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说起导航，人们首先会想到 GPS。如

今，这一现状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北斗导航，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导航定位系统，性

能完全堪与 GPS 相媲美。在国内被迅速广泛应用

的同时，已然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013 年 11 月 25 日，北斗导航系统在泰国的示

范站开始运行，在同一时间可连续观测和接收其中

14 颗北斗卫星信号。而位于同一区域的美国 GPS、

欧洲伽利略、俄罗斯格洛纳斯等三大卫星系统，接收

连续在轨卫星数量仅为 5至 6颗。

“北斗卫星在泰国定位可精确到 3—4 米，美国

GPS 则是 7—8 米，北斗卫星在低纬度导航方面更具

有优势。”两院院士李德仁说。北斗导航系统正是由

他领衔的武汉大学对地观测与导航技术团队研发

的，他们也荣获此次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

李德仁介绍，由于核心元器件技术主要由国外掌

控，根本不对外开放，我国对地观测与导航技术长期

受制于人。在这种条件下，团队只能“以软件补硬

件”。历经25年，最终在国际上首创了测量误差处理

与可区分性理论，解决了测量学中的百年难题，将我

国光学卫星遥感影像直接定位精度从 300多米提高

到 10米以内，成功用于我国数十个军民光学遥感卫

星，使资源三号测图精度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天地图对于社会

大众有何意义？李德仁

说，如果你来到一个陌生

的城市，不知道怎么到达

目的地，你在天地图中输

入所在位置和目的地，就

会找到最近的线路。不仅

如此，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可以根据各自需求，在天

地图上开通旅游、饮食、救灾、水利等不同的专题。

研 制 出“GeoGlobe”虚 拟

地球系统，成为“天地图”的支

撑平台，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

个能够提供数字地球系统服务

的国家，这是他们团队的又一

创举。

“中国天地图比谷歌中国

地图精度更高，信息量更大。”

项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龚健雅此前表示，“我们还要进一步升级软件，要在

地面数据的基础上，加上地下和室内数据。”

误差区分 让遥感影像分毫尽显

“北斗卫星在泰国定位
可 精 确 到 3—4 米 ，美 国
GPS 则是 7—8 米，北斗卫
星在低纬度导航方面更具有
优势。”

武 汉 大 学 对 地
观测与导航技术创
新团队

目前，研究成果为鞍钢、
包钢、本钢、神华、中煤等单
位所属的 20 余家矿山安全
开采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近 3 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79.85亿元

79.85亿元

哺乳动物多能性
干细胞的建立与调控
机制研究

硫系玻璃，这个听起来有些拗口的词汇，其实与

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生活中，人们用手机、照相机等拍摄动态的图像

已经司空见惯。然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光线或者

是在雨雾天气，要想拍出清晰的动态图像，恐怕不是

一般设备能够做到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

红外热成像仪来帮忙，而红外热成像仪镜头所用的

材料正是硫系玻璃。

硫系玻璃是一种新型的非氧化物玻璃材料，具

有优良的透红外特性和较小的折射率温度系数，被

视为新一代红外透镜材料，可加工成红外镜头应用

于汽车夜视、安防监控、电力故障检测等民用领域，

以及夜视枪瞄、红外肩扛导弹、战机夜视巡航等军用

领域。

2005 年之前，我国的硫系玻璃产业基本为空

白。由于军事应用的敏感性，大尺寸硫系玻璃制备

关键技术被国外严格封锁。虽然我国在硫系玻璃的

基础研究领域起步并不晚，但一直未能解决产业化

关键技术问题。

究其原因，硫系玻璃需要在真空石英瓶中熔制、

原料痕量杂质难以消除、玻璃易析晶，且因无法机械

搅拌，光学均匀性和红外透过率难以保证等，使得大

口径玻璃制备尤为困难。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正是

宁波大学工程学院聂秋华教授长期思考的问题。其

相应成果新型红外硫系玻璃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获

得此次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由于绝大部分硫系玻璃不透可见光，针对其缺

乏有效的内部质量检测手段，以及镜头设计复杂，需

综合考虑消热差、消色差和消像差因素等问题。项

目组历时 9 年，设计出双炉膛分区温控非对称摇摆

熔制设备，使 140mm 口径锗锑硒玻璃高光学均匀性

制备难题得以解决。

同时，还发明出多光谱和透远红外（最远可透

25mm）新型多波段硫系玻璃体系，解决了硫系玻璃

短波和长波红外透过调控不兼容的难题；设计出硫

系玻璃内部条纹和缺陷（气泡、裂纹等）的表征、应力

和损耗测量的方法及其装置等。

此外，项目整体发明技术成功进行成果转化，在

云南建立了硫系玻璃及镜头的生产线。其开发的

100 余款红外硫系镜头产品已供应于美国波音公司

等在内的 30余家单位，并在国防领域得到应用。近

3 年新增销售额 1.56 亿元人民币，新增利税 4000 多

万元，我国红外镜头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大幅提升。一个发明撬动一个产业，壮哉！

提纯熔制 让硫系玻璃光影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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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染色，让衣裙红飞翠舞，让你穿出科技与时尚；北斗导航，出行路线精准定位，遥感影像千里之
外分毫尽显；硫系玻璃，红外热成像让光影神动；即便拆迁房屋，精确爆破也让一切更安全环保……

不论柴米油盐还是华彩霓裳，不论影像光电还是砖木土建，不论宅居室内还是秋水长天，这次国家
科技奖励大会的获奖项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家充满智慧的美。

他们扮靓智慧的“家”
——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亮点解读（下）

文·本报记者 高 博 付丽丽

2014 年底，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银丰片群楼采

用爆破方式进行拆除，市民称“场面堪比大片”。包

括高 77 米的宾馆和两栋 9 层住宅楼，在短短几秒钟

时间里，就被成功爆破拆除。爆破结束后，洒水车立

即赶赴现场，实施降尘作业。不到 5分钟，爆破产生

的大量粉尘散去。20 分钟后，周围交通恢复正常。

此次爆破将有害效应控制在了最小范围，拆除时间

快、污染小正是爆破拆除的优势。

目前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 4 亿平方

米，其中爆破拆除仅占 6%左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

的迅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建（构）筑物拆

除工程量将进一步增多，周边环境复杂程度和拆除难

度也将进一步增大，爆破拆除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因此，开展拆除工程精确爆破理论与关键技术研

究，并加强其成果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领衔的“拆除工程

精确爆破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应用”项目，取得了本

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们的成果已在城建、

电力、交通、水利及国防等领域的 400多项爆破拆除

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成功拆除建筑面积 900 余万

平方米，高烟囱及大型冷却塔 90 余座，大型桥梁 20

余座。

这几年，国家电厂为了节能减排“上大压小”，奥

运会、亚运会等活动召开需要的建筑物拆除，借高效

的精准爆破技术，实现了高效、经济、安全等目标。

高水平的爆破实际是成功建设的第一步。

而宏大公司参与“大型铁矿山露天井下协同开

采及风险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同样也获得了 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新的爆破和风险防控技术，确保了复杂环境下安

全高效大规模开采，大幅提升了采矿量。他们的项目

开创了同一矿床中露天井下协同开采的先例，破解了

急倾斜矿体多采场同步规模开采、深凹露天矿高陡边

坡风险防控、复杂环境下采空区精准探测等世界技术

难题。目前，研究成果为鞍钢、包钢、本钢、神华、中煤

等单位所属的20余家矿山安全开采提供了重要技术

支撑，提升了我国大型铁矿山露天井下协同开采及风

险防控关键技术水平，有力推动了行业科技进步，近

3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79.85亿元。

精准爆破 让拆除工程轻松安全

中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中药产业已成为

我国独具特色和少数具有国际优势的产业之一。然

而，中药科技基础薄弱，导致中成药功能主治模糊、

制药工艺粗放、质控技术落后、过程风险管控薄弱。

临床需要“好药”，产业需要“大药”，中药产业的健康

发展，急需把现有品种做大做强。

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依据我国中药产业

发展实际，率先提出了对名优中成药进行二次开发

的理念和策略，其“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

研及其产业化”获得此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研究团队建立了基于临床循证评价的中成药临

床定位技术。针对中药品种多、适应症宽泛、优势不

突出等问题，建立了中成药临床定位策略与方法，即

以系统评价为依据，组方分析、同类比较为基础，临

床专家评估为指导，并结合小样本先导试验的结果，

明确品种的特色和优势，确定临床定位，科学指导二

次开发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另外，研究团队还构建了以系统药理学（包括基

因组、蛋白质组及代谢组等组学技术）为核心的中药

作用机理多层次研究技术平台，在动物、组织、细胞

水平上建立了生物信息学等多元化的综合评价体

系，用于研究辨识中成药作用机制。率先从网络药

理学角度阐释中药多组分、多通路、多靶点、多途径

整合调节机制。

项目创建的中药制药工艺品质调控与优化技

术，解决了中成药化学成分复杂，工艺参数与药品质

量关系不清的难题。围绕提高中成药的质量，从制

药工艺品质入手，科学设置制药工艺品质调控点及

质控指标，以量化模型取代传统经验，精准控制工艺

参数，显著提升了中药提取、浓缩、醇沉和层析等工

艺品质，达到提高药品批次间一致性及节能减排的

目标。

项目历时 8 年，课题组完成了 32 个中成药品种

二次开发，用实践证明中成药二次开发是一条投入

少、见效快、驱动中药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32 个

中成药，销售额过亿元品种由 3个增加到 12个，2013

年销售额达 50亿元，是开发前的 4.2倍，累计销售额

超过 200 亿元，促进了名优中成药向中药大品种的

转化，促进中药制药技术的升级换代，引领现代中药

研发方向。

中药开发 让传统智慧为今所用

您身上穿的色彩斑斓的衣服，怎么染上颜色的

呢？有的是材料天然颜色，有的是织布后染色，有的

是纱线染色。筒子纱染色，是目前纺织界运用较多

的工艺，它是在纱卷成筒的时候上色。影响筒子纱

染色质量的因素很多，工序的把握，染料、筒蕊材料

的好坏都会影响染色效果。一直以来，筒子纱的染

色工序是人工完成，精准度低，稳定性差。且染料往

往会造成水污染，如果工艺低效，污染就会加大。

而山东一家民营企业——康平纳集团，却独辟

蹊径，开发出了“筒子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

装备”，他们也荣获本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康平纳公司的厂房里，只有十几名工人，配料、

染色、平整，全都由他们自己研发的这套机器有条不

紊的进行。在他们开发的筒子纱全流程自动染色生

产线中，仅专门开发的精准数控装备就有23种。

有报道这样说：“正走进地面清洁的生产车间,

听不到嘈杂声,一摞摞筒子纱在工位上等待着进入

下一个工序；悬挂在半空中的几个机械臂沿着轨道

来来往往；染缸的盖自动开启闭合；机器人在准确地

抓取纱卷,或送入染缸,或从染缸中取出送往后道的

脱水机和微波烘干机；移载车在轨道上来往穿梭；明

亮的中央控制室里,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着生产运

行情况……”记者惊讶地发现，整个生产车间几乎看

不到操作工人，颠覆了纺织印染车间污水满地、气味

刺鼻的印象。

康平纳公司老总陈队范说，他们研制了适合数

字化自动染色的工艺，还有全套设备以及全流程

的中央自动化控制系统。使筒子纱染色从手工机

械化、单机自动化阶段，发展到全流程数字化、系

统自动化的阶段，使中国在这方面排在了世界前

列。100 多套设备和 2000 个实时参数控制，节约了

7 成以上的用工，超过了德国和意大利等先进国家

水平。染色质量也大大提高，一次合格率也超出

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技术，让

筒 子 纱 染 色 的 用

水 量 和 废 水 排 放

减少了四分之一。

目前，这项技术已

经 出 口 到 全 世 界

30 多个国家，成为

纺 织 业 中 为 数 不

多的世界标杆，为

国争光。

智能染色 让人工从繁琐中解放

肌肉、神经、骨骼，不同功能的细胞都是从胚胎

干细胞变来的。正如老人不大可能返老还童变成婴

儿一样，从一个已分化的细胞类型向干细胞转回，几

乎是不可能的。但在人类的诱导下，细胞的“返老还

童”就可能实现。这就是近 10年来非常热门的干细

胞转化研究。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等中国科学家，

首次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iPS）通过四倍体囊胚注

射，得到存活并具有繁殖能力的老鼠“小小”，从而

在世界上第一次证明了 iPS 细胞的全能性。回答了

“iPS 是否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同的发育能力”这一

世界科学界的大问题。其“哺乳动物多能性干细胞

的建立与调控机制研究”相关成果也获得此次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9年，中国科学家制备了 37株 iPS细胞，利用

其中 6株 iPS细胞系注射了 1500多个四倍体胚胎，最

终 3株 iPS细胞系获得了共计 27个活体小鼠，经多种

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证实这些小鼠确实从 iPS细胞

发育而成，有些小鼠现已发育成熟并且繁殖了后代，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获得完全由 iPS 细胞制备的活体

小鼠，有力地证明了iPS细胞具有真正的全能性。

而中国科学家建立的人类孤雌胚胎干细胞系，

发现了卵母细胞质量是制约人体细胞重编程效率的

主要因素。说通俗点，哺乳动物可以不由受精发育

而来，也不是克隆出来，而是由一种本来在生殖中无

用的“卵母细胞”发育而来。

用卵母细胞来建立干细胞系统，就不必损害人

类胚胎，绕过了一个阻碍研究的伦理难题。为进一

步研究 iPS 技术在干细胞、发育生物学和再生医学

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技术平台。

如果干细胞研究发展到理想境界，人们就能轻易

地再生出器官，用于移植。周琪说，他们仍然在抓紧

实验，希望未来能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到那时，许

多晚期疾病和不治之症就可以用普通手术攻克了。

一朝掌声响，十年板凳功。要摘取医学皇冠，还

要在这条驿路上风雨兼程很久。

新干细胞 让器官再生渐行渐近

100 多 套 设 备
和2000个实时参数
控制，节约了7成以
上的用工，使中国排
在了世界前列

7成

中 成 药 二 次 开
发核心技术体系创
研及其产业化

拆 除 工 程 精 确
爆破理论研究与关
键技术应用

筒 子 纱 数 字 化
自动染色成套技术
与装备

新 型 红 外 硫 系
玻璃制备关键技术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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