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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国企

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每日

邮报》5 月 29 日（北京时间）报道，这似乎有

点像古代的炼金术：美国能源部下属的阿贡

国家实验室与来自日本、芬兰、德国的科学

家合作，用激光对液体矾土水泥进行处理，

使其变成了能导电的半导体。这意味着水

泥能被用来制造计算机芯片、触摸屏等，可

以说，这项创新性突破有望改变计算机行

业。研究发表在 5月 27日出版的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

以前，只有金属能变形到金属—玻璃的

形式，但现在科研人员发现，当物质的自由

电子被“捕获”在玻璃内形成的类似笼子的

结构中时，物质就会获得导电能力，因为被

“捕获”的电子会提供与金属类似的导电机

制。他们借用这个名为电子捕获的过程，将

液态水泥变成了液态“金属”。

研究人员选定的对象是钙铝石——一

种由钙和氧化铝制成的矾土水泥。他们使

用一种经过二氧化碳激光束加热的空气动

力悬浮装置，在 2000 摄氏度的高温下将矾

土水泥熔化；然后在不同的空气中对这种材

料进行处理，以便控制得到的玻璃中氧原子

的结合方式。这种悬浮装置可以让热液体

不接触任何容器表面并形成晶体，这就会使

该液体冷却成能捕获电子的玻璃状，从而使

其获得导电能力。

与传统金属相比，新材料拥有更好的抗

腐蚀性，也不那么易碎，另外，其能导电，在

磁场中的能量损失比较低，而且具有极好的

流动性，因而容易处理、建模。

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克里斯·本

墨尔表示：“这种新材料有许多应用，包括用

来做液晶显示器内的薄膜电阻器以及平板

电脑的监视器等。既然我们知道捕获电子

需要什么环境，我们就能研发并测试其他材

料，以便厘清是否我们也能通过这种方式来

让它们导电。”

科幻作品中随时随地皆为触摸显示屏

的描述，可能再一次成为现实。只不过与之

前在水泥墙上贴显示屏的设想不同，水泥墙

本身就能成为显示屏，并具有计算、交互和

信息传输的能力。因此，与其说这会改变计

算机领域，不如说它会颠覆整个建筑行业，

让道路、建筑等所有用到水泥的地方都变成

智能数据计算交互中心，物联网、云计算、智

慧星球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还能怎

样？就取决于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了。

矾土水泥经激光处理可变半导体

一米多粗的黑色钢管犹如巨龙，静静地卧

在大地上，一眼望不到头。

很难想象，它是怎样在管道人的牵引下，

温顺地翻山越岭、穿江过海，最终连通中国的

油气动脉的。

让它沿着起伏的山脉爬行也许还不算最

难。要穿过一条江，只能在几十米深的江底打

个几公里长的洞钻过去，还不能有丝毫渗漏，

谈何容易！

穿越的力量从何而来？5 月初，记者连续

一个星期奔赴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四工

程分公司位于吉林、江苏、云南的项目施工现

场采访，焊接、布管、盾构、施压、干燥……发现

在这数十个繁琐的工程环节中，似乎是有一个

共同答案的，这便是创新。

这里的工人，讲不好“创新”的大道理，但

却可以设计一个能在管道上爬行的环形小车，

让它驮着所有焊接设备来去自如；莫大的工地

上，曾经浪费如同家常便饭，但一纸“协议”却

不仅让工期提前一个月，还省出 495万元……

从小革小改到技术突破，从技术创新到管

理创新，这些“牵龙人”用创新的精神，打破了

创新的神秘。

德国人惊呼“不可思议”

“Z”字形的梯子，沿着垂直的管壁通往地下

60米深处。从这里开始，中石化金陵分公司的物

料管道将穿越长江江底，到达对岸的工业园。

首先得给管道修一条通过江底的“路”。承

担这个任务的正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四公

司——中国石油唯一的一支盾构施工队伍。

他们曾先后六穿长江、两穿珠江、一穿松

花江、一穿钱塘江，完成的盾构隧道累计达到

21000余米。

但这次穿越不同以往。盾构（顶管）工程

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曹会清说，这个工程最大

的难点也是亮点在于，需要克服 65 米深江水

压力盾构掘进，这一深度是国内可查阅的盾构

施工中面临的最高水压。

在高水压地质情况下，地层稳定和地面沉降

控制技术、结构设计技术、液压推进与导向技术、

衬砌技术、同步注浆技术都需要比较成熟，但由

于国外技术严格保密，只能自己去探索和提高。

“在 6.5bar 的超高水压下进行掘进作业，

且要一次性成功穿越长江，这对盾构机和刀具

设计及质量提出很高的要求。”南京盾构工程

项目经理常喜平说。

他们邀请了国内专家评审讨论，制定盾构

机适应性改造方案，最终确定了盾尾密封、铰

接密封、刀盘主轴承密封刀具改造、刀盘改造

等多项方案。

“对刀盘的改造是我们所有技术革新中最

为得意的一项。”常喜平指着盾构机剖面图说，

机器是我们从德国购进的，刀盘上有 3种刀具，

一般情况下，1000米的盾构掘进就必须更换一

次刀具。一把刀重达 100公斤，且换刀口狭小，

一个人的身体能勉强钻过，还要在承受高水压

的状况下干活儿，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事情。而

且盾构机只能向前，不能后退。这也意味着，如

果不能保证刀头不用换，这个工程就不敢接。

针对此，他们反复研究，改造原有结构，增

加贝壳刀，以增加整盘刀具的寿命，可以不用

换刀一次穿越成功。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购

置刀具费用和更换费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自

主创新，实现了技术的升级，提高了核心竞争

力。可谓“一石三鸟”。

从最初购买第一台机器谈判时连提啥问

题都不知道，到如今一下子革新了 50 多项技

术，盾构机的生产商德国海瑞克公司大中国区

售后人员现场观摩后，直呼“不可思议”。

德国人卖给他们第一台机器时说，这你们

穿越两条江就得废了。 （下转第四版）

让创新如同呼吸一样习惯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四工程分公司施工现场采访记

本报记者 张显峰 廊坊日报记者 王泽明

关于江豚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4 月

6 日 ，江 西 新 昌 发 电 厂 排 水 口 下 游 50 米 处

的 赣 江 边 ，发 现 一 头 死 亡 江 豚 ；5 月 10 日 ，

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双沟江滩发现一头江豚

尸体……

两个月前的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中

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赵进东院士通过科技日

报疾呼“救救长江，救救江豚”。

实际情况也许更糟。农业部长江流域渔

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告诉记

者，仅他接到的报告，“今年年初以来，江豚意

外死亡已经有十几头”。

“长江生态现状比专家
估计的更加严重”

对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院士、赵

进东院士等专家提出的长江“禁渔十年”的建

议，赵依民表示赞同。

赵依民说，江豚存世量比大熊猫还要少，

其生存状况只是长江生态的一个缩影。“从日

常管理工作来看，长江生态现状比专家估计的

更加严重。”

长江有鱼类 370 多种，其中 160 多种为长

江特有，“但现在见不到那么多了”。长江流域

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曾经希望做一个图谱，让

渔民们认识长江特有的鱼类，但几年时间，连

一半的鱼类品种都没有收集到。

“长江生态功能正在大范围、大规模地消

退。”赵依民称。

他说自己不敢想象，这样一条 1 万亿立方

米径流量、180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的大江，如

果真在生态中失去作用，会变成什么样。他担

心，“再这样下去，只能是‘水体荒漠化’，长江

中没有生物，只有水和沙，长江再无法给生命

提供生存环境，无论大鱼小鱼都无法存活”。

赵依民所在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

“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资源与渔

业水域环境的监测与评估”。但让他和同事们

苦恼的是，“伸向长江的手太多，都在向长江索

取。对鱼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程度超出

我们的工作”。

长江沿岸有 40多万家化工厂；长江干流除

葛洲坝、向家坝、三峡3个大型水电站外，在建水

电站还有十几家，长江支流上建起的水坝更有

200多座；此外，大量挖沙、繁忙的航运，还有每年

300亿吨工业污水、庞大的生活污水流入长江。

而这些又岂是一个渔业部门能够改变

的 ？ 对 长 江 鱼 类 的 保 护 ，在 赵 依 民 这 里 显

得“有心无力”。

禁渔期制度存在困难

专家们似乎也看出了这项工程的复杂性，

他们认为，把目前每年 3 个月的禁渔期改为

“十年全禁”，首先把过度捕捞控制住。

但这似乎也不是易事，至少不是一两个部

门能办到的。赵依民告诉记者，这需要推进多

部门合作，实现真正的“退捕还鱼”。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是世界上保存比较

完整的大流域性生态系统，水域面积约占全国

淡水水域面积的 50%。 （下转第三版）

拯救长江生态，真的无能为力？
本报记者 刘 莉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科学基金要

放眼世界，以全球事业谋划和推动创新，引导

我国科学家坚定创新自信，有勇气、有雄心、

有谋略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推进我国基

础研究实现从总量并行到过程并行，再到源

头创新并行，争取若干领域早日成为国际领

跑者。”在 5 月 28 日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七届一次全委会上，基金委主任杨卫

指出，科学基金将通过多项举措，为创新驱动

发展固本强基。

杨卫说，创新驱动发展的着眼点在发展，

但“根”要扎在基础研究上，只有这样，发展才

有扎实的科学基础和不竭的动力之源。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产业发展相比，更具先导作

用。他介绍，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投入稳定增长，今年投入预算为 170 亿

元。截止到集中受理期，共收到各类申请 15.8

万余项，预计将安排资助计划 238.47亿元。

杨卫表示，未来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科

学基金制，进一步释放创新制度活力。要加

强战略研究，深刻研究基础研究发展现状与

趋势；系统树立学科发展地貌图，深入了解我

国基础研究队伍结构，学习借鉴国际成功经

验，瞄准我国具有基础和潜在优势、可能取得

原创突破的战略方向，前瞻部署研究领域，拓

展资助新疆域；深入研究跨学科研究资助模

式。同时，加强评审系统建设；维护科研诚

信，营造中国健康学术生态；完善管理机制，

提高科学基金服务效能等也是科学基金下一

步工作的重点。

科学基金多举措为创新驱动发展固本强基

5月 29日，在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会）展区，一款由中科院和清华大学研制的家庭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这款机器人可以通过云识别技术，实现智能家居监控、相互对话、老人陪护等多项功能。 新华社发（郑永摄）

4 月底，北京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

机 床 展 览 会 ，中 国 兵 器 工 业 集 团 公 司 武 汉

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武重）带来的

PWL1200 门式车轮车床和 WHCQ 卧式加工

中 心 ，吸 引 大 批 中 外 行 家 驻 足 观 赏 。 展 会

期 间 ，意 大 利 驻 华 大 使 还 亲 临 武 重 展 台 观

摩交流。

武重集团公司董事长黄照说，通过引进消

化吸收和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模

式，武重自主创新能力大大提高。

让舰船静静远航

作 为 大 型 高 端 舰 船 推 进 器 的 关 键 部

件 ，螺 旋 桨 的 制 造 精 度 直 接 影 响 舰 船 的 平

稳 性 、噪 声 等 机 械 性 能 。 让 螺 旋 桨 安 静 地

工作，让舰船静静远航，一直是中国科学家

的梦想。由于舰船螺旋桨在军事上的重要

作用，长期被列为战略物资，西方发达国家

严格限制制造加工舰船螺旋桨所用大型数

控装备对华出口。

2005 年，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武重集

团、华中科技大学、镇江中船瓦锡兰螺旋桨有

限公司成立了项目组。历时 5 年，项目组采用

产学研用模式，从无到有，成功研发出我国首

台大型高性能螺旋桨加工用数控重型七轴五

联动车铣复合机床，实现了螺旋桨一次装夹全

工序加工完成，效率提高 3倍以上。

该机床的研制成功，提高了我国大型舰船

制造能力，可用于船舶、发电、航空制造等各种

叶片特殊型面的加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能制造此类装备的国家。

今年 1 月 18 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 上 ，由 武 重 集 团 主 持 实 施 的 CKX5680 型

数控七轴五联动螺旋桨加工用重型车铣复

合 机 床 ，荣 获 2012 年 度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二等奖。

“中国制造”反输出

有着 50 多年历史的武重，在上世纪 90 年

代末之前，生产装备的精度系数极低，与产品

高端制造要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2006年，在湖北省、武汉市支持下，武重集团

决策层提出“土地换发展”，整体搬迁到武汉东湖

高新区，以“零财政”投资支出的方法实现了“再

造”。他们在新厂搬迁改造中，淘汰了 90%的低

效、高能耗老旧设备，新增以数控设备为主的国

内一流重大型关键装备和工艺检测设备。

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动企业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确保每年不低于 5%的研发投

入，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模式的发展。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战略联盟体系，

探索加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的有效途径和

机制。先后与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与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国内多

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在科研项目

开发、国家重点项目的申报、实验室共建、人才培

养等方面开展合作。 （下转第三版）

迈 向 高 端 制 造
——记武重集团产学研用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刘志伟 本报通讯员 方 萍

□习近平会见斐
济总理姆拜尼马拉
马

□李克强出席第
二届京交会暨全球
服务论坛北京峰会
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克强会见斯
里兰卡总统拉贾帕
克萨

□李克强同斐济
总理姆拜尼马拉马
会谈时强调，推动
中斐重要合作伙伴
关系向纵深发展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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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国政府网 29日发布《国务

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的通

知》。规划主要包括创新基础设施、创新主体、创新人才

队伍和制度文化环境等方面内容。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分为十部

分，分别为建设基础与面临形势，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

总体部署，加强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建设，增强重点产业持

续创新能力，提高重点社会领域创新能力，强化区域创新

发展能力，推进创新主体能力建设，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完善创新能力建设环境，规划实施。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提出，当前，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

在：创新能力建设缺乏系统前瞻布局，与世界先进水平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创新资源配置重复分散、使用效率不

高、共享不足；企业创新动力和活力不足，技术创新的主

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投入不足与结构不合理并存，

持续投入机制尚未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环境有待

完善。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指出，“十

二五”时期，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总体部署是：加强

政府统筹规划指导，更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引导社会创新主体积极参与，重点推进科学研究

实验设施和各类创新基地建设，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共享

和高效利用，健全国家标准、计量、检测和认证技术体系，

支撑科技跨越发展；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

发和工程化能力建设，提升重点社会领域创新能力和公

共服务水平，构建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区域创新体系，

支撑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加强创新主体能力、人才队伍和

制度等创新环境建设，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

高创新效率和效益。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要求，各相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抓紧制定

具体措施，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创新机制，确保规划提出

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区特点和发展

需求，制订相应专项规划，切实推进本地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建立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工作会商制度

和协调机制，加强相关规划的有机衔接，形成共同推进规

划落实的良好局面。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