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http://www.stdaily.com 2016 年 1 月 4 日 星 期 一 今 日 8 版

乙未年十一月廿五 总第 10505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马树怀 张爱华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报讲武堂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文龙）2015 年 12 月 31 日，科

技日报社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解放军报社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由科技部党

组成员、秘书长、科技日报社社长李平主持。

大家认为，在互联网催发媒体领域重大变革的关

键时期，习总书记在解放军报社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媒体发展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

战略性，是对党领导新闻宣传工作历史经验和实践探

索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发展，

对包括科技日报社在内的全国所有新闻媒体和宣传思

想战线的同志们，具有同样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闻宣传

工作，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我们要认真

学习习总书记在 2013年 8月 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

次会议以及视察解放军报社等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观

念、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等转型升级，实现互联网+时

代的第二次创业，履行党在科技宣传领域主阵地的使

命担当。

李平说，科技日报社作为一家拥有 30年历史、以纸

媒为核心的传统媒体，在新兴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亟

待加快转型发展。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

是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战之年，在新形势下，科

技日报要努力做精纸媒，提升引导力；做强网媒，提升

传播力；做强经营，提升竞争力；做深研究，提升预判

力；做活机制，提升凝聚力。未来，科技日报将重点做

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始终坚持科报姓党，继续坚持主流媒体的

党性和政治家办报原则，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央的部署，按照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靠并

服务于国家科技决策和科技主管部门，面向政产学研

用，以宣传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根本定位，大

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

科学知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并举。

二是要始终坚持锐意创新，引领潮流。在媒体格

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深刻变化的今天，科

技日报必须深入研究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

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通过

全面创新，推动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推

动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和人才队伍共享融

通，高质高效地做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

三是要始终坚持内容为本。对新闻媒体来说，内

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要，但内容创新是根

本。科技日报要“上接天线”，即：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央

精神，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及时、准确地传递出去；同

时要“下接地线”，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找到好素材，挖

掘好材料，充分了解受众的特点和需要，创作出高质量

的精品力作。

在二次创业中履行党在科技宣传领域主阵地的使命担当
科技日报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解放军报社重要讲话精神

当国人将目光投向因发现青

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屠呦

呦身上时，一批专家学者进而聚焦

在让青蒿素可以大规模制备的幕

后 英 雄 —— 合 成 生 物 学 身 上 。

2015 年 12 月底以合成生物学发展

战略为主题的第 552次香山科学会

议上，30 多位专家研讨如何将“可

以像组装机器一样组配生物”的设

想变为现实。

所谓合成生物学，即综合利用

化学、物理、分子生物学和信息学

的知识和技术，设计、改造、重建或

制造生物分子、生物体部件、生物

反应系统、代谢途径和过程，乃至

细胞和生物个体。

“合成生物学的提法已出现了

一百多年，但真正实现突破则是最

近 10 年的事。”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研究员张先恩告诉记者。

2000 年，《自然》杂志报道了人

工合成基因线路研究成果，使得合

成生物学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与重视，被公认为在医

学、制药、化工、能源、材料、农业等

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国际上合成生物学研究发展

飞速，在短短几年内就已经设计了

多种基因控制模块，包括开关、脉

冲发生器、振荡器等，可以有效调

节基因表达、蛋白质功能、细胞代

谢或细胞间相互作用。2003 年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标准生

物部件登记处，目前已经收集了大

约 3200 个 BioBrick 标准化生物学

部件，供全世界科学家索取，以便

在现有部件的基础上组装具有更

复杂功能的生物系统。

2006 年以来，合成生物学发展

又进入了新阶段，研究主流从单一

生物部件的设计，快速发展到对多

种基本部件和模块进行整合。

2008 年，美国报道了世界上第

一个完全由人工化学合成、组装的

细菌基因组，之后又成功将该基因

组转入到 Mycoplasma genitalium宿

主细胞中，获得具有生存能力的新

菌株。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赵国

屏研究员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我国生物化学家和有机合成化学家共同努

力，在世界上率先人工合成了有生理活性的胰岛素和

酵母丙氨酸-tRNA。90 年代以来，遗传学家与分子生

物学家合作，积极投入基因组学研究，并进而发展一系

列“组学”研究、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研究，推动我

国生命科学研究进入全球第二梯队。

科技部于“十二五”期间，及时在“863”“973”计划

中启动了合成生物学研究项目，实质性地推动了这一

学科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合成生物学研究集中在基

础科学方法、基因组合成以及工业、农业、医学等领域

的应用技术探索等方面，总体上已经处于合成生物学

国际行列第二位。2015年 9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在产糖醇酵母基因组重组改造研究中取得了

重大进展，为进一步实现糖醇生物制造奠定了基础。

而中医药作为合成生物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宝库，

如何整合国内各方力量，取得更多类似青蒿素这样的

成果，也为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会议执行主席杨胜利研究员认为，如何对现有研

究力量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在相关领域已有的良好研

究基础，从医药、能源和环境等产业重大产品入手，抓

住合成生物学的核心科学问题，创建可控合成、功能导

向的新代谢网络和新生物体，引领中国合成生物学的

原创研究和自主创新，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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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国防部证实中国正在建造

第二艘航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介绍说，这艘

航母完全由我国自主开展设计，正在大连进行建造，排

水量约为 5万吨级，采用常规动力装置。搭载国产歼—

15 飞机和其它型号舰载机，固定翼飞机采用滑跃起飞

方式；舰上将配有满足任务需要的各型设备。

实际上，国防部披露的信息中，常规动力、滑跃起飞

等都在很多人意料之中，最引人关注的要算是这艘航母

的吨位了。那么，5万吨级在航母中大致属于什么级别？

“实际上，国防部的表态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数字，

并没有说明 5 万吨级是指的什么排水量。如果按照中

国海军一般习惯用的正常排水量来说，5万吨级航母在

世界现役航母不大也不小，属于中型航母。”一位匿名

的军事专家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资料显示，排水量可分为空载排水量、标准排水量、

正常排水量、满载排水量、最大排水量等。其中，标准排

水量包含舰体、机器、武装、全额人员、弹药、给养、淡水，

但不包含燃油、滑油、备用锅炉水在内的排水量。正常排

水量为标准排水量再加上半数的燃油、滑油、备用锅炉水

等。满载排水量则是标准排水量再加上燃油、滑油、备用

锅炉水等，保证达到全速或规定续航力。

一般来说，航母按排水量大小可分为大型航母（排

水量 6 万吨以上），中型航母（排水量 3—6 万吨）和小型

航母（排水量 3 万吨以下）。目前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

为美国“福特号”航母，约为 10万吨，正在参与打击恐怖

分子的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排水量只有约 4万吨，

泰国的“查克里·纳吕贝”号轻型航空母舰排水量仅有

1.15万吨。

有军事专家此前表示，大型航母的标准和满载排

水量相差 2万吨是常有的事。因此，衡量不同航母排水

量一定要确定是参照的哪种标准。

依据近日一份 2015 年世界最大航母排行榜，排名

前 10位的航母中前 9位都是美国航母。排名第 10位的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标准排水量为 5万吨，满载

排水量大约在 6.5 万吨，而排名第 9 位的美国“小鹰号”

航母标准排水量 6万吨，满载排水量 8.6万吨。

此前有军事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辽宁舰标

准排水量 5.5 万吨，满载排水量 6.75 万吨，第二艘航母

应该和辽宁舰相去不远。

“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大致来看，我国第二艘

航母和‘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小鹰号’相差并不大。

因此，排水量 5 万吨级应该是比较可观的，在世界上的

排名并不落后。”这位匿名的军事专家指出。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

五万吨级航母是什么级别？
本报记者 张 强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记者李大庆）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近日对外发

布国家天文台的最新科研成果：中美天文学家

发现，银河系内苍蝇座的一个黑洞是个正转圈

的“胖子”，质量相当于11个太阳的质量。

薛随建说，国家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刚刚对

银河系内的一个黑洞天体-Nova Muscae

1991（苍蝇座新星）做了质量和转动速度的测

量，发现这个黑洞距离我们大约16000光年。

这个黑洞天体的研究者、国家天文台苟

利军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美两国科

学家还利用太空 X 射线望远镜的数据测量

了黑洞的转速：每秒 379圈。这和 2014年测

得的天鹅座 X—1 黑洞每秒至少 1000 转的

转速相比并不算快。

薛随建还介绍了国家天文台的另一项

研究成果。博士后李毅超和导师陈学雷研

究员，与多国科学家合作，利用美国绿堤望

远镜进行中性氢的巡天观测，在观测数据中

发现了一颗快速射电暴。

薛 随 建 还 公 布 了 我 国 郭 守 敬 望 远 镜

（LAMOST）所获得的光谱数据。截至 2015

年6月2日，LAMOST圆满结束正式巡天3年

的观测任务，成功获得 462 万个高质量恒星

光谱，比世界上所有已知光谱巡天项目获得

的数据总数还要多，相当于对银河系的恒星

做了一次较大范围的“人口普查”，获得了“大

数据”，这些成果都已得到国际认可。

银河系苍蝇座一个黑洞是转圈的“胖子”
国家天文台公布郭守敬望远镜所获光谱数据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安蓓）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 3日称，由中海油自主研发的国产化防砂工具

在渤海湾一油井完成一趟六层砾石充填防砂作业。这

是我国首次实施一趟六层防砂，标志着我国完井防砂

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此次作业的垦利 10－1 油田 B54 井外层防砂管柱

长 376 米，内层中心防砂管柱长 301 米，作业难度极大。

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以一趟多层砾石充填工具为

代表的中国系列防砂工具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

海油成为继美国贝克休斯和哈里伯顿两家国际公司

后，全球第三家完全掌握系统防砂技术的专业公司。

井下防砂工具素有“油井之肾”之称。它要准确安

装在几千米深的井下，实现有选择性防砂，确保原油顺

畅流出，不影响油井产能，使油井“健康长寿”。

此前我国海上油田完井防砂一直被国外垄断，不

但使油田完井成本长期居高不下，至少 6个月的供货周

期让油田开发进度明显滞后，而且“洋工具”固有的水

土不服导致防砂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我国海洋

石油开发的自主化进程。

中海油国内油气年产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60％来

自渤海油田，而渤海油田多为疏松砂岩储层，地层出砂严

重，95％以上油气井需要高效防砂，才能稳产高产。

2006 年，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分公司开始研制系列化防砂工具，历经 8年终于突破一

趟多层充填防砂复杂的结构设计，建立起覆盖套管井

和裸眼井的自主化防砂工具技术体系，获得 25 项国家

专利，其中 11项发明专利。

目前，中海油完井防砂技术已累计解决 210多井次

防砂器材制约，仅中海油每年可降低成本 1 亿元，并已

打入印尼市场。

“一趟六层防砂”在渤海湾油井成功实施

新华社西宁1月 3日电 （记者骆晓飞 张大川）三

江源地区第一家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近日在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奠基，该项目有望于 2017

年底投产发电。

“灾后重建的新玉树已经是高楼林立、街道整齐的

现代化城市，但传统的垃圾填埋处理方式十分落后，解

决生活垃圾的出路问题迫在眉睫。”玉树州委副书记、

州长才让太说。

据了解，2015 年 7 月，玉树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盛运

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准备实施

玉树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项目一期建成后，日处理生活垃圾 300吨，年焚烧

处理生活垃圾约 10万吨，年发电 2000万千瓦时，将彻底

解决玉树市及周边县城、主要乡镇生活垃圾问题，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显著。”牵头引进该项目的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援青干部、玉树市副市长张标说。

此外，项目二期计划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 吨，年焚

烧处理生活垃圾约 20 万吨，将有效解决玉树全州 6 市

县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三江源地区启动首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016年元旦小长假期间，不少市民走进书店或图书馆，选购、阅读书籍，尽情享受读书的快乐，在浓浓的书香中度过新年假期。图为两名学生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新
华书店看课外读物。 新华社发（龙林智摄）

一次艰难而伟大的复兴

航程，95 年前，从嘉兴南湖那

艘红船起锚。

筚路蓝缕，一程又一程——

“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航船

正在破浪前进，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1 年多前，在庆祝人民共

和国 65岁华诞的日子里，习近

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满怀

豪情地向世界宣告。

长风万里，破浪前进。

承载着 5000 多年灿烂文

明和近现代以来波澜壮阔的

历史，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

儿女伟大复兴的梦想，承载着

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力量，3

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挺立时代潮头，引

领“中国号”巨轮，向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前进……

一幅蓝图正在
铺展

——3年多来，
以中国梦为统领，
不断完善治国理政
顶层架构，党中央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向新境界

习近平：“治理
这样一个国家很不
容易，必须登高望远，
同时必须脚踏实地”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

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年多前，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

总书记的宣示，让全世界读懂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3年弹指一挥间。从确立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提

出“中国梦”，从统筹“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把握中

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到牢固树

立五大发展理念……蕴藏鲜

明时代内涵的治国理政总体

方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为

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迈向新的境界。

3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历史方

位清晰可辨——

2016 年至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

胜阶段。

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5年冲刺，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史无前例。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日可待；奔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坚毅前行。

“一个梦想、两个百年，是对‘三步走’战略思想的

重要发展，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架

构的逻辑起点。”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说。

登高望远。伟大的宏愿，催人奋进；美好的景象，

激动人心。

从各行各业迸发出创新创业的激情活力，到各族

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从两岸领导人实

现跨越 66 年的历史性握手，到全球华侨华人泛起深沉

的家国情愫，中国梦犹如苍穹北斗，引领中国格局呈现

千年未有之大气象。

3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布

局次第铺展——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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