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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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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在医院做

CT 检查时，人们既希望尽少接受辐射剂量

又不影响图像清晰。西北工业大学介万奇

教授团队使之成为可能。

该团队经过多年攻关，在我国首次解决

了碲锌镉晶体从原料合成到生成技术以及

工艺流程等多项难题，开发出高性能的碲锌

镉晶体及高效率、低成本单晶制备技术和关

键设备。使用该成果，只需接受辐射剂量的

三分之一，就可得到同等清晰度的成像。

除了医学成像，该成果可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核能、工业、农业等诸多领域。近

日，该团队新发明“土壤 CT”。这是一台婴

儿推车大小的“集成实验室”，可实现对土壤

质量的就地检测，只需十几分钟，土壤中放

射性物质、重金属污染、农药残余以及各种

有机物污染等土壤质量情况便可悉数掌握。

在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一部手机大小的以碲锌镉晶体材料为核

心的γ辐射剂量仪，能快速精准地捕捉到放

射源信息。随着仪器的启动，屏幕上很快显

示出“0.18μSv/h”的单位数字。介万奇介

绍，这是宇宙本底射线的辐射量，是在没有放

射源时的背景剂量。碲锌镉晶体材料的灵敏

度可以达到极限，连微弱到几乎没有的宇宙

本底射线也能清晰捕捉到。因为这一特性，

其研发应用技术含量高、难度大，单是晶体纯

度就要求达到“7 个 9”以上。该晶体经英国

卢瑟福国家实验室等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测

定表明其性能优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该团队正与某公司合作开发新型

安检设备，可准确分辨出所携带物品是否属

违禁品。未来或许乘客可以随身带着液态

物品等乘坐飞机。

神秘晶体让 CT辐射量减少三分之二

11 月 21 日，“快舟二号”卫

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入

轨。该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

研制，主要用于各类灾害应急

监测和抢险救灾信息支持。继

2013年“快舟一号”卫星发射成

功后，此次发射成功将为“快

舟”的后续发展铺筑道路。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快

舟”小型固体运载火箭由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研制，采用

了国际首创的星箭一体化技

术，是我国首个具有快速集成、

快速入轨能力的小型固体运载

火箭，创造了我国航天发射的

最快纪录，使我国航天发射运

载工具由液体运载火箭拓展到

固体运载火箭，初步具备了空

间快速响应能力。该火箭可在

自然灾害突发，或地面监测和

通信系统发生故障时，实现卫

星的快速发射和空间部署，及

时获取灾害情况信息，为减少

灾害损失和组织抗灾救灾创造

条件。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

一个这么复杂的系统成功送上

天，过去从来没有过。”航天科

工集团董事长高红卫说。

快速布局的“天眼”

2008 年汶川地震，灾区与

外界交通受阻，传统地面通信

完全中断。“如果有双‘天眼’能

看清灾区该多好。”有人感叹。

5年后，“快舟一号”卫星使

国家快速布局“天眼”变为现

实。凭借国际首创的星箭一体

化设计，高效参与了多项自然

灾害应急响应、突发事件地面

监测等工作。

2013 年 9 月 25 日，该卫星

成功发射入轨，随后成为太空

中最忙碌的卫星之一。还没来

得及绕着地球转几圈，它就接

到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的任

务：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发生

地震的灾区进行成像，为救灾

提供支持。一个月后，它又对

台湾花莲地震区域的灾情评估

提供支持，为开展人道主义救

援打通道路。

今 年 3 月 ，马 航 客 机“ 失

联”，“快舟一号”在疑似海域上

空探查了 11.5 万平方公里，把

99 景共计 54.2GB 的数据传给

了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资源卫星

应用中心和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云南鲁甸地震灾害中，“快舟一号”是我国唯一

一颗连续十余天对灾区实施天回归重访监测的卫

星，成功获取高分辨率震区遥感影像 75 景，共计

56.34GB，全部于第一时间在线分发给各相关业务单

位，为地震灾害监测及灾情评估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该卫星获取的图像数据已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业监测方面得到初步应用。并监测了

小煤窑和小炼油厂分布、融雪型洪水、敏感基础设

施与区域及环境污染源等，为气象和环境监测等

部门提供了信息支持。

由于“快舟”卫星成本可控，在商业发射领域

竞争力不凡，将使军民融合工作向前迈进一大

步。目前，研制团队已为“快舟二号”卫星“下海”

做好了准备。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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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道路上，南宁市探索已久，成

果颇丰。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七连冠、“中国城市综合创

新力 50强”、“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市”、“国家创新型试点

城市”、“建设创新型国家十大创新模式贡献城市”……

尽管基础并不厚实，这座广西的首府城市却屡开西部

地区的风气之先。

创新当下，利在长远。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区域性国际城市建设、现代

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如今，南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

一系列新的考验和挑战。

未来出路何在？

唯有创新驱动，加快发展。作为国家创新型试点

城市和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南宁市提出把科技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以形成发展新优势，抢

占新的发展制高点。

面向未来，向新时代作答

寓意为“南疆安宁”的南宁，以“半城绿树半城楼”

的城市风貌闻名遐迩。

每年秋天，前来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东盟各国

政要、五洲客商云集，南宁作为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

的开放城市逐渐备受关注、阔步向前。

从默默无闻的西南边陲，到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

从曾经的发展乏力，到如今的潜力迸发，南宁正在发生

深刻的改变。

然而，一个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首府城市，却

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危机感来自于自身发展。

近些年来，南宁经济持续保持了两位数以上增长，

但由于产业发展基础差、结构不尽合理，且各地发展竞

争激烈，发展水平与周边同等城市仍有差距。

危机感来自于外部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态势长期向好、中国与东盟开放合

作不断深化以及国内外多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南宁的桥头

堡和交通枢纽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环顾四周，千帆竞发；发展机遇，千载难逢。

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黄金期的南宁，如何充分发

挥优势，顺势而动、借势而为，牢牢抓住和用好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进而赢得主动、赢得优势？对于南宁

市的决策者来说，向新时代作答需要智慧与勇气。

“奋力提升首府南宁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首

位度，加快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以对时代的

敏锐洞察和市情的准确把握，南宁市委十一届十一次

全会清晰勾勒出了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力争通过

3至 5年的努力，使南宁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引领

打造广西经济升级版，成为开放合作的前沿中心。

方向已定，何以赢得先机，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立意高远，增创发展新优势

立意高远，南宁志在以创新驱动增创发展优势。

在 2014 年南宁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指出，要实现奋

力提升南宁首位度的目标任务，必须坚持把科技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抢占新的

经济和发展的制高点。 （下转第三版）

创新，向着提升南宁首位度的目标
—南 宁 发 展 新 观 察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科技日报柏林 11月 24日电 （记者李山）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CERN）11 月 20 日启用了其开放数

据网站（http://opendata.cern.ch），首次将包括大型强

子对撞机（LHC）真实碰撞实验数据在内的一批高级

别数据及相关软件免费开放给公众。除了对研究界

具有很高的价值以外，预计这些数据还将被广泛用

于教育目的。

CERN 负 责 人 罗 尔 夫·霍 耶 尔 教 授 说 ：“ 启 动

CERN 开放数据门户是我们的重要步骤。我们开始

与世界共享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数据，是这个实验最

宝贵的资产之一。我们希望这些开放数据能够支持

和鼓励全球的研究团体，甚至学生和公众科学家。”

首批开放的高级别可分析碰撞数据来自 LHC 项

目中的紧凑渺子线圈实验（CMS）。它们是 2010 年运

行 LHC 时收集的。能够用来读取和分析数据的开源

软件也与这组数据一起公布在 CERN 开放数据门户

中。此外，该门户网站还可以访问到 LHC 项目中专

门为教育目的而准备的数据集，范围涵盖了大型离子

对撞机实验（ALICE）、超环面仪器实验（ATLAS）、紧

凑渺子线圈实验和底夸克实验（LHCb）。

由 LHC 实验产生的数据一般被分为四个不同

级别：一级数据包括直接相关的文档和直接出版物；

二级数据包括在宣传和培训中分析使用的简化数据

格式；三级数据包括重建数据，以及模拟和分析级软

件，可以进行完整的科学分析；四级数据包括基础的

原始数据和软件，以及访问所有实验数据的许可

等。原始数据需要通过筛选、模式识别及粒子鉴别

等事例重建过程才能变成具有物理意义的数据，即

重建数据。目前为止，CERN 在数据门户网站上公

开发布的主要是第二和第三级数据。

“这是全新的，而且我们也很好奇，想看看这些

数据会被怎样重新使用。”负责 CMS 数据保存协调

的卡蒂·拉西拉-帕瑞尼说，“我们已经准备了工具

和不同复杂程度的例子，从简化分析到可以使用的

在线应用程序。我们希望综合实例会刺激外部用户

的创造力。”

大型强子对撞机是 CERN 耗资约 60 亿美元、

于 2008 年 9 月建成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

器设施。CERN 每年有超过 20PB 的关于大型强子

对撞机的研究数据需要存储和分析，开放数据的尝

试将有助于推动数据保存从单一的存储到系统的

开放共享。

数据分析师在对阿里巴巴内衣销售数据进行分

析后发现，购买大号内衣的女性往往更“败家”——

65％B 罩杯的女性属于低消费顾客，而 C 罩杯及以上

的顾客大多属于中等消费或高消费买家。据此商家

可为不同的消费人群提供精准的需求信息。作为科

研大数据的“领导者”，CERN 向公众免费开放高级别

数据的决定着实令人兴奋。这将刺激各个领域的外

部用户实现怎样

的创造力，我们目

前 还 不 得 而 知 。

毕竟，在大数据出

现以前谁会知道

罩杯与消费能力

之间的关系呢？

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数据首次向公众开放

11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江苏江阴苏南国际码头进行印度洋科考前的最后一次演练。图为母船回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

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 （记者齐中熙 樊曦）记

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

日前审议通过了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认可的航行安全

通函，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成为继全球定位

系统（GPS）、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后第三个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服务世界航海用户。

11月 17日至 21日，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

第 94次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交通运输部组团参会，并

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海事组织承诺我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服务性能和运行维护管理要求，以及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在国际海事领域的应用政策，表达了我国政

府的责任与态度。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作为国际海事

组织 A 类理事国，此次国际海事组织对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认可，将带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航海领域的

国际化、产业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正式成为全球

无线电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取得面向海事应用的国

际合法地位。这也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标准首次

获得国际组织的系统认可。

此次国际海事组织认可后，我国将继续全面推进

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航标组织、国际海事无线电技术

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技术组织的标准、规范、

指南文件的制定和修订，以实现北斗系统进一步在国

际海事领域的全方位应用。

“北斗”正式成为第三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十二五”以来，云南昆明积极推进滇池治理，目前滇池已由重度富营养转变为中度富营养，水体水质有所改
善，周边环境改善明显。图为11月24日拍摄的昆明滇池一景。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科技日报江苏江阴 11月 24
日电（记者高博）25日上午，载人

深潜器“蛟龙”号要离开江阴码

头，去印度洋勘探海底矿区了。

此次任务有 13 名科学家随船出

发，为“蛟龙”号历次任务之最。

今年 6—8 月，“蛟龙”已在西

北太平洋完成了一次调查。在印

度洋的第二、三航段 25 日启程，

2015 年 3 月返回国内，目标是中

国承包的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探

区；蛟龙计划下潜 20次左右。

中国科考船“大洋一号”也将

在 同 一 区 域 、同 一 时 间 展 开 勘

探。“大洋一号”已于 11 月 16 日离

开三亚，奔赴印度洋。

首席科学家陶春辉说，在印

度洋海底矿区，“大洋一号”将做

大尺度的工作，“蛟龙”做小尺度

的工作。

“资源评价方面，我们‘蛟龙’

号可以精细调查硫化物的分布、

成矿过程，以及喷出流体的温度、

成分。”陶春辉说，“环境评价方

面，‘蛟龙’号可以详细研究喷口

周围热液系统，研究其生物分布

与环境关系。”

陶春辉说：“那里共有 4 个热

液区，其中一个热液区还在活动，

正喷出热液，有很多喷口和热液

生物，大家对它更感兴趣。其他

三个热液区基本不活动。两个是

硫化物热液区，一个是碳酸岩热

液区。‘蛟龙’号可以进行微观调查以及剖面调查，是其

他手段办不到的。”

随船科学家，上海交大教授肖湘说，生物学家将利

用“蛟龙”号研究西南印度洋热液区的生物多样性和基

因流。

“那里是大西洋流和太平洋流的交流地带，是一个

人字形节点。它是一个屏障还是通道？值得探讨。”肖

湘说，“热液区引起科学家的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它有

助于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边界。热液区里分离出来的

生物，很多只能在高压锅里生长。我以前搭载外国的

深潜器，去过太平洋的热液区，而西南印度洋一直是个

梦想。除了我们，很快会有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去那里

研究，我们面临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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