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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粮食库存相
对充裕的形势下，华北地区
应当加快品种改良和调整农
艺栽培管理措施，大力发展
旱作农业，更好地主动适应
气候变化。

“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华
北地区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该区域近
50 年呈现明显的暖干化趋势，增温速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降水量下降速率
高，造成华北水资源严重不足，给我国
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带来严重挑战。

面对日趋严峻的水资源紧缺问题，
华北地区如何保证粮食丰产增收？其增
产潜力有多少？这需要充分考虑华北地
区地下水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既要
保障粮食安全，也要重视生态安全。总
的来说，在当前我国粮食库存相对充裕
的形势下，华北地区应当加快品种改良
和调整农艺栽培管理措施，大力发展旱
作农业，更好地主动适应气候变化。

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导致华北粮
食生产的光、温、水、热等气候资源条件
变化，使得冬小麦生育期总体上缩短了
10 天左右，营养生长期缩短，生殖生长
期延长,整个生育进程缩短。这就要求
进行新的品种培育和改良，通过调整播
期来适应这种变化。

过去华北地区冬小麦整个生长期需

要浇水四次。通过旱作农艺技术的使用，
现在部分华北地区开始实行非充分灌
溉，即生长期浇三次甚至两次水，能够保
障产量达到亩产 800 斤，而不是需要大
量灌溉水才能达到的每亩 1000 斤。

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华北地区调研
发现，这些旱作技术的效果较好，既不
会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不会消耗太
多的水资源。华北地区有些地方政府已
经开始给予少浇水的农民一些补贴，再
加上农业水价调节，多种措施齐下，华
北地区的旱作农业应该可以快速发展，
实现较大的节水空间。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也会一定程度
上缓解华北平原的用水紧张情况。为
此，建议华北地区封存地下水漏斗区，
不允许再使用。当然，考虑到目前我国
粮食供给状况、农民的接受程度以及区
域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情况，漏斗区封存
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过程。

总体来看，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管
理，存在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的平衡问
题。但近年来农业用水量总体上是不断
下降的。 （本报记者李晨整理）

华北应大力发展旱作农业
姻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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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华俊

据新华社 12 月 28 日，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
煤制油项目神华宁煤集团 400 万吨 / 年煤炭间
接液化示范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是目前世界上
单套投资规模最大、装置最大、拥有中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对该示
范项目建成投产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对项
目建成投产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与工程建设、
生产运行、技术研发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职工
表示诚挚的问候。

神华宁煤煤制油示范项目建成投产庆祝仪式
28 日在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制油项目区举行，
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这一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对我国
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对能源安全高
效清洁低碳发展方式的有益探索，是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这充分说明，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推动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习近平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保证
项目安全、稳定、清洁运行，不断扩大我国在煤炭
加工转化领域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加快推进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我国“富煤、贫油、少气”，当前石油对外依存度
已超过 60%。煤制油项目对解决我国油气资源短
缺、平衡能源结构、推进国家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
降低对外依存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及国民经济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神华宁煤集团副总经理姚敏说，项目总投资约
550 亿元，是目前世界石油化工及煤化工行业一次
性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化工项目，每年转化煤炭
2046 万吨，年产油品 405 万吨，其中柴油 273 万吨、
石脑油 98 万吨、液化气 34 万吨；副产硫磺 20 万
吨、混醇 7.5 万吨、硫酸铵 14.5 万吨。

神华宁煤集团煤制油项目重点开展中科合成
油公司费托合成技术及油品加工成套技术的百万
吨级工业化示范，10 万标立方米 / 小时空分成套技
术和 2200 吨干粉煤加压气化炉技术等重大技术、
设备及关键材料国产化。

据神华宁煤集团介绍，按工艺技术、装备台套
数统计，该项目国产化率达 98.5%，承担着国家 37
项重大技术、装备及材料的国产化任务，打破了国
外对煤制油化工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

当前我国煤炭开发、使用带来巨大环境压力，
清洁化利用势在必行。煤制油项目生产的合成油
品，有利于推进我国油品升级，具有超低硫、低芳
烃、高十六烷值、低灰份的特点，这些指标均优于国
V 和欧 V 标准，可有效降低城市空气污染。

“如果该油品能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推广
应用，对解决城市汽车尾气污染、雾霾问题，将是很
好的途径。”神华宁煤集团煤制油项目建设指挥部
总指挥蔡力宏说，根据北京市环卫车辆试用此种柴
油的情况来看，各种污染物排放明显降低。

全球单套最大煤制油项目投产
习近平指示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给八一学校科普小卫星研制团队的学生回信。他在信中表
示，知道由你们设计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即将发射，我非常高兴。
中学生设计研制科普卫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你们攀登科技高
峰的热情和勇气让我感到欣慰。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来信中表示，要让这颗小卫星发挥启
明星一样的作用，不断激发自己科学探索的热情。希望你们保
持对知识的渴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
习，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将来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新年即将到来，祝你们和全校师生
新年好。

今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来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市八一学
校，走进科普实验室，同正在研制科普小卫星的老师和学生们交
流，叮嘱同学们小卫星发射时要记得告诉他。卫星发射前，科普
小卫星研制团队的学生们给总书记写信，报告了小卫星即将发
射的消息，表示要让小卫星发挥启明星一样的领航作用，不断激
发同学们科学探索热情。

八一学校学生设计研制的小卫星是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
卫星，12 月 28 日在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升空、准确入轨，发回
信标信号。卫星计划在轨运行 180 天，期间将进行对地拍摄、无
线电通讯、音频传输和快速离轨实验。

姻武妙兰

金秋 9 月，就算工作再忙，周永胜也会抽出时
间去参加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开学典礼。作为北京大
学口腔医院党委书记以及修复科主任，他始终关注
着医学的传承与发展。

而每当看到一批批年轻面孔迈入医学殿堂，周
永胜就会回忆起自己奋斗了 20 余年的医路历程。

生命之花靠健康维系

第一次接触生命和健康知识是在初中阶段，生
命力量的伟大与神奇让周永胜心中燃起了对生命
的热爱。从那时起，他就对致力于维护生命健康的
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9 年，带着对医学的热爱与向往，周永胜考

入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原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
学院），在这里一待就是 9 年。“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这句入学时的誓言始终牢记在周永胜心头，也
敦促着他在医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力求创新。

与肿瘤科、心胸外科等时常将患者从生死一线
挽救回来的科室不同，口腔科似乎没有太多跌宕起
伏的故事，但众多诊治细节让它能更好地折射出生
命之美。

“笑容能够展现生命之美，而众多口腔疾病的
困扰却让我国近 80%的人群不能坦然地绽放笑
容。”周永胜表示，随着口腔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
我国居民口腔修复的治疗要求不断提高。

为此，周永胜不断钻研口腔修复难题，探索数
字化等先进的治疗手段。他不仅专注于口腔疑难病
的诊治，还曾到德国、美国一流的口腔医学中心学
习，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引进，来更好地解

决患者的实际问题。
“希望所有患者都能绽放出最美的笑容，感受

到生命的美好。”周永胜说。

医患是抵御疾病的“战友”

抵御疾病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这个
“战场”的中心，是医生和患者。

在周永胜看来，在抵御疾病这场战争里，医患
是密切的“战友”，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打赢这场“攻
坚战”。

多年来，周永胜始终坚持这一原则，除了不断
琢磨前沿的治疗手段，更深入思考如何与患者沟
通，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求。

他的努力也换来了患者的充分信任。
（下转第 2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周永胜：

医患同心是抵御疾病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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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 11 时 23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景一号商业遥感卫星发射升空。此次任
务还搭载发射了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八一·少年
行”卫星。 新华社发（郑逃逃摄）

本报北京12月 28日讯（记者甘晓通讯员李丹）
记者今天从中科院化学所获悉，该所绿色印刷院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王健君与中科院上海应物所副研究员
王春雷、研究员方海平和新疆大学教授马纪合作，揭
示了抗冻蛋白的不同面对冰核形成分子层面的机制。
这一结果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抗冻蛋白是生活在寒冷区域的生物经过长期
自然选择进化产生的一类用于防止生物体内结冰而
导致生物体死亡的功能性蛋白质，具有“冰结合面”和

“非冰结合面”两种不同面。自上世纪 60 年代发现抗
冻蛋白以来，科学家对其调控冰晶成核的确切作用和
机制一直存在争议，“抗冻蛋白能促进冰核形成”及

“可以抑制冰核生成”两种相反的观点同时存在。
合作团队选择性地研究了抗冻蛋白冰结合面

与非冰结合面对冰核形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抗冻
蛋白的不同面对冰核的形成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效
应：冰结合面促进冰晶成核，而非冰结合面抑制冰
晶成核。

他们进一步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抗冻
蛋白的“冰结合面”和“非冰结合面”界面水的结构，
发现了“冰结合面”上羟基和甲基有序间隔排列使
得冰结合面上形成类冰水合层，促进冰核生成；而

“非冰结合面”上存在的带电荷侧链及疏水性侧链，
使得非冰结合面上的界面水无序，抑制冰核形成。

专家指出，该研究加深了人们对抗冻蛋白分子
层面抗冻机制的理解，对仿生合成防覆冰材料和低
温器官保存材料具有指导意义。

科学家揭示抗冻蛋白对冰晶成核的分子机制

本报讯（记者廖洋 通讯员陈珂）12 月 28 日，随
着沪昆高铁贵昆段开通，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中“四纵四横”快速客运通道之一的沪昆高铁全线
贯通。

沪昆高铁东起上海，西至昆明，途经浙江、江
西、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市，全长 2252 公里。设计
时速 350 公里，共有 53 个站点，是中国东西向线路
里程最长、经过省份最多的高速铁路。贵昆段沿线

环境复杂，桥隧较多，对动车的安全高效运营带来
挑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动车产品因为性能稳
定、可靠性强、服务质量高而受到青睐。目前中车四
方有 43 列动车组将上线运行。

沪昆高铁全线贯通

月 日，由昆明开往贵阳的 次列车经过贵州省安顺市境内的水桶木寨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