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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科技合作提升两国流态化基础研究水平 

“中瑞气固两相系统科研和设计综合数据平台的建立”项目通过中瑞双方的合作和优势互补，引进了

世界上最先进的瑞士 ETH气固两相流大型实验装置，并进行了重建和改进，利用该装置获取大量的实验数

据，建立了气固两相系统实验数据库，在线验证了以 EMMS为基础的计算软件包，构建了为研究和开发气

固两相反应器服务的综合数据平台。 

该平台成功应用于中石油悬浮床加氢反应器和催化裂化反应器等的优化设计中。该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7项，其中授权 3项，完成编著 3部，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5篇，国内学术会议邀请报告 2篇，组织

国内外专家召开了循环流化床设备及数据库研讨会。发表期刊文章 24篇，其中 SCI收录 19篇，EI收录

21篇。培养 1名博士后，4名博士生，2名硕士生。 

并联机械手自动分选电池成套装备 

     近日，在国家 863计划资助下，我国成功开发出并联机械手自动分选电池成套装备。该装备利用数据

库技术整合了电池生产线上生产设备、检测设备的产品信息，并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信息在各道工序上的

共享；利用双机热备份工作方式，结合主网络的光纤通讯，可有效保证信息的安全可靠和传输速度；允许

电池生产厂家依据用户的需求设定电池分选准则，并由数据库管理软件自动生成电池分选信息，高速并联

机械手控制系统根据该分选信息，智能选择机群中机械手的串／并联分选方式。 

    目前，相关单位已开发出一套样机，并在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示范。该样机能兼容力神

公司 150和 256两种 LR1865锂电池托盘，可把每种托盘分为 12个类别，分选效率超过 200p/min，解决了

力神公司电池分选长期依赖人工统计、手工分选的状况。 

我国“药靶”开发取得突破进展 

     在 863计划的大力支持下，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的吴骏博士带领课题组成员用 3年时间建立

了国际一流的药靶筛选技术平台，在最短时间内成功突破了药靶开发“耗时长、准确性低”的瓶颈，贯通

了新药开发的完整链条。 

    该研究紧紧围绕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领域－恶性肿瘤、炎症、免疫性疾病，开展了大规

模的药靶筛选和分析，首创性地发现了一系列在上述疾病治疗药物开发中的重要药靶基因。该课题申请专

利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其后续新药开发的知识产权，并积极开展药物筛选，迅速将课题成果转化到新药开发

阶段。在成功开发出一批药靶产品的同时，在国内首次建立了先进完整的高通量、快速、大规模药靶筛选

技术平台。 

我国首次近海水体环境大调查启动 

7月 14日，我国首次近海水体环境大调查在南海区域的工作开始。据介绍，此次近海水体环境大调查

是我国水体调查史上作业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设备最先进的一次基础性调查。它涉及海域范围面积达

102万平方公里，自北向南分成 9个大区块在全国准同步进行，计划在两年时间内完成。  



  此次调查旨在全面系统地开展我国内水、领海及领海以外部分海域的物理海洋与海洋气象、海洋生物

与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光学和海洋药用生物资源调查工作，以查明我国近海海洋环境的基本状况，全面

更新基础资料和图件，进一步深化对海洋环境要素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形成机制、制约因素等的认识，

为海洋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综合评价、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管理和环境保护

等提供基本依据。此次启动的是水体环境大调查的夏季航次，由沿海 11 个省（区、市）以及交通部、农

业部、教育部、中科院以及国家海洋局所属 40多家单位共同实施，共使用大、小船只 50余艘，涉及作业

人员 3000余人次，历时 1个半月。  

节水产品快速开发平台 

研究以高精度激光快速成型专用设备为核心，以微灌灌水器流道结构的参数化设计方法和软件、灌水

器试验样件的一体化结构设计方法和快速成型工艺、灌水器注塑模具高效快速设计技术与软件为支撑，构

建了微灌灌水器的快速设计、快速制造、快速试验、快速修改、快速定型的快速开发平台，显著缩短了产

品的开发周期，降低了费用。高精度节水产品激光快速成型专用设备的零件制作精度由±0.1mm 提高到

±0.01mm，满足了灌水器产品的制作精度要求，可直接进行灌水器的三维结构试验件制作；采用灌水器参

数化设计软件可快速完成灌水器结构的设计和修改，结合一体化的灌水器结构设计，即将灌水器与输水管

按照装配后的滴灌管结构进行一体化设计，通过快速成型，可获得直接用于试验测定的灌水器样件，解决

了内镶式灌水器难以进行水力学性能测试的问题。通过改进结构设计和加工工艺而开发出的快速高效灌水

器精密模具设计软件，提高了灌水器注塑模具一次设计成功率和使用寿命、缩短了加工时间，降低了模具

成本。 

利用该平台技术已开发新型灌水器产品近 20 项，新型灌水器的开发从结构设计到样件的水力性能测

试从原来的 100－150天减少到现在的 3－5天，开发费用由原来的 3－5万元降为不足 2000元。有 2种灌

水器产品已进行示范应用：一种为抗堵塞内镶滴片式滴灌管，单滴头额定流量 3l/h；另一种为插杆式抗堵

塞灌水器，单滴额定流量 6L/h，已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武汉市洪山区进行田间应用考核，使

用效果良好；有 4种产品已开始中试，6种产品已定型。 

雨水资源利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国家 863计划项目在雨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开发出低成本、高集流效率的土壤固化剂、面喷涂型有

机硅、地衣生物固化表面三种环保高效低成本的雨水集蓄新材料，确定了材料技术性能参数，进行了田间

考核，提出相应的技术操作规程。土壤固化剂（MBER）与传统混凝土集雨场相比，投资将减少 30%～40%，

但其集流效率和使用寿命与混凝土接近。 

面喷涂型有机硅集流面单位面积造价为 1～3 元/m
2
，集流效率可达 60%以上。地衣生物固化表面可使

0.5cm的水层在其上面停留 6个小时不渗漏，并研制出适合于地衣和苔藓快速生长的营养调理剂，提出了

生物集雨面建造的施工工艺。应用上述技术建造的生物集雨面可明显增加地表径流，其径流增加量较对照

提高 40%。平均径流系数为 60.86%，同时地衣集雨面可明显降低土壤侵蚀。 

开发出可一次成型、性能优良、且便于运输的柔性橡塑水窖，与传统混凝土水窖相比，单方容积造价

降低了 20%。研制出田间雨水就地集蓄方法，应用后作物增产 10%以上，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0.2kg/m
3
。确

定了太行山石质山区雨水资源高效汇集、存贮与利用的配套技术体系，使雨水利用由 20％提高到 40％以

上，雨水集蓄成本由 60元/m
3
降到 20元/m

3
。通过典型流域示范，使项目区蓄集径流能力新增 2万方以上，

灌溉面积扩大两倍，亩节水 50m
3
，降雨保蓄率达到 80%。 

利用 GIS技术和图形趋势软件 Surfer，建立以可实现潜力为评价结果的区域雨水资源化潜力定量评价

模型，并以该模型为基础，建立黄土高原雨水资源化理论潜力和可实现潜力空间分布区划图。依据频度分

析选择 3 类 11 项指标，建立了适于流域雨水利用环境效益评价及动态监测的指标体系和以雨水利用环境

效益综合指数为评价结果的小流域雨水利用环境效益综合评价模型。开发了雨水利用智能决策系统，可以

通过分析区域的自然特征、降水特征，利用气象资料、地形资料、土地资料，计算出区域的雨水资源化潜



力，根据区域水资源利用特点和供需状况，通过优化决策计算，合理分配雨水，提出科学合理的雨水资源

规划利用方案，预测和评价区域雨水利用可能产生的环境效应，最大程度满足区域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用

水。 

作物高效用水生理调控理论与非充分灌溉技术体系 

国家 863 计划项目 “基于生命需水信号与环境信息的作物高效用水调控理论”通过大量室内外试验

研究，提出了节水灌溉条件下不同区域主要农作物调亏灌溉指标、作物缺水敏感指数、节水灌溉条件下作

物系数、节水灌溉条件下作物需水指标 4套作物非充分灌溉指标体系；开发了非充分灌溉决策技术、小定

额均匀高效灌水新技术、作物生理节水调控新技术 3种作物生理节水调控与非充分灌溉的关键技术；研发

了网络化作物非充分灌溉设计软件、数字化作物需水量等值线图及其查询系统、易润通—非充分灌溉预报

器、无压局部灌溉系统和作物高效用水生长调控剂 5种产品；制定了作物非充分灌溉和作物调亏灌溉 2套

灌溉模式与操作技术规程。 

开展了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棉花、西瓜）和果树（苹果、梨枣）节水灌溉条件下的高效用水生

理调控技术和分根区交替灌溉的试验研究，得出主要农作物调亏灌溉指标和模式；提出作物高效用水生理

调控的新途径，以及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的新配方、调控效果及适用范围；进一步开展了无压根区局部控水

地下灌溉技术的研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田间配套技术与设备；进行了主要农作物非充分灌溉制度及与其相

适应的先进灌水技术研究，建立了作物水分生产函数模型，确定不同水文年有限水量在作物生育期内的最

优分配模式，得到与非充分灌溉制度相适应的技术；完成主要作物非充分灌溉的需水、耗水和用水网络化

软件系统的设计；建立了非充分灌溉预报器的数据库、模型和决策支持系统。 

微咸水开发利用 

  国家 863计划在微咸水开发利用方面构建了沿海半干旱地区小流域尺度微咸水高效利用、多种水资源

合理配置的循环利用的新模式，创制了以小流域为尺度的微咸水、咸水农业利用为中心、两水拦蓄调水调

盐为关键、沿海渔农复合为目标的水、土、生物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模式及其技术和工程体系，使莱州王河

沿海流域地下水矿化度分别由原来的 4.226‰降至 3.649‰和 1.526‰降至 1.061‰，下降幅度为 13.65%～

30.47%，而未采用该技术的地下水矿化度仅下降 10%。微咸水灌溉安全指标上限由传统的 0.3%提高到 0.5%，

用大于 0.3%矿化度的地下苦咸水灌溉，粮食产量比不灌溉增产 30%～60%。2004年，万亩 3～5g/L地下矿

化灌溉试验，冬小麦亩产 265.99公斤，2005年为 428公斤。集成了半湿润区微咸水安全高效滴灌技术体

系，采用自主研发并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的悬挂式高分辨率电子称重蒸渗仪，获得了微咸水滴灌条件下代表

性作物的耗水规律及耗水量与矿化度的关系曲线。该技术将微咸水处理、水盐调控和滴灌施肥灌溉以及农

艺措施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技术体系比国外更完整。提出了污水灌溉条件下氮素在土体中的转换运移过程

的模拟技术，建立了氮素运移的基本方程和求解方法，用于污水灌溉条件下的污染物运移的分析研究预测，

完善了再生水混灌、轮灌技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