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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意见》提出，2015 年，我国海水

淡化能力将达到 220～260 万立方米/日；海水淡化原材料、装备制造自主创新率达到 70%以上；建立较为

完善的海水淡化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材料研发和制造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意见》指出，发展海水淡化产业要重点做好几项工作：一是加强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二是提高工

程技术水平；三是培育海水淡化产业基地；四是组建海水淡化产业联盟；五是实施海水淡化示范工程；六

是建设海水淡化示范城市；七是推动使用海水淡化水；八是完善海水淡化标准体系。

我国于上世纪 50 年代开展海水淡化研发，在“十一五”期间进行工程示范，相关产业快速发展。2005

年，我国发布了《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到 2011 年年底，我国海水淡化能力达 66 万立方米/日，是 2005

年的 13 倍多。经过多年科技攻关和工程示范，我国在反渗透、低温多效等主流海水淡化技术方面均取得

重大突破。目前已掌握万吨级海水淡化装置成套制造技术，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套 1.25 万立方米/

日低温多效和 1 万立方米/日反渗透海水淡化装置，主要技术和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近日详细介绍了不久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的相关情况。胡四一说，《意见》的主要内容是确定“三条红线”，实施“四项制度”。“三条红线”中，

一是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 2030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7000 亿立方米以内。二是确立用水效

率控制红线，到 2030 年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 40 立方米以下，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 以上。三是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 2030 年主要污染物入河

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95%以上。“四项制度”则包括用

水总量控制制度、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以及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为实现上述目标，《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和 2020 年的阶段性目标：到 2015 年，全国

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635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 年下降 30%以上，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3 以上；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60%以上。

到 2020 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67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 65 立方米

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80%以上，城

镇供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

物联网产业体系“十二五”将初步构建

工信部近日发布《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预期到 2015 年，我国初步完成物联网产业体系构

建，形成较为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培育和发展 10 个产业聚集区、100 家以上骨干企业。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主要致力于物联网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关键标准研究与制定、

产业链条建立与完善、重大应用示范与推广等方面，力争到 2015 年，初步形成创新驱动、应用牵引、协

同发展、安全可控的物联网发展格局。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推进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建设，辐射带动物联网产业在全国范围

内的发展。在东、中、西部地区，以重点城市或城市群为依托，高起点培育一批物联网综合产业集聚区。

同时，以推进物联网应用技术进步及物联网服务业为导向，以特色农业、汽车生产、电力设施、石油化工、

光学制造、家居照明、海洋港口等一批特色产业基地为依托，打造一批物联网特色产业聚集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2010 年物联网市场规模接近 2000 亿元。

http://www.gov.cn/zwgk/2012-02/13/content_2065094.htm
http://www.gov.cn/zwgk/2012-02/16/content_2067664.htm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在丹麦成立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 2月 10 日在哥本哈根生物科技园成立。中心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

院、丹麦国家高技术基金会、哥本哈根大学、丹麦科技大学、奥胡斯大学及奥尔堡大学等科研机构共同出

资 1.7 亿丹麦克朗（约合 1.9 亿元人民币）组建，面积约为 1200 平方米，配备有 10 台第二代高通量基因

测序仪，未来 3年将着力于欧洲与中国大型科技合作与创新项目的运作，包括完成丹麦国家基因组计划与

癌症病原学研究等重大项目。

中心的首要目标是为欧洲从事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世界一

流的专业技术和基础设施。该中心的建立将为华大基因和丹麦的科研与应用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将致

力于为中国与欧洲的科研合作创造良好的平台及更多的机会。

中心成立后将首先对两大项目开展相关研究，一是对新病毒的鉴定，研发具有自主专利的商业用疫苗；

二是建立一个包括丹麦人群在内的遗传变异信息数据库，为多种常见疾病的遗传及预防研究奠定基础。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研发获突破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介绍，我国自主研发的地震勘探系统和电磁探测系统实现了关键技术

的重大突破，掌握了磁芯材料和低频微弱信号检测等磁传感器的关键技术，研制了感应式宽频带磁传感器

原理样机，性能指标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

由专项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在低磁无人机制作、高可靠性自驾导航仪研制、氦光泵航空

磁力仪与超导航空磁力仪配套的数据预处理系统开发方面均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该专项与企业合作研制生产的我国第一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本月底，该钻机

将运抵大庆油田，联合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实施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

研究专项联合资助的松辽盆地科学钻探 2井，计划钻进 6600 米。

专项还建成以三维地质目标模型为中心的综合研究一体化集成分析平台，通过“红蓝军”（引进和自

主研发平台）两条路线同时推进，加速了跟进国外软件发展的步伐。

中国机器人首次在南极冰盖实现自主行走

经过近两个月的试验，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长航程极地漫游机器人顺利通过在南极的测验，并在内陆冰

盖地区完成了 30 公里的自主行走。这是中国机器人首次在南极冰盖实现自主行走。

该机器人重约半吨，可在极地-40℃的低温环境中作业。橘红色的机器人看上去就像一辆越野吉普车，

其车体采用越野车底盘悬挂技术进行设计，4个车轮均换成三角履带，以提高其在极地冰雪地面上的行走

能力。它还配有一套自主驾驶系统，可以实现极地冰雪地形地面环境识别及评估、定位导航和自动驾驶等

功能。

从去年 12 月 9 日到今年 2 月 5 日，科研人员先后在中山站附近和内陆出发集结地附近的冰盖地区对

机器人进行了移动机构性能测试、探冰雷达搭载试验以及长距离自主行走测试，并达到预期目标。长航程

极地漫游机器人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对埃默里冰架约 6 万平方公里区域进行自主科学考察。此次在内陆冰盖

地区自主行走 30 公里只是一个开始。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2 月 14 日，2011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获得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谢家麟（右）和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左）颁奖。

当天，3位日本科学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各 1 位科学家被授予 2011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国成功收回南极海域海底地震仪



中国第 28 次南极考察队于当地时间 2月 13 日上午 7时成功回收两个月前布放在中国南极中山站所在

的普里兹湾海域的海底地震仪（OBS）。这是中国首次在南极海域成功布放和回收海底地震仪。初步分析

表明，仪器在海底工作正常，数据显示有清晰记录地震信号记录。

神舟九号飞船于今年择机发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近日宣布，中国将于今年实施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实现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全面验证交会对接技术。担负此次任务的飞行乘组将由 3 名航天员组成。

根据任务计划，神舟九号飞船将于今年 6～8 月择机发射，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载

人交会对接。航天员将进入天宫一号工作和生活，开展相关空间科学实验，在完成预定任务后返回地面。

据介绍，2011 年实施的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经过全面总结和综合评估，工

程各系统均具备执行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条件。

目前，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在轨工作正常，具备航天员驻留条件；神舟九号飞船、长征二号 F 运载火

箭已完成总装，正在进行出厂前的各项测试；航天员正在开展任务训练；发射场、着陆场、测控通信等系

统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世界单机容量最大水电站通过验收

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获悉，由三峡集团负责开发的金沙江下游水电站群正全面推进，其中向家坝

电站通过了云南、四川两省蓄水验收初审，首批机组将于年内投产。向家坝水电站拥有单机容量为 80 万

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是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三峡集团总经理陈飞介绍说，目前向家坝水电站大

坝已浇筑至 364 米高程，导流缺口正在回填，坝后厂房完成土建向机电第一次交面，右岸地下电站全面开

始机组本体安装。

向家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地处金沙江，水能资源丰富。水电站计划安装 8 台 80 万千

瓦发电机组，其中 2 台计划今年投产发电。机组全部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将达到 307 亿千瓦时。

我国首艘联建海洋综考船开工



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和浙江太和航运有限公司联合建造的 4000 吨级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近

日在温州开工建设。该船是一艘集多学科、多功能、多技术手段为一体、满足深海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调

查研究需求的现代化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具备开展近海和远洋的海洋动力环境、地质环境、生态环境以

及深海极端环境等综合海洋环境观测、探测以及取样和现场分析的能力，将成为国家深海及洋区的海洋科

学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试验平台。

该船采用两套全回转舵桨电力推进系统和动力定位系统及综合导航定位系统，设计排水量约 4400 吨，

续航力为 12000 海里。船上设有干、湿实验室和数据处理中心，配备了深水多波束系统、单波束万米测深

仪及分裂波束系统等国际一流的船载调查设备和各种绞车等先进的甲板作业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