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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12 月 23 日 ，中

国工程院院士杜祥

琬参加了中国科学

报 社 举 办 的“2016

绿色中国发展论坛”

并发表演讲。原本

他演讲的题目是中

国能源的低碳转型

战略。但 12 月中旬

华北地区持续几天

的严重霾天气成了

人们最关注的话题，

这使杜祥琬也“不得

不”从霾谈起：“霾的

成分现在搞清楚了，

那我的演讲就从霾

的‘供给侧’根源说

起。”

杜祥琬是从事

能源研究的，现任国

家能源咨询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他说，

这些年来我们投资

高耗能产业驱动经

济增长，走的是传统

工业化路线，产能过

剩、低环境标准的建

设产生了压缩型、复

合型的环境污染。

除了资本要素，

粗放的城市化增长

速度快于环境保护

速 度 也 是 重 要 因

素。杜祥琬说，我们

的汽车数量增长很

快，而且很多人攀比

大排量的车，油品的

质 量 又 比 较 低 。

“GDP 很硬，环保很

软，污染超过了环境

的容量，成了一种非

线性爆发的趋势。”

此外还有资源、

能源的低效高碳投

入。杜祥琬给大家

算了一笔账：在京津

冀地区，单位平方公

里每年消耗的煤炭

是全球平均值的 30

倍。中国煤炭的消

耗，有一半是用来发

电的，剩下一半是直

接燃烧的。我们每

年的散烧煤有 7—8

亿吨，而一吨散烧煤

燃烧产生的污染比

发电煤产生的污染要多 5 到 10 倍。“中国现在是资源的

价格低，污染的成本低，能源结构高碳很明显。这一结

构亟待优化，必须强化能源革命。”

杜祥琬通过对各国人均能耗的比较后分析说，发

达国家在发展初期，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人均能耗

都在爬升。但是到了人均 GDP 2 万美元时，基本都是

人均能耗不再增长，而经济继续发展。可以看到，从

人均 GDP 2 万美元发展到 4 万美元，美、加的人均能

耗竟是日、欧的两倍。这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发

达国家有两类，高碳型和相对低碳型，低碳发展也可

以通向现代化。

“我们现在的单位 GDP 能耗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 1.7 倍了，比美、日要高得多。”杜祥琬认为，我们要费

很大的劲才可能把人均高能耗的曲线“扭”下来。我们

想要比欧、日的能耗低已经很难了，我们能不比他们高

就很不错了。

面对这种形势，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路该怎么走？

杜祥琬提出，我们要走节能、提效之路，改变粗放、

高耗能的发展方式，包括对能源总量和能源强度的双控

制，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工作，防止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要逐步减煤，特别做好散烧煤的替代，这是对我国高碳

基础能源必须动的一个“大手术”；要大力度、高质量地

发展非化石能源，增加一次能源中的非化石比重，增加

电力中的非化石比重；要稳油增气，加强勘探，发展新能

源汽车，提高燃油标准。

京
津
冀
单
位
面
积
煤
耗
是
全
球
平
均
值
三
十
倍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杜
祥
琬
演
讲
从
霾
的
根
源
说
起

本
报
记
者

李
大
庆

在刚刚结束的 2016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期

间，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

“人工智能在客户服务中的应用”主题论坛让“客服”话

题再次成为焦点。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光纤入户，当电信运营商

充满激情地描绘未来和转型时，他们似乎在用户服务

这些不那么高大上的“小事儿”上开始倒退。不管技

术多么先进，多么智能，人对人的服务无法被取代，不

应被忽略。

宽带入户太烦人

家住北京海淀区的胡先生最近因为中国联通光纤

入户的事深感无奈。

据胡先生介绍，因为电话断线，中国联通的客服建

议将家里的宽带设施升级为光纤。在客服人员介绍了

光纤的种种好处后，胡先生同意了。但是，因为居住在

老旧小区，为了光纤入室，客服人员先在家里打了两个

洞，最后还是从门下将线引入。胡先生说：“本来是挺

好的一件事，但活儿干得糙，弄的虎头蛇尾。先不说门

下的线，开门关门，踢来趟去种种不方便，就墙上的两

个洞怎么看怎么闹心。”据胡先生介绍，他希望联通客

服人员在施工后能将墙上的洞做些处理，但被告知，这

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畴。

虽然只是把一根光纤线牵到用户家中，却并非如

很多用户想象得那么简单轻松，光纤入户确实碰到了

众多阻碍，如物业公司阻挠，如部分老旧小区因建筑施

工问题，暗管不通、穿墙布线等复杂工程，电信安装人

员的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客户服务数据中心观察者刘广大说：“客观地说，

包括中国联通在内的三大运营商的服务水平相比其他

行业不知要高出多少，但胡先生所碰到的问题反映出

电信运营商在追求 KPI指标的同时对服务的完善仍有

改进空间。我认为运营商不应该让谁来承担墙面修复

等问题的争议出现。”

与此同时，刘广大强调，尽管光纤入户被广泛认

可，但我国电信运营商拥有庞大铜缆接入用户，“光铜

共存”的局面会持续一段时间，对那些不愿意改光纤的

用户服务水准不应被降低。

随着未来物联网、智慧家庭等想象空间无限放大，

家庭入口成为各大运营商必争之地，固网业务更是切

入并维系家庭市场的重要载体。但在三大电信运营商

公布的 2016 年 11 月运营数据中，中国联通固网用户出

现了净流失，宽带用户数净减 7 万户，这种单月用户数

绝对值下降的情况很少出现。

刘广大表示，中国联通不仅面临着中国移动与部

分民营企业的强烈市场竞争，更需自我调整到位，尤其

不能忽略对用户的服务体验的提升。

永远打不通的热线电话

同样因为断网，中国联通 VIP用户乔女士在无数次

拨打 10010 客服电话后愤怒了：“我用了极大的耐心拨

打联通的热线电话，除了那些听也不想听的废话，就是

不断地让我一次次拨打某个数字键，即使转到人工客

服，总是说人工忙之后直接断线。” （下转第三版）

提醒电信运营商：勿以善“小”而不为
本报记者 刘 艳

目前，湖北科技创新发展正

处于多重国家政策叠加的机遇

期，深化改革纵深推进的爬坡期

和创新势能加速释放的上升期，

全省科技创新发展生态环境总

体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科

技企业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科

技金融创新都迎来新一轮发展

机遇。

我们要切实增强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带动湖北全面创新向

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迈进，为湖

北创新型省份建设和创新驱动

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着力优化创新驱
动发展政策环境

近年来，湖北不断优化科技

创新法规政策环境，“科技成果

转化十条”“科技创业新九条”

“黄金十条”等改革政策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省委、省政府先

后出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意见》《湖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

推进计划》等 5 项综合性政策，

以及改进和加强省级财政科技

项目资金管理、推动高校院所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研发活动、

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

业等 7 项专门性政策，持续为

创新创业清障搭台。省科技、

教育、发改、财政、人社、税务、

审计、知识产权等 10 余个相关

部门，分别围绕改革的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制定出台近 20

项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使湖北

科技体制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

性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湖北科技创新法

制建设深入推进，《东湖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条例》《湖北省自主创

新促进条例》先后正式实施，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普遍性的

创新政策上升为地方立法之后，将为全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法治保障。

充分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湖北是科教资源大省，高校院所多，科技成果多。

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促进湖北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2015 年起，湖北启

动实施了“科技成果大转化”工程，采取“定向、间接、有

偿投入”和“市场评价”方式，全面构建科技行政部门、高

校院所、中介服务机构、企业和投资机构协作联动机制，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首次商业应用转化、已应用成果向更

多企业扩散。

两年来，全省科技系统以“全省科技成果大转化工

程”为牵引，全面推进国家中部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着力

健全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搭建网上技术服务平台、科技

投融资服务平台、科技条件共享平台等多层次服务载

体。通过多方主体的协作联动，使湖北以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资中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扩

散机制不断健全完善。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省已登记

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1712 项，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19660

项，成交额 780亿元。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规模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具成

长性的创新创业群体，对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

成创新型产业集群，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至

关重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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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4日电 （记者李禾）“目前，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零散化、碎片化问题突

出，污染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水专项建立了以源

头控制与过程阻断为理念的种植、养殖、加工等产业

链一体化控制成套技术，突破一批基于种、养及农村

生活污染治理的关键技术等，示范区农业污染大幅减

少，新增效益十几亿元。”24 日，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昌雄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专访时说。

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源排

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

的 43.7%、57.2%和 67.3%。农业污染控制与治理尤为

重要。

朱昌雄说，农业面源污染特征决定了治理的难

度。如污染在什么时间、地点排放不像工业点源那样

清楚，有随机性；分田到户，每户没有统一的规范化管

理，排污有不确定性；太湖流域等地区一年两季粮食，

产量较高，施肥量相应较大，华北平原是旱地，施肥量

也较大等，污染区域化等。

据介绍，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水污染治理难点，朱

昌雄领衔的课题组，创建了以集约化设施农业种植区

为基础的氮磷减排的“源头减量—过程阻断—养分循

环利用—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延长氮磷等在陆域停留

时间，最大化地减少进入水体污染量。目前，该技术体

系已在太湖、巢湖、滇池、洱海和三峡库区等各大流域

的农田面源污染严重区域进行推广应用。累计应用面

积 5322万亩，减少化肥中氮磷施用量 7.63万吨。

针对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问题，课题组形成了以

微生物发酵技术为核心的微生物发酵床生态养殖、饲

料微生物添加和养殖废弃物高值转化等技术，在福建、

山东、北京和浙江等省市推广应用，大幅减轻水体污染

负荷，减少化肥、纯氮、纯磷用量，新增产值 7.6亿元。

农业治污有了成套控制技术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通讯员许天颖）还记得

2006 年在上海、南京等地出现的稻飞虱虫雨吗？12 月

23 日，南京农业大学昆虫生态课题组发表在美国《科

学》杂志上的一项成果揭示：原来，昆虫也有“移民”情

结。比如，每年约 3.5万亿昆虫“移民”飞过英国南部。

研究的主要完成者，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胡高告

诉记者，该研究关注 150 米以上高空的、10 毫克以上

的迁飞昆虫，对英国洛桑试验站提供的 2000—2009 年

所有的雷达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利用高空网对小型昆

虫进行了采样，首次发现每年约 3.5 万亿昆虫“移民”

飞过英国南部，其生物量约 3200 吨。而每年约 3000

万只燕雀从英国飞往非洲去过冬，其生物量也仅是这

些昆虫的八分之一。3200 吨昆虫，相当于 22000 头驯

鹿在天上飞。

研究还发现，这些昆虫“移民”能够通过主动寻找

和利用有利的季节性气流来实现远距离迁飞，通常春

季往北飞，秋季往南飞。尽管大多数年份，春季北迁和

秋季南迁的昆虫生物量基本持平，但大规模的昆虫迁

飞带来的物质和能量的传输，将影响全球生态系统的

生态服务、生态过程以及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胡高说，应用雷达研究昆虫迁飞有近 40 多年的历

史了，但以往研究仅关注少数夜间飞行的农业害虫，没

有研究关注过夜间和白天高空飞行的所有昆虫。事实

上，大多数迁飞性昆虫都提供着非常重要的生态服务，

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比如传播花粉，充当农

业害虫的天敌、或者是鸟类和蝙蝠的食物。

据了解，我国几种重大的农业害虫都具有迁飞性，

如水稻害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以及北方的粘虫和草

地螟等。目前，国内多家单位利用昆虫雷达开展昆虫

迁飞学的研究，并期望昆虫雷达能够用于重大农业害

虫种群动态的自动化监测，但一直存在数据分析的技

术瓶颈。该论文的发表，不仅揭示了昆虫迁飞的宏伟

场景，同时也展示了昆虫垂直监测雷达的应用前景。

每年3.5万亿昆虫飞越英南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4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日内瓦记者张淼 驻伦敦记者张家伟）世

界卫生组织 23 日宣布，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研发的疫苗可实现高效防护埃博拉病毒，全

球迎来首种可预防埃博拉出血热的疫苗。

这项临床试验由世卫组织领导，几内亚

卫生部等机构参与。相关研究报告已发表在

新一期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

试验去年在几内亚开展，当时该地区仍

不断出现新增埃博拉出血热病例。近 1.2 万

直接或间接接触过埃博拉出血热患者的人参

与了这项试验。

研究人员首先选取了 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开展试验，这些人都不是孕妇、哺乳期妇女或

重病患者。2119 人立即接受了疫苗接种，

2041 人则推迟了 21 天接种疫苗。结果显示，

立即接种疫苗的人都得到了有效防护，没有

患上埃博拉出血热。但在推迟 21天接种疫苗

的人中，则有 16人患上埃博拉出血热。

上述试验结果证实有效性后，研究人员

将 接 种 范 围 扩 大 至 6 岁 以 上 的 儿 童 ，共 有

1677 人立即接种了疫苗，其中包括 194 名儿

童。结果显示，他们也得到了有效防护，没有

患上埃博拉出血热。

在接种疫苗的 5837 人中，约一半的人出

现了头痛、疲劳和肌肉酸痛等轻微的不良反

应，个别人不良反应较重，但他们的身体都在

数天内恢复了，并没有产生长期影响。在一

直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中，共有 7人患上了埃博

拉出血热。

生产疫苗的美国默沙东公司已经获得美

国和欧盟方面的一些资格认证，这有利于相

关监管机构加快审核这种新疫苗，使其尽快

投入应用。

首种高效防护埃博拉病毒疫苗发布

■周末特别策划

■科技厅长话创新

◀ 轻轻一扫，关注科技日
报。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等候
有品位的你。

江苏海安举行中小学生机器人大赛。图为12月24日，海安县的一名学生在参加机器人大赛。 新华社发（向中林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伍晨晨 夏润
龙 周天哲）“大数据的使用，存在‘只存米，不做饭’，即只

收集数据不分析数据的问题。拥有数据是基础，计算

平台是支撑，分析技术是核心，产生效益是根本。”23

日，在长沙召开的首届湘江大数据创新峰会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徐宗本呼吁，要“吃透”大数据产业。这一想

法，有望在湖南实现。记者获悉，湖南省“十三五”期间

将实施创新资源“一网通”科技工程，而峰会当日，旨在

促进大数据技术攻关与实际应用的湘江大数据创新研

究院及产业联盟正式建立。

湘江大数据创新研究院由隆驰数据、西安交通大

学等六企业、高校联合组建。研究院设大数据应用创

新、行业标准制定、平台定制、培训等四中心以及院士

湖南工作站。研究院主要开展大数据技术攻关、研制

大数据相关标准和规范等工作。产业联盟则整合了大

数据基础设施供应商、信息安全提供商等上市公司，共

同实现数据价值的挖掘和应用。徐宗本表示，产业联

盟将致力于在医疗、商业、保险等各个不同行业间搭建

桥梁，有望达到信息交流、数据交换、分享共性技术等

方面的良好效果。

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贺修铭则称，该省一直积极

支持基础大数据库和主题数据库的建设，通过在重点

民生领域和产业领域建设大数据中心等，推动全省大

数据价值转化和产业发展。

湖南“十三五”将实现创新资源一网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