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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进展与展望
·

从抗震救援看科技的作用和新研究课题

邵立勤

(科学技术部国家遥感中心
,

北京 1008 62)

[摘 要」 本文初步总结归纳了在坟川地震救援中使用的 12 种科技手段
,

指出有什么样的科技水

平就有什么样的救援工作
,

提出了今后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研究课题
。

〔关被词〕 抗震救援
,

科技作用
,

研究课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
、

损失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
。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

生产规模扩大和

社会财富的积累
,

灾害损失呈现日益加重的趋势
。

目前
,

中国进入新的灾害多发期
,

重大灾害事件

不断出现
,

灾害应急响应和紧急救助成为新时期我

国救灾工作的重要任务和突出特点
。

面对着严重的自然灾害
,

光靠两只手的作用是

十分有限的
。

抗灾救援要使用高科技的手段
。

本文从坟川地震抗灾救援过程中对科技的需求

出发
,

提出科技工作者要把抗灾救援列入思考的范

围
,

打破常规
,

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

才能在国家危难

的时刻为人民多做贡献
。

还有光学原理的
,

就是一个光纤探头 ;最先进的是雷

达型的
,

就是用超宽频的冲击雷达
,

连续照射
,

检测

回波中的心跳信号
,

比如采用超低频电波产生之电

场 (由心脏产生 )原理来找
“

活人
”

位置
,

人体发出的

超低频电场可穿过钢筋混凝墙
、

钢板
。

我国在生命探测仪的研究方面
,

尚处于 比较初

级的阶段
,

品种较少
、

体积较大
,

这些都有待科技工

作者加强研究
。

另一重要的新研究方向是太赫兹生

命探测仪
,

这是因为太赫兹波可以穿透墙壁
、

屋顶等

获取活动图像
。

1 对生命活体敏感的材料和器件

生命活体迹象的标志是什么 ? 心跳和呼吸是通

常所能够使用的标志之一
。

在非接触的情况下
,

高度

定向地获取微弱的心跳
、

呼吸
、

语音和运动是判别有

无生命迹象的重要途径
。

从更广泛的意义说
,

只要是

生命
,

身体之中就会有着许多特别的生命信息
,

这些

生命信息会通过各种能量方式表现在身体外部
,

比如

声波
、

超声波
、

电波
、

光波以及一些目前还没有掌握的

特殊波
,

如大脑在进行活动时所产生的一些特殊波

等
,

这些波的频率不同
,

自然就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能

量
。

地震灾害中使用的生命探测仪正是通过探测这

些不同的波而判断出现在屏幕上的不同生命形式
。

生命探测仪分很多种
,

有的是感应人 心脏所发

出的超低频电波
,

并产生电场
,

使天线摆动
,

最终指

向目标的电场探测型 ;还有用红外热成像的 ;还有声

波 /震动原理的
,

就是一个听音器
,

听听哪里有动静 ;

2 危险气体和有害物质探测

灾区现场情况复杂
,

煤气
、

液化气
、

电
、

化工厂及

仓库有害物质的泄漏
,

甚至核泄漏或是放射物质的

暴露都会对居民和救援人员造成次生危害
,

因此必

须对现场进行探测
。

需要各种敏感材料和器件
。

例

如
:
测电棒用于确认被测电源

、

短路电线的走向及漏

电部位和漏电判断 ;气体侦检仪检测易燃易爆气体
、

煤气等气体浓度变化情况及对受害区域进行快速估

算
。

我国目前具备一些现场测试气体的仪器仪表
,

但同时能测量多种气体
、

灵敏度高
、

体积小方便携带

的却很少
,

需要进一步加强研制
。

3 地质测 t
“

机器人
”

地震灾区经常遇到余震的危险
,

山体滑坡
、

滚

石
、

泥石流等给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带来很大的

威胁
。

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
,

首次使用了由结构

监测系统
、

三维激光扫描系统和地表裂缝变形监测

本文于 2 008 年 6月 26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8. 05. 002



第 5 期 邵立勤
:

从抗震救援看科技的作用和新研究课题 27 3

系统构成的点
、

线
、

面全方位立体智能地质测量
“

机

器人
”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从远处看
,

支在三角架上的
“

机器人
”

形如罗盘
,

近前一看
, “

罗盘
”

里却有一只
“

贼溜溜
”

的多棱镜
“

眼

睛
” ,

一刻不停地上下左右 360
’

旋转
,

随着
“

眼睛
”

的转

动
,

电脑屏幕上
,

一处处山体表面模型不断变换
。

通

过连续观测
,

地质变化趋势一目了然
。

轻点鼠标
,

瞬

间打印出 4 张
“

环幕照片
” ,

比数码相机拍出的图片还

清晰
,

连山上的细小裂纹都一清二楚
。

2 008 年 6 月 9

日
,

解放军工程部队在海拔上百米的老鹰山堰塞湖挖

渠排险
,

正好遇到一次余震
。 “

机器人
”

发现一侧山体

半小时之内动了 9 厘米
,

而且速度不断加快
,

在场的

人大声喊
“

撤
” ,

16 0 多人迅速离开现场
,

不到 10 分钟
,

山体滑坡 400 多立方米
,

官兵有惊无险 !

这种类型的地质监测设备应进一步完善
,

可以

广泛应用于地质灾害严重的地点
,

保护人 民的生命

安全
。

支撑这些的物质基础包括超高强度金属材料
、

先进复合材料和高性能工程塑料
、

性能优异的铝
一

铿

合金
,

高韧钦合金等
,

要求强度高
、

质轻
、

一般支架采

用高强铝合金
,

缆绳最理想的是采用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纤维材料
,

强度高又很轻
。

4 高强度轻型结构材料

地震救援过程中需要许多高强度
、

韧性的材料
。

首先是用于救援的工程机械
,

如挖掘机
、

起重机
、

开路

架桥设备和运输车辆等
,

需具备比平常更优的耐磨抗

疲劳的特性 (因为不可能有很多可替换的机械 )
。

要合理 配带多种简单机械
,

尤其是千斤顶
、

倒

链
、

滑轮
、

大力钳等
。

千斤顶可以顶起楼板
,

而 且力

量均匀
,

没有回劲
,

既可以节省人力
,

又可以使压在

楼板下的人免受二次挤压
,

还可以防止楼体进一步

跨塌
,

压伤下面人员
。

千斤顶还可以将挡路巨石移

开
,

快速打通道路 ;倒链可以一端固定
,

吊起或拉动

楼板
,

一个倒链运用得好可以胜过百人 ;滑轮可以改

变力的方向
,

还可以省力
,

大力钳更是断钢筋铁丝的

应手工具
。

其他还有
,

如
:
剪钳

,

可扩张范围 5一40
。 m

,

最大

张力 5
.

4 t
,

可钳直径 10 。 m
,

最大钳力 13 ;t 气袋
,

可

顶高 4 0一 50
。 m 最大负重 s ;t 隔绝式全身防护服

,

具有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

防止毒剂
、

生化物质
、

放射

性散落物对人体的伤害
、

使佩戴者不受外界各种有

毒
、

有害气体的影响
,

而进行呼吸和灭火
、

抢险救灾
、

救护等工作 ;切割机
,

用于切割铁管
、

钢筋
、

水泥等
。

更重要的设想是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研制简易

的器械
,

它可以抵挡例如四层楼直压下来的力量以保

全人身安全
,

例如
,

可以参照汽车事故的气囊
、

像雨伞

一样能打开的抵挡工具
,

或逃生球等
。

家里也可备有

上下两面和支柱都是钢铁 (或碳纤维 )的桌子
。

5 电源及电池

救灾时电源至关重要
,

尤其是夜间救援或黑暗

空间的搜索需要照明保障
,

灾民也需生活照 明
。

在

这次地震中
,

省电
、

长寿命
、

灵活的半导体照明 L E D

系列电源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

电池充电器问题也非常关键
。

遇到灾害时
,

通

常会遇到手机没电的问题
。

因此
,

要大力发展长寿

命电池
、

使用空气的锌空电池等
。

另外
,

开发不依赖

电网的充电器
,

例如太阳能充电器和手摇发电机等

也尤为重要
。

这次救灾中有多套
“

灾区跟踪式太阳能卫星 电

视及应急照明系统
”

产品投入使用
,

为地震灾区人民

提供应急电力
,

该产品配置了节能照明灯及电视卫

星接收机
、

液晶电视等设备
,

集照明
、

看电视和手机

充电等功能
。

6 卫生安全所需材料和装备

地震灾区需要大量地面消毒
、

防腐
、

包装材料
、

垃圾处理等材料
。

国外救援队现场使用一种高效粉

末杀菌材料 ;还有环境净化材料
,

如用于分解有害气

体的新型高效触媒材料等
。

饮用水水质
、

空气质量
、

食品安全的检验
、

过滤和

杀菌非常重要
。

在这次地震救援中使用 了一些先进

的装备
。

例如
:
将污水处理成饮用水的设备在灾区是

必要的
,

一台机器可过滤供 5 万人用的清洁水
,

还有

一种名为
“

生命吸管
”

的物品
,

一支吸管可以从任何污

水中析出 300 升饮用水
,

保障灾民的饮水安全
。

国家
“
8 63

”

计划环境监测的最新科研成果—
多类水源化学品污染综合监控和预警水质在线生物

安全预警系统 ( B io l o g ie a l E a r l y w
a r n in g S y s t e m一

B EW
s )

,

被成功应用于成都市区饮用水源安全监控

与预警
。

该技术采用 8 通道的生物传感器监测受试

生物行为的生态变化信号来判断水质的污染状况
,

并根据系统的分析预警软件
,

对水体污染事件进行

细化分析
,

通过受试生物 1一 6 个不同运动状态作为

指标
,

指示突发性污染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污染程度
,

该系统还通过 G SM
、

网络传输等方式实现仪器信号

的远程传输和仪器运行的远程控制
,

一旦发生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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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环境污染事故
,

仪器能够自动将水质分析结果

发送到定制的联系方式上
,

并提醒根据应急预案采

取相应措施
。

“

坟川地震灾区空气中传播的细菌和病毒的采

集及基因分析技术
”

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应急资助的项 目
,

主要监测 9 种具有较高风险的细

菌
、

病毒造成的疾病
,

包括肠道传染疾病
、

呼吸道传

染疾病
、

流行性乙型脑炎
、

气性坏疽
、

炭疽病
、

百 日咳

杆菌
、

脑膜炎双球菌
、

结核杆菌和禽流感
,

承担基金

资助项目组的专家们在这次地震救援中使用了水溶

性过滤膜
,

这是一种高效的采样膜
,

这种过滤膜从试

验室进入了实际应用
,

并且首次和基因扩增技术结

合
,

来快速识别空气中的细菌
、

病毒
,

水溶性过滤膜

可以直接投入水 中溶解
,

然后提取样品 R N A 或

D N A 序列进行基因复制
,

如果样本中不包含病毒
、

细菌
,

基 因扩增就看不到明显 的信号
,

如果样本中

有
,

经过一定的基因复制次数
,

就会有信号监测到
,

而且可以通过复制的次数
,

来计算其在空气中的浓

度
,

如果能够实现对空气 中细菌
、

病 毒定点实时监

测
,

一旦发现就实施隔离控制
,

那对控制大规模传染

病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同时这种技术对早期疾病

的诊断也意义重大
。

食品安全监测车是国家
“

十五
”

食品安全重大专

项课题的研究成果
,

拥有完整的包括供水
、

供电
、

排

风
、

减震
、

安全防护等系统共 8 项专利
,

整体技术水

平在国内处于领先
。

作为一个移动实验室
,

该车装

备有国家检水检毒箱
、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和车载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及全套便携式快速微生物检测设

备等
,

能对食品中的微生物
、

有毒有害物质
、

添加剂
、

重金属和掺假作假食品等进行快速而准确的检测
,

出结果只需几分钟
。

农药和兽药残留快速检测试纸

条
、

速测卡
、

试剂盒也是科技部
“

十五
”

研究成果之

一
。

这些试纸条和试剂盒的灵敏度
、

精密度
、

特异

性
、

稳定性等性能指标完全能满足国内外对农药残

留监控快速筛选
、

残留检测的要求
,

检测时间只需要

几分钟
。

在地震灾区的四川眉 山市
,

快速检测试纸

条
、

速测卡
、

试剂盒
、

便携式分析仪器和检测车一齐

上阵
,

短短 2 天时间就完成了 99 家企业
、

209 个样

品的检测
。

可移动自清洁厕所也被用于地震灾区
,

其工作

原理为
:
( 1) 人的排泄物和生活污水进入降解处理

器
,

排泄物和生活污水在沉淀
、

腐化的同时
,

被微生

物菌剂进行降解
。

微生物菌剂中有有效控制有害菌

种并控制臭气的菌种
,

保证无害无臭 ; ( 2) 经过降解

的污水
,

在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的作用下
,

污水中的

有机污染物被微生物截流
、

吸附和分解
,

实现对污水

的净化处理 ; ( 3) 经完全净化的清水
,

最终达到国家

标准排放或循环利用
。

此外
,

还有临时浴室等设备进入灾区
,

为灾民解

决洗浴等具体困难
。

7 伤员救治所需的药物和器械

地震灾区伤员的救治需要野战救护所需的大量

材料
,

例如止血纱布
、

止血塑料薄膜
、

敷料 ;治疗难愈

合伤口
,

例如溃疡
、

下肢动静疾病性溃疡
、

褥疮
、

三度

烧伤创面等需要加生长因子类敷料
、

带细胞类敷料

(组织工程皮肤 )
、

一次性注射器
、

输液器
、

采血器
、

血

袋
、

医用粘合剂
、

缝合线
、

整形材料
、

介入器械
、

导管

等 ;身份确定
,

生物芯片和生物传感器也进人灾区作

为基本手段使用 ;假肢材料对人体组织伤害的治疗
,

对残疾人的康复都有重要意义
。

8 灾区建材和建筑

在地震毁灭地区
,

首先是需要帐篷和搭建临时

建筑问题
,

需满足防水
、

防污
、

抗菌涂料及透气的作

用 ;其次
,

重建家园问题
,

材料科技的进展要能提供

强度高
、

简易
、

廉价的住宅
。

还有
,

重要水坝的临时

堵漏和加固的材料也非常重要
。

地震波及地区
,

更有大批原有建筑物需检查和

加固
,

地下管线的修复等
。

这些都急需经济型墙体

砌筑材料
、

经济型建筑墙板
、

经济型墙体保温材料
、

经济型屋面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
。

地震高发地区要减少高层建筑
,

合理使用一般

的混凝土楼板
,

一定要充分注意混凝土的一般居民

住宅的寿命约五十年左右
,

超过五十年还继续使用

的住宅是不安全的
。

近年来出现的钢骨架整体刚性

结构轻型住宅是值得研究和推广的方向 ;另外
,

使用

橡胶层
、

橡胶弹簧或阻尼器可以改变硬抗
、

死抗地震

打击的设计规范
,

本质上也是改变了建筑结构受力

体系
,

提高了建筑物的抗震性能
。

由兰州大学开发的抗震住宅
“

新型装配整体式

房屋体系
” ,

体系设计合理
、

成本低廉
,

建造速度快
,

特别适合灾区震后重建
,

它的优点
:
一是采用新型装

备整体式砖混房屋结构体系
,

这一方式采用工厂化

生产到受灾区安装建设
,

具有节材
、

节能
、

环保
、

具有

产业化生产的特点
,

三层以下农村房屋造价 6 00 元 /

平方米左右
,

如使用当地材料和产业化生产相结合
,

造价将低于 500 元 /平方米
,

适合地震灾后的农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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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房屋快速重建 ;二是采用冷弯薄壁型钢结构

房屋体系
,

它在施工建设中采用干作业的施工方法
,

上部结构施工不用水
、

模板及支架
,

构件由薄板弯曲

而成
,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可由工厂制作
,

现场拼装
,

受气候影响小
,

具有施工周期短
、

速度快
、

投资回报
J

决等特点
。

9 信息保障呼唤专用材料与器件

救灾过程信息畅通尤为重要和紧迫
。

它包括卫

星通讯
、

实况报导
、

救援指挥
、

信息传递
、

收听新闻等

等
。

首先
,

遥感遥测技术在这次汉川地震救援中发

挥了特殊的作用
。

遥感可以大范围快速获取灾区的

图像
,

及时了解道路受阻的情况
,

及时发现地震引发

的堰塞湖等灾害的形成
,

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其

次
,

通过地震前后数据对比
,

遥感技术可以准确掌握

城镇破坏的具体实况
,

为灾情评估提供有力支撑
。

这次地震过程中
,

我们有效地协调了国内外卫 星观

测数据和航空观测数据
。

通过对比
,

我们在遥感分

辨率和图像处理的速度等方面还有不少差距
,

需要

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

国家
“
8 63

”

计划 B 3G 移动通信最新成果在北川

抗震前线发挥重要作用
。

在北川抗震救灾前线指挥

部
,

国家
“
8 63

”

计划 B 3G 移动通信的最新科研成果

— 宽带无线交互多媒体系统被成功应用于前线指

挥部与各个救灾现场之间的宽带应急通信与现场指

挥
,

并为武警
、

特警
、

公安
、

消防
、

救援队
、

地震局
、

医

院
、

媒体等各部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现场信息
,

多次

受到当地政府和现场指挥部的赞誉
。

中央电视台对

该项最新科技成果的应用还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

道
。

B 3G 移动通信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

其传输

速率比现有的商用移动通信技术高出 100 倍以上
,

可用于中
、

高清晰度的视频传输
。

在本次抗震救灾过 程中
,

上海睿智通公司及中

科院微系统所等单位的技术人员
,

克服各种困难
,

仅

用了 1天多的时间便完成了系统安装
、

调试与稳定

运行
,

是国内首次将 B 3G 宽带移动通信技术应用于

抗震救灾应急通信
。

这次用于北川
、

平武
、

泣川
、

青

武的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由 4 个无线基站和 20 余个

移动终端组成
,

采用 U H V 频段传输
,

便于在山区以

及地形复杂的环境下实现大范围组 网覆盖和快速组

网
。

在现有移动通信系统和地面通信系统遭到破坏

时
,

仍可实现移动状态下的点对多点宽带无线通信

传输
。

该系统采用了多天线
、

多载波等最新移动通

信技术
,

传输速率远高于现有移动通 信系统传输速

率
,

总吞吐速率可达到每秒 10 0 兆比特
,

可在移动状

态下实现高传输速率交互视频信息
,

使得救灾前线

指挥部迅速掌握各个现场实时救灾状况
,

及时调动

有关人力
、

物力资源调配与现场救助
。

此外
,

我们应该看到
,

目前的一些信息设备大都

存在大
、

重等问题
,

在特殊情况下 (例如攀登珠峰
,

以

及采访救灾狭小空间时 )使用非常不方便甚至危险
。

因此
,

必须采用更先进的信息材料
、

器件和通信方

式
,

平时还需储备一些救灾时用的原始通讯方法
,

例

如短波通信
、

灯光通信
、

旗语通信
,

要发展超长波通

信
,

以方便地上地下联络
。

10 救灾机器人

危险的情况下使用机器人是未来救灾的一种

考虑
。

科技部已立项支持救灾机 器人 的项目
。

针

对废墟搜索与辅助救援等功能要求
,

新型 救灾救

援机器人可在瓦砾上 行走
,

可进入废墟并可在废

墟缝隙间运动
,

能够探测和定位受伤者并引导救

援
,

可搭载视觉
、

瓦斯 /氧气浓度
、

煤尘浓度等检测

装置
,

可完成与控制中心双 向通 讯和检测数据实

时传输
。

n 可再生能源

地震灾区需要各种机械
、

运输车辆
、

直升机等
。

如没有能源这 些机器设备就成了废铁
,

全都开动不

了
。

因此就地取材的可再生能源
,

例如风能
、

太阳

能
、

生物质发电
、

分解水获取氢能等是需要大力开展

的研究课题
。

分解水获取氢能源的工作目前已取得决定性的

进展
。

19 9 6 年 M all vo
e
报道在 24 伏特电压下碳棒

电极电解水
,

可产生 3 000 ℃ 至 4 0 0 0℃ 电孤
,

水分解
,

得到水合燃料气体
,

以 3 比 l 至 5 比 1 的空氛与此

水合燃料燃烧
,

产生的废气较汽油燃料少 1 0 0 0 倍以

上 ( I inf in t。 E ne gyr 第 9 卷 44 页 )
。

这种燃料是 以

石墨材料为主体的矿物材质
,

经特殊的反应装置进

行水的电解而 产生的以氢为主体的可燃气体
,

这种

气体无味
、

无污染
、

燃烧热值高
、

动力好
、

无杂质
、

发

动机不会产生积碳
,

可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一两倍
,

而且这种反应装置产气速度快
、

成本低
,

产生的气体

不怕震动
,

不易燃烧爆炸
,

是一种更优于汽油等燃料

的安全可靠的动力能源产品
,

既经济又实用
,

它解决

了目前石油燃料产品所解决不 了的所有问题
,

这种

燃料生产成本低
,

价格低于石油燃料产品价格
,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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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减少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

相当于 1 公升汽油

燃烧能量的燃料最低可由目前市场 93 号汽油价格

的 6 元降低到 1
.

80 元 (暂定 )
。

机动车所加的
“

碳氢

燃料
”

可在各地建有
“

碳氢燃料
”

站
,

也可由现有的加

油站改建
,

每个站有 15 0 M Z 的房屋便可安装一台站

式设备
,

将石墨棒
、

水管
、

电源接到设备上就可以制

造液态
“

碳氢燃料
”

并充压储罐
,

2一 4 名工人即可以

开站
,

其理念是 自行生产液态
“

碳氢燃料
” , “

碳氢燃

料
”

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能源生产制造厂
。

另外用陶瓷粉末放在水中产生氢气的工作也取

得很大进展
。

氢气可以在氢气锅炉
、

小型燃料电池

上的应用
,

也可在产业上
、

家庭厨房上应用
。

12 漂浮材料及其他

从堰塞湖淹没村庄的事例看
,

有一定强度
、

能浮

于水面的轻型泡沫材料和舟船也是需要的
。

还需要

野战炊事车
、

灾民日常生活所需各种物品
、

灾民集中

点水
、

电设施等以及可以靠舔来维持一段时间营养

的材料
,

类似于牧区羊群冬天受灾时的舔砖
。

以上初步归纳了汉川地震救援的科技手段
,

提

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研究课题
,

可以看出有什么

样的科技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救援工作
。

其实灾害的

种类很多
,

例如冻灾
、

水灾
、

火灾
、

地质灾害
、

污染灾

害等等
。

作者认为
,

社会需求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动

力之一
。

根据我国多灾害的特点
,

建议国家科技计

划领域中设立抗灾救援的专题
,

使更多的科学技术

人员平时能有所研究
,

有所积累
,

部分工作要经过长

期试用和完善
,

这样
,

在灾害来临的时候
,

我们就可

以提供更好的材料和装备
,

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
。

T H E R O L E O F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A N D T H E N E W R E S E A R C H

S U BJ E C T S F R O M T H E P E R S P E C T IV E O F E A R T H Q U A K E D IS A S T E R R E L IE F E F F O R T

Sh a o L iq i n

( Na
t
蜘

a l Q
n

etr of R e m o t 。 反
n s艺鳍

,

M O S T
,

1翰 i鳍 1 0 0 8 6 2 )

A b s t r a e t T h e a r t i e l e m a d e a p re l im i n a r y s u m m a r y o f t h e 12 t e e h n i e a l t oo l s

q u a k e d is a s t e r r e l i e f e f f o rt
,

t h e n Po i n t e d o u t t h a t s e i e n t i f i e l e v e l d e e id e s t h e

bor
u g h t f o r w a r d so m e n e w r e s e a r e h s u

bj
e e t s w o r t h y o f on t i e e i n t h e f u t u r e

.

a d o P t e d in t h e
W

e n e h u a n E a r t h
-

l e v e l o f r e l i e f e f f o r t s , a n d f i n a l ly

K ey w o dr s e a r t h q u a k e d i s a s t e r r e l i e f
,

or l e o f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on lo g y
, r e s e a r e h s u

bj
e e t s

·

资料
·

信息
·

中日生物修复国际合作项目启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 日本科学技术振

兴机构联合主办的环境保护与重建中的生物修复功

能与技术研讨会上
,

经双方协商
,

2008 年的合作领域

为
“

生物修复在环境保护与恢复中作用— 关键过程

与技术创新
” ,

要求通过揭示不同环境领域的关键生

物修复过程
,

阐明修复的科学原理
,

创新生物修复技

术
,

为环境保护与恢复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途径
。

该合作项目重点支持 4 个研究方向
:

一是盐胁

迫与荒漠化生态修复
。

重点研究耐盐植物的生理与

分子机制 ;根际过程与植物适应性调节机理 ;荒漠化

生境植物修复的限制因素与调控途径
。

二是酸化土

壤生物修复
。

重点阐明人类活动对酸性土壤酸化过

程的影响 ;揭示植物耐酸与抗铝毒的机理 ;酸害
、

铝

害环境的植物生态恢复机制
。

三是重金属污染土壤

生物净化
。

重点研究锌锡等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

复的根际过程与调控途径 ;重金属超积累植物的生

理与分子机制 ;污染农田土壤联合修复的新技术等
。

四是水体污染生物净化
。

重点研究富营养化水体氮

磷阻控及高效净化的植物和微生物过 程 ;微生物群

落与功能及其对水体净化的作用
。

(摘 自委情况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