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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成果

紫菜种苗工程

完成单位：海洋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费修绠，许璞，于义德，连绍兴，汤晓荣，梅俊学，鲍鹰

栽培紫菜年产值占世界栽培海藻产值的
!+%

，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海藻。该成果成功地解决了我

国传统紫菜育苗生产技术中长期未能解决的用种混杂、出苗不稳定和缺少良种的问题，成为促进我国条斑

紫菜产业全面升级换代的技术支撑。（１）建立了紫菜丝状体细胞的分离、纯化和保存方法，在该所保存了来

自中国、东南亚和北美洲的２３种１１９个品系的紫菜细胞系种质，是目前国内在紫菜生物多样性上最丰富的

紫菜丝状体细胞种质库；（２）研发出向生产导入性状稳定的紫菜纯系良种的多项技术，其中，丝状体细胞接

种贝壳的技术已进入应用，用量只有０．０７５克细胞／亩，效率非常高；（３）建立了国家级条斑紫菜原种场，示范

性提供良种紫菜苗每年达数万亩；（４）研发出的４项配套的紫菜育苗专利技术，可使紫菜优质苗网的育成率

由３０％提高到８５％。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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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纯系良种导入生产技术的应用已占条斑紫菜栽培面积的 ５０％以上，增产 ２０％—７０％，累

计创利税３．４亿元，创经济效益１０．５亿元，创外汇０．９２亿美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沿海社会经济生

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环境效益显著，并因此推动了我国与美国、日本和韩国藻类学家在紫菜科技方面的

频繁合作和交流。

海洋渔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应用服务系统

完成单位：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

山东科技大学

主要完成人：邵全琴，励惠国，沈新强，杨崇俊，陈卫忠，史忠植，杜云艳，樊伟，季民，党顺行

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专家系统技术综合应用于海洋渔业，以东黄海为示范区，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可业务化运行的海洋渔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应用服务系统。系统可进行７天１次的东黄海海渔

况速报，每渔汛期带鱼、鲐鱼、马面 等主要经济鱼种的资源量、可捕量估算，面向３省 １市渔业公司、渔民

及各级渔业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服务。中日、中韩渔业协定渔船作业通报管理系统已在东海区２０个市、县和

北太平洋鱿钓渔业１８家生产企业中投入日常使用。技术和方法已推广应用于西北太平洋鱿鱼生产与管理，

成果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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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鱿鱼生产动态管理系统已在８家远洋渔业企业和管理部门使用，北太鱿鱼单一鱼种资料最全、系统性

最强、时间跨度最大的标准化系列信息产品共１８册图集已在１３家远洋渔业企业、管理及科研部门应用，相

应的电子地图正在推广中。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外海渔场开发、海洋渔业生产管理、渔船周边

国家港口救助、安全航行以及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决策信息和技术支持。

５０兆瓦、４００兆瓦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

完成单位：电工研究所、四川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安康水电联合实业有限公司，黄河水电开发公司

李家峡发电分公司，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建设分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

主要完成人：顾国彪，郑小康，田新东，朱元巢，马济生，钱光岳，梁学昆，王兴玉，袁康，阎荣民

该成果经数十年的机理研究、理论分析和大量试验工作，独立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循环蒸发

冷却技术，先后研制成功５０兆瓦（中型）和４００兆瓦（大型）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其技术特点是：定子绕组

空心导体内充入具有高绝缘特征和稳定物化性能的冷却介质，吸收发电机热量后，沸腾部分汽化而使电机

绕组得以冷却，使定子绕组保持在约６０℃且低的均匀范围；蒸发形成的汽液两相流体的密度低于进液管中

纯液体密度，巧妙利用水轮发电机立式布置的结构特点，在重力场作用下产生流动压头，推动汽液混合体进

入冷凝器而凝结成液体回复使用，形成了无泵自循环冷却系统。从而使电机冷却系统运行安全可靠技术性

能优异，管理维护十分简便。

当５０兆瓦、４００兆瓦水轮发电机采用蒸发冷却技术后，与原广泛采用的空冷方式比，电机温升降低

３０Ｋ以上，效率提高大于０．２５％，定子绕组绝缘寿命延长至少两倍，在绕组温升不变前提下，电机具备１０％以

上的超发能力，因此会带来显著而长远的经济效益。与水内冷技术比，无漏水引发绝缘破坏的二次故障危

险；取消了复杂的水处理设备和动力泵循环系统；因工作压力低和介质具备良好的绝缘性能，使系统的结构

设计和工艺大为简化，运行的安全可靠性大为提高，而维护管理工作量则大幅度减少。

该项目所形成的成果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在２０００年国际大电网会议（ＣＩＧＡＲＥ）上，被评为旋转电

机近年来四项新进展之一；国内电机界通过与三峡电站引进的水内冷机组进行对比后，一致认为“大型水轮

发电机定子绕组自循环蒸发冷却技术，全面超越了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定子绕组水内冷技术。”该技术具有极

高的科学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八倍体小偃麦与普通小麦杂交育种

完成单位：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原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西北植物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钟冠昌，张荣琦，穆素梅，陈春环，李俊明，安调过，王志国，王彦梅，姚撑民，王新茹

通过大量的细胞学观察和形态学调查，确定了９个八倍体小偃麦染色体组型；制定了八倍体小偃麦与

普通小麦杂交育种程序和选育异附加系方法，选育出 ３个小麦远缘杂交新品种（早优 ５０４、高优 ５０３、小偃

５９７）。

早优５０３具有早熟、矮秆、抗病、抗倒、优质、耐晚播等优良特性，适合间套复种。１９９３年通过陕西省品种

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截至１９９８年，累计推广面积１０２０万亩，增加产值２．５亿元。

高优５０３是一个面包型优质小麦新品种。具有产量高、品质好、综合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等优良特性。一

般产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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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公斤／亩。１９９７年通过陕西省审定，１９９８年通过河北省审定，２００１年通过国家审定。

１９９８年获国家第二批农作物新品种一等后补助。为了加快高优５０３的推广速度，１９９６年在河北省柏乡县建

立了高优５０３小麦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化基地，在河南省新乡市建立了高优５０３优质小麦原料生产

基地，并已成为新乡市的主栽优质麦品种，２００１年５月农业部在新乡市召开了“优质小麦开发研讨暨产销衔

接会”。高优５０３累计推广面积１６５０万亩，增加产值９．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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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研制及临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上海大江（集团）有限公

司生物制药公司

主要完成人：甘人宝，马清钧，李载平，朱厚础，黄培勇，汤国营，张倩，王勇波，钱悦，戴红梅

该项目是国家“七五”、“八五”、“九五”重大攻关项目。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ｒｈＥＧＦ）是国家一类创新药

物。它可促使外胚层和中胚层细胞生长，可促进皮肤和神经干细胞生长，目前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烧伤、

各种外伤、慢性皮肤溃疡（包括难以治愈的糖尿病性溃疡）和皮肤移植等，它还可用于角膜移植、治疗角膜损

伤与溃疡，能促进胃和十二指肠粘膜溃疡愈合，与ＮＧＦ、ｂＦＧＦ连用能促进神经细胞生长。

该项目科研人员首先在国内设计、合成了碱性磷酸酯酶启动子和信号肽序列，构建成高拷贝分泌表达

质粒和高效分泌表达系统。所构建的工程菌，能高效、稳定表达ｒｈＥＧＦ并分泌至培养基中，表达量＞１５０ｍｇ／Ｌ，

并建立了中试规模的发酵和高效、简便、廉价的分离纯化工艺，ｒｈＥＧＦ的回收率达 ４０％，所得产物因具有天

然ＥＧＦ空间构象而有很高的生物活性。

该项目在完成实验室和中试研究后，较快实现了产业化，同时研制了多种药物剂型。截至２００３年１月，

通过技术转让和产品销售，共产生经济效益 ４６００万元；临床上经近 ３０００余例病人试用，取得了显著疗

效，有效率达８６％以上，产生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农田重大害鼠成灾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动物研究所，四川省农业科学植物保护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植物保护研究所，原长沙农业现

代化研究所，山西省农业科学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张知彬，蒋光藻，钟文勤，黄秀清，郭聪，宁振东，冯志勇，叶晓堤，张健旭，宛新荣

该项目组在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下，以北方旱作区、内蒙古高原农区、黄土高原区、长江中

下游流域稻作区、珠江三角洲稻作区的主要害鼠为主攻对象，对害鼠成灾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与策略开展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掌握了我国典型农业生态区内重要害鼠的成灾规律与主控因子，建立了预测预报模型。掌握了大面积

灭鼠后种群恢复和群落演替规律，提出了科学合理的灭鼠措施与方案。解决了鼠类对第一代抗凝血杀鼠剂

的耐药性和抗药性国际性难题，显著提高了灭效，复方灭鼠剂新剂型产品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三证”。

提出不育与灭杀相结合的鼠害可持续控制技术新体系。成功地实现了将测报、化学灭杀、不育控制、农业防

治、生态治理的有机整合，形成新的适合我国农业国情的鼠害综合防治体系，显著提高了大规模农业鼠害综

合防治工程的实施和协调能力。该项目在测报准确率、灭鼠后种群恢复、抗凝血杀鼠剂增效剂、综合防治策

略及大规模鼠防工程建设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和进步。

科系号大豆种质创新及其应用研究

完成单位：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林建兴，柏惠侠，赵存，张性坦，朱有光，朱保葛，杨万桥，乔东明，王恢鹏，朱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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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经过
%&

多年的研究，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大豆生产中存在的单产低、病害重、适应地区

狭窄和品质较差等４个主要问题。

（
!

）科系号大豆种质创新研究。１９６８年，以优质大豆５８１６１与抗大豆花叶病（ＳＭＶ）品种徐豆１号进行

杂交，从后代中选出高抗ＳＭＶ和灰斑病的新种质科系４号和８号。１９７２年，应用Ｘ射线对科系４号进行诱

变处理，从后代中选出高抗ＳＭＶ和全抗８个灰斑病生理小种的优异双抗种质科系７５１６和７５３０。后又通过



生态育种及复合杂交技术选出高光效高产种质科系７５３４和科丰１号，广适应性种质７７５９６及多粒荚高产

种质科系８２１０１和早５粒荚。上述种质的抗性和高光效高产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２）科系号大豆种质的应用研究。上述种质已被许多育种单位广泛应用，以它们为亲本育成４１个大豆

新品种，在黄淮海地区大豆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在：品质优，抗性强，不必施用农药与化肥，可作为“绿

色大豆”出口创汇；推广面积大，占黄淮海地区每年推广的大豆品种数和种植面积的１／４强。据不完全统计，

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已累计推广７９１９．５９万亩，新增产值２３．５６亿元。

网络分布软件支撑平台及石化应用示范工程

完成单位：软件研究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冯玉琳，张志檩，戴国忠，刘伯龙，李京，赵建华，黄涛，赵日峰，王宏安，蒋白桦，金蓓弘，钟华，

王军，苗健，贺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需求的增长，基于网络的组合软件技术和集成框架技术已成为当前软

件技术发展的主流。该项成果提出并实现了支持网络分布计算的软件构造模式，为企业分布式应用提供了

一个开放式基础平台，具有中国完全自主版权，由系列通用中间件和工具软件产品组成，包括：消息中间件

ＩＳＤＮ，提供端到端可靠数据通信；数据访问中间件 ＤａｔａＡｃｃｅｓｓ，提供分布数据访问和集成；数据传输工具

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实现网络上数据的自动采集、发送和加载；数据库应用集成工具ＤａｐＢｕｉｌｄｅｒ，实现数据库应用系统

的构件化开发；以及Ｗｅｂ应用服务器ＷｅｂＦｒａｍｅ和Ｗｅｂ接口软件ＭＱＡｃｔｉｖｅＸ等。在网络分布软件支撑平

台的基础上，面向石化应用需求，在石化集团公司总部、公司（总厂）和生产厂三级分别进行示范应用，实施

了包括石化产品市场数据库系统、物流数据库系统、工艺单元运行状态数据库系统、企业办公领域框架软件

系统、企业运营领域框架软件系统、生产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计划与调度优化软件等 ２０多项应用系

统工程。该平台软件已在石化、保险、电力、税务、财政和情报检索等十多个行业领域广泛应用，取得重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个人计算与移动计算相结合的算通机技术

完成单位：计算技术研究所，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算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高文，谢耘，刘晓炜，钱跃良，李锦涛，李晓光，李建邺，刘德喜，颜洪涛，梁小霞

该成果属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主要内容是研究能够将个人计算与移动计算紧密结合的算通机构

造技术和系统原型。算通机系统由前端系统和客户端设备构成。算通机系统成果主要内容及特点为：

（１）掌上电脑算通机软硬件系统。掌上电脑算通机包括两个系列的掌上电脑：低端掌上电脑，软件同时

支持ＰａｌｍＯＳ、ＰＰＳＭ和Ｈｏｐｅｎ等操作系统，实现了中文软件平台、红外通信等多种通信功能，集成了较丰富

的应用软件；ＷｉｎＣＥ高端掌上电脑，实现了软件Ｍｏｄｅｍ等功能设计，开发和集成了丰富的应用软件。

（２）基于ＣＤＭＡ的多用户单通道ＷＬＬ系统。该无线移动算通机的前端系统，是为移动算通机提供通信

服务的服务器系统。系统采用高效的ＳＩＭＤ处理器，利用并行技术实现了多路码分多址接收与发送的数字信

号处理，采用ＡＳＩＣ芯片实现高速系统控制。

（３）算通机应用示范系统。开发了包括农业专家系统、数码摄像、ＧＰＳ定位、电子地图、电子书、旅游和酒

店等信息关联查询功能的多个系列的产品。

项目产生软件著作权２项，申请专利２５项，已成功２项，另有２项在初审和实审阶段。该成果使我国在

个人计算与移动计算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计算机与通信结合上与发达国家实现了技术和产品的同

步发展。该成果的技术已有多项成功地实现了成果转化和技术转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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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分布控制系统开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第二煤气厂，

东北制药总厂

主要完成人：王天然，于海斌，王宏，邹益仁，张广川，张彦武，赵海燕，范宇，杨志家，李令奇，高东杰，曹正平，

陈良怀，陈小枫，张石生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１）通用的开放分布控制软件平台；（２）ＦＦ和ＨＡＲＴ现场总线智能仪表圆

卡；（３）Ｆ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ｂｕｓ）总线网络通信控制器和ＨＡＲＴ网桥及相应的控制工程开发工具；（４）面向ＦＦ

的现场设备组态与维护软件；（５）面向ＨＡＲＴ的现场设备组态与维护软件；（６）过程控制系统集成平台软件

开发工具包等。其中，自行开发ＦＦ协议栈软件是国内首家、国际第三家通过国际一致性认证的ＦＦ主栈协

议；ＦＦ现场总线温度仪表，是国内自行开发、首个通过国际互操作测试的现场总线仪表。上述成果表明，我国

在ＦＦ现场总线核心技术方面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在天津市第二煤气厂焦炉控制系统中得到成功应用，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１０９０万元／年，为国内

开展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工程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已向２０多个仪表制造商提供了３０００块现场仪表圆卡；

工业自动化软件，完成了１０余个工业控制应用工程，创造经济效益３００４．３２万元／年（５个企业的统计）。

ＫＤ系列汉语文语转换系统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要完成人：王仁华，刘庆峰，尹波，胡郁，吴晓如，胡国平，陈涛，唐浩，黄海岳，郭武，严峻，夏德瑜，倪晋富 ，

唐涤飞，马钟柯

该项目研究汉语文语转换（
!"#$!%&'""()），即将汉语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语言，使计算机能够开口说

话。在语音合成、声韵控制，文本分析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创新和突破牶提出“听感量化”概念，首

创多样本的波形拼接技术；创新地提出文本处理中层次化信息结构的思想；提出并实现了基于ＬＭＡ滤波器

的高质量新型汉语合成器；基于决策树的韵律建模；提出分布式语音合成思想，设计架构与标准等。在此基

础上，先后研制成功ＫＤＴＡＬＫ、ＫＤ８６３、ＫＤ２０００、ＫＤＤＳＳ等ＫＤ系列汉语文语转换系统。实现了将中文文

本实时转换成汉语普通话语音输出，合成的语音自然流畅，整体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

系列汉语文语转换系统为现代信息社会中获取和交换信息提供便捷、自然、经济的手段。可广泛应

用于“说话”终端，语言学习，口语翻译，基于电话网的多媒体声讯服务，各类呼叫中心，有声电子邮件及通过

电话、手机、嵌入设备等终端畅游互联网。基于该项技术产业化而成立的中科大讯飞公司，先后推出了满足

桌面应用、嵌入式应用和大规模电信级应用的全系列语音合成平台。目前，在该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的国内

外厂商已达３００多家，产品应用于中国电信语音互联网、中国移动语音门户、电力、金融呼叫中心、手机、车

载ＧＰＳ、军工等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钢铁设施在海洋环境中的腐蚀及其防腐技术

完成单位：海洋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侯保荣，孙虎元，张经磊，马士德，郭公玉，王佳，黄彦良，李红玲，包万友，段继周，孙立娟，李焰，

杨芳英，朱素兰，刘学庆

钢铁设施在海洋环境中的腐蚀及其防腐技术是该所科研人员多年来紧紧围绕钢桩式构筑物在海洋环

境下的腐蚀机理、防腐措施和监测技术研究的成果，是一项集成的系统工程。它主要应用于海洋石油平台、

各类海底管线、栈桥、码头、人工岛等各种海洋工程设施防腐蚀系统的设计、建造、检测和监测等领域。既有

２００ ２００３年成果与应用



理论上的突破，又创造了不同海洋环境下延缓钢结构材料腐蚀的具体而又行之有效的控制方法。该项工作

对钢铁在海水海气交换界面区、海水海泥交换界面区及海水潮差区和海水全浸区等不同环境中的腐蚀规

律、腐蚀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海洋不同的环境因子与材料腐蚀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模拟海洋腐

蚀环境及其相关的试验方法，获国家专利２０余项。在防腐蚀技术方面，开发了无毒、无污染、电流效率高、电

位稳定的牺牲阳极材料，并对海上大型构筑物进行有效的阴极保护；提出了有效的防止钢铁材料在浪花飞

溅区腐蚀的新方法，为及时跟踪了解海洋设施的腐蚀状态，研制了自动监测系统系列产品对海洋钢铁设施

腐蚀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报警。

中国天山公路风吹雪研究和大型创新防治工程

完成单位：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公路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王中隆，徐茂祥，王初一，潘遐华，陈元，白重瑗，凌裕泉，刘贤万，李长治，刘时银

风雪流（又称风吹雪）分布广泛，对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并严重危害工交农牧业生产。其中，山区风雪流

形成机理及其防治成为国际长期公认的难题。 新疆一些穿越天山的国道，风吹雪严重阻塞道路，冬半年不

能通车。该项目应用国际先进测试仪器设备，开展长期野外观测和风洞模拟实验，深入研究了风雪流对自然

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影响，风雪流形成的物理过程和时空分布特征，吹蚀、堆积转化机制及条件，各种地形和

路基风雪流场结构、积雪规律及相应的“预”、“导”、“阻”、“改”、“除”等技术措施，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在新疆２１８国道天山艾肯达坂成功地实施了以透风式下导风创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治理雪害工程，使原

积雪厚达３—８米的路面光洁无雪，保证了国道全年畅通，经济效益达１０多亿元，并取得国家专利证书。

发表论文
!"

多篇，出版专著
#

部。国内外专家认为，该成果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公认的难题，科技理论和

学术水平居国际领先，并称艾肯达坂工程为“中外防治山区交通风雪流样板工程”。著名风雪流专家Ｒ·Ｄ泰

伯勒曾三次表示，愿出高薪请王中隆与美国合作，希望创新技术能在科罗拉多高速公路上采用。

我国风雪流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

。该项成果不但为西部雪害地区开发、公路铁路建设提供了前

期技术储备，而且对国内外风雪（沙）流和工交农牧业雪害的研究与防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塔里木河流域整治及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完成单位：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清华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宋郁东，雷志栋，张发旺，樊自立，胡和平，毛晓辉，王让会，杨诗秀，周海鹰，季方，马英杰，

尚松浩，刘培君，杨德刚，张立运

该成果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塔河上游三源流区的年来水量及干流各控制站的径流动态变化规律

进行分析，建立了具有独创性的源流和干流耗水模型，用于分析人类活动引起的耗水变化趋势；建立了干流

水均衡和水转化模型，是内陆干旱区四水转化研究的新进展。首次建立了地下水埋深和土壤水含量关系模

型，地下水与植物生长关系模型；把地下水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由定性描述提高到定量化水平。提出了沼泽

化、盐渍化和沙漠化发生以及合理与警戒生态水位概念和量化指标，为干旱区生态保护和防治土地荒漠化

提供了重要参数；开创性地提出了维护自然生态需水特点和用潜水蒸发近似的估算天然植被需水量的理论

和方法。利用多平台、多时相、多波段的遥感信息源，编制出典型区土地利用、植被变化和土地沙漠化专题图

件，得出环境变化的定量数据，建立了利用ＮＯＡＡ卫星监测土壤水分和洪水泛滥范围的方法模型，建立了水

资源规划决策支持系统，为抗旱和防洪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成果被列入世行塔里木河流域治理二期贷款项目，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方案制订，

特别是在“塔里木河水资源和生态问题及其对策”立项中，该成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在近期塔

河生态规划、流域综合治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正在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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