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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OLED研究
取得进展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马东阁研究员等在荧光/磷光混合型白光
OLED 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著
名期刊《先进材料》上。

目前，OLED 照明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极
大关注。由于蓝色磷光材料的稳定性一直没有解
决，荧光/磷光混合发光被认为是实现 OLED 照明应
用的最佳途径，混合型白光 OLED 成为有机发光研
究领域的一大热点。2006 年美国 Forrest 组提出
了在荧光和磷光发光层之间加中间层的思想，这种
结构利用单线态和三线态激子的扩散长度不同实现
了荧光和磷光的同时发射，虽然发光效率得到了提
高，但是器件结构较复杂，而且光谱稳定性较差。

长春应化所研究人员将具有较高三线态能级的
蓝色荧光材料掺杂到双极共混主体材料中，在荧光
和磷光发光层之间不加中间层就制备出高性能混合
型白光 OLED。这种不含中间层的混合型 OLED 结
构比较简单，不但发光效率高，而且光谱十分稳定。
这种兼顾高效率和光谱稳定性的混合型白光 OLED
在照明应用中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探知未来”
吸引高校学生

本报讯 记者李鹏翔报道：近日，三星“探知未
来”校园科普论坛北京站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继在
上海、西安、武汉、广州等城市成功举办并广获关注之
后，这个集权威专家演讲与交流、智能生活方式体验、
创新科技游戏于一体的科普盛会，再次吸引了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10余所首都高校学子的积极参与。

清华大学论坛主题是“探索，梦想开始的地方”。
论坛旨在鼓励高校学子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成长的岁月里，勇于创新，做未来
科技的先行者。活动中，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袁岳先生带来了主题为“每个人都有改变世界的
力量”的演讲，鼓励学子们勇于创新，释放自己的无限
潜能；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副教授、“清华派·创客”创
始人顾学雍先生则发表了“汇聚梦想空间”的主题演
讲，与学生分享如何将创意转变为现实，实现自己的
科技梦想。

据悉，三星校园科普论坛是“探知未来”全国青年
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
今年共有500余所高校550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

IT2020高端论坛认为——

大数据及应用

就是国家竞争力
本报记者 刘松柏

“云计算和大数据正引领新一轮科技浪潮,大数
据正在成为与物质资产与人力资本相提并论的重要
生产要素，传统商业模式、产业运行模式随之改变，为
中国经济升级换代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日前举行
的“第二届 IT2020高端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周
济作上述表示。他认为，未来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将突
出表现为国家拥有数据规模及运用数据的能力。

当前，云计算和大数据越来越融入我们的生
活。联想集团副总裁黄莹介绍说：“2013 至 2020 年
IT 行业的增长中，90%将集中在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数据终端等方面。今后，不仅仅是大公司，中小型
企业以及普通商业人士也会更多地运用到大数据。”
VMware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认为，随着中
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中国也将成长为云计算和
大数据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和创造者。通过数据分
析，基辛格预计到 2020 年，全球云业务收入将达到
1260 亿美元，2030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云业务
收入最多的国家。

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传统的商业结构
也发生革命性变化。在过去的 7 年当中，中国在线
零售额增长 67 倍，没有一个很好的 IT 的技术架构
支撑是根本做不到的。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
坚表示：“云计算和大数据带来的不仅是线上销售的
大幅增长，而且正在改变传统的商业架构。新的技
术架构必然带来新的商业结构。”在传统商业架构到
云商业架构的转变过程中，云计算可以帮助小型银
行、物流公司等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高创新
能力，促进业务发展。

不仅是商业模式上变化，制造、医疗、能源和综
合交通等等也深受影响。“数字化经济正在不断渗透
到方方面面，从客户期望到工业系统设计均在其
中。数字化生产和设计平台正在不断得到推广，以
此重塑 21 世纪的制造业远景。”产业网络联盟创始
人兼主管约瑟夫·萨尔沃说。在一个由数十亿部智
能设备联网的世界中，为了高效管理由遍布全球的
传感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我们必须拥有实时决策
引擎。各种现有计算平台的虚拟化以及通过新型协
作和众包应用，几乎能瞬间汇聚无数创意的能力，并
推动着创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通用电气公司
已开始利用成形的工业互联网应对此类挑战。

毫无疑问，云计算、普及应用与高价值移动设备
创造出了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空前机遇。但

“竞争会以未知方式呈现，而政策也会不断调整，所
有国有和私营企业、基础设施、交通项目、环境政策
以及国民公共服务都概莫能外”。帕特·基辛格说。
他建议，具有前瞻性思维的领导者应不断试验和尝
试新创意，而非坐等观望。

本版编辑 韩 霁 殷立春

现在全球转基因技术研发
势头强劲，发达国家都在抢占
这个技术的制高点，很多发展
中国家也在积极跟进。美国政
府态度积极，方向明确，已经占
据了全球转基因产业发展先
机，在全球种业具有明显优势。

美国是最早商业化种植转
基因作物的国家，转基因抗虫
玉米和抗除草剂大豆的种植面
积已分别超过玉米、大豆面积
的 90%。美国市场上 70%的
加工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欧洲转基因的研发水平曾一度
领先于美国，但之后态度趋于
谨慎，目前已大大落后于美国。

如今，欧盟部分成员国也
在积极推动政策调整，2013 年
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捷
克和斯洛伐克 5 个欧盟国家抗

虫玉米的种植面积已达到 14.8
万公顷，其中西班牙种植面积
最大，占其种植面积的 94%。
2014 年 2 月 11 日，欧盟部长会
议还通过了对杜邦先锋良种公
司培育的一种新型转基因抗虫
玉米 TC1507 的种植许可。这
表明，欧盟的转基因政策正在
发生变化。

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 13
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
事。我国人多地少，耕地面积
递减的趋势难以逆转，农业资
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重大病
虫害多发频发，干旱、高温、冷

害等极端天气条件时有发生，
农药、化肥过度使用，农业用水
供需矛盾突出。

据估计，我国约 60%的耕
地缺乏灌溉条件，7 亿多亩农
田常年受旱灾威胁，5 亿亩盐
碱地有待改良。农业农村经济
持续发展的刚性制约因素越来
越突出，单纯依靠扩大生产规
模很难满足不断增长的农产品
需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中国人的饭碗里
主要装中国粮，要突破耕地、
水、热等资源条件约束，必须依
靠科技创新。全球转基因技术

应用的实践表明，抗虫和抗除
草剂等转基因作物的广泛应用
能够提高作物抗虫、耐除草剂、
耐盐、抗旱等能力，防止减产，
减少损失，从而达到提升品质，
保护环境，提高产量的效果。
如，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转基
因大豆后产量大幅提高，已成
为 全 球 第 二 、第 三 大 豆 出 口
国。南非推广种植转基因抗
虫玉米后，因虫害得到抑制，
种植密度增加，使单产提高了
一倍，一举由玉米进口国变成
出口国。印度引进转基因抗
虫棉后，由棉花进口国变成了
出口国。2013 年，我国抗虫棉
种植面积 420 万公顷，其中自
主研发的抗虫棉占 95%，不仅
能减少农药使用，而且提高了
棉农收入。

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
通常所说的转基因技术指人

为将一种生物的一个或几个已知
功能基因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体内
安家落户，使该生物获得新功能
的技术。转基因技术是科技进步
的产物。1856年奥地利科学家
孟德尔揭示了遗传因子控制生物
性状的规律，1910年美国科学家
摩尔根建立了基因学说，1953年
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
里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
1973年基因克隆技术诞生，1982
年利用转基因技术重组了世界上
第一个转基因大肠杆菌，用于生
产胰岛素，同年诞生了全球首例
转基因烟草，从1996年起转基因
作物开始大规模商业化种植。

我国转基因
食用安全

评价有哪些？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
的《重组 DNA 植物及其食品
安全性评价指南》、我国颁布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及配套的《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规定，我国
转基因生物研究与应用要经过
规范严谨的评价程序。食用安
全主要评价基因及表达产物在
可能的毒性、过敏性、营养成
分、抗营养成分等方面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是
否会带来安全风险。

我国按照国际通行做法，
在安全评价中努力做到评价指
标科学全面、评价程序规范严
谨、评价结论真实可靠、决策过
程慎之又慎。

实践表明，通过强化研发
人和研发单位的第一责任，严
格安全评价，强化政府监管，充
分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可以
有效规避风险，保证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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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目前广泛应用
于医药、工业、农业、环保、能源
等领域。

转基因技术首先在医药
领 域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1982 年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批准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
的人胰岛素商业化生产，这是
世界首例商业化应用的转基
因产品。

此后，利用转基因技术生
产的药物层出不穷，如重组疫
苗、抑生长素、干扰素、人生长
激素等。转基因技术广泛应用
的第二个领域是农业，包括转
基因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的培
育，其中转基因作物发展最快，
具有抗虫、抗病、耐除草剂等性
状的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

品质改良、养分高效利用、抗旱
耐盐碱转基因作物纷纷面世。

转基因技术在工业中的应
用也有长久历史，如利用转基
因工程菌生产食品用酶制剂、
添加剂和洗涤酶制剂等。此
外，转基因技术还广泛应用于
环境保护和能源领域，如污染
物的生物降解以及利用转基因
生物发酵燃料酒精等。

转基因育种技术与传统
育种技术有什么区别？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育种技术经
过 最 初 的 自 然 驯 化 、人 工 选

择、人工诱变、杂交育种，逐步
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标记辅助
育种、分子设计育种和转基因
育种技术。

转基因育种技术与传统
育种技术一脉相承。传统育
种是依靠品种间的杂交实现
了基因重组，而转基因育种是
通过基因定向转移实现了基
因重组，两者本质上都是通过
改变基因及其组成以获得优
良性状的。转基因育种的优
势在于可以实现跨物种的基
因发掘，拓宽遗传资源的利用

范围，实现已知功能基因的定
向高效转移，使生物获得人类
需要的特定性状，为高产、优
质、高抗农业生物新品种培育
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例如，抗虫棉花就是将苏
云金芽孢杆菌中的杀虫蛋白
基因转移到棉花中，从而能够
专一性抑制棉铃虫发生，减少
棉铃虫危害，减少农药使用，
实现稳产增产、提质增效；抗
除草剂作物就是将抗除草剂
草甘膦的基因转入农作物，从
而在使用除草剂（草甘膦）除
草时就能够做到只除草而不
危 及 作 物 ，既 增 加 了 种 植 密
度，有效去除杂草，又能降低
劳动强度和除草成本，从而提
高种植效益。

我国对转基因技术研究应
用的基本政策是“积极稳妥”，
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
推广上要慎重。一方面，要大
胆研究创新，占领转基因技术
制高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竞 争 ；另 一 方
面，要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和国
家法规程序，稳步推进转基因
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应用，
确保安全。

2008 年，我国启动实施农
业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
技重大专项。2009 年国务院
发布《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
的若干政策》，提出“加快把生
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
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

国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

的安全性是有权威结论的，即
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
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都是
安全的。转基因食品上市前
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
批程序，而一般食品根本不进
行安全评价。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
的一系列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
指南，是全球公认的食品安全
评价准则和世贸组织裁决国际
贸易争端的依据。各国安全评
价的模式和程序虽然不尽相
同，但总的评价原则和技术方
法都是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的标准制定的。国际组织、
发达国家和我国开展了大量的
科学研究，均认为上市的转基
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目前尚未
显示转基因食品批准国的广大
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对人体
健康产生了任何影响”。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广泛
充分研讨后得出“目前上市的
所有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
的结论。欧盟委员会历时 25
年，组织 500 多个独立科学团
体参与的 130 多个科研项目得

出的结论是，“生物技术，特别
是转基因技术，并不比传统育种
技术危险”。国际科学理事会认
为，“现有的转基因作物以及由
其制成的食品，已被判定可以安
全食用，所使用的检测方法被认
为是合理适当的”。英国皇家医
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巴西科
学院、中国科学院、印度国家科
学院、墨西哥科学院和第三世界
科学院联合出版了《转基因植
物与世界农业》，认为“可以利
用转基因技术生产食品，这些
食品更有营养、储存更稳定，而
且原则上更能够促进健康，给
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
者带来惠益”。

（本文由中国科协科普部、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专家编写）

“积极稳妥”是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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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育种一脉相承

感言

“转基因
食品名单”
可信吗？

网上流传一份“转基因食
品名单”，包括圣女果、大个彩
椒、小南瓜、小黄瓜。其实，这
些都不是转基因的。植物是大
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人
类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对野生
植物进行栽培和驯化，从而形
成了丰富的作物类型。植物本
身的特性、野生植物类型、地球
气候和生态条件变化以及人工
选育等造就了农作物的多样
性。以番茄为例，番茄原产自
南美洲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
亚、智利等国，至今在那里还可
以发现几乎全部的野生种，当
地土著居民自古至今都从自然
界中采摘食用。随着印加帝国
的灭亡和印第安人的迁徙，最
初番茄被传到北美洲南部的墨
西哥，在墨西哥湾土地肥沃、气
候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下，经
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了丰
富多彩的变异。目前市面上的
番茄品种十分丰富，琳琅满目，
按大小分为特大果、大果、中
果、小果、特小果；按颜色分为
火红、粉红、橙黄、金黄、黄、淡
黄等；按形状分为圆球形、扁圆
形、牛心形、苹果形、桃形、长圆
形、樱桃形、梨形、李形等。彩
椒是由于含有不同类型的花青
素，才表现出丰富颜色的。目
前市场上在售的果蔬，颜色五
彩缤纷。彩椒的颜色只是因为
天然存在的遗传基因差异而导
致的，与品种有关，跟转基因没
有什么关系。彩色辣椒是天然
存在的，只是过去未大面积种
植，普通消费者很少见到。

转基因作物作为新生事

物 ，吸 引 公 众 关 注 ，在 所 难

免。在审慎的同时，我们也应

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目前

人类最新的育种驯化技术，其

优势十分明显。而且，作为生

物技术的制高点，已引起各国

的关注乃至争夺。

数据显示，现在世界各国

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正以每

年 10%的速度增长。以美国

为例，其转基因抗虫玉米和抗

除草剂大豆的种植面积已占

到玉米、大豆种植总面积的

90%以上，目前相当部分转基

因技术也由其掌控。

在美国转基因技术不断

成熟、推广面积不断增加的同

时，有的国家在转基因产品市

场上却遭遇了失利。比如，阿

根廷的转基因大豆曾经迅速

崛起，成为美国的劲敌，然而

由于其种植的转基因大豆种

子 99%以上来自美国，阿根廷

不得不付出巨额的专利费，产

业也因此失去优势。

与阿根廷有着类似遭遇

的，还有一度在转基因领域遥

遥领先、后鉴于民众意见多年

停 滞 不 前 而 渐 渐 落 伍 的 欧

盟。为此，法国《费加罗报》曾

这样写道：“如果欧洲人错过

了第一步，即农业上的转基

因，那么将永远跟不上生物技

术发展步伐，这将成为一个令

他们的竞争对手美国公司无

比高兴的欧洲人的失败。”不

过，眼下欧盟也似乎“坐不住”

了。今年 2 月 11 日，欧盟投票

通过了一种新型转基因抗虫

玉 米 TC1507 的 种 植 许 可 。

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欧盟的转

基因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毫无疑问，积极和谨慎都

是我们对待这项具有战略意

义的生物技术应有的态度。

我们要加强科学研究，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努力占领转基因

技术制高点；同时尊重公众意

见，不断提高转基因安全管理

水平，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和国

家法规程序，稳步推进转基因

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确

保安全。正如业界一位专家所

言：“支持发展与防范问题双管

齐下才是科学的态度。”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舒 云

①转基因食品上市前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

序，而一般食品根本不进行安全评价。②美国是最早商业化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市场上 70%的加工食品都含有转基

因成分。③目前市场上在售的五彩缤纷的果蔬，只是因为天

然存在的遗传基因差异而导致的，跟转基因无关。

①

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