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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寸草不生、

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海”，

中国大陆最具地理标志

意义的探险之地。因这

一群人，探险的价值淡

出，保障国计民生的意义

凸显。

农 作 物
缺了钾，易得
“软骨病”

它们自称“罗钾人”，

因罗布泊丰厚的钾盐资

源而得名；“罗钾”也是国

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

责任公司的简称。

罗布泊钾盐资源多

到 什 么 程 度 ？ 方 圆

10350 平方公里，资源量

1.18 亿吨，占全国 30%，

为世界之最。

钾有什么用？国投

罗钾总经理李守江介绍，

植物生长所需氮磷钾三

大养分中，中国最缺的就

是钾：中国土壤氮磷钾含

量之比为 1.5∶0.75∶0.25，

而根据作物养分需求的

氮磷钾含量之比应为 1.5

∶1.2∶1.4，如玉米为 1.0∶

0.4∶1.4，小麦为 1.0∶0.6∶

3.2……

农作物缺了钾，易得

“软骨病”；钾还是水果、

蔬菜、棉花等多种经济作

物品质和外观的“守护

神”。

但受国内钾资源匮

乏所累，钾肥对外依存度

长期在 70%高位徘徊，跨

国巨头垄断市场话语权，

一直维持对华出口高价。

在 罗 布
泊，艰苦是最
普通的生活
方式

1990 年代末罗布泊

钾盐资源大发现，让罗钾

人看到了钾肥不再受制

于人的希望。

但世人皆知的极其

恶劣环境，成为挡在他们

面前的首要“拦路虎”。

“在罗布泊，艰苦是

最普通的生活方式”。但

罗钾人吃了多少苦、吃过

什么样的苦，外人仍旧难以想象。

员工张勇回忆，罗中盐湖开发时，有一天，修路的他

们遇上了沙尘暴，帐篷瞬间被吹倒，锅碗瓢盆被刮飞；第

二天，一行人在几公里以外才找到它们。

2000年 4月，担任司机的马国礼等一行十几人在罗

中寻找建设盐田用的粘土，每人带块干馕、一壶水、一包

咸菜，饿了就地解决。经常是，馕硬得啃不动了，只能用

地质锤砸着吃……

“三八节”女员工的最奢侈福
利是洗澡

跟生活艰苦相比，开发罗布泊宝藏的两大技术难题

更令人头疼。

罗布泊钾盐属含钾硫酸镁亚型卤水，其中钾离子含

量较低，硫酸根含量偏高，钾、硫比例严重失衡。德国知

名钾肥专家埃蒙斯博士断言：“你们这里无法直接生产

硫酸钾。”

生产所必需的淡水资源更是奇缺。气象数据显

示，罗布泊年均降雨量不足 4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4000 毫米，可谓“旱极”。别说生产，罗钾人喝水，也须

从 400 多公里外的哈密运来，到了罗中，1 方水高达 400

元。“三八节”，公司给女员工的最奢侈福利，就是洗一

次澡。

成就钾肥生产航母，让中国
农民用上世界最便宜钾肥

罗钾人到国外考察，外方拒绝参观工艺设备；请国

内专家会诊，专家提不出完整方案。

只能自己踏出一条路，到国内知名科研院所招

兵买马，组建团队联合攻关，终于找到了解决罗布泊

卤水钾、硫比例严重失调的方法：通过细化蒸发、结

晶线路，自主分离得到光卤石原料，制成氯化钾；通

过 老 卤 兑 原 卤 ，使 镁 离 子 浓 度 提 高 ，制 成 品 品 质 更

好。巧妙采用药剂浮选法代替美国水洗法制取软钾

镁矾，结果不仅比之回收率提高 30%，且每吨硫酸钾

仅需耗水 7 方，用水量为其三分之一。2005 年，《罗布

泊地区钾盐资源开发利用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2006 年 4 月，开始建设世界最大 120 万吨／年硫

酸钾装置。自主研发了“钾盐镁矾矿两栖式采盐机

船”，与进口采盐船比，一艘只花 2000 万元，费用节省

一半以上，采矿量增大一倍；合作研制出“上推下扬式

结晶器”，彻底解决物料混合反应易分层难题，收率和

品质均大幅提高，且带动国内厂家成为行业龙头，产

品占据欧美、东南亚主要市场份额……2013 年，《罗布

泊盐湖 120 万吨/年硫酸钾成套技术开发》再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国投罗钾的存在，使中国成为国际钾肥市场如今的

价格洼地：同类产品到岸价比周边国家低几十美元。中

国农民用上了世界最便宜的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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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锋

新华社合肥1月17日电 （记者蔡敏）记者 17 日从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核能安全技

术研究所先进核能研究团队近日成功研发出多模式图

像引导精准放射治疗软件系统（ARTS－IGRT），其肿

瘤跟踪定位精度达到国际最先进商用产品水平。

这一研究成果近期在国际权威期刊《红外物理与

技术》上发表。它对于提高我国放疗装备的技术水平

和在临床机构的普及程度以及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地

位，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目

前已获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肿瘤精准定位是放疗的关键问题之一。放疗位置

偏差不仅会导致肿瘤细胞不能被有效杀灭，还会增加

正常细胞被破坏的风险。目前国产图像引导放疗系统

采用单一模式引导，在应用范围和适用病例方面受到

较大限制。而国外同类产品价格昂贵，极大地限制了

我国精准放射治疗的普及。

核安全所研发的 ARTS－IGRT 系统发展了 X 射

线影像配准、基于红外信号的实时定位跟踪等方法技

术，可以实现亚毫米级的肿瘤定位，比原有系统精度提

高了一个量级。例如对位置准确性要求极高的颅脑肿

瘤，可以实现对肿瘤位置的精准定位，避免对其他正常

脑部组织的额外照射；同时对于受呼吸运动影响较大

的胸腹部肿瘤，可以实现实时定位跟踪照射，减少类似

“放射性肺炎”等并发症发生。

专家介绍，ARTS－IGRT系统具有低成本、方便快

捷的外挂方式，因此能够与医院已有放疗设备进行无

缝对接，有助于迅速提高现有设备的照射精度和治疗

效果，显著提高我国基层地区放疗水平。

中国“智造”软件成功解决肿瘤定位难题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记者何雨欣 韩洁）记

者 17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2015 年，我国支持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共减免税 3000 亿元以上。

数据显示，2015 年，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起征点政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

税近 1000 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

税 1400 多亿元，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残疾

人、随军家属、军转干部、退役士兵等创业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减免税 180 多亿元。

从税制改革上看，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行

以来，2015 年，全国征收煤炭资源税 333 亿元，同比增

加 185 亿元，增长 125%，减少涉煤收费基金 366 亿元，

总体减负 181 亿元。2015 年 5 月 1 日起，国家下调铁矿

石资源税征收比例，将减按规定税额标准的 80%征收

调整为减按规定税额标准的 40%征收，5—12 月，共计

减税 21 亿元。

此外，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国家对 1.6 升及以下排

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10 月至 12 月，共计减税近

150亿元。

税务总局表示，2016 年，税务部门将和有关部门

一道，认真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举措，

积极稳妥深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等

各项税制改革，同时，不断落实和完善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

我国去年支持“双创”减免税超三千亿元

1月17日，行人从水汽蒸腾的济南环城河琵琶桥上走过。当日，山东济南出现大幅降温天气。济南各大泉池喷涌而出的泉水遇冷凝结成水汽，仿佛云雾一般漂浮在
水面上，形成“云雾润蒸”景观，让人流连忘返。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科技日报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林莉君 通讯员陈杭杭）经过历时两年

的科研攻关，中国计量院解决了我国气

象观测量值溯源难题，使风云气象卫星

红外遥感测温有了精准的“刻度尺”。

该科研项目“风云气象卫星红外遥感亮

度温度溯源标准研究”近日通过了专家

验收。

17 日，项目负责人、中国计量院

热工所郝小鹏博士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气象卫星通过红外

遥感器对地球及大气层进行气象观

测，获得亮度温度值（简称亮温）。其

测量准确度直接影响着气象卫星的

观测“效果”。我国气象卫星经过多

年的发展，实现了业务化应用。然而

由于我国气象卫星遥感亮温标准一

直未能建立，因此卫星上的红外载荷

缺乏精准“刻度尺”。“这就好比，我们

平时若想知道一件东西的长度，可以

用刻度尺去测量。而测温载荷作为

‘刻度尺’需要亮温国家标准才能精

确刻度。”为了便于理解，郝小鹏打了

个比喻。

据介绍，项目组研制的标准装置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准确的温

标，即亮温标准黑体辐射源，不确定

度达到 0.015 摄氏度；二是用于传递

该量值的装置，不确定度达到 0.03 摄

氏度。

郝小鹏告诉记者，项目组为风云

三号 04 星红外高光谱载荷的实验室

定标研制了一台高精度真空黑体辐

射源，应用本项目成果实现了国家亮

温 标 准 到 风 云 气 象 卫 星 的 量 值 传

递。该风云气象卫星将于年底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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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雪龙”号 1月 16日电 （记者朱基钗）“雪

龙”号极地科考船 16日抵达智利的蓬塔港补给物资，并

将向当地的市民社团组织代表开放参观。这是“雪龙”

号时隔 16年再次到访蓬塔。

“雪龙”号于 10日结束在南极长城站的卸货作业后

出发，在南极半岛附近海域展开了 4 天大洋科学考察，

然后向北穿过德雷克海峡，到达南美洲大陆的东岸，经

过麦哲伦海峡抵达蓬塔。

据中国第 32 次南极科考队领队秦为稼介绍，“雪

龙”号将在蓬塔补给油料、淡水和蔬菜、食品等物资。

已经结束科考任务的 11 名第 31 次南极科考中山站越

冬队队员和 18 名第 32 次南极科考大洋队队员，将从这

里下船，乘坐飞机回国。另有 14 名科考队员也将从这

里上船，执行下一航段的科考任务。

“在‘雪龙’号航行途中，更换科考队员来执行不同航段

的科考任务，体现了南极科考组织模式的一个进步。”他说。

秦为稼还表示，智利海军等有关部门和中国驻智

利大使馆 21 日将联合举行仪式，欢迎中国科考队的到

来。为了让蓬塔市民了解中国南极科考，“雪龙”号届

时将向当地的市民社团组织代表开放参观，科考队将

选派队员现场讲解。

在结束物资补给和各项外事活动后，“雪龙”号计

划于 23日离开蓬塔，前往南极罗斯海地区，执行下一阶

段的科考任务。

蓬塔靠近南极，是许多国家南极科考船只的重要

补给站，并有定期往返南极半岛的飞机。“雪龙”号上次

到访蓬塔是 2000年 1月。

“雪龙”号时隔 16 年再访智利蓬塔港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朱雷霆 胡军）
日前，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复扬州建设“扬州国家农业科

技园”。这标志着全市重点打造的三大创新板块之一

的“农业科技板块”建设已进入快速提速期，这里将建

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农村科技创新创业基地和农村人才

培养基地。

扬州市委六届八次全会提出“规划建设一个代表中

国最高水平、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扬州现代农业科技

园”，扬州快速启动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工作，经过长期的

统筹协调和科学规划，形成以“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

为构架的扬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方案。其中，

高邮八桥农业科技园为核心区，规划面积 33.33 平方公

里，约 5万亩；宝应有机农业示范区、江都特色水产养殖

示范区、扬州广陵食品科技园等为示范区。“我们将以

‘科教+产业+金融’协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辐

射带动全市全境及江淮地区乃至全国及东南亚地区的

现代农业发展。”扬州市科技局局长杨蓉说。

记者了解到，扬州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在农业科研方面，拥有扬州大学、里下

河农科所、省家禽所“一校两所”等高水平农业研发机

构和刘秀梵、程顺和、张洪程等院士领衔的农业高层次

科技创新团队，“十二五”期间共承担省级以上重点农

业科技项目 200 余项，5 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1

个项目获省科学进步奖；在科技服务方面，全市建成了

一批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和便利店，拥有农业技术推广

类机构 874 家，形成了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扬大

获批国家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在创新园区方面，

现有高邮鸭科技园、江都现代花木产业园、仪征枣林湾

农业生态园以及宝应有机农业园等四家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分别围绕特色水禽、现代花木、经济林果、有机农

业打造创新集聚的农业发展新高地，在推动农业现代

化、带动农民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扬州国家农业科技园”获批

科技日报北京1月17日电（记者吴佳珅）17日，贵

州省政府与美国高通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贵

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贵州省政府代省长孙志刚及美国

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中圆点）莫伦科夫等相关

人员出席本次活动。

根据协议，贵州省政府和美国高通公司将合资成

立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设

计、研发、销售面向我国市场的服务器芯片。合资企业

首期注册资本 18.5 亿元人民币，贵州方面占股 55%，美

国高通公司方面占股 45%。

组建合资企业是贵州省政府与美国高通公司战略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建立长期承诺，将整合利用优势资源，实现互利共

赢的发展。贵州省常务副省长秦如培表示：“美国高通

公司携行业领先的服务器芯片技术与贵州合作，是高

通公司对市场和技术进行全面审慎分析后的战略选

择，也是贵州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大机遇。”

近年来，贵州省交通基础设施明显加强，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提速，大数据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是中国第一

个获批开展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创建的省份，也是

国家明确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贵州省与美国高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7日电 （记者陈瑜）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

委会）17 日在京成立，将采集全国专家智慧，打造一流

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智库。

据了解，专委会的宗旨是促进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相关的教育、科研与科普、环境损害评估与咨询、生态

环境修复技术以及环境损害责任鉴定；促进中国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的政策、立法、科技、工程技术和管理等

各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成为国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

智库；推广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科技成果的应用；开展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及管理技术的培训和学术交流；为环

境损害救济的司法和执法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与国际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组织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专委会挂靠单位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是由相关个人、环境执法与司法机构、环保组织、监测

机构、司法鉴定机构等自愿组成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国家级智库成立

新华社长沙1月17日电（齐中熙 李衍超）17日上

午在长株潭城际铁路香樟路站的施工现场，直径 9.33

米、高达三层楼的巨大刀盘缓缓破土而出，标志由中国

铁建十四局集团承建的我国城际铁路最大直径盾构隧

道——长株潭城际铁路树木岭隧道顺利贯通。这条隧

道下穿时间之长、穿越范围之广、下穿次数之多、地质条

件之复杂、技术难度之大、施工风险之高，在国内同类型

工程建设中罕见。

据十四局集团长株潭项目指挥长戴尊勇介绍，

长株潭城际铁路连接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长

株潭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核心部分，线路全长 96 公

里。其中，树木岭隧道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穿越整个长沙主城区。隧道全长 12.86 公里，左右双

线设计。包含四个地下明挖车站、三段明挖区间、三

段盾构区间和两段暗挖区间，工程量大。隧道设计

时速高达 160 公里，被称为“地铁中的高铁，高铁中的

地铁”。

十四局集团长株潭项目施工负责人严士海介绍，树

木岭隧道采用盾构先进施工工艺。自 2012 年 11 月 25

日第一台盾构机顺利始发以来，全体施工人员创新施工

工艺，攻克了临近既有线铁路超浅埋回填土地层始发、

因地质原因易结泥饼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顺利完成了

10 次穿越京广既有线铁路、下穿长重社区老旧房屋等

重大风险源施工。

为优质、高效完成施工任务，十四局隧道公司项目

部通过反复研究及现场试验，不断调整盾构机掘进参数

和同步注浆量，成功将地表沉降控制在 1 毫米范围内，

远远小于铁路设计要求的 7毫米沉降控制值。

树木岭隧道的全线贯通，为 2016 年底长株潭城际

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长株潭城际铁路

建成后，将形成长株潭三市之间“人”字形的快速、便捷

半小时通勤圈，对进一步强化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在长

株潭城市群中的核心地位，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地区社会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城际铁路最大
直径盾构隧道贯通

科技日报北京1月17日电 （记者陈瑜）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兵器）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卓有成效。记者从该集团 17 日举行的 2016 年

度工作会议上获悉，2015 年其新增国家级创新平台

4 家。

据了解，目前中国兵器累计拥有企业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国防重点实验室 9 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11 个、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2 个、国家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 6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2 个、国防先进

制造技术研究应用中心 3个，位居央企前列。2015年新

增“千人计划”专家 2 名，“千人计划”专家总数达到 49

人，位居央企首位；4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

选人数央企第一。“十二五”期间新增授权专利 6608件，

年均增长 38%，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12项、国防科技进

步奖 279项。

2015年，中国兵器积极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

营业绩逆势上扬，实现利润总额 119.5 亿元、同比增长

10.01%，实现经济增加值 80.9 亿元、同比改善 7.03%，圆

满完成“稳增长”的效益增长和军品科研生产任务。

此外，中国兵器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我

国北斗导航应用产业的国家队，签署了中俄跨境运输

车辆北斗/格洛纳斯联合应用项目协议，与阿里巴巴集

团共同出资 20 亿元组建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向互

联网+等战略新兴产业转型。

展望“十三五”，中国兵器董事长、党组书记尹家绪

表示，将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更加注重转型升级，

更加注重提质增效。

中国兵器新增四家国家级创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