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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与国资委共同推动国有骨干企业自主创新 

    近日，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就推动国有骨干企业自主创新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工作会商。双方商定，加强合作协调，集成优势，共同采取以下措施，推动国有骨干企业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是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并于近期启动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引导企业

走创新发展道路。二是抓紧制定《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实施细则，完善促进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业绩考核

体系，深入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转制院所股权激励试点。三是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加大

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支持和引导，鼓励国有骨干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承担国家及行业科研任务。四

是支持国有骨干企业加强研发机构建设，加强产学研战略合作和创新人才培养。五是从加快建设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出发，进一步推动企业化转制科研院所改革发展，使转制科研院所在行

业技术创新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六是开展联合调研，深入了解国有骨干企业创新的现状、问题和

政策需求。  

国土资源部实施“科技兴地”战略 

    近日，国土资源部开始实施“科技兴地”战略，其重点任务是：  

  1.发展土地资源调查、监测技术和土地科学理论，加快发展土地调查与监测技术体系，加强以集约合

理和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土地利用评价和规划的理论、方法研究，发展节约集约用地的方法和技术。  

  2.开展重要矿种、重要成矿区（带）、重大地质问题研究和勘查技术攻关，加强煤炭勘查和重点含油

气盆地的科技攻关，加强非能源重要矿产的成矿规律研究；增强矿产资源勘查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的自主

研发能力；发展非常规油气资源、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评价及勘查开发技术；发展低品位、难利用矿产资源

以及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  

  3.构建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监测预防的技术和理论体系，发展地下水勘查和监测装备技术；发展

地质灾害监测关键技术；围绕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重点城市、重大工程建设区、重要交通干线以及重要流域，

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风险评估和区划研究。  

  4.加快推进国土资源信息化，建立耕地保护国家监管系统、矿产资源国家安全保障系统、地质灾害预

警预报及应急指挥系统；加快实现基础地质调查和土地调查评价主流程信息化；完善信息化技术标准体系；

加快信息资源积累的步伐。  

  5.加强重大基础问题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开展全国和区域性的关键地质问题攻关；推进对地观测、

深部探测和实验测试等领域的科学研究等。 

中德科技合作联委会举行 

    中德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 19次会议 2006年 4月 5日在柏林举行，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尚勇与德国联

邦教研部国务秘书弗里德.克拉穆尔出席会议。 尚勇副部长介绍了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年）》和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阐述了该《规划纲要》的内容以及对中

德科技合作产生的影响。会上，激光技术、通讯和信息技术、地学研究、海洋研究、生态研究与环保技术、

生物技术、文物保护等专业领域项目指导委员会向联委会汇报了双方合作进展。中德双方一致同意，围绕



两国的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开展重点科技合作，将双边科技合作扩展到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生命科学等

领域。  

  此外，尚勇副部长还与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部长安内特.沙万女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强调了形式多样

的长期合作的重要性，并就在政府科技合作框架内拓展新的合作领域，特别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生

命科学领域达成了一致。尚勇副部长向沙万部长简要介绍了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的有关情况，以及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他说，中国将进一步加强能

源、环保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对德科技合作，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希望通过合作取得双赢。  

尚勇副部长还先后与德国联邦交通、建设、城市发展部国务秘书耶尔格.亨内克斯和德国联邦环境部

国务秘书马蒂亚斯.马赫尼希举行了会谈。双方分别就伽利略计划、磁悬浮、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利用以

及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清洁发展机制(CDM)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换了意见。  

中美科学家联手 “太阳系最古老物质”奥秘被揭开 

中美两国科学家合作，在我国境内发现的陨石中找到了曾被认为是太阳系最古老的物质——不透明矿

物集合体。科学家对这些物质进行了微区原位氧同位素组成分析，首次完整和清晰地揭示了不透明矿物集

合体复杂矿物组合的形成奥秘。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地球和行星科学通信》杂志上。国际同行认为，

这一发现可能改写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历史。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徐伟彪研究员参与了此项研究。研究发现，不透明矿物集合体并不蕴涵任何原

始太阳星云的痕迹，却清晰地显示出小行星母体上水蚀变作用的结果。结合周密的矿物岩石学观测，他们

发现不透明矿物集合体并非如以前所认为的是太阳系中最古老的物质，而是后生的金属颗粒在小行星母体

中经后期水蚀作用的产物。 
  不透明矿物集合体自发现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太阳系最古老的物质，它是从原始太阳星云中直接凝聚而

成，在难熔包体的形成过程中被包裹其中，它还有可能蕴涵前太阳系恒星物质，是研究太阳系起源和演化

的珍稀样品。 

863软件专业孵化器（上海）基地正式启用 

    2006年 4月 4日，863软件专业孵化器（上海）基地开园暨 863软件专业孵化器经验交流会在上海举

行，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出席会议并宣布 863软件专业孵化器（上海）基地正式启用。该基地地处上海闵

行区浦江镇内，占地 500余亩。目前，软件孵化器公共技术支持环境建设以及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完善，

有 50多家软件企业入驻基地。 

    目前全国已建立 13个 863软件专业孵化器基地，基本完成“十五”期间软件孵化器的布局工作。根

据地域经济发展特点和资源优势，在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软件产业发展较快城市建立了

关键技术类孵化器；而在沿海、沿边和中部的开放城市设立了软件出口类孵化器；在西部有条件的重点城

市设立了辐射开发类孵化器，以重点地区的软件企业发展带动西部的科技发展。 

硅基镓氮固态光源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由南昌大学承担的 863计划新材料领域课题“硅基镓氮固态光源关键技术研究”近日通过验收。该课

题在第一代半导体材料硅衬底上研制成功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氮化镓基蓝色发光二极管，并在全球率先实现

小批量生产。 

    南昌大学成功解决了国际上存在的硅衬底氮化镓发光材料龟裂、发光二极管亮度低、工作电压高、可

靠性差等问题，研制的硅衬底氮化镓发光二极管材料的质量和器件性能均处于国际同类材料与器件中的领

先水平，生产的硅衬底蓝光 LED 6-9毫瓦，达到市场上蓝宝石或碳化硅衬底 GaN蓝光 LED中等水平，其中

电学性能和可靠性可以和世界顶尖级蓝宝石或碳化硅衬底 GaN发光器件媲美。目前产能达到 40万只/天，

在制造成本、可靠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扫描探针显微集成系统步入产业化 

    由中科院化学所承担的“十五”863新材料领域“扫描探针显微集成系统的研制”课题研制成功的扫

描探针显微集成系统能够进行电和光或电和力信号的同时检测，实现了扫描隧道和近场光学或扫描力和近

场光学同时检测成像，具有反射、透射和荧光等工作模式。扫描探针显微集成系统提高了现有探针显微技

术的综合检测能力，能够获取更多信息，拓展了现有技术的应用范围，为在微纳尺度上研究材料结构和性

质提供新的系统。此外，研制推出的 CSPM3000/4000系列扫描探针显微镜(Scanning probe microscope)

涵盖了扫描隧道和扫描力显微镜的所有检测成像功能，达到国内同类设备的最好水平，目前已销售多台并

得到用户认可。 

我国发现新属种恐龙化石“长春龙”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证实，3年前在吉林省中部出土的恐龙化石是一种新属种的鸟脚类恐龙化石。该化
石长约 1米，头骨长 115毫米，吻部短，眼眶长度接近头骨长度的 1/3。该恐龙具有 5颗前上颌齿、眶前
孔小、外下颌孔缺失、前齿骨发达等特征。经研究认定，这是鸟脚类恐龙化石，根据其头部特征判断，这

条恐龙属于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新属新种。 
  这条恐龙是混合了原始的和衍生性状的小型鸟脚类恐龙，是松辽盆地白垩纪沉积中发现的第一种原始

鸟脚类恐龙。它对于研究鸟脚类的演化、角龙类的起源，以及深入了解松辽盆地白垩纪脊椎动物群的组成

结构、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该化石是 2003年在长春及周边地区发掘出的 400多件古生物化石中的一件，经过约３年的修复，恐
龙化石已基本恢复原貌。根据它的挖掘地点和样本保存地点，研究人员将这具恐龙化石命名为“长春龙”。

通过化石判断，这条恐龙虽然身材娇小，但已成年。由于它两条前腿较短，后腿修长优美，因此判断它是

一种喜欢用前腿抓树叶吃的小型恐龙。 

我国科学家发现输运大分子药物的透皮短肽 

    中国科技大学温龙平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生物技术成功找到了一种透皮肽，它能携带胰岛素通过

皮肤进入体内，发挥治疗作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3月 27日发表了该成果。  

  温龙平等将分子生物学技术——体内噬菌体展示应用于透皮研究，找到了一个由 11个氨基酸组成的

能高效帮助蛋白质类药物透皮的短肽。将该短肽与胰岛素在生理盐水中简单混合并涂于患糖尿病大鼠的皮

肤上，产生了良好的降糖作用。这种短肽还能帮助人生长激素透皮。实验表明，该肽促进胰岛素透皮的活

性具有高度氨基酸序列特异性，通过短暂打开皮肤屏障起作用。  

据温教授说，这项研究是在大鼠身上做的，对人体是否同样有效尚未可知。他的研究小组正与一家医

药技术公司合作进行临床前研究，争取尽快进入人体试验。 

首台微型肾病快速生化分析仪研制成功 

   由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和厦门欧达科仪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863”项目——典型疾病快速检测微系统

研究工作经过攻关，近日研制成功国内首台微型肾病快速生化分析仪，并完成了仪器的小批量试制工作，

仪器的关键部件——微型光谱仪取得生产许可证。  

  据介绍，一些关键技术在研制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采用微加工方法，首次研制出硅基加热芯片，实

现了关键零件的批量化制作；采用对称结构，简化了微型光谱仪的光路，减小了体积，极大地提高了仪器

的性能指标，降低了仪器最终的成本及生产周期。  

目前，该仪器原型样机已在国内 4家医院完成 700例临床试用工作。结果表明，通过检测患者血清中
的肌酐、尿素氮的含量，可有效对患者肾病的轻重程度作出判断，作为进一步治疗方案选择的主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