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电力调度、交通网络、工业生产，这些与
居民生活、社会生产相关的领域背后都有复
杂庞大的系统支撑运转。在复杂系统里，阀
门、电机、能源等每个“组件”都会对彼此产生
关联、影响。如何将它们间的干扰降到最小，
效率提升至最大，控制精度最高，耗费能源更
少？预测控制系统通过实时优化为复杂系统
提供最优解决方案。上海交通大学席裕庚教
授领衔的预测控制原理与系统设计项目团队
经过 !"年的潜心研究，形成系统性研究成
果，培养大批专业研究和应用人员，带动了预
测控制学科分支在我国的发展。该项目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组李德伟副研究员解释，项目组采
用滚动时域优化的方法，解决如何在有约束
的条件下，让系统控制达到最优的效果。传统
经典最优控制理论，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难以
实现，团队的研究为最优控制的理论和工程
应用搭建了“桥梁”，使得最优的方案得以应
用。目前在工业中应用广泛的 #$%调节器虽
然成本低，但仅能解决简单问题，对性能有要
求的复杂系统就无法满足，而团队成果则采
用分布式系统预测控制，不仅能够在化工、冶
金等传统工业领域发挥作用，在航天、新能
源、智能制造领域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本报记者 易蓉

盐酸安妥沙星

聚焦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的!上海成就"

! ! ! !上海浦东北路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
油化工研究院。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
在了 *"&+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的证书上。在 *"&+年 &&月公布的两院院士
增选名单里，从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走出去
的谢在库赫然在列。

石化科研人用匠心打造出“中国创造”的
高效甲醇制烯烃（,-./0）全流程技术，并将
之产业化，让我国不再对石油那么依赖，也让
中国的化工技术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

煤化工开启新征程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结构的基

本国情。消耗大量石油原料的烯烃，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大宗化工产品和支撑经济发展的基
础化工原料之一。而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处
于高位，达到 '"1以上。在严峻的形势下，烯
烃生产原料的多元化便成为关系国家能源结
构调整的重大课题。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积极探
索能够代替原油生产化工产品的新途径。我
国丰富的煤炭资源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十多
年时间里，他们联合工程设计、生产技术组成
的攻关团队，先后走过实验室研究、模试研究

和万吨级试验。*"&&年中国石化年 '"万吨
./0装置建成并成功运行，标志着中国石化
自主研发的甲醇制烯烃工艺成套技术（,!
./0）步入产业化。*"&'年，年产 !'"万吨的
,-./0装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成并投产，
成为世界最大甲醇制烯烃工厂。近三年，./0

装置累计为企业新增产值 (234亿元，实现新
增利润 &!亿元。

创新路直面挑战
从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刘红星博士是整

个项目的参与者，从 *"""年起就一直行走在

./0技术的研发路上。./0技术系统集成度
高，属于变革性技术，研发之路显然不会一帆
风顺。刘红星把研发中面临的难题称为“三
高”，“首先是高选择性的催化剂，其次是高时
空收率的流化床反应工艺，最后是高回收率
的烯烃分离工艺，这‘三高’当时都是制约我
们更上一层楼的瓶颈。”他介绍道。

在直面各种挑战的创新路上，上海石油
化工研究院率先创制了扩散性能优异的纳米
片晶分子筛，开发了 ./0大型快速流化床反
应器技术，以及前脱乙烷高效分离新工艺。
“通过这些原创和重大技术突破，全流程 ,-

./0技术各项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刘
红星表示。

助力高校成果转化
“我们‘艰苦创业、严谨求实、协力攻关、

开拓创新’的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激励着一代
代人为我国石油化工科技进步添砖加瓦。”上
海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杨为民说，“我们 ,-

./0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于国际重要学术期
刊，获授权发明专利 *)!件。”研究院还积极
推进产学研结合，助力高校研究成果“最后一
公里”的转化，用杨为民的话说，不能让高校
的研究锁在抽屉里。

见习记者 郜阳

高效甲醇制烯烃!!"#$%"全流程技术

用“上海智慧”解决资源难题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6年磨出的本土好药
! ! !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5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参与完成的“水稻高
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获
得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系列
研究成果不仅广泛发表在各类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并被大量引用，而且在田间地头已培育
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
围绕“水稻理想株型与品质形成的分子

机理”这一核心科学问题，项目团队鉴定、创
制和利用水稻资源，创建了直接利用自然品
种材料进行复杂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新
方法。水稻理想株型形成的关键基因 $#6&

被“捕获”，其应用可使带有半矮秆基因的现
有高产品种的产量进一步提高；稻米食用品
质精细调控网络被“破解”，为优质稻米品种
培育提供了“导航仪”。高效精准的设计育种
体系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杂交培育了一系
列高产优质新品———“嘉优中科”“广两优”
“油优”……亩产量均比当地主栽品种提高
&"1以上，为解决水稻产量与品质互相制约
的难题提供了有效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还揭示了水稻的

起源与驯化历史，在生物学上证明了栽培稻
起源于中国。 本报记者 董纯蕾

解析遗传基因
育出良种水稻

! ! ! !盐酸安妥沙星，我国
自 &22! 年实施药品专利
法以来的第一个化学创新
药物，今天又获殊荣———
*"&+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
对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杨玉社研究员领
衔的科研团队而言，今年
可谓“双喜临门”，不仅在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载誉，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盐酸安妥沙星
继陆续进入 &+个省市的医保目录后，今年
有望进入国家医保目录，造福更多患者。

从思路设计、实验室探索、临床研究直
到获得新药证书、成功上市，盐酸安妥沙星
可谓“十六年磨一剑”。杨玉社研究员告诉记
者，在完成人名单上，既有他的老师，我国著
名药物化学家嵇汝运院士和陈凯先院士，也
有他的师兄，上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院士。

氟喹诺酮是人们熟悉的抗菌药，比如，
诺氟沙星是首类可口服、强效、广谱的抗菌
药。但长久以来，中国老百姓使用的都是国

外研发的沙星类抗菌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的杨玉社、嵇汝运团队从 &22!年
开始潜心研究氟喹诺酮类抗菌药，设计合成
了 (类 '*个新化合物。*""2年，从中脱颖而
出的盐酸安妥沙星成功上市，成为我国第一
个具有新颖化学结构和自主知识产权的 &3&

类化学新药。
事实上，在盐酸安妥沙星问世前，国外

的氟喹诺酮类药物，在安全性和药物代谢方
面，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也对我国科学家提
出了新的挑战：必须后来居上，创制出更高
效、更安全的新药！杨玉社和同事们采用结
构优化的策略，巧妙地施展了分子结构“魔
术”：在母核 (-位引入氨基，结果，无论是抗
菌活性、代谢性质还是心血管安全性，都有
了显著的提升。

大规模 $7期临床研究证实，盐酸安妥
沙星治疗各种急性细菌感染，临床治愈率
为 2)3)1，不良反应发生率仅 &3*1，综合
性能在国际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至 *"&'

年底，盐酸安妥沙星片已使 &""余万人次
患者受益。

本报记者 董纯蕾

水稻高产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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