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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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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唐晓伟 记者李丽
云）记者 10月 23日从哈尔滨工程大学获悉，

“蛟龙”号在日前完成的2014年试验性应用航

次第一航段的科考任务中，首次使用了由哈尔

滨工程大学自主研发的国产高精度“超短基线

定位系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格局。

在幽深的海底，要想知道潜水器所在位置

并不容易，因为无线电波在水中的快速衰减使

GPS的定位手段无计可施。声波是目前最有

效的水下远距离传播的信息载体。声学定位

系统分为长基线、短基线和超短基线三类。超

短基线的接收传感器就类似于人类的耳朵，两

耳之间的距离就相当于基线。长基线系统的

信标之间相距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基线越长，

精度越高。但潜水器进行水下精确作业时，需

要在海底布阵，复杂且受限。此次测试的超短

基线系统，接收传感器之间仅相距几十厘米，

最大优势便于安装、应用灵活。

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工作原理就是在水

下被定位的目标上，安装声信标，水上的船

体安装超短基线基阵，声信标发出声信号，

超短基线系统接收到信号后测算出目标的

方位及距离。以“蛟龙”号为例，当其身处海

底时，在水下每 8 秒向母船发出一次声学信

号，信号到达母船上的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各

接收传感器时会有先后顺序。利用这种时

延差，超短基线系统就能计算出“蛟龙”号的

具体位置、所处的深度以及与母船的距离。

孙大军教授团队从 2002 年开始进行相

关研究，2013年研发成功国内首台定位系统

产品，改变了科考船在定位系统维护、升级

和出口许可限制等方面面临的被动局面。

该系统目前已在国内“大洋一号”、“科学”

号、“向阳红九号”等科考船上安装。

国产高精度“超短基线定位系统”打破国外垄断

科技日报江苏宜兴 10 月 24
日电 （记者过国忠 李建荣 通讯

员陈玉宇 闵德强）人生病了，可以

去医院，环境生病了，谁来医治？

24日，在 2014中国环保技术和产业

发展推进会上，宜兴环保科技工业

园正式对外推介一种全新产业服

务模式——中宜“环境医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专家曲

久辉表示：“一直以来，我国环保行

业没有形成一个公平的、有标准法

规支撑的产业环境，致使好的企

业、好的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此

外，发表论文数量与实际产业应用

严重倒挂、自主创新能力弱、企业

没有成为创新主体等问题，长期制

约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中宜‘环境

医院’的建立，不仅提出一个概念，

更提供了一种新的环保产业运行

模式。这一模式在全国将起到示

范引导作用。”

“我们期望这种‘环境医院’

能为产业提供从咨询、会诊、系统

解决方案到实施、设备供应、技术

研发、投融资服务、示范推广的全

套环境综合服务。”江苏省宜兴市

委常委、宜兴环科园管委会主任

朱 旭 峰 表 示 ，未 来 中 宜“ 环 境 医

院”的建设将重点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产业团队的力量整合，二是

环境治理的系统解决。

目前，中宜“环境医院”已初步

构建诊断、检验检测、设计、技术、

标准化装备、工程化、技术项目信

息、风险管理及投资九大平台。专

科门诊则形成污水处理、给水处

理 、固 废 资 源 化 、环 保 物 联 网 等

“13+1”的组织机构框架。为确保

良性运转，中宜“环境医院”下设顾

问委员会、对外合作委员会、专家

咨询委员会、企业考核委员会及系

统协调委员会五大机构，在日常工

作中对具体事务进行指导。

宜兴环科园是我国唯一一个

以发展环保产业为特色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园内拥有 1700 多家环保企业、3000 多家环保

配套企业的环保产业集群，是我国环保企业最集

中、产品最齐全、技术最密集的产业集聚区。目

前，环科园正通过中宜“环境医院”这一高端开放

合作平台，利用产业规模、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

组织一批优质企业共同承担区域总包、流域治理

等一些大工程，成为环保问题系统方案的解决者；

同时，将在哈尔滨、伊犁等城市，着手组建“环境医

院”分院，把环保专业市场拓展得更宽更广，力争

在全国获得更多总包市场。

作为中宜“环境医院”组成部分的宜兴国际环

保展示中心也在当日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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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已进入了进口替代的自主化时代。

刹车片是列车制动系统的关键零部件。高铁刹车

片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高速运行的列车能否及时

减速和停下来，人称“生命的保护神”。我国高铁刹车

片长期依赖进口。

2013年9月24日, 北京天宜上佳新材料有限公司（下

称“天宜上佳”）获权威部门颁发动车组7个车型5种型号

刹车片CRCC铁路产品认证证书，打破国外公司垄断，填

补国内空白，降低了市场售价，保障了国家战略安全。

作为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天宜

上佳从 2009 年成立开始自主研制开发，到高铁刹车片

关键技术的突破，再到成为我国铁路高铁刹车片国内

唯一供货商，仅经历短短 4年时间。

“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国家高铁事业

的发展，没有国家自主创新和产业化的政策环境，没有

铁路行业科技主管部门的支持与行业协作，高铁刹车

片的自主化不可能这么快。”该公司董事长吴佩芳说。

盯上刹车片全凭“女人的直觉”

与英文教员出身的马云创办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

不同，师从于北京钢铁学院吴成义教授的吴佩芳，在创

办天宜上佳公司之前，与粉末冶金材料和刹车片打交

道已经 30年。

专业技术背景和豁达开朗的性格成就了吴佩芳。

当年 24岁的她已经是一家数百人国营企业的厂长。多

年的商海生涯，磨练了她敏捷的思维、准确的市场嗅觉

和游刃有余的企业管理能力。

20 世纪 90 年代，日、法、德等国就已开通了最高

时速达 300 公里的高速列车。从 1997 年 4 月 1 日到

2007 年 4 月 1 日十年时间，我国铁路部门经过 6 次大

提速，普通动车时速达到 160 至 200 公里。随着 2008

年 8 月 1 日京津城际高铁的开通，我国高铁最高时速

已经超过 350 公里。

而 2011年 6月，设计时速 380公里的京沪高铁的开

通，标志着我国高速铁路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高铁装备的各项性

能要求相应提高，尤其对制动性能提出了更加严格

的要求。

高速列车制动力主要有电制动力和摩擦力，而摩

擦制动力是列车安全停车的最后保障。摩擦制动力依

靠制动系统中的制动盘和刹车片之间的摩擦来实现，

而制动系统中刹车片性能的好坏对列车制动效果有着

非常大的影响。有鉴于此，目前我国高铁制动系统的

刹车片主要依赖进口。 （下转第三版）

高 铁 刹 车 片 诞 生 记
——吴佩芳和她的创新创业路

本报记者 冷德熙

■创新驱动与城市轨道交通国产化 15周年

24 日凌晨，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经过轨道修正，以曼妙身姿

奔向月球。在未来一周的征途中，这位探月工程三期

的探路者能否经受重重考验？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了解到，科研人员不但为其塑造了强

健的身躯，更是给它配备了一系列高精装备。

小舱体带来焊接大难题

从外观上看，飞行试验器的返回器如同神舟飞船

返回舱的缩小版。与“神舟”相比，返回器的横截面积

仅一半，重量只有十分之一。五院工艺师樊晓霞说：

“虽然返回器小，但是它‘五脏俱全’，法兰和焊缝的数

量一点不比神舟飞船返回舱少。”

如果把神舟飞船返回舱比作一件雕刻品，返回器

可谓“微雕”。在只能容下半个身子的舱体上焊接，给

制造者出了难题。

五院 529厂焊接工艺师曾如川说：“别看舱体小，上

面的焊缝却纵横交错。有些焊缝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焊接时很容易相互叠加影响，产生较大的焊接变形。”

以往神舟飞船返回舱在焊接时采用的是整体式工

装，由于舱体大、焊缝间距远，焊接时一般不用担心叠

加影响，但这个方法显然不适用于“浓缩版”的返回器。

既然整体式工装行不通，能不能“化整为零”？曾如

川苦心研究，设计出一套全新的分体式工装，每次只固定

一个法兰，焊接完了再进行下一个。这套工装结构形式

简单，装配操作方便，各个法兰装配和焊接过程时互不干

涉，高质量地解决了小舱体带来的焊接大难题。

“私人定制”应对“冰火两重天”

此番出征，飞行试验器将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为

此科研人员没少给它“开小灶”。

以整星热试验为例，比如东方红四号这样的大卫

星，通常进行一次整星热试验即可，而返回器的试验总

数量达到十余次，可谓前所未有。

它 还 享 受 到“ 私 人 定 制 ”。 五 院 总 环 部 科 研 人

员专门为它设计了红外加热笼，让它能提前感受更

真实的太空环境，以保证在旅途中顺利度过“冰火

两重天”。 （下转第三版）

探月三期探路者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付毅飞）记者从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北京时间 10月 24日 16时 29

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探月工程

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施地月转移轨道首次

中途修正。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地月转移轨道飞行过程中，

会受到入轨偏差、引力、宇宙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择机

实施轨道中途修正，校正航向。通过精确分析计算，北

京飞控中心研究确定了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首次轨

道中途修正控制策略，向飞行试验器注入控制参数，顺

利实施了首次中途轨道修正，为飞行试验器顺利到达

月球近旁奠定了基础。

在此次中途修正前，北京飞控中心于 24 日晨控制

飞行试验器携带的相机，拍摄了飞行试验器远离地球

的飞行场景。截至 16 时，飞行试验器已在太空飞行了

14个小时，距地面高度约 13万公里。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完成首次中途修正

10月 24日16时 29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的精确控制下，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施地
月转移轨道首次中途修正。 新华社记者 田兆运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小龙）臭鸡蛋、马尿、酒

精、苦杏仁，能想象出将这些东西混合起来的味道

吗？如果有办法能把彗星带到你面前，它们闻起来

很可能就是这种味道。

欧空局(ESA)网站 10 月 24 日发布消息称，其科

学家通过“罗塞塔”彗星探测器上的探测器获取到

了 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67P/C-G）彗星气

体中的一些有趣的化学信息，其中包括氨、甲烷、硫

化氢、氰化氢和甲醛等分子，不过它们的味道并不

怎么让人愉快。欧空局的科学家在其博客中发帖

称：“闻到彗星的味道后，你一定会非常后悔。”

从彗星上获得这些信息的是“罗塞塔”上一种

名 为 Rosina-DFMS 的 质 量 光 谱 仪 ，当 彗 星 靠 近 太

阳时，它能分析出彗星气体的特征。

负 责 该 质 谱 仪 的 首 席 科 学 家 卡 森·阿 尔 特 维

格 说 ，67P/C-G 彗 星 的 气 味 相 当 强 烈 ，其 中 有 硫

化 氢 发 出 的 臭 鸡 蛋 味 、氨 产 生 的 马 尿 味 、刺 鼻 的

甲醛味、氰化氢像杏仁一样的苦味以及甲醛挥发

出的酒精味。在这之外，还要再加上一点二硫化

碳 带 来 的 甜 甜 香 味 。“ 这 就 是 你 会 闻 到 的 独 特

‘彗星香’。”阿尔特维格说。

欧空局的科学家称，现在这个阶段就检测到这

么多不同的分子已经让他们很惊喜了。

“罗塞塔”彗星探测器于 2004年 3月发射升空，经

过历时 10年 5个月零 4天、总长超过 64亿公里的太空

飞行，在今年 8月 6日终于追上了它飞快移动的目标：

67P/C-G 彗星，进入距离彗星约 100公里的轨道并围

绕其运行。在飞行过程中，“罗塞塔”曾三次经过地

球、一次经过火星和另外两颗小行星。

作为人类首个近距离环绕彗星飞行的航天器，

“罗塞塔”将在未来一年多时间里陪伴 67P/C-G 彗

星接近太阳。11 月 12 日，“罗塞塔”将开始执行具

有高度风险的在轨机动，并在彗星释放着陆器，一

旦成功，这将成为人类首次登陆彗星的壮举。科学

家认为，太阳系旅行者——彗星就如同时间胶囊一

样，蕴藏着太阳系形成时期留下的原始物质。对其

尘埃、气体、结构及其他相关物质的研究，将有助于

揭开太阳系形成、地球上水的来源乃至生命起源的

奥秘。

十年前，“罗塞塔”打定主意奔向彗星“女神”；十年

后，来到“女神”身边的“小罗”如愿收获了深情初吻，虽

然，“口气”浓郁得很！自 1957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

天，100多颗探测器被派往宇宙大家庭，多层次“探访”极

大丰富了人类的认知，也极大地提升了远程通信、电源、

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水平。可以肯定的是，更多“使者”会

前赴后继开赴深

空 ，但 不管走多

远，见到谁，人类

的初衷始终没离

开“我们从哪里

来”这一哲学终

极问题。

彗星是什么味？有点臭
“罗塞塔”成功获取彗星气体化学信息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24日电 （记者林莉君）24 日，

被业界公认为岩层控制技术创新最佳论坛的国际采矿

岩层控制会议（ICGCM），在京召开第 33届大会。这是

该国际性会议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

大会组委会主席、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王家臣介

绍，中国作为矿业大国，煤炭开采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煤炭

产量的48%。我国煤矿以地下开采为主，全国约85%的煤

炭来自地下开采，2013年约为32亿吨。随着我国煤炭开

采与岩层控制技术的发展，借鉴先进的矿山岩层控制理论

和技术，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越来越迫切。

岩层控制的核心就是以少的人、财、物的投入，利

用采矿和矿山压力科学规律，控制采矿开挖空间及上

覆岩层的变形、移动与破坏等，保证采矿人员、设备的

安全，减少对地面的沉降与损害。

本届大会，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矿山企业等领域

的国内外代表，围绕“煤矿岩层控制理论与技术发展”

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ICGCM 由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工程院院士

Syd S.Peng 创立，并于 1981 年召开了第一届会议。该

会议大胆地处理各种采矿相关问题，并促进了许多采

矿相关的创新理念发展，包括法律、勘探、地质、露天和

地下开采等各个方面。

国际采矿岩层控制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

坐落于南京雨花台区的中国（南京）软件谷建立3年来，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目前已聚集国内外各类软件企
业近600家，吸纳软件人才13.6万人，形成了通信软件、服务外包和信息服务3大特色产业集群。2013年，软件
谷实现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1005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同类软件园区前三强。10月 22日，市民在软件谷
内“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展示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科技日报讯 （高冰洋 记者王春）科学研究对推

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评估科研成果同

样至关重要。10 月 22 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

科学院上海分院与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集团共聚一

堂，探讨中国科研评估体系的多元化评价发展。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成

果丰硕，SCI 发表论文 19 万篇居世界第二，专利申请

量达到 50 多万件。科研成果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

出现科研评估过分依赖量化的弊端。麦克米伦科学

与教育旗下《自然》杂志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博士

在谈及如何进行科研评估时提到，如果单纯依靠论

文引用量来评估科研影响力，这一方法不具有可持

续性。我国的量化评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

研产出，却忽视了科研质量。为解决此类问题，逐渐

向多元化评价的评估体系发展至关重要。

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主任 David Sweeney

在报告中提出了用于评估英国高校科研质量的 REF

体系。REF 体系从科研质量、学术之外的影响力和

科研环境三方面评估英国大学的科研质量。其中，

科研的学术质量所占权重为 65%，虽然以多元化评价

为导向，但是学术质量仍然是最重要的评估体系。

2012 年中国科学院率先采用了一种基于成果的

评价体系，旨在实现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转变，

引 导 研 究 所 和 科 研 人 员 专 注 于 科 研 质 量 和 实 际 贡

献。此外，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同行评价，但是由

于体制机制的限制，量化指标依然广泛应用于中国

的科研评估。“虽然，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依然面临

着过于看重数量指标的问题，但所幸的是，越来越多

的机构正在改变评估方式，更加注重质量，并逐渐向

国际标准看齐。”中科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

任李晓轩总结道。

中外学者就中国科研评估体系提出——

应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