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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报讯（记者程春生）
由山西省农科院、南京农业
大学等开展的“土壤养分供
应强度与配比施肥理论方
法研究”成果，11 月 21 日
在太原通过鉴定。中科院院
士赵其国等鉴定专家表示，
该项成果为节省化肥、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依据，整体研究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在施肥与边
际产量、钾适宜条件下的氮
磷配比研究方面已达国际
领先水平。

据介绍，我国粮食生产
中的长期不合理施肥，造成
肥料浪费、肥料利用率降
低，并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
和环境污染。该项目主持
人、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褚
清河认为，过去的施肥研究
中，仅考虑施肥量对作物产

量和品质的影响，没有研究施肥比例在作物增
产中的作用及其与农产品品质的关系，导致生
产中很难做到因土因作物定比定量施肥。

褚清河说，我国粮食总产实现八连增，单产
也呈阶段性台阶式增长趋势，但增施单位肥料的
粮食增加量已变得很小。因此，有专家误认为，肥
料的生产潜力已到达极限。其实，作物品种产量
潜力的形成与施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研究表明，同一潜力的品种达到最大施肥
量后再增加肥料用量不再具有增产效果，只有
耐肥性更强的新品种，才能保证超过原推广品
种的最大施肥量而仍具有显著增产效果。

褚清河课题组以传统最小因子理论为基本
依据和出发点，在不同地区不同土壤养分类型
上设计和实施了玉米、小麦、水稻、烟草的多点
田间肥料试验，研究了氮高磷低、磷高氮低、氮
磷双低和氮高钾高磷低等平衡与不平衡土壤养
分供应下，作物产量与作物最佳养分比例的关
系，充实了作物施肥中最小因子效应随养分比
例变化的认识，提出耐肥性和养分效率是作物
品种的基本性状并决定品种产量潜力水平的新
观点，并开发了以作物苗期植株氮含量判断品
种产量潜力水平的新技术，进一步阐明了施肥
比例和施肥量的作用。这一科学理论和创新方
法，对实现高产施肥具有重要的适用价值和指
导意义。

中科院南海海洋所主体园区开建

本报讯 11月 24日，中科院南海海洋所主体
园区暨广州深蓝产业创新中心开工仪式在广州
南沙区举行。
南海海洋所所长张偲介绍说，该项目符合开

发南沙新区、建设广州滨海新城、打造国家中心
城市的重大战略部署，符合中科院与广东省自主
创新全面战略合作部署，将为广东海洋科技发
展、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海洋经济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
南沙区委书记丁红都代表项目所在地政府

表示，将坚定不移地加强与南海海洋所的合作，
强化海洋服务保障，使该项目成为广东海洋经济
综合试验区合作共赢、先行先试的榜样。
据介绍，广州深蓝产业创新中心计划于

2020 年建成，将拥有 1600余名科研人员，孵化
10家以上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企业超过 600
家，成为海洋产业前沿技术源头创新与服务基
地、海洋高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化基地和高
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李洁尉徐海徐晓璐）

两院士领衔绿色耐火材料研发

本报讯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钟香崇、中国
工程院院士岳光溪从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夏强手
中接过聘书，成为金隅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院士专家工作站”首批进驻院士，开始领衔绿
色耐火材料研发。
据了解，金隅通达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2011年进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行列。目前，该
企业正在实施引进高端人才、开发高端产品、占
领高端市场的“三高”战略。 （朱广清）

诺奖得主受聘上海科技大学

本报讯近日，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
所教授聘任仪式在中科院上海浦东科技园举行。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江绵恒向 2006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颁发了聘任书，正式聘
任其为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所教授。随后，罗
杰·科恩伯格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据悉，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于 2012

年 10月揭牌成立，是以人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以
多学科交叉为基点、以增强新药自主创新能力为
目标的免疫抗体药物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
罗杰·科恩伯格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结

构生物学教授，其研究重点是真核细胞基因转录
原理。 （黄辛）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国际会议举行

本报讯 11月 23日～25日，以“云环境下的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为主题的第七届科技信息资
源共享促进国际会议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芬兰
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
大会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南京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主办。与会
代表围绕云环境与信息共享、科学数据共享、信息
质量与数据治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研讨。
据了解，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国际会议旨

在为科技资源共享问题的研讨提供一个高端的
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加深社会各界对科技信息资
源共享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对我国科技信息资源
共享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闫洁）

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共建协议
在京签署

本报讯河南省政府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
在京签署共建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协议。
协议明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

协作河南中心（以下简称“河南中心”）将在河南
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湖心岛内建设。2013
年至 2017年共建期内，河南中心基本建设投资
及运营费用投入总概算为 12亿元，业务用房占
地面积 103亩，建筑面积 8万平方米。同时，力争
到 2017年年底前，河南中心完成约 2000名人员
队伍的招聘及培训，年审查发明专利申请能力达
到 11万件左右。 （谭永江）

姻本报见习记者孙爱民
“类银似雪。”
人们经常用这句话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

之白。
“白瓷出现以前是青瓷的天下，邢窑白瓷出

现后，才有了历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中科院
上海硅酸盐所助理研究员鲁晓珂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烧制白瓷的重要窑场，邢
窑的制瓷技术一直备受关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
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通过对 470余件瓷
器标本进行测试分析，第一次从科学技术角度较
为系统地反映了邢窑自隋代至金代的发展演变过
程。在今年第 10期《中国科学技术科学》杂志上，
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白瓷这样诞生

经过白度值检测，研究人员发现隋唐时期邢
窑细白瓷精品几乎与今日的高档细瓷无异。他们
利用能量色散 X射线荧光分析仪分析标本中胎
和釉的化学成分，试图挖掘瓷器由“青”转“白”间
的奥秘。

作为瓷器的“内里”与“外表”，胎和釉的材质
及烧制条件决定了瓷器的颜色与质地。
通过对化学组成数据的对比分析，研究人员

发现隋代青瓷和隋代中粗白瓷的胎差别不是很
大，而且都施加了白色化妆土。化妆土的作用是使
粗糙的胎面变得光滑洁白。
青瓷与中粗白瓷釉的部分化学成分略有不

同，主要差别在于三氧化二铁（Fe2O3）与二氧化钛
（TiO2）两个着色元素的含量。
“中粗白瓷釉中着色元素的含量比青瓷釉中

的含量明显降低。”鲁晓珂说，中粗白瓷釉中着色
元素铁和钛含量的降低使化妆土的白色通过透明
釉被直接反映出来，因此呈现白瓷的基本特征。
白瓷登场，青瓷独领风骚的历史从此终结。

千年后再现透影白瓷

一个厚度不足 1毫米的瓷碗，盛上水之后，从
外侧能看到碗内水涌波动。
这是邢窑透影白瓷，其制作工艺已经隐藏了

一千多年。
上海硅酸盐所的研究结果表明，透影白瓷胎

中有较高的 K2O含量，使得胎体玻璃相对增多，
而着色元素 Fe2O3与 TiO2含量都极低，因此透明

度较高，再加上胎体的超薄设计，从而产生了透光
的效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透影白瓷的高钾釉是
最早出现的碱钙釉，此种釉釉色莹润，玉质感强。
此外，利用热膨胀分析仪测试透影白瓷的烧

成温度，研究人员发现其烧成温度约为 1260℃，
而邢窑唐代细白瓷的最高烧成温度可达 1450℃，
创目前中国古陶瓷烧成温度的最高纪录。
透影白瓷制作工艺的研究将对邢窑精细白瓷

的复仿制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透影白瓷
做得这么薄、烧结程度那么好，在当时是有一定的
困难的，并且隋代的工匠是在不断摸索创新的，这
从实验分析以及胎釉配方的推算中，可见一斑。”
鲁晓珂说。
“邢窑隋代透影白瓷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

是一个高峰，也是一个奇迹。正是先进科学技术手
段对考古发掘及时有效的介入，才使今人能了解
其中隐含的丰富的科学规律，这也为古陶瓷的科
学研究创立了一个成功的模式。”上海硅酸盐所古
陶瓷研究中心负责人李伟东对记者表示。

第一次系统揭秘邢窑

据研究人员介绍，邢窑在古代陶瓷历史上有
重要地位，但以前的科技研究针对邢窑隋唐遗物

开展较多，对五代之后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并且以
前的研究由于样品数量有限而缺乏系统性。
“古陶瓷的科学研究样本量要大、时间跨度要

全，才能较为完整地反映其发展规律。”鲁晓珂说，
这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对邢窑这一古代著名窑口
的制瓷工艺特点用科学量化的指标进行阐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考古专家王会民也表

示，对邢窑进行系统的测试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科学地测试考古标本是考古学深入研究的
必要手段。不只是邢窑，也不仅局限于瓷器，很多
考古资料都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才能更贴
近历史真实”。

本报讯记者近日从河南许昌学院获悉，该校
近年来推行“才从才来”的人才培养思路，积极拓
展学生思维，切实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促成学生在
国际科技前沿领域作出有影响力的成果。该校在
读硕士生雷岩日前用软化学方法室温下制备出具
有突出短路电流的杂化太阳能电池，其论文发表
在顶级期刊《美国化学会志》上。

雷岩由许昌学院与郑州大学联合培养，本科
就读于许昌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从大二开始，他进
入许昌学院微纳米材料研究所进行科研学习和创

新实验。目前，他已发表 SCI论文 5篇，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4项，两项已获授权。其中，经过两年的
努力，他通过大量实验，在室温条件下制作出了具
有优异光电转换性能的新型有机无机杂化薄膜太
阳能电池器件，其光吸收范围几乎覆盖太阳光的
全光谱，从而为低成本、低能耗、新型高效率太阳
能电池的研制提供了新思路。
“这只是我校近年来积极推进学生创新工作

的一个缩影，很多参与创新实验课程的本科生、研
究生都作出了不错的科研成果。”许昌学院副院长

郑直告诉记者。
世界著名无机化学杂志《道尔顿汇刊》在线刊

发了该校在校生孙慧的题为《用于锂离子电池材
料设计的具有三维分等级结构微纳米管状硒化
镍》的文章；作为第二设计人，该校学生薄盈盈申
请的国家发明专利“热分解制备具有生物微纳米
结构氧化铜晶体的化学方法”已获授权；与郑州大
学联合培养的硕士生李珍在《晶体工程通讯》等杂
志上发表 SCI论文 8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项、
获授权 2项。

据悉，许昌学院制定了多项措施激励学生科
研创新。例如，微纳米材料研究所出台《表面微纳
米材料研究所学生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相关规
定，制定了以“创新实验”、“创新课程”和“创新学
生培育基金”为代表的“三新”教学育人新模式。

微纳米材料研究所所长米立伟介绍说，他们
以中科院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级教学名
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优秀专家学者为引导，形成
了以名师讲座、课程辅导、课下实验、工厂实践四
位一体的教学、科研新模式。 （史俊庭）

许昌学院创新人才培养结硕果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记者 11 月 22 日从云
天化集团云南省化工研究院获悉，由该院主持开
发的“高效利用反应热副产工业蒸汽的热法磷酸
生产技术”，利用普通自然空气燃烧黄磷来回收
反应热并副产工业蒸汽，热回收率超过 65%，推
广覆盖率达国内生产能力 60%以上，使企业每年
可获直接效益超过 23.5亿元。

据悉，这项在国内外首创的一整套热法磷酸
生产技术，解决了传统热法磷酸生产技术无法实现
热能有效回收副产工业蒸汽的难题，不仅省掉了原
配套建设的专用燃煤锅炉，还可外供大部分蒸汽。

同时，与传统热法磷酸生产技术相比，使用
该技术每生产 1吨 85%浓度的热法磷酸，可节约
230千克标煤，减少循环冷却水用量 60%，减少循
环酸量 50%，水化塔五氧化二磷吸收率提高
30%。此外，采用该技术新建同等规模生产装置，
可减少投资 20%，对原有传统生产装置进行改
造，可提高生产能力 30%以上。

目前，该技术已在广西、重庆、湖北、江苏、四
川、浙江等省市的热法磷酸加工行业实施技术转
让 45项。截至 2011年，以实施技术转让的生产
能力 240 万吨计算，年产蒸汽折算节约标准煤
55.5万吨、节水 1250万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 138万吨，年减少燃煤二氧化硫排放量 2.5万
吨，年减少燃煤的固体废弃物渣量 29.8万吨，企
业获得的直接效益超过 23.5亿元。

云南创新
热法磷酸生产技术

问窑哪得瓷如雪
———科学家用现代手段揭秘邢窑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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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行勇）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信息光子学研究室的科研人员，近期
设计出用于实现 LED高效准直照明的透镜。近
日，国际光电领域权威杂志《激光世界》的主编
John Wallace在 LED OPTICS（LED光学）专栏
上，对这一新的设计方法进行了专题报道。

LED作为第四代照明光源，实现高效出光、
准直照明是关键。John Wallace认为，研究者采用
简单、快速的方法，设计出两种非成像 LED准直
透镜，这与现有 LED光学设计通常采用的复杂
迭代软件设计方法完全不同。该准直透镜是非常
有效的，可以把 LED 发出光线的 80%聚焦成 5
米半径的圆柱，传出距离光源 200米的路面。

准直透镜实现
LED高效照明

本报讯（记者黄辛）11 月 23 日，以“虚拟、
导航与机器人外科技术在颅颌面外科中的应
用”为主题的第 216 期东方科技论坛在沪举
行。与会专家就我国虚拟技术、手术导航及机
器人外科技术的开发及其在颅颌面外科的应
用展开了研讨。

据介绍，数字化医学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
相结合的新型交叉学科。它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
学科框架，并渗透到医学的各个方面，已成为当

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
大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蔚六介绍说，

颅颌面疾患是一类常见疾病，由于颅颌面部解剖
结构极其复杂，且手术视野比较局限，操作不当
容易损伤邻近重要的神经血管，这妨碍了颅颌面
外科技术的发展和推广。
“目前，颅颌面外科水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医疗需求，迫切需要新技术的出现。”邱蔚六表
示，计算机辅助导航及虚拟技术可优化手术设

计，进行模拟操作及术后面形预测，提高定位精
度，同时能保护重要结构，减少并发症，从而使外
科手术更趋于精确、微创及个体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则在题为《导航外科
在医学中的应用前景》的主旨报告中指出，计算
机辅助导航外科可以通过术前获得病灶部位的
多模态图像，重建形成可视化的三维图像，制定
手术规划；配准后精确定位手术器械，实时显示
手术进程，从而按照术前规划导航手术。

数字化医学助颅颌面外科发展

透影白瓷

11月 24日 10时 48分许，由军事交通学院研制的智能汽车到达位于天津东丽湖高速收费站的测试终点。
当天上午，智能车从京津高速北京台湖收费站出发，经过 1小时 18分钟的行驶，到达天津东丽湖收费站，总里程 114

公里，实现全程无人驾驶。 CFP供图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邓羽）近日，由
国家科技部立项、中科院组织实施、总投资 1亿
元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渤海粮仓”，在项目核
心区———中科院南皮实验站正式启动。据悉，该
项目实施后，预计到 2020 年将使环渤海地区粮
食增产 50亿公斤。

据了解，目前，环渤海地区有 4000 多万亩
中低产田和 1000 多万亩盐碱荒地。中科院院
士李振声依据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改良经验，
经过计算分析后指出，到 2020 年该地区有增

产 50 亿公斤粮食的潜力，并就此提出“渤海粮
仓”计划。

据悉，该项目将依据环渤海中低产区扩面
积、增单产、水保障的粮食增产总体思路，通过
盐碱地改良、棉改增粮，实现扩大粮播面积；通
过提升农田基本建设水平、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升级和地力提升，实现中低产田粮食增产；通过
挖掘当地非常规水源和适度外地调水，并发展
现代节水农业，为粮食增产提供水资源保障；通
过选育抗逆高产品种，为粮食增产提供品种资

源保障。
同时，项目将通过研究与示范，以县域为单

元，在河北、山东、辽宁、天津建立 20～25 个
5000亩以上现代化生产示范区。项目实施后，示
范核心区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有望提高 100～150
公斤，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 60 余个县（市、区）
3000余万亩中低产田粮食增产增效；示范推广
区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有望增加 50公斤。预计到
2017 年，环渤海地区可增加粮食产量 30 亿公
斤，到 2020年可增加粮食产量 50亿公斤。

2020年环渤海粮食可增产 50亿公斤
“渤海粮仓”项目在河北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