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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层次、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 

  2005年 6月 6日，中美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在杭州成立。根据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

定，该研究院由浙江大学和美国加州纳米技术研究院共同组建的集科研、技术转化和产业化

为一体的科研实体。研究院通过引进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运作模式、管理机制、人才、技术

和资金，为浙江、乃至全国的科研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5年 8月，中美双方组织召开了先进反应堆技术研发合作磋商会，这是两国首次商

谈先进核技术领域事宜。在卫生健康医药和全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与对地观测）两个新合

作领域启动了与美方签署合作文件的谈判，中美科技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  

  10月 24日，美国 AMD公司与科技部在京正式签署微处理器设计技术授权谅解备忘录，

AMD将向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转让低功耗 X86微处理器核心技术。 

  10月 27日，华能集团加入美国政府发起的“未来发电”计划项目企业联盟签字仪式在

京举行，这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首次参与国际合作重大项目。“未来发电”计划用 10年时

间、投资 10亿美元，建设一座近零排放、发电容量为 275MW的商业示范电站。  

  此外，我国通过与来访的美资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咨询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举行

会谈，就软件外包、新一代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新材料和照明、Linux操作系统和开放软件、

生物芯片、循环经济设备再利用、风险基金等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积极开展科

技合作。 

  中欧在欧盟科技框架计划下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为庆祝中欧建交 30周年，2005年 5

月 12日，中欧双方在京举办中欧科技战略高层论坛，促进了中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科技

发展战略及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相互了解和借鉴。  

  截至 2005年 9月，我国参与的第六个科技框架计划项目已达到 108项，包括大学、科

研院所和其他机构在内的我方参与单位约 160个，项目总投入约 4.18亿欧元。项目覆盖了

信息技术、能源、材料、生命科学、农业、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值得一

提的是，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已超过俄罗斯和美国成为最大的第三方参与国。  

目前，我国已与 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 96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

技合作协定，加入了 1000多个国际合作组织。  

首届中法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研讨会召开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务院《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条例》,加强我国实验室生

物安全建设与管理,促进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国际交流与协作,近日,由科技部主办,中科院、中

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和法国驻华大使馆共同协办,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承办的首届

中法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专业公司等 37个单位的近百名

代表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主要围绕生物安全实验室在设计、建设、维护、管理法规及认证等相关主题展开讨

论。邀请了法国国家食品卫生安全署、中国科学院、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和武汉大学的专家作报告,并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对中外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方面的差

异、技术问题,人员培训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我国首个获得国家认可的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中法专家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本次研讨会对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水平

向着更加科学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迈进起到推动作用，建议举办系列性研讨会，中法互

派人员学习交流。 

LINUX国际标准测试实验室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和英特尔公司共建的 LINUX 国际标准测试实验室近日在

北京落成，中国因此成为继英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拥有该机构的国家。  

    LINUX 国际标准测试实验室是在信息产业部支持下建成的。这有助于促进我国 IT 企业

学习、掌握国际标准体系和相关核心技术，提高国产 LINUX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兼容性，

同时大幅降低企业的开发成本。实验室将为正在制定的 LINUX国家标准提供测试依据。北京

测试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软件研发机构执行统一标准。据了解，目前北京中科红旗、

上海中标等国内软件公司已通过 LINUX 国际标准测试，个别地方政府还以招标方式采购了

LINUX操作系统。 

我国科学家提出地球上的生物灭绝是分阶段完成的 

    中国地质大学谢树成教授、殷鸿福院士等与英国学者携手，对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界

线附近的分子化石进行研究，发现至少存在两次生物危机。谢树成教授等人在煤山剖面的分

子化石中分离出一类来自海洋食物链底层蓝细菌的标志化合物，根据这个化合物在剖面上随

时间变化的规律，计算出在二叠纪—三叠纪界线附近至少存在两次蓝细菌的剧烈变化。这种

标志性化合物的含量在煤山剖面第 26层和第 29层分别出现两个最高值，意味着蓝细菌先后

迎来两个繁衍高峰。研究同时发现，在煤山地层的第 25层和第 28－29层出现无脊椎动物的

两个灭绝高峰，正好发生在蓝细菌的两个繁衍高峰之前，两者有很好的耦合关系。  

    谢树成指出，每次动物灭绝后，处于生态系统底层的蓝细菌便相继出现繁衍高峰。这种

耦合关系反映了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对灾变事件的共同响应。煤山的研究表明，2.5亿年前

的这次生物大灭绝呈现出多阶段特点，主要的动因可锁定在地球内部，而并非来自地球外部。

该成果已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我国研制成功全新“动物机器人” 

    2005年 12月 31日，在山东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一只小白鼠在电脑发出的指令

控制下以近乎 100%的正确率做出左转、右转、前进、原地转圈等指定动作。这种将电子装

置与活体动物神经系统合二为一的“动物机器人”不久前通过专家鉴定。   

  “动物机器人”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靠自动化工作者和生理学工作者通力合作，在实验

鼠的脑子里植入微电极，用它们将计算机产生的具有一定规律的电信号，施加到鼠脑里具有

特定功能的神经核团。然后，在这些电信号的控制下，神经核团就能控制实验鼠的运动。为

此，课题组还自行研制了多通道无线遥控器，将电信号编码分别经 3对微电极有序地施加到

相应的神经核团。  



该成果获得成功的意义不仅在于人通过电信号控制了动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随着这

类研究的成熟，人工电信号将会“逼真”到与脑内和体内的实际电信号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地

步。到那个时候，这种系统可实现标准化、通用化和产业化，并且可以根据需要用于人类或

各种动物，对神经科学、医药科学、残疾人康复都有巨大理论和实用价值。 

我国首创大型科学仪器远程共享系统 

    由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吉林大学首创的大型科学装备远程共享示

范研究——离子探针系统研制成功。该系统以控制技术和公众宽带网为支撑，通过远程实施

操作离子探针实验软件实时控制仪器，观测样品图像实时变化，在线获取试验数据等远程实

验功能，犹如亲临北京做实验，可满足多位科学家异地实时进行协同实验研究需要。研究中，

项目组攻克了仪器远程测控模型等 7项技术，研制了离子探针质谱仪远程操作和远程实验集

成等 8个子系统，并包括远程共享网络中心、湖北宜昌和巴西圣保罗 2个远程工作站，1套

远程共享，实验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  

  据介绍，该系统既能满足异地多位科学家就一个实验流程，同时观察一台仪器上的同一

个分析过程和结果，实现实验数据可比，还可做实验过程回放，为多名科学家实时交流提供

技术条件。  

中国人 21号染色体遗传变异图谱绘制完成 

在国家 863计划、973计划和上海市科委等支持下，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黄薇

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在参与完成国际遗传变异图谱计划的同时，又联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院、中科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等单位和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南方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利用人类 21号染色体上约 2万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将 300多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群和世界其他人群进行对照，进行了约 2000多万个基因分型

分析，从而出色地完成关于中国人群遗传变异的独创性研究工作，绘制出中国人 21号染色

体遗传变异图谱。该成果论文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杂志上。 

    该图谱的绘制对于我国多基因病风险人群的检测、制订相应的预防措施等具有重要应用

价值；同时对我国未来的药物研发、筛选以及根据我国人群特点实现“量体裁药”提供了理

论基础和技术储备。  

我国首台新型气化炉投入生产 

    由我国科技人员自主开发建设、拥有 10项自主知识产权的首台新型多喷嘴对置式水煤

浆气化炉目前已在山东国泰化工公司投入生产。该气化炉与引进的国外同类技术相比，气化

炉负荷可调节范围扩大了一倍，氧气消耗低，煤炭综合利用率高，产出的一氧化碳、氢气等

原料气成分更纯，生产甲醇过程中产生的气体直接发电。更可贵的是，对煤种的适用范围广，

尤其适用于消耗低灰熔点的高硫煤炭。这项新技术燃烧的高硫煤炭在高温反应下基本不产生

有害气体，经脱硫生成了副产品。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国务院 2月 9日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纲要确
定，到 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2.5%以上，力争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 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 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
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 5位。  



     纲要指出，到 2020 年，中国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2005年中国十大科普事件 

    中国科学家、科普专家和科技新闻记者近日评选出 2005年中国十大科普事件，按发生

时间分别为：高致病性禽流感大面积流行、中国举行世界物理年系列活动、河北省出台税收

优惠政策鼓励科普事业、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项目正式立项、全国科普日活动首次开展、“神

舟六号”载人航天取得成功、农村科普工作者得到国家荣誉、高士其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建

设节约型社会展览会受到公众欢迎、松花江重大污染事故的环保警示。 

     评选活动由中国科协属下的大众科技报社主办。年度十大科普事件评选活动至今已举办
四届。评选活动受到了科学家、科普专家和读者的好评，社会影响正逐渐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