基因组从 7100 万年前开始分化。白纹

伊蚊与埃及伊蚊同为传播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热带

传染病的主要媒介，但白纹伊蚊较埃及伊蚊有更高的

叮咬频率和更强的种间竞争优势，前者在全世界都呈

现一种蔓延扩张的态势。

中外科学家破译“花蚊子”基因组
有助遏制其传播登革热传染病

新华社巴黎10月 19日电 （记者韩冰 朱燕）总

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

19 日发布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在开发颠覆性前沿技

术方面保持长期投资。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日本、韩国在

提供公共投资研发先进材料、保健卫生、信息通信等

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尤其是韩国，自

2000 年以来公共研发支出已翻了两番，2014 年达到

国内生产总值的 1.2％。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

前沿科技投入也在增长，其中中国较为显著。

同时，经合组织内部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公共研

发支出却出现停滞不前或大幅波动的情况。2014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研发支出平均不足国内生

产总值的 0.7％。自 2010年以来，不少经合组织国家

减少了政府投入的研发经费。

经合组织警告，发达国家削减研发支出已威

胁到自身的科研系统。它强调，政府需要对基础

研究保持投入，因为商业领域提供的科研投入往

往趋向于专注对应用程序的改进，而非做出基础

性的改变。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从数字科技

到基因组学，公共投资支撑着众多领域的科学研究，

“我们必须为应对全球化、老龄化等全球性挑战继续

夯实技术基础，长期研究投资绝不能削弱”。

经合组织呼吁长期投资前沿科技开发

与 长 颈 鹿 亲 密 接 触
10月20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的长颈鹿保护中心，一只长颈鹿在园中漫步。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一座始建于1979年的长颈鹿保护中心。游客在保护中心可以亲手抚摸长颈鹿，给长颈鹿喂食，甚至可以被长颈鹿“亲吻”。创办者希望通

过让游客亲自喂养和与长颈鹿亲密接触的行为，帮助人们理解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及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新华社记者 潘思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