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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武汉市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

量不断改善，市区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

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有效缓解武

汉三镇的交通压力，带动整个武汉地区经济

发展。武汉市政府决定启动杨泗港长江大

桥工程建设工作；该大桥是城市二环线规划

上的一个重要过江通道，也是主城区“四环

十八射”道路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拟建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桥址位于白沙洲长江

大桥下游 3.0km、白沙洲洲尾下游约 1.5km

处。由于拟建桥址位于长江武汉河段内，鉴

于该河段重要的防洪作用和地位，有必要研

究建桥前后桥址所在河段水位、流场、冲淤

和河势等变化情况，以及大桥的兴建对附近

河段河势、防洪等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成

果既为相关的防洪论证研究、工程设计、工

程优化及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又为今后该河段的河

道治理与规划提供技术参考。

本项目依托长江防洪模型科研平台，项

目研究以河工模型试验为主，数学模型计算

及原型实测资料分析等多种手段相结合，首

先通过实地调研、查勘等方式收集研究河段

水文、地形、堤防、护岸及其它涉水工程、河

道治理与规划等相关基础资料，通过原型实

测资料分析研究桥位河段的河道演变规律

及变化趋势，充分考虑三峡工程蓄水以来武

汉河段实际水沙过程，并利用一维长河段水

沙数学模型计算成果为河工模型试验提供

大水年（1998 年）的试验边界条件；然后基

于定、动床河工模型试验，并引入先进的测

量仪器及控制设备研究桥位所在河段水位、

流场、冲淤和河势等变化情况，以及大桥的

修建对桥位附近河段河势、防洪等可能产生

的影响；最后，为尽量减少建桥对工程所在

河段河势、防洪等影响，根据河工模型试验

成果对工程优化及建设提出了建议。

该项目的主要创新点为：（1）在项目研

究过程中，充分考虑三峡工程蓄水以来武汉

河段实际水沙过程，并采用长江科学院研发

的一维长河段水沙数学模型计算成果为河

工模型试验提供大水年的进口流量与沙量、

出口水位等试验边界条件，并且在数学模型

计算中考虑三峡工程及即将投入运行的溪

洛渡、向家坝、白鹤滩等水利工程运用对下

游干流河道、三口分流分沙和洞庭湖来水来

沙的影响作用，较好地解决了新形势下武汉

河段来水来沙条件的模拟难题。（2）融合多

种研究手段，科学预测工程修建后河势变化

趋势及其对防洪、附近重要涉水建筑物等影

响，并充分考虑近期武汉河段拟开展的河道

整治工程与杨泗港长江大桥的关联性。（3）

依托长江武汉河段实体模型，精确模拟众多

涉水建筑物，采用先进量测控制设备，提高

模拟精度，有效提升项目研究成果的质量与

精度。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

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换，要求思路开阔，丰

富城市河段内涵，在保证防洪与稳定河势的

前提下，服务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本项目

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保防洪、稳河势、促

发展”治理目标，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定量预

测了杨泗港长江大桥修建后对附近河段河

势、防洪、航道、重要涉水建筑物等可能产生

的影响，本着“因势利导”的原则，对工程的

设计及建设提出了建议。研究成果为相关

的防洪论证、工程设计、工程优化及水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和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

术支撑，也为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郭小虎 朱勇辉）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工程河工模型试验研究”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

■一片绿叶 层峦叠嶂，赤橙黄绿，五光十色，波光

涟漪。这令人仿佛置身仙境的秀丽景色，

离不开“南坪人”的执着守护。

二十九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南坪林业局积极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的监

测和防治，使林区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率

始终保持在 100%，杜绝了大面积森林病虫

害的发生。

同时，还严格管理火源，加强巡山护林

和联防，迄今为止未发生森林火灾和重大

林政案件，使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看着满山绿色的成材林，心里很安

慰，再多辛苦也是值得。”南坪林业局红岩

林场管护员李如林自豪地说。

解忧：办公楼改招待所

10 月 28 日，走进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

的 白 色 平 房 内 ，只 见 六 张 红 色 掉 漆 的 桌

子，两排简易椅子，这就是红岩林场的“办

公区”。

而在其前面的则是一栋栋楼房，分别

为职工家属院和招待所。

“办公区是利用仓库改造的。”红岩林

场场长李登伟介绍说，规划建设的办公区

为三层楼，可为了增加职工收入，将其改建

成招待所，即便如此，也仅仅是养活了八个

职工。

据了解，红岩林场自 1996 年率先停止

天然林采伐后，主要从事生态保护方面的

工作，仅靠国家每亩 5 元的管护补贴，远不

够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

今年 53 岁的李如林称，自己工龄满 30

年，每月工资还不足 3000元，其他职工大概

2000元左右。

“林业人太艰苦了，根本买不起菜，都

是捡菜叶吃。”李如林语气低落地讲，他是

1978 年参加工作，以前住的都是木板房，四

面透风，尤其是到了冬天，手脚全是冻疮，

现在住的红砖房，于 2012 年建成投入使用

的，里面烧着火墙，冬天特暖和。

目前，李如林与其他两位同事，共同管

护的森林面积约 8000公顷，每天七点出发，

晚上八点回来，得空就挖坑种树，一年四季

看守在这片林子里。

增收：发展绿色经济

自 1998 年起，南坪林业局职工们放下

斧头拿起锄头，从“砍树人”变成了“种树

人”和“护林人”，工作重心也从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和建设提供木材产品为主转移到

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幸福生活提

供优质的生态产品为主上来。

但是，保住了绿水青山，却没有“金山

银山”。为什么有资源无经济？

“职工常年生活在山里，思维比较落

后，与市场脱轨，守着丰富的资源不知道怎

么利用，生活保障除了基本工资外，并没有

其他增收途径。”南坪林业局副局长黄泽明

说，必须加快转变并引导职工思路。

为此，南坪林业局依托区位优势，在搞

好生态保护和建设主业的同时，逐步发展

了旅游服务、种苗培育、林下养殖、森林康

养等绿色产业，促进林区经济发展，取得较

好成效。

黄泽明称，尤其是在 2012年，步入快速

发展，以藏香猪、中草药种植等为主，还鼓

励职工发展家庭经济，并提供 2万元的免息

启动资金，可使用三四年，目前，比较成功

的是养蜂，大概有 400箱。现正在规划森林

康养项目。

此外，位于南坪林业局辖区范围的神

仙池风景区，林权属于该局。其核心景区

面积大概有 3000 多公顷，每年按照协议规

定，风景区收入中的 30万元，用于该局防火

护林。

管护：眼勤、口勤、腿勤

“森林防火管护强度大，人力严重不足

紧缺。”黄泽明讲，从 1998年之后，不要说大

学生，就是职工都只减不增，人员只出不

进，为此，采取了联防机制，让当地老百姓

一起来管护。

李如林说，护林员要求“三勤”，即眼

勤、口勤、腿勤。每年防火关键期是从 11月

到第二年的 5 月，主要是旅游的人员多，一

个不注意就容易造成火灾。

同样，感触颇深的王国林也称，没电没

水,时常吃不上新鲜蔬菜,日夜与森林、大山

为伴，早出晚归，啃冷馒头、喝溪水，就是在

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年年巡护在森林的每

一个角落。

作为南坪林业局一二四林场大录沟原

森林巡护组组长的王国林，从砍树人转变为

栽树人后，始终工作在森林管护和公益林建

设的第一线上，七年时间,他和工作组累计营

造公益林 2100 余亩,植树 735000 余株，获得

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据了解，18 年来，南坪林业局累计封山

育林 63.1 万亩，飞播造林 4.9 万亩，人工造

林 23.3 万亩，中幼林抚育 8.7 万亩，新建骨

干苗圃 2 个，改造圃地 144 万亩，强化了苗

圃的管理和技术改进，实现了营造公益林

用苗完全自给。森林覆盖率由工程实施前

的 62.81%，提高到现在的 67.53%，提高了

4.72个百分点。

守 护 青 山
——四川南坪林业局保护生态纪实

□ 胡利娟

国家森林城市达96个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11 月 24 日，

国家林业局对外发布，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辽宁省营口市和葫芦岛市、安

徽省黄山市和宣城市等 21 个城市被批

准为“国家森林城市”。至此，全国“国家

森林城市”已达 96个。

该局局长张建龙强调，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活动自 2004 年启动以来，现已取

得了可喜成效，不仅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尤为关键的是加快

了造林绿化步伐，搭建起社会参与生态

建设的新平台。

张建龙说，活动期间，通过拆迁补绿

和见缝插绿、郊野公园和绿色乡村建设、

水系和道路绿化等措施，显著地改善了

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据连续五年对

创森城市的问卷调查，市民的支持率和

满意度都在 98%以上。同时，每个城市

年均新增造林约 20 万亩，折合森林覆盖

率近 1 个百分点，大大超过同期全国平

均水平。

中国林业智库启动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为实现林业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中国林业智库于 11月 26日在

北京启动。首批专家团队由林业、农业、

环境、水利、生态的 14 位院士和 50 多名

知名、资深专家组成。

据了解，中国林业智库由中国林学

会、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

共同参与建设，整合优化林业优势资源，

创新和管理方式，构建决策咨询理论政

策研究平台、技术服务创新驱动平台、科

技评价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数据集成共

享平台、生态文化传播教育平台等五个

工作平台。

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陈幸良表示，

中国林业智库着力聚焦林业生态建设和

产业发展需求，有效解决全局或区域性

关键技术问题，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

合、挖掘、加工与集成现有林业科技信

息，为提高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文

明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提供强有力的理

论和实践支持。

专家建议有效利用栎类资源
科技日报讯（郭文霞）“栎类是中国

的第一大树种，但由于生长周期长、价值

没有被充分认识等原因，我国的栎类资

源成了‘被遗忘的孩子’。”近日，中国林

科院研究员侯元兆在“中国天然林示范

区栎类经营”讨论会上呼吁，最具适应气

候变化能力、浑身为宝的栎类，是我国的

一大优势资源，应重新认识并有效利用。

栎类，也叫柞树、橡树，是我国分布

最广、面积最大的重要森林资源。其约

120个种, 且多为高大乔木，广泛分布于

全国。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统

计，我国天然栎类乔木林面积为 1605.26

万公顷，蓄积为 12.84 亿立方米，分别占

全 国 天 然 林 面 积 、蓄 积 的 13.66% 和

10.45%。

目前，我国栎类资源多为遭到不同

程度利用与干扰的天然次生林，中幼龄

林超过 62%，林分质量堪忧，再加上，人

们对栎类的价值并不十分了解，一度忽

视了栎类经营的巨大潜力。

由中国林学会、国家林业局天然林

保护工程管理中心共同举办的本次讨论

会上，专家们认为，我国应对现有的栎类

天然次生林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

了解其特点、种类、面积等基本信息，然

后在此基础上划分次生林类型，针对不

同类型采取不同的经营措施。

十年来，为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的研发工作，北京大学副教授张显峰和

团队成员，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踏遍戈

壁、沙漠，穿过雪山、森林和草原。

他们终于逐渐将北斗导航、无人机遥

感、定量遥感反演等空间信息领域的前沿

技术运用于新疆的雪灾、融雪型洪水等自

然灾害监测、绿洲农作物长势监测以及突

发安全事件应急响应等领域。

他们的研发成果提升了新疆应对重大

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的响应能力，加强了

对新疆及周边区域重要资源的遥感监测，

做到了看得清、看得准、看得快。

在 2014年 4月 23日突发性寒潮降雪监

测、2014年2月12日新疆于田地震监测、2013

年春季融雪型洪水监测、2013年3月12日特

大沙尘灾害监测等的监测中，其团队所研发

的技术与系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

此，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专门写来感谢函。

成功的背后写满了奋斗和努力。

2006 年 7 月，张显峰刚从加拿大留学

归来不久，即受北京大学遥感所派遣和兵

团科技局邀请来到新疆，为以“数字兵团”

为背景的空间信息综合应用关键技术集成

与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筹划。

张显峰同石河子大学的专家学者一同

探讨，提出了空间信息技术在干旱半干旱的

绿洲农业区综合应用研究的具体方案，初步

形成了该技术在新疆兵团综合应用与发展

的脉络，形成了绿洲精准农业监测与突发公

共安全应急响应的两个典型应用领域。

2007 年 10 月，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国

家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区域空间信息综合

应用关键技术在新疆兵团的示范”立项，开

创了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在高新

技术领域的第一个科技部三大计划项目。

2011年 4月，张显峰继续在北京大学与

石河子大学合作的框架下，作为技术负责

人，在“十一五”项目的成果基础上，牵头设

计与论证了“十二五”科技部征集项目“新疆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技术与应用”，并通

过了科技部的答辩成功入库。2011年 9月，

该建议项目得以出库组装进入可研论证，张

显峰负责项目的技术凝练组装，站在国家层

面将 5个项目成功组装成“新疆及周边区域

遥感动态监测与应急管理系统”并通过了科

技部组织的可研论证立项。目前，该项目于

2015 年 7 月顺利通过了科技部委托兵团科

技局组织的课题结题验收。

在北京大学与石河子大学对口支援的背

景下，张显峰十年来一直与石河子大学、新疆

兵团第八师、第十师保持密切合作，在国家科

技项目的申请与完成、兵团空间信息研发平

台建设以及兵团学科建设与骨干人才培养等

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和贡献。

在努力完成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同

时，他非常重视兵团空间信息人才的培养

和学科平台的建设。

2012年以来，他先后牵头并成功申请“兵

团空间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兵团空间信

息工程实验室”以及石河子大学信息学院“农

业信息化技术与应用”硕士专业的设立。张

显峰任“工程中心”和“工程实验室”主任，积

极参与建设这三个学科与研发平台。

作为第一完成人，“区域空间信息综合

应用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成果获 2014 年

新疆兵团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本人也因为

在新疆（兵团）空间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方

面做出的贡献，2014年被专门授予援疆科学

家的“新疆兵团科学技术合作奖”。

鉴于张显峰团队过去十年在兵团空间

信息综合应用领域取得的成绩和新疆对于

遥感、卫星导航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迫

切需求与典型示范意义，2014 年科技部国

家遥感中心批准设立国家遥感中心新疆兵

团分部。此刻，在兵团科技局的协助下，张

显峰团队正投身于该分部的建设中。

张显峰说，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必经

之地，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商品集

散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和潜力。在这个趋势下，科技援疆、

充分发扬“一带一路”战略精神也尤其重

要。目前，张显峰团队联合石河子大学、新

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及内地优势科研单

位与企业，正在为“十三五”地球观测与导

航领域专项的立项论证工作献计献策，力

争构建新疆有效的公共安全监测防范体

系，努力为新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丝

绸之路”经济带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提供一

些相关技术支撑与空间信息需求保障。

跨越千里 倾情边疆
——记北京大学张显峰科技援疆路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在琳琅满目的植物世界中，被称为“开

花植物”的被子植物是最受注目的一类。在

研究领域，关于被子植物的起源与进化，自

达尔文时代起，便成为植物进化领域里的一

个重大难题，达尔文直接将其称为“令人讨

厌的谜题”。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李伟团队

在对油松两性突变球花多年田间观察的基

础上，借助最新的研究手段，对不同发育进

程中的雌雄球花及两性球花不同性别部分

进行了高通量基因表达分析，证实油松两性

结构实际上来源于雄球花，表明两性生殖结

构很可能起源于雌性结构在雄性结构上部

（内轮）的异位发育。

该研究还发现，在发育过程中，雄球花

遗传调控程序具有非常好的抗干扰性，其可

以包容部分雌性发育遗传程序的异位表达，

导致雌性结构在两性球花顶端部分异位发

育，而并不影响已经完成性别决定部分组织

结构的正常功能，使两性球花具有“完全花”

的功能，即雄性部分可以产生正常的花粉，

雌性结构可以受精并产生种子。

大部分裸子植物都依赖风力传粉，这是

一种十分消耗能量而且低效的方式，而被子

植物则进化出了更新、更先进的虫媒传粉方

式，这不仅帮助有花植物节省花粉的生产以

保留更宝贵的能量，还促进了异交，使后代

获得更多的杂种优势，

因此，许多关于两性起源的假说都认为

虫媒传粉的进化使两性结构在进化之初便

形成了选择优势，为被子植物的迅速繁茂推

波助澜。

参与本研究的北京林业大学博士钮世

辉却认为，虫媒传粉的进化对于被子植物的

起源可能并不止于锦上添花，而很可能是至

关重要的。观察发现两性球花雄性部分虽

然能产生正常花粉，但却并不能正常散粉，

如果两性结构在进化之初也同样丧失了依

赖风媒传粉的能力，那么虫媒传粉机制进化

的动力除了获得杂种优势外，两性结构本身

承受的选择压力很可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探究针叶树球花性别调

控机制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叶树在北

半球林业与生态环境中都有着重要地位，世

界上现在最古老、最高、最大的生物全部属

于针叶树，而针叶树的繁育主要依赖种子繁

殖，性别调控一直是针叶树遗传改良与良种

繁育的技术重点与难点。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根据最新的发现，

尝试人为调控针叶树的性别，并已经在田间

用实验证实两性球花可以人为重复且稳定

地诱导。这些研究进一步表明，裸子植物祖

先有充分的潜力从雄性结构中进化出两性

结构，而两性结构的起源也许正是一个新时

代的开端。

植物的进化从未有过停止，达尔文谜题

的解答也仍在继续。从古老有花植物茂林

中的灵长类祖先，到东非热带大草原的草丛

中的早期人类，再到漫步在百花妆点的都市

林荫道的现代人类，人类文明向前迈出的每

一步旁边都盛开着各异的花朵。但很少有

人能够想到，这一切都要感谢2亿年前，有一

株裸子植物。

油松两性结构来源于雄球花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近日,上海崇明庙镇镇农网优化工程启动。庙镇是国内最大的藏红花种植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90%以上。由于藏红花喜温暖不耐寒，
须采用暖棚培育，因此要求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施栋 何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