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先进材料与结构
分析实验室团队人员与北京天科合达蓝光半导体有限公司合作，成功研制出了 6英
寸碳化硅（SiC）单晶衬底。

据悉，碳化硅属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是制造高亮度LED、电力电子功率器件以及
射频微波器件的理想衬底。

上图 科研人员在测量6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的尺寸（12月9日摄）。
左图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小龙研究员在一幅演示碳化硅物理原理的图表前

展示6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12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6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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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杨
保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

科学国家实验室陈仙辉教授研究组在铁基

超导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发现了一种

新 的 铁基超导材料锂铁氢氧铁硒化合物

[(Li0.8Fe0.2)OHFeSe]，其超导转变温度高达

40K（零下 233.15 摄氏度）以上，并确定该新

材料的晶体结构，发现其超导电性和反铁磁

共存。

铁基高温超导体是目前凝聚态物理领

域的研究热点，铁硒(FeSe)类超导体以其诸

多独特的性质被认为是研究铁基超导机理

的理想材料体系。为了能够深入探究铁基

高温超导的物理机制，亟须寻找新的具有高

的超导转变温度且在空气稳定的、适合物理

测量的铁硒类超导材料。

陈仙辉研究组首次利用水热反应方法，

成功发现了一种新的铁硒类超导材料锂铁氢

氧铁硒化合物，超导转变温度高达 40K 以

上。该材料由铁硒层和锂铁氢氧层交替堆垛

而成，铁硒层和锂铁氢氧层之间由极其微弱

的氢键相连。他们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

所中子研究中心的黄清镇博士以及中国科大

吴涛教授等几个研究组合作，通过结合 X 射

线衍射、中子散射和核磁共振三种技术手段，

精确地确定了该新材料的晶体结构。几种测

量手段表明，该新超导材料在低温约 8.5K存

在反铁磁序，并与超导电性共存。

专家称，这是首次利用水热法发现铁硒

类新型高温超导材料，为相关体系新超导

体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同时，该

新超导体所具有的高超导转变温度、空气

中稳定等优点，为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提供

了可能，并为探索铁基高温超导的内在物

理机制提供了理想的材料体系。相关研究

成果在线发表在 12月 15日的国际权威杂志

《自然—材料》上。

中科大发现一种新的铁基超导材料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18日电 （蔡金曼 记者陈瑜）
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我国第一座钠冷快中子反应

堆——中国实验快堆 18 日 17 时实现满功率稳定运行

72小时，主要工艺参数和安全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了快堆设计、建造、调试、运行的

核心技术，为后续快堆技术的发展、快堆产业化应用以

及基于快堆及核燃料循环技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实验快堆于 1995 年立项，是我国快堆发展的

第一步，核热功率 65 兆瓦，实验发电功率 20 兆瓦，是目

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备发电功能的实验快堆，采用

了符合世界快堆发展趋势的主流技术方案和更先进的

安全设计，并采用了更加接近商用快堆的主工艺参数，

为大型快堆电站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0年 7月 21日，实验快堆首次达到临界，2011年

7月首次实现 40％功率并网发电，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项

目验收目标，2012 年通过了科技部和国防科工局联合

组织的验收。

截至目前，实验快堆已经累计并网运行 438 小时，

累计发电量超过 300 万度，累计上网电量超过 180 万

度，并已同期开展材料和燃料辐照考验试验，后续将按

照既定的试验计划，继续开展满功率下的紧急停堆、堆

内自然循环和堆本体氩气泄漏率 3 项总体性试验及其

他伴随性试验，预计在 2015 年上半年完成第一阶段全

部试验内容。这些试验的开展，将使我国获得第一手

快堆电站关键安全和性能试验数据。

国防科工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许达哲在

发言中要求做好后续性能验证试验，深入研发快堆技

术，自主创新，尽快实现快堆工业化、产业化，为核工业

跨越式发展，为我国“热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核

能战略实施，为建成先进核燃料循环体系，为国家核工

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为我国核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快堆主

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增殖核燃料，可将铀资源利用率从

压水堆的不到 1％提高到 60％以上；二是焚烧长寿命放

射性核素，变废为宝，将放射性危害减至最小；三是具

有较高的固有安全性，是国际公认的第四代先进核能

系统中的优选堆型。

2012 年 12 月，中核集团宣布了自主创新的“龙腾

2020”发展规划，提出了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60万

千瓦示范快堆电站的战略目标。

我实验快堆首次满功率并稳定运行 72小时
标志中国全面掌握此项核心技术

包河，因包公而得

名。这里地处合肥城

郊，曾经，区内工业结

构 单 一 ，生 产 模 式 粗

放，产能相对不足。而

如今的包河区，正以每

周两个项目开工、每月

1 个亿元企业落户，形

成了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的现代化都市产业园

区，通过创新驱动“产

城一体、产城融合”，正

向着国家级新型工业

化示范区迈进。

既要科
技含量，又
要文化韵味

由 于 区 位 和 传 统

因素，包河区内的企业

大多以传统的机械、加

工等为主。城市快速

扩容，产业也必须一同

发展，像许多地方划地

“摊大饼”，包河区显然

不 具 备 这 样 的 条 件 。

都市应该怎样容纳产

业的发展？包河区给

出 的 思 路 是“ 产 城 一

体、产城融合”。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

八届中国（合肥）国际文

化博览会上，一台裸眼

3D 电视机无需借助任

何辅助设备，就能获得

逼真的立体影像，吸引

了现场观众的目光。

“只需一键即可切

换 2D、3D 电 视 节 目 ，

还可从 3D 效果调到标

清或高清。”合肥智兔

电子有限公司技术负

责人介绍，这是目前国

际上唯一具有渐变式

4K 超 清 裸 眼 3D 电 视

机，预计再过半年左右

就能进入家庭。

合肥智兔电子有限公司正是包河区国家广播

影视科技创新实验基地发展的缩影。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让科技与文化有机融为一体，大力发展区

内文化产业，正是包河区实施产业升级转型的一

大举措。

2012 年 12 月，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同意在合肥

市包河区设立国家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实验基地，这

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的广播影视科技创

新实验基地；今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科学研究院、广播电视规划院、设计研究院三家国

家顶级院所落户包河，在国家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实

验基地设立分院；10月1日，具有全广电行业领先技

术的“环巢湖综合实验网”技术平台700兆骨干网传

输信号在包河区正式开通。这个平台开发的各类

融合技术，可实现个人数据跨平台同步，即电脑、手

机、电视、平板电脑“四屏合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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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丹）地壳深处古老的前寒

武纪岩石产生的氢气比以往认为的要多。以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为首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确认，在全球

多地都发现了富含氢的古代地下水，其化学性质与

深海热液喷口附近的水非常类似，暗示着这些古老

水或许能为地下生态系统提供支持。这项发表在

《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对于寻找火星生命也具有重要

意义。

科学家们曾认为，地下微生物生态系统所消耗

的能量是从地球表面过滤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些生

态系统最终还是要依赖阳光和光合作用生存。但

2006 年，在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地下 4 公里深

处发现了以氢为食的岩栖微生物，让人们不禁好奇，

这类生态系统在地球上的分布到底有多广泛。

据《自然》网站 12月 18日（北京时间）报道，为了

寻找答案，多伦多大学地球学家芭芭拉·舍伍德-罗

拉与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同行一起，汇总了从

32 个采矿点的 200 多个钻孔采集的氢产量数据，这

些矿点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南非和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他们确认这些地方存在 10 亿多年前的古代水，

并且氢含量很高。

计算结果显示，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有 5.5

亿年到 46亿年历史的前寒武纪大陆岩石圈——每年

产生的氢气是科学家以前认为的百倍之多。这些氢

气来自两种化学反应，一种是岩石内的天然放射性

使水分子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另外一种则是古老岩

石常见的矿物蚀变反应。

“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关于）地球上哪里可以

存在生命的概念。”舍伍德-罗拉说，因为构成大陆的

岩石有 70％以上可追溯到前寒武纪时期。

新发现也可为寻找火星生命提供参考，因为火

星上也有数十亿年前的岩石，并且这些岩石也具有

产氢潜能。“如果古老的地球岩石现在还在生产这么

多的氢，那么类似的过程可能也正在火星上发生。”

舍伍德-罗拉说。

当下，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研究正开展得如火

如荼，这个时候，全球多处古老富氢地下水的发现，无

疑进一步点燃了科研人员的热情。这些古老的地下

水，就如同“被困的时间胶囊”，科研人员正在逐层剥

去其神秘的外衣，其中或许就蕴藏着生命的蛛丝马

迹。同样的，火星上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况发生，推

此及彼，火星上的生

命探究或将迎来新

的曙光。只是有一

点不得不提，这种深

藏的地下水肯定一

点也不好喝。

全球多处发现古老富氢地下水
或可为地下生命提供支持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8 日电
（记者游雪晴）12 月 17 日—19 日，以

“宇宙线起源的天文和物理交叉研究

前沿”为主题的第 518次香山科学会

议召开，专家与会提出，希望国内外

多学科专家之间充分合作，利用现有

实验设备和在建的大科学基础设施

开展目标相对集中的深入研究，特别

是具有前瞻性的、有突破潜力的科学

预先研究，争取我国在这个基础研究

的前沿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曹臻研究员说，宇

宙线起源是一个百年未解科学之

谜。去年底《科学》杂志评选出 2013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其中“宇宙线可

追溯到超新星的爆炸残余物”工作，

作为唯一与天文学和物理学研究相

关的重大成果，为揭开这个谜底打开

了一扇窗户。宇宙线起源的研究是

高能粒子物理学的核心课题，也是现

代天文学的重大课题之一。完全回

答这个起源之谜需要天文学家和物

理学家的大力合作和共同努力。考

虑到国内外包含宇宙线研究在内的

新一代大科学工程项目陆续开始建

设和筹备，同时鉴于当前宇宙线起源

研究的快速进展，很可能我们正处于

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突破时期。

南京大学王青德教授和中科院

高能所胡红波研究员分别就宇宙线

起源中的天文学前沿问题和物理学

前沿问题，作了主题评述报告。与会

专家围绕超新星遗迹等河内源伽玛

射线辐射研究进展，宇宙线河外起源

的相关天体研究前沿，宇宙线起源的

理论进展，高能宇宙线观测研究现状

等中心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胡红波认为，自从 1912 年奥地利科学家发现

宇宙线开始，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已经成为

了一个世纪的科学问题，从中也诞生了高能伽玛

天文学、高能中微子天文学和极高能宇宙线天文

学。这些研究中也产生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成

果。目前，随着新技术的使用和新实验的开展，宇

宙线进入了精确测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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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一场科技、金融、产业融合的精彩大戏

正在济南高新区上演：20家企业登陆新三板，占全市挂

牌企业总数的 87%，占全省挂牌企业总数的 25%；与深

交所联合打造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迎来了山东金融

资产交易中心、深圳证券信息公司等重量级金融机构

的入驻，为 30余家拟上市企业完成了融资路演，引进风

险投资 10 亿余元；定位于黄河中下游一流金融中心的

汉峪金谷，今年底将有 10 座高楼竣工投用，并有 30 余

家金融及总部机构进驻；2014年，首批试点设立民间资

本管理公司 3 家，占全市总量的 30%，半年来已向中小

企业投资近亿元，推动了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

科技、金融、产业的快速融合，为济南高新区的

“三次创业”提供了新动力，使得创新驱动展现出新态

势。2014 年，济南高新区预计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主

营业务收入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1%、

10%和 13%。

政策先行跨越科技金融鸿沟

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无形资产占比

高、可抵押物不足的状况。而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

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对于企业融资的限制较多。这是科

技型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也是

济南高新区“三次创业”必须跨越的鸿沟。

在充分调研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西安高新区等

先进园区经验的基础上，济南高新区把突破点选在了

政策先行。

鼓励金融机构落户高新区，按照注册资本金额及

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予以奖励；区级财政配套 600万元专

项资金加入济南市科技金融风险补偿金池，对符合产

业政策及调整导向的中小企业科技金融贷款，以风险

补偿资金的形式予以扶持； （下转第三版）

“三次创业”:突破在科技金融
——看济南高新区创新驱动新态势

本报记者 孙明河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近日在合肥包河

工业园区采访时见到，在安凯新能源客车基地停车场

300多辆新能源公交车整装待发，颇具气势。“今年合肥

市第一批 300辆新能源公交车订单已经完成，不久将投

放市场。”安凯新能源客车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仅今年上半年，安凯新能源客车公司新能源客车销

售量已经达到343台。目前，安凯新能源客车在北京、上

海、合肥等 30多个城市示范运营，已成为国内纯电动客

车覆盖城市最广、示范运营数量最多、技术产品种类最全

的新能源客车企业，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行者。

从开始探索新能源客车，安凯客车就一直将新能源

客车整车和核心零部件技术的研发作为开发重点。安凯

客车在全行业率先建立新能源客车技术研发中心，与中

国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知名院校开

展技术合作，国内唯一的国家电动客车整车系统集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也落户安凯。迄今，安凯新能源客车已

经掌握了纯电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三大新能源汽车技

术类型，开发出了城市、公路、双层观光、高档商务等新能

源客车产品。安凯客车在电控、电机、CAN 总线等核心

零部件领域也实现了批量化生产，成为首家在新能源核

心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的客车企业。

日前，安凯客车在新能源客车技术领域的两项发

明专利成功获得授权。从“双电”技术，到增程式客车、

轮边电机等核心技术，安凯新能源客车均取得了自主

知识产权，标志着安凯新能源客车技术更加成熟，对推

动新能源客车商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安凯纯电动客车示范运营 30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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