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名专栏

2013年 11月2
星期六

癸巳年九月廿九 总第 9738 期 今日 4 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胡兆珀 彭 东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创新驱动发展

时政简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改革发展新景象

为您导读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日电（记者朱涵）改变材料对

电磁波的折射率，就能够将物体隐藏起来。我国科学家

运用这一原理，研制出能够在可见光波段将生物隐形的

隐身器件。

“我们在可见光中实验实现了物体的隐身，而且无

需使用精密设计的纳米电磁材料。”浙江大学国际电磁

科学院陈红胜教授团队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

团队合作，使用玻璃，制造出了能够在水中隐形的六边

形柱状隐身器件和能够在空气中隐形的多边形隐身器

件，并用两种隐身器件使金鱼和猫成功隐形。

人之所以能看到物体，是因为光射到物体上后，被

物体阻挡并反射到人的眼睛。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约翰-

彭德里在 2006 年提出了利用坐标变换的方法设计隐身

衣，使电磁波能够绕过被隐身的区域，按照原来的方向

传播，从而可以使物体完全隐形，奠定了隐身衣研究的

理论体系。

陈红胜团队对这个理论进行了简化，提出了一种可

见光波段多边形隐身衣的设计方法。由于人眼对光线

的相位和略微延时并不敏感，陈红胜团队剔除理论中

“光线保持相同相位”的条件，令隐身器件能够使用玻璃

这种透明均匀易得的材料，也不需纳米级工艺雕琢，降

低了隐身衣的设计和实现难度。

通过对隐身器件的特殊设计，改变材料的折射率，

令光线绕过位于隐身器件中心的物体，陈红胜团队率先

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展示了一个在可见光波段隐形的

途径。这一研究成果于 2013 年 10 月发表于《自然—通

讯》杂志。

猫 和 金 鱼 躲 哪 儿 去 了 ？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可使生物隐形的“隐身衣”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趣味

科学网站 11 月 1 日（北京时间）报道，英国

科学家们表示，他们正在研发的一款“智

能眼镜”，或许可以通过识别出物体，将信

号翻译成语音，从而为处于不熟悉环境里

的盲人提供导航服务。

大多数盲人其实还残存着一些有限

的视觉功能，他们可以觉察到光和运动，

但一直未曾有合适的技术来利用并增强

这 些 能 力 。 现 在 ，牛 津 大 学 的 科 学 家 们

研 发 的 这 套 复 杂 眼 镜 ，能 使 用 照 相 机 和

软件来探测物体并将物体显示在眼镜的

镜片上。

这款智能眼镜的工作原理如下：位于

眼镜拐角处的两个小型照相机会像人眼

一样，拍下两张不同的图像。随后，眼镜

将照相机提供的信息显示在镜片上透明

的 LED 显示屏上，因此，戴眼镜的人能够

看见增强版的图像。眼镜上的一套听筒

会将信息翻译成语音，为佩戴眼镜的人指

示方向或大声地将信号读出。另外，这套

眼镜也配备有一个指南针、一个 GPS 以及

一个测量眼镜方位的工具。

该研究团队最近从英国皇家学会获

得了一笔奖金，可以继续推进这项研究。

接下来，他们希望能研发出相应的软件，

以便提供多种对盲人来说有用的功能。

例如，这款眼镜将会使用明亮程度来

显示深度；可以依据某人的运动方式来探

测到他（她）是否在场。另外，这款眼镜或

许也能阅读公交车的位置或数量，并通过

头上的听筒提供 GPS 导航。该研究的领

导者斯蒂芬·希克斯表示：“这款智能眼镜

或 许 标 志 着 计 算 机 视 觉 黄 金 时 代 的 开

始。”在英国，有 200 多万人视力受损，其

中有 30 万因为黄斑部退化、青光眼和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而成为盲人。

牛津大学的这款“盲人仿生眼镜”很

早便开始研制，起初比较笨重，到 2011 年

时其外观已与普通眼镜无甚差别。该设

备的独特之处在于，能用盲人可感知的光

线勾勒出前方影像的轮廓，结合其听筒设

备甚至能帮助他们读取提款机屏上的文

字。不过，它只适合仍能感知到微弱光芒

的视障者，眼镜能够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足

够多的独立性。但对于完全看不见东西

的人们，这款眼镜起不了作用。

图像增强与语音技术并用

新型“智能眼镜”帮盲人导航

贵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以科

技创新为驱动，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大力

发展中药民族药产业获良好成效。

前不久，贵州省科技厅和省统计局完成的

统计数据表明，截至 2012 年，该省中药材人工

种植和野生保护抚育面积突破 400 万亩，医药

工农业总产值达 325 亿元，其中，苗药工业总

产值 90亿元，居全国各民族药产值之首。

贵州中药民族药富民
生态产业引人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2013 贵州首届生态文

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的贺信中强调指出：“走

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贵州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依托丰富的药材资源和立体生态气候优势，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打造中药民族药绿色生态

产业，使之成为该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取得的

成绩引人瞩目。

贵州独特的地质地貌和区位、优越的生

态环境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造就了生物资

源的多样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品

质卓越的天麻、太子参、杜仲、石斛、半夏等种

类繁多的中药材资源，享有“黔地无闲草，草

草都是宝”的美誉。全省拥有中药材资源品

种达 4802 种，排全国第二位，是我国著名的

“四大中药道地产区”之一。贵州又是一个多

民族省份，拥有一批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

的民族药成方制剂，以苗药为代表的民族药

因疗效独特而享誉国内外。

贵州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中药民

族药产业发展，尤其近年来更是将其作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后续支柱产业给予重点扶

持，先后出台了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在

全国率先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省科技厅牵

头，20 多个省厅局为成员单位的省中医药现

代化科技产业协调领导小组，设立了支持中

药民族药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构筑了全省

部门协作、上下协调、高效推进的产业发展工

作机制。

“十一五”以来，该省累计安排省级财政

扶持资金近 20 亿元，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上百

亿元，支持中药民族药产业发展。十多年间，

中药民族药产业以年均 20%的速度快速增

长，现已成为具有鲜明贵州特点的“烟、酒、

药、茶、特色食品”五张名片之一，成为贵州增

长快、效益好、老百姓得到实惠多的重要富民

生态产业。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

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贵州坚持开发

资源与创造资源并重，科技人员突破了太子

参、石斛、钩藤、何首乌、续断等一批地道品种

的育苗及种植技术，实现了规模化种植。太

子参种植面积达到 28 万亩，金钗石斛种植面

积达到 4 万亩，均是全国最大的种植基地；建

立了天麻、杜仲、半夏、太子参、金钗石斛等 41

个品种的规范化、规模化试验示范基地。在省

扶贫办、省科技厅、省农委等部门的支持和指

导下，通过实施中药材基地县建设工程，建设

中药材种植重点县 37 个、中药材规范化生产

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县 8 个、现代高效农业（中

药材）产业园区 3个。

该省药材种植和野生保护抚育总面积，由

2005 年的 114.5 万亩增长到 2012 年的 436 万

亩。2012 年中药材产量、产值首次突破 100 万

吨和 100 亿元，产量达到 116 万吨，产值过 100

亿元。产业覆盖带动数十万农户脱贫致富，在

施秉、赫章等中药材种植重点县涌现出一大批

年收入百万元、十万元种植户，中药材产业成

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支

撑，同时对生态保护、石漠化治理等方面起到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淫羊藿、金钗石斛、茯苓、天麻、观音草等

中药材，通过林药结合的种植模式，不占用

耕地，对水土保持，绿化环境与生态重建均

产生了十分显著的生态效益；贵州黔西、黔

中等石漠化严重的地区，通过金银花、花椒、

刺梨、杠板归等中药材的大面积种植，植被

得到了很好的恢复重建，昔日水土流失的石

山坡重披绿装。 （下转第三版）

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
——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发展的“创新进行时”

本报记者 刘志强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防科工局获悉，执行探

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的长征三号乙遥二十三

火箭今天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已陆续展开

有关装配和测试工作。这标志着嫦娥三号任

务已全面展开。

据介绍，长征三号乙遥二十三运载火箭为

捆绑式三级液体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主研

制。与发射嫦娥二号卫星的火箭相比，该火箭

采用了多项新技术，进行了多项技术状态更

改，突破了多窗口、窄宽度发射和高精度入轨

技术，进一步提高了可靠性和安全性。10 月

27 日，该火箭从北京启程，搭乘专列前往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

同时，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已经完成总

装，正在进行飞天前的测试。为完成落月任

务，其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介绍，

该探测器主发动机是我国航天器所用推力最

大的发动机，而且其推力可以进行调节。在落

月过程中，探测器要从距离月球 15 公里的环

形轨道降落月面，需在短时间内把下降速度从

每秒 2公里降至 0。在没有大气的环境下实现

这样的高速“刹车”，只能靠发动机调节推力来

实现。

据悉，嫦娥三号将于今年年底择期发射，

在月球虹湾地区进行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

体软着陆，并开展月面巡视勘察。如果任务成

功实施，将是人类首次到访虹湾地区。

火箭运抵发射场 探测器总装完成

嫦娥三号任务全面展开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今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

悉，该办日前正式发布了中国载人空间站、货

运飞船名称。我国载人空间站被正式命名为

“天宫”，代号“TG”。

除空间站整体，各舱段也分别被命名。其

中核心舱名为“天和”，代号“TH”；实验舱Ⅰ名

为“问天”，代号“WT”；实验舱Ⅱ名为“巡天”，

代号“XT”；货运飞船名为“天舟”，代号“TZ”。

同时，该办还发布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标识。该办负责人表示，工程标识主造型既

像一个汉语书法的“中”字，又类似空间站的

基本形态，尾部的书法笔触似腾空而起的火

箭，充满中国元素和航天特色，结构优美、寓

意深刻。而命名空间站整体名称及各舱段和

货运飞船等 5 个名称，既注重了单个名称的

内涵，又强调了保持全套名称的系统性、协调

性和互补性。自公布之日起，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启用新的标识，载人空间站及货运飞船

有关文件及宣传文稿一律使用新的规范名称

和代号。

我国载人空间站正式命名“天宫”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月1日发布报告，10月份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4%，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回升，为18个月以来
的新高，表明我国制造业经济稳中向好。上图10月 31日，在东北特钢集团大连基地，一名员
工在测尺。 新华社发（刘德斌摄）

1010月份中国制造业月份中国制造业PMIPMI回升至回升至5151..44%%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李大
庆）记者今天获悉，中科院微生物所和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对 H7N9 亚型流

感病毒的重要囊膜蛋白神经氨酸酶（NA）的结

构及特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文于 10

月 29 日在《细胞研究》在线发表，并配发封面

图片。

今年 2—3月间，在我国上海和安徽两地首

先发现人感染禽源H7N9病毒的病例。在此之

前，H7N9 亚型流感病毒是属于低致病性禽流

感，只在禽类中间传播，且不引发疾病，并未见

跨种间传播给人的先例。这种新亚型的流感病

毒跨种间传播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

据介绍，神经氨酸酶是达菲、瑞乐沙等抗

流感药物的靶点。由高福领衔的科研团队通

过 对“ 安 徽 株 ”和“ 上 海 株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H7N9的 NA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这两种 N9在

关键位点 294 位氨基酸（N9 序列编号）存在差

异，安徽株 N9 的第 294 位是精氨酸（R），而上

海株 N9 的第 294 位是赖氨酸（K）。该位点对

于天然底物和抗流感药物神经氨酸酶抑制剂

的结合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证明带有 K294 的 N9 蛋白活性

比 R294的 N9低，并且影响病毒复制。更重要

的是，K294 突变会导致对达菲、瑞乐沙、帕拉

米韦和拉尼娜米韦等多种临床用流感病毒

NA 抑制剂产生不同程度的耐药性。研究人

员通过解析两种 N9与四种抑制剂的晶体结构

进一步阐明了其耐药的分子机制。

研究人员强调，尽管以上海株为代表的流感

病毒（带有K294）对常用NA抑制剂产生耐药，但

是这种突变对病毒复制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其并

不能成为感染人的主流病毒。因此，达菲等常用

抑制剂依旧可用于H7N9的临床治疗。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对

高福课题组在H7N9流感病毒的研究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细胞研究》同时发表袁国勇的评

论文章称：“中科院高福课题组在对引发此次

H7N9 流感的病原研究方面做出了快速反应，

在短时间内利用反向遗传和结构生物学手段回

答了该亚型病毒跨种传播和耐药机制的问题，

在H7N9亚型流感病毒重要囊膜蛋白的结构和

特性研究方面做了重要而出色的工作。”

H7N9病毒耐药机制研究获重要进展

青岛市市北区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由“ 十 五 ”末 的

18.98%提升至 52.46%。

今 年 1—9 月 份 ，全 区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1814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133 件，在山东省 138

个县市区中分别排名第 4位和第 11位，在青岛

分别排名第 3位和第 5位。

已建成 6 个国家级孵化器，占青岛国家级

孵化器总数的 60%，总孵化面积达到 41.3 万平

方米，入孵企业近 700家，安置就业 1.1万人。

194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中，90%以上与大

专院所进行了产学研合作，21家企业被认定为

“青岛市企业研发中心培育基地”。

市北区何以实现老工业城区转型？市北

区委书记惠新安表示，在新的起点上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市北，构建“一带突

破、双核引领、三区集聚、四轴展开、多园支撑”

的发展布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转型跨

越，走出一条集约式、内涵式、高端化的发展路

径，推动老城区向特色城区、高品质城区转变，

增强城区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创新发动机”提速经
济转型

占地 3000 亩，建筑面积 400 万平方米的

橡胶谷，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企业孵化平

台、教育培训平台、商品交易平台、电子商务

平台等 12 大产业平台服务体系，成为全球的

“橡胶行业硅谷”。目前，全球最大的天然橡

胶生产销售商泰国诗董橡胶、中国的海南橡

胶；全球最大的合成橡胶研发制造商德国朗

盛、美国埃克森美孚；全球最大的炭黑生产商

美国的卡博特等一大批行业巨头等 170 多家

行业协会、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已入驻，被科

技部评为国家现代服务业橡胶产业化基地、

国家级孵化器。

这个由科大产业园区老厂房“脱胎换骨”

而成的“橡胶谷”仅是市北区推进“腾笼换鸟”，

建设科技孵化器的一个实例。

市北区区长张杰表示，面对老城区产业转

型的难题，市北区加快区域内企业搬迁步伐，

对腾出的土地实施保护性开发，以都市型科技

产业聚集区发展为抓手，建设特色产业园区，

打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地。

“ 腾 笼 换 鸟 ”，让 老 工 业 厂 房 焕 发“ 青

春”，关键在于换什么“鸟”。市北区科技局

局长孙春艳形象地说，这个“鸟”就是成为全

区培育中小科技企业，吸引高端产业集聚发

展，推动老工业城区经济转型增长点的科技

孵化器。

为加快推进“千万平米孵化器”建设，市北

区制定了《2012—2016年孵化器发展规划》，下

发了《关于促进都市型科技产业聚集发展的意

见》《加快都市型科技产业聚集发展的优惠办

法》《关于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及孵化器

建设的意见》等优惠政策，对新认定的国家级

孵化器给予 100 万元奖励，市级孵化器给予 50

万元奖励。

老城区企业搬迁不仅仅是字面意思上

的“腾笼”，更是一种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的

“换鸟”。 （下转第三版）

突破“华山一条路”
——青岛市市北区老工业城区创新转型纪实

本报记者 王建高 本报通讯员 李 良 李建青 李向军

□李克强在地
方政府职能转变
和机构改革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
强调，做好政府改
革这篇大文章，更
多释放市场活力，
更好服务人民群
众。刘云山主持
会议

□李克强出席
21 世纪理事会北
京会议开幕式并
发表演讲

（均据新华社）

近日，南京市部分小区设置了一
种智能自助快递柜。快递员在投递时
将无人签收的快件存入该自助快递
柜，系统会通过快件上的条形码生成
数字验证密码，并发送至收件人的手
机上，收件人取件时只要输入验证密
码，柜子就会打开。这种智能自助快
递柜避免了家中无人无法接收快件、
小区传达室快件混乱丢失等问题，受
到欢迎。 新华社发（季汉东摄）

智能自助快递柜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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