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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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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潍坊 10月 17日电 （记者刘
垠）17日下午，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潍坊市

科技局组织的 8挡自动变速器（8AT）科技成

果鉴定会上，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为首

的评审专家委员会认为，8AT 科技成果达到

了设计技术指标，项目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转入批量生产

阶段。

2011年—2014年，在完成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8AT 自动变速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后，9月 9日，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 8AT搭载陆风 X5上市销售。7年间，盛

瑞完成了从概念设计、工程化技术开发和产

业化技术开发的全过程，使我国自主品牌的

整车具备了匹配国际前沿自动变速器的条

件，维护了中国自动变速器产业的技术安全，

带动了国内自动变速器产业链的快速成长。

目前，8AT 已形成月产销 2000 台的规

模，预计全年将完成产销1.1—1.2万台，明年

陆风对8AT的需求量将达到5万台。国家乘

用车自动变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院长徐向阳透露，2013年，中国生产了700万

台自动变速器，而国内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

器仅占不到1%的市场份额。这意味着，我国

每年进口自动变速器需要花费80亿美元。

“试驾时，感觉换挡平顺也没噪音，如果

量产时能保持性能和质量的稳定持久，8AT

的市场前景会很乐观。”郭孔辉院士说。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祥伍表

示，在推进8AT与多款车型匹配的同时，盛瑞

还启动了国际领先的 13AT和带启停功能的

8AT研发，后续还将研究储备混合动力、纯电

动8AT等国际前沿的自动变速器技术。

我国研发成功 8挡自动变速器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张彦会 记者张晔）如果我们

的孩子某天指着天空问：“太阳公公的爸爸和爷爷是谁

啊？”我们该如何回答呢？10 月 16 日，南京大学施勇教

授领衔的国际团队在《Nature》发表论文，首次揭示了恒

星远古祖先的形成问题。

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繁星闪烁的恒星大家族由成

千上万亿颗恒星组成，其实，和人类家族由少到多的繁

衍一样，恒星家族也经历了由“荒漠”到“星海”的成长

历程，且繁衍进程比我们人类更艰难。

施勇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想要揭开谜底必须

对宇宙中的“化石”星系进行研究，它们是目前已观测

到的最“古老”的星系。研究人员利用世界上最强大的

远红外空间望远镜，对两颗距离地球比较近的“化石”

星系（SextansA 和 ESO146-G14）进行观测发现，这些星

系 中 恒 星 形 成 的 效 率 比 类 银 河 系 中 的 效 率 低 至 少

10—100 倍，该成果暗示了 130 亿年前宇宙原初气体可

能无法有效形成新恒星。

这也就是说，太阳公公的爷爷们当年的出生率极

低，这就好比如今 100 对夫妇一年可以生 100 个孩子，

而在恒星的远古祖先时代 100 对夫妇一年只可能生 1

个孩子。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么低的恒星“出生率”呢？

施勇向记者介绍到，在宇宙大爆炸的 5亿年后才首

次出现了恒星的“婴儿潮”，也就是约 130 亿年前，这也

是最早的，即第一代恒星，目前虽无法确定家族成员的

数量，但最早恒星家族都是由宇宙大爆炸后形成的氢、

氦元素组成。后继家族成员的诞生，是在第一代恒星

内部发生的核聚变反应合成的其他更重的元素（天文

学统称为金属元素），如碳和氧等，又混入新的气体云

里坍缩形成的。

就这样周而复始，金属元素越变越多，恒星家族人

丁越来越兴旺。“金属元素含量是影响恒星形成的关

键，金属元素越多，恒星形成的难度越低，出生率越

高。”施勇告诉记者。

如今，这些“踏着前辈躯体”而来的恒星，除了最初

的氢和氦元素外，几乎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金

属元素。

据了解，此项研究成果也是首次为恒星形成的理

论模型提供了实验数据，为星系和恒星起源提供了重

要的科学价值。

南京大学研究团队揭示恒星远古祖先形成奥秘——

金属元素是恒星诞生催产剂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17 日
电 （记者付毅飞）据报道，美国

X-37B 无人空天飞机在经历 22

个月的轨道飞行后，于近日返回

地面。这又一次引发了各界对

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关

注。记者 17 日从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获悉，我国一直在对此类飞

行器开展研究，但面临新一代热

结构材料等方面的挑战。

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

是指能在距地面 20—100公里的

空间区域工作，并能以大于 5 马

赫的超高音速进行可控飞行的

飞行器，包括超音速巡航导弹、

空天飞机及可重复使用运载器

等。此类飞行器拥有超强突防

能力，能实现全球快速精确打

击，具有重要军事意义。近年来

美国率先开展了相关研制和飞

行试验，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研制

热潮。

16 日在江苏省镇江市举行

的“航天新材料发展与应用研讨

暨成果展”上，航天功能复合材

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仲平

就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材

料问题发表演讲。他介绍，此类

飞行器所需材料包括超高温防

热、热结构、高效隔热、热透波、

热密封与温控等类别，其中热结

构材料在成分体系环境适应性、

复杂应力状态下的失效、热结构

轻量化以及材料制备与构件制

造等方面存在问题。

面对种种问题，李仲平认为

一方面应通过多学科优化降低

材料与结构的研制难度，提高可

制造性，为工程项目设立可达的

工程目标；另一方面应开展研究

性飞行试验，提升科学的认知。

“我们现在也能做研究性的飞行

实验。有些东西不到天上，在地

面是模拟不到的。”他说，“还要

进行环境参数的直接测量、材料

响应动态的准确测量，用测量把

研究性飞行试验、模拟试验和建

模计算有机联系起来。”他表示，

科学认知提升一步，工程能力就

能上一个大台阶。此外他呼吁，

要加强材料制备的创新。

研讨活动中，航天科工副总

经理魏毅寅表示，航天科工已将

新材料产业作为企业转型升级、

二次创业的重要领域之一，面向国防和国民经济

建设需求，将重点关注节能环保材料、纳米材料、

隐身材料、石墨烯、3D 打印等领域，引领和带动行

业相关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本次活动由航天科工集团和镇江市政府联合

主办，为期两天。活动期间，航天科工围绕节能与

环保材料技术、材料精密成型技术、特种功能材料

三个方向，展示了共固化碳纤维结构复合材料、纳

米气凝胶先进隔热材料、相变微胶囊储能材料、钛

合金精密铸造成形等一系列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的新材料技术和产品。这些技术与产品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电力、化工、机械、建筑等领域，并为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大飞机等重大工程

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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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教授您好，我有一个想法，暗物质有可能是以

漩涡的形式存在的，充斥着整个宇宙，这是否能够从根

本上解释引力或者时空弯曲呢？”

“我不知道。”

“AMS新成果公布后，一些人认为很快就会发现暗

物质，作为实验的领导者，您怎么看？”

“我不知道怎么看。暗物质的第六个现象还没找

到。要过几年之后才能知道。”

10 月 14 日下午，在东南大学主题为“AMS 最新研

究进展”的讲座上，面对听众和记者所提出的问题，头

顶“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桂冠的丁肇中不是

有问必答侃侃而谈，而是经常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知

道”、“我不清楚”。

干脆的回绝多少让提问者显得尴尬，但是这位老

科学家的坦诚却总是赢来场上几百名学生钦佩的掌

声。在学生们看来，丁肇中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

叫“科学精神”。对此，丁肇中说，科学家不说假话。

最 近 ，由 丁 肇 中 主 持 的“ 阿 尔 法 磁 谱 仪（简 称

AMS）”实验取得重大进展，将人类探索宇宙的起源又

推进了一步。作为全球最大规模之一的实验领导者丁

肇中，面对的是来自 16 个国家的 56 个研究机构的 600

多位科学家。

“为什么大家听我的呢，因为我不知道的东西一定

告诉大家我不知道，”丁肇中说，“开会的时候，所有的

人都可以发言。我听懂了，就做个决定。还有很多东

西我不懂，请大家再做解释，然后再做决定。这个决定

完全靠技术。从物理上来说，从技术上来说，我认为这

个是正确的。”

对于很多事情，丁肇中都说“我不知道”，这是因为

他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专注于手头的实验上，而不愿

被其他事情打扰。即使是和朝夕相处的同事，“除了物

理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的交往”。有些同事与他一起已

经工作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他却从没到别人家里做

过客，“这样我才能够很冷静地判断事情。每天花很多

时间，单独一个人想，实验在未来可能出现什么现象，

仪器可能出现什么坏结果”。

敢说“我不知道”的丁肇中
实习生 朱文杰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7日电 （记者李大庆）“同学

们肯定都仰望过星空。我小的时候就常想：地球是悬

挂在空中的一颗星球，它为什么不掉下来呢？要想成

为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没有好奇心

很难成就大事。”在 17日由国科大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

文论坛上，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中科院院士唐本忠

与大学生、研究生们交流了创新研究的体会。

成为一名科学家是国科大许多学生的梦想。唐本忠

告诉学生，要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必须有深厚的好奇心、强

烈的事业心、取得成功的荣誉感和做出发现的成就感。有

好奇心和事业心，你就会有兴趣和热情，“早上一睁眼你就

会有一种往实验室跑的冲动，如果一睁眼想到的是‘又要

去那个破地方了’，你就赶快把老板炒掉算了。”

唐本忠认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生命。人的快

乐，在于需求的满足。但是，当需求满足了一段时间以

后，又会产生新的需求。人几乎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

是贯穿人一生的特征。他引用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物

理学家迈克尔·贝里的话说：“科学发现的动人之处在

于当我们搞明白一些东西之后的满足感。在科学的世

界里，当你有一些新发现的时候，你会好几天兴奋得像

飘在云端一样。这是很多科学家的快乐之所在。”

唐本忠说，在做科学研究时，要力争创新，要敢于

颠覆“众所周知”的传统观念，敢于挑战教科书传授的

常识或教条，敢于开拓并引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

为“纵观一部科学发展史，正是‘旧观念的推翻’和‘新

概念的建立’周而复始地推动着科学研究向前发展。

2000 年诺贝尔化学奖奖给了美国的黑格、马克迪尔米

德和日本的白川英树，因为他们关于导电聚合物的发

现就改变了‘聚合物是绝缘体’的传统观念，推动了科

学的发展。”

唐本忠院士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寄语学子——

想当科学家就要有早上往实验室跑的冲动

科技日报讯（记者房琳琳）在诸如激光器等光学

系统中，能量损失是影响功效的主要障碍，它以令人

沮丧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存在。

为了克服激光器系统能量损失，操作人员经常用

超量光子或光束来刺激系统以获取所需。但是，美国

华盛顿大学的工程师们最近用一种新方法扭转或消

除了这种损失局面，而他们的方法正是通过给激光器

系统增加一些“损失”来收获能量。换一种说法就是，

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以退为进”的妙招。这一成果

发表在 10月 17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该成果的实验团队由华盛顿大学电子系统工程系

教授杨兰（音译）博士领衔，五名队员来自美国、日本和

澳大利亚。他们共进行了三个实验总结出这一新妙招。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10月17日（北京时间）报道，在

第一个实验中，他们通过改变对两个微型谐振器的距

离改变其匹配状态，对其中一个采用“一给命令就消

失”的可控操作；在第二个实验中，通过变化损失量，他

们能操控匹配状态并测算出两个谐振器之间的光强

度，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当能量损失增加的时候，两

个谐振器的总强度先是上升然后又有所下降，但最终

重新显现出了较高的光强度；在第三个实验中，他们通

过在二氧化硅中增加损失量获得了两个非线性现象。

“光 强 度 在 光 学 系 统 中 是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参

量。”杨兰说，“不同于给系统增加更多能量的标准方

法，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调节损失量来获取更有

效的能量。” （下转第三版）

“I am so sorry for your loss!”在英语中，“损失”

通常让人感到“遗憾”；在物理学激光器领域，光的

“损失”同样使人懊恼烦躁，减少“损失”是绝大多数

人的惯性思维。然而，美国科学家打破思维定势，

非 但 不 鄙 视 、不 回 避 ，反 而 把“ 损 失 ”当 成 了 调 节

“遗憾”程度的工具，好个“以毒攻毒”！那些唯“经

典”是从，唯“导师”马首是瞻的科技“工匠”，跟“巨

匠 ”的 差 别 ，可 能缺乏的正是对自己下“毒”的狠

劲 。 从 这 个 意

义上讲，面对诺

奖空谈“中国不

哭 ”，不 如 先 来

个去伪存真，搞

清 楚 何 为 真 正

的科学思维。

新方法“以退为进”提高激光器光强度
颠覆常规通过增加损失收获更大能量

考古人员日前在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的周原遗址考古发现一套豪华的“青铜马车”。经专家初步研究，
判断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其华丽程度在西周车马发展史上堪称“第一豪车”。经多位专家确认，这辆西周中晚
期的铜马车的木制轮辋外包铜壳，车轮直径约1.4米、周长约4.4米、轮牙宽5.7厘米、厚1.9厘米，个别处见到钉
眼、测算重约24公斤。尤其是其兽面纹车軎镶嵌绿松石，甚为精美，在以往商周时期同类形制车发现甚少。

图为“青铜马车”镶嵌着绿松石的车軎（10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10月1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丘珀蒂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发布会上介绍新产品。
美国苹果公司 16 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丘珀蒂诺市的公司总部发布 iPad Air 2 和 iPad Mini 3 两款新

一代平板电脑，并开始提供新版电脑操作系统的免费升级。同时，苹果当天还推出新款 iMac 台式电脑以及
新版电脑操作系统 OS X。

新华社发

苹果公司发布新一代平板电脑等产品

上图为对称发光的配对激光谐振器，下图为经过
调试变为不对称发光模式，左侧光强明显增加。

西周西周““第一豪车第一豪车””出土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