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甲午年九月三十 总第 10080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http://www.stdaily.com 2014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四 今日 12 版

■最新发现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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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林莉
君）一项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SCR板式

脱硝催化剂，不但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还

使整个市场的产品价格下降三分之一。22

日，2014中国国际电力电工展上，华北电力大

学展出的“板式脱硝催化剂及相关技术”引起

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国内唯一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成套板式脱硝技术，已经获得 9

项国内发明专利、1项国际发明专利。

技术发明人、华北电力大学董长青教授

告诉记者，煤炭、生物质燃料在燃烧过程中

产生的氮氧化物（NO、NO2 和 N2O 等），是

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大中型锅炉烟气

脱硝普遍采用 SCR 脱硝技术，其核心在于

SCR 脱硝催化剂。由于我国烟气脱硝技术

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晚，早期脱硝催化剂配方

与生产线均为购买欧美和日本技术，并在诸

多技术层面受到制约。

依托华北电力大学建立的生物质发电

成套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瞄准技术发展前

沿，坚持自主创新，自行研制功能化纳米钛

白粉，并通过表面修饰与活性组分负载，掌

握了板式 SCR 脱硝催化剂的关键制备技

术，打破了国外对板式 SCR 脱硝催化剂的

技术封锁，产品经第三方检测，各项指标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通过安装 SCR 板式脱硝

催化剂，大唐集团哈尔滨第一热电厂使电厂

的脱硝效率增至 80%，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的脱硝效率超过 80%。

董长青告诉记者，生物质发电成套设备

国家工程实验室与北京华电光大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合作，已经在浙江、湖北、山西等地

建成了年产能力达 2 万立方米、具有全自动

化脱硝催化剂的生产线。

自主知识产权板式脱硝催化剂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科技日报西昌 10 月 22
日电（通讯员蔡金曼 记者付
毅飞）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

工程中心主任、中国探月工程

副总指挥刘继忠 22 日宣布，

我国探月工程将首次实施再

入返回飞行试验，飞行试验器

计划 10 月 24 日至 26 日择机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整

个试验周期约8天。

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

师郝希凡当日表示，本次试

验任务将以获取相关数据为

主要目的，首次采用半弹道

式跳跃的返回方式，对未来

嫦娥五号返回的相关关键技

术进行试验验证。

刘继忠介绍，2013 年 12

月 嫦 娥 三 号 任 务 圆 满 成 功

后，我国探月工程全面进入

“绕、落、回”三步走发展规划

的第三期，计划于 2017 年前

后执行嫦娥五号任务，实现

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为突破

和掌握航天器再入返回地球

关键技术，工程决定先期实

施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即发

射一颗飞行试验器，飞抵月

球附近后自动返回，并在内

蒙古中部地区着陆。

与神舟飞船此前以大约

每秒 7.9 公里的第一宇宙速

度返回不同，未来嫦娥五号

将以接近每秒 11.2 公里的第

二宇宙速度返回。郝希凡表

示，考虑到我国内陆着陆场

各方因素，为实现长航程、低

过载的返回，我国将首次采

用 半 弹 道 式 跳 跃 的 返 回 方

式。“跟我们小时候打水漂类

似，飞行器要在大气层表面

‘打个水漂’。”他说，飞行器

首次进入大气层后将受控跃

起，经过滑行再次进入大气

层并飞向落区。

这种返回方式对控制精

度 提 出 了 极 高 要 求 。 如 果

“跳”得过高，飞行器将偏离

落区；“跳”不起来则可能直

接坠入大气被烧毁。郝希凡

说，距地面 60—90 公里的高

层大气变化无穷，受到黑天

白夜、太阳风、地磁场等多种

因素影响，大气变化误差很

大，需要制导导航与控制系

统具备很大包容性。

他介绍说，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是嫦娥五号

各关键技术中最难的一项，无法通过地面模拟得

到充分验证。我国开展这次试验飞行，就是为了

获取最真实的飞行数据，对此前的研究、分析、设

计、制造等工作进行检验，验证嫦娥五号再入返回

相关的轨道设计、气动、热防护、制导导航与控制

等关键技术。

刘继忠表示，除返回方式外，本次任务将实现

我国航天多个“首次”。“这是我们首次让飞行器从

月球回到地球；也是我们在第二宇宙速度再入情

况下，首次突破一些防热技术。此外，本次任务返

回器的体积比神舟飞船返回舱要小，将验证我们

大范围内小目标搜索能力，这也是首次。”他认为，

本次试验任务风险很大，但他对所有参试人员充

满信心。

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飞行

试验器等飞行产品自 8 月上旬陆续运抵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后，相继开展了总装、测试等技术准备工

作，各系统状态正常，满足任务发射要求。火箭已

于当日加注推进剂，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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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振奋。自主创新 33条出台，对我们工作在长沙

科技系统一线的管理者来说，真是拿到了实实在在的

‘尚方宝剑’。”10 月 21 日，手中攥着刚刚印发还透着油

墨香红头文件《关于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加速

转型创新发展的意见》的长沙市科技局局长胡石明，见

到记者满脸喜悦。

这是长沙近年来首度发布旨在 360 度全方位激活

创新链条上每一要素的最高层面的政策性文件。《意

见》包括九部分，共计 33条，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激发科研院所产业创新

支撑、创建科技金融服务链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创

新。因其紧紧围绕“自主创新”，也被科技人员亲切誉

为“自主创新 33条”。

“怀胎”四年“诞生”自主创
新纲领性文件

长沙市委市政府政研室、长沙市科技局等相关职

能部门人员的喜悦是“复杂”的。纲领性文件的出台，

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早在 2011 年，长沙市就开始

酝酿出台激励自主创新的一系列纲领性政策性文件，

但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意见并未出台。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长沙不可能独善其身。

我们也面临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放缓、研发投入徘徊不前、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难题。”胡石明说，“这两年，长沙、株洲、湘潭三市，

积极争取创建长株潭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抓住这一

良好契机，结合我们这几年在国家先进创新城市‘取经’

的结果，科技局与市委政府有关厅、室一起，制定了这个

未来5年长沙自主创新提升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明确：到 2017年，全市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

要占到 GDP 的 2.5%以上，全市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 55%以上。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创新型城市，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 10000

亿元以上，其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 30%以上，全市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0%以上。

目标很具体，33条每一条也都不含糊。该市对企业

获批创新平台、产业孵化器载体、科技人才创业、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原有支持力度进行了翻倍的资金与政

策支持，并在其中近半的条款中，对原有激励政策中不曾

出台的内容进行了细则描述与规范。 （下转第三版）

33条！科技新政 360度激活创新链
——写在长沙市“加速转型创新发展意见”出台前后

本报记者 俞慧友 徐兰山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2日电 （记者陈磊）22 日，国

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2013 年全国

科技经费投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数据显

示，2013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研发或

R&D）经费继续保持增长，R&D 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突破 2％。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高级统计师

邓永旭对《公报》进行了解读。他介绍，公报数据从一个侧

面反映，政府对自主创新的引领作用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主

体地位日益加强。结合专利和新产品数据分析，我国研发

投入力度加大的同时，研发产出也取得较好效果。

R&D经费投入强度创新高

《公报》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共投入 R&D 经费

11846.6亿元，比上年增加 1548.2亿元，增长 15％；R&D

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 2％，达 2.08％，比上年的 1.98％

提高了 0.1个百分点。

继 2012年我国 R&D 经费总量突破万亿大关后，衡

量大国科技投入水平的最为重要指标—R&D 投入强

度又突破 2％，表明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与美日等

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具体分析 R&D 经费投入情况，从活动类型来看，

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为 5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3％；应用研究经费 1269.1 亿元，增长 9.2％；试验发

展经费 10022.5 亿元，增长 16％。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 试 验 发 展 经 费 占 R&D 经 费 总 量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4.7％、10.7％和 84.6％。

从活动主体看，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

费占全国经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6.6％、15％和7.2％。

从产业部门看，R&D 经费超过 500 亿元的行业大

类有 7个，这 7个行业经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究与试验发展的比重为 61.3％。

从地区看，R&D 经费占全国比重前 6 名的为江苏

（12.6％）、广东（12.2％）、北京（10％）、山东（9.9％）、浙江

（6.9％）和上海（6.6％）。R&D 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

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北京、上海、

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等8个省（市）。

政府对自主创新引导力度加大

《公报》及相关数据显示，2013 年国家财政科学技

术 支 出 6184.9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584.8 亿 元 ，增 长

10.4％。 （下转第三版）

我 R&D 经费投入强度首破 2％

科技日报讯（记者毛宇）美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

局（DARPA）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人员

共同研发出一项人脑研究技术，可探究人脑神经结构

与功能的联系。该技术用石墨烯做传感器，厚度仅相

当于 4 个原子，首次可兼容光学和电学手段同时观

测。研究报告最近刊登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这一技术表明，在对脑部神经网络活动进行可

视化和量化处理方面，我们或许会有重大突破。”

DARPA项目主管多哥·韦伯说。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0 月 22 日（北京时间）报道，

这一新设备利用石墨烯做传感器，可以导电，但厚度

不到一纳米，并且比现在的金属触点细了几百倍。这

么细的材料可以让大部分波段的几乎所有光通过，从

而使光学和电学手段在这里相互兼容。此外，石墨烯

对生物系统无毒害，比之前的试验材料进步了许多。

石墨烯获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超分辨荧光

显微镜摘得了 2014 年化学奖。目前，脑功能研究的

技术支柱是神经元信号电子监控与模拟，而新兴的光

学技术利用光子进行研究，从而为神经网络结构的可

视化以及脑结构开发开辟了新路。电子技术和光学

技术相互区别同时优势互补，如果一起利用，将可能

有利于进行高分辨率脑部研究。在此次研究之前，这

些技术的融合并非易事，因为传统的金属电极太厚，

往往大于 500 纳米，所以难以透光，进而与许多光学

技术不兼容。

透析脑部的解剖结构与功能一直是神经科学领

域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奥巴马政府“人脑计划”研

究项目的重中之重。DARPA希望下一代神经科学技

术可以反映出神经网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科研人员

希望提升这一新研发工具的性能，从而可以同时测量

任意移动目标的神经元功能、动态和行为。

韦伯说：“现在，我们有机会直接一探究竟，去观

察、测量和模拟神经回路，从而探索这些联系，并确认

大脑回路的功能。这一发现能帮助我们有效了解和

治愈脑部创伤与疾病。”

除了技术本身，我更关注其支持者 DARPA。40

多年来，该机构从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隐身战机、

激光武器到当前炙手可热的 X-37B 空天飞机，几乎

涉及了从基础研究到高端应用的所有领域，引领着美

国乃至世界军民高技术研发的潮流，是美国科技竞争

力的保证。因此，本项技术不光为人脑研究提供了

“既看得见又测得准”的新方法，有望推动人工智能研

究和人机物理接

口开发，同时还

是研究美国高科

技布局并寻找弯

道超车途径的一

个典型案例。

美发明极细石墨烯传感器研究人脑

今年30岁的藏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哈秀乡云塔村三社出生、长大。2012年12月，藏多和云塔村另
外12位牧民参加了由玉树县哈秀乡党委政府和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三江源社区监测培训，
成为一名岩羊监测志愿者。从那时起，他每个月至少进山一次，依次经过海拔4200米至4800米的6个监测点，记
录岩羊的种群数量和活动情况。2013年 8月，他被哈秀乡政府评为“优秀监测员”。观测野生动物不分冬夏，没
有报酬。但是藏多表示：“我从小就喜欢野生动物，现在有机会用科学的办法和设备保护动物，我特别高兴！”图
为藏多握着一个岩羊头骨，通过观察羊角的纹路圈数来确定这只岩羊死亡时的年龄。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具

有不同能力的机器人如何开展合作，以便拓展单个

机器人的能力范围，完成仅靠单个机器人无法完成

的任务？这是当今国际机器人研究的一个重大热点

方向——云机器人——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 10 月 20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机

器人实验室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联

合进行的首次云机器人实验取得成功，并以最高分获

得 2014RoboCup中国公开赛技术挑战赛冠军。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类型机器人由于硬件和基

础软件的不同，所具备的能力以及从各自环境中获取

的知识和技能也各不相同。”联合项目中方负责人、中

国科大人工智能中心和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

介绍说，科学家们设想，如果让不同的机器人与云计算

平台相结合，从云平台和其他机器人那里获取有关知

识和技能，那么就可以实现机器人之间、人机之间的知

识共享和合作，从而极大地拓展每一台机器人的能力

范围，并降低开发成本。因此，云机器人被视为突破机

器人大规模应用技术瓶颈的一种新的重要手段。

在日前进行的首次云机器人联合实验中，位于合

肥的中国科大“可佳”（KeJia）机器人与位于匹兹堡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可宝”（CoBot）机器人，借助云平

台实现了远程合作与资源共享测试。实验中，云端向

双方机器人提供多种知识源和数据源，“可佳”向“可

宝”输送语义理解和自动规划服务，“可宝”向“可佳”

输送大数据分析服务。借助这些知识共享和远程合

作，“可佳”与“可宝”分别完成了各自单独工作无法完

成的测试任务。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本项目的理论基础，扩展技术

体系，启动云机器任平台的工程化开发，进行更大规模

的实验测试，促使有关成果可以扩散到分布在世界各

地的其他智能机器人。”联合项目美方负责人、国际人

工智能联合会主席、卡内基—梅隆大学伟罗莎教授说。

自 2010年以来，双方团队聚焦于不同技术层面，分

别开展了有关云机器人的持续性基础研究。中国科大

在外部开放知识获取、机器人自动推理与规划、人机语

义理解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形成了一条机器人运

用外部知识提高性能的技术路线。

中美大学展开机器人合作研究
中国“可佳”与美国“可宝”实现远程知识共享与合作

科技日报讯 （钱洛滢 记者王春）记者从 10 月 21

日在沪举行的 2014 浦江创新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4年浦江创

新论坛，10月 25日至 26日将在上海东郊宾馆举行。论

坛将以“协同创新 共享机遇”为主题，共议创新驱动发

展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

论坛主要内容由“1+1+8”三大部分构成，即 1个全

体大会，1 个主宾国论坛，8 个专题论坛，主要由演讲报

告与嘉宾对话等形式构成。

俄罗斯和我国黑龙江省受邀担任本届论坛主宾国

和主宾省。主宾国论坛主题为“加强中俄地区间科技

创新合作”；区域(城市)论坛则将以“追求品质：创新提

升城镇化质量”为主题。与此同时，本届论坛还将围绕

主宾国增设现场展示、社交网络、圆桌会议等活动。

8 个专题论坛涉及企业、产业、未来、区域、政策、

文化等多个领域，从创新战略的关键要素出发，从不

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入研讨创新趋势、展望发展前景。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马兴发在发布会上表示，本次

论坛的嘉宾结构将更加合理丰富，各个论坛上，来自全

球的政坛精英、企业巨头和学界巨匠将共议创新驱动

发展和协同创新。

2014浦江创新论坛聚焦协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