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甲午年十二月十五 总第 10183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http://www.stdaily.com 2015 年 2 月 3 日 星 期 二 今 日 12 版

■最新发现与创新

责任编辑 马树怀 左常睿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直击大洋 34航次科考

新华社上海2月2日电（记者张建松）
记者从上海海洋大学获悉，该校深渊科技中

心联合多家民营企业研制的中国万米级载

人深渊器“彩虹鱼”号，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科考母船“张謇”号将于今年 3月开工建设，

建造经费2.2亿元，计划2016年交付使用。

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技中心主任崔维

成教授说，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教育家、上海海洋大学的创始人。以“张

謇”号命名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渊器科考母

船，是为了弘扬张謇先生“母实业、父教育”

的实干兴邦理念，并期许早日将中国建设

成世界海洋强国。

根据万米级载人深渊器的科学要求，

“张謇”号设计排水量 4800 吨左右，采用双

机单桨、轴带发电机、首尾侧推的推进方

式，由上海彩虹鱼科考船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独家投资。

据介绍，“张謇”号目前已完成建造前

的图纸送审工作，计划今年 3月正式开工建

造，明年 6 月底交付使用。经过多方调研，

“张謇”号除了为“彩虹鱼”在马里亚纳海沟

进行 11000米载人深潜提供科考服务外，还

具备进行一般性深海海洋科学调查、海洋

事故救援与打捞、海底探险、海底考古、深

海电影拍摄等多种功能。

根据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渊器“彩虹鱼”项

目总体设计，未来五年内，上海海洋大学将联

合多家民营企业研制三台全海深的“着陆

器”、一台全海深的“无人潜水器”和一台万米

级的“载人深渊器”。这些科学设备与专用科

考母船“张謇”号协同作业，共同构建中国全

海深的“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2016年

将以无人模式挑战全球最深的11000米马里

亚纳海沟，2019年将进行载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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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被安排在“大洋一号”科考船多波束实验室值班

已有20多天，每天下午对着屏幕上的水深、波束数、发射

号、航向、航速等数字感觉枯燥乏味。可当聊天时听到国

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于晓果研究员说，多波束在寻找

马航MH370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多波束全称“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测量系统”。据

设备负责人、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程师张国

堙介绍，海底地形也和陆地一样，有山、谷和平原。多

波束是一种利用声学反射原理探测海底地形地貌的声

学调查设备。

“大洋一号”上使用的是挪威康斯伯格公司生产的

深海多波束系统。在“大洋一号”船底的导流罩内安装

着两个各 8米长的“大方阵”：发射阵和接收阵。该设备

每次最多可形成 191个声学波束，“这些波束到达海底后

会根据不同的物性特征反射回不同的声波，根据时间、

角度、声速等就可以计算出水深，了解探测区域的海底

地形。”张国堙说。在 2000 米水深时，这台设备垂直精

度能达到 4米，水平精度 50米。实时采集的数据会自动

生成一张地形图，记者在多波束实验室看到一台电脑屏

幕上显示着实时探测的海底地形。“冷色是比较深的区

域，暖色是比较浅的区域。”张国堙说。对这些数据经

过后期精细处理能得到更精准的海底地形图。

于晓果介绍说，在海洋调查中用到的很多海洋技

术和设备其实在生活中也发挥着很大作用。寻找马航

MH370 时，澳大利亚和我国的远洋船都使用船载多波

束，后来美国提供的 AUV（自主水下机器人）“蓝鳍金枪

鱼”搭载的主要也是多波束和另一种声学设备侧扫声

呐。“蓝鳍金枪鱼”由美国著名的海洋研究所伍兹霍尔

研究所（WHOI）研制。与船载声呐相比，水下机器人

能到海底 200 米左右的距离获取海底更精细的地形地

貌数据。目前，承担 MH370 搜寻任务的荷兰辉固公司

主要也是使用这些设备。

“多波束可以探测海底的地形，同时，由于对海底

不同物质的回波反射特征不同，比如沉积物、岩石、飞

机金属残骸以及沉船等，其回波信号特征各不相同，可

以为海底搜寻提供参考。”张国堙介绍，一般先使用船

载多波束探测事故区域的海底地形，再布放自主水下

机器人进行精细寻找。2009 年，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

往法国巴黎的法航 AF447 客机在大西洋失事，2 年后在

大西洋底找到飞机残骸。后来公布的事故报告显示，

在飞机残骸搜寻过程中，多波束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国堙介绍说，“二战”后海洋声学设备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军用潜艇等开始安装一些声学设备探测海

底地形地貌，1977 年在美国首次出现多波束。现在各

国的调查船、勘探船等一般都安装多波束，在大陆架划

界、海底资源开发等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水

下考古、打捞沉船、探鱼等方面多波束也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目前，生产多波束设备的主要是挪威、丹麦

等北欧国家，但一项 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多波

束设备仅有 1300套，其中深水多波束 200套。

（科技日报西南印度洋“大洋一号”2月2日电）

你 是 否 知 道 多 波 束 ？
本报记者 刘 莉

记者“上交”手机、相机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轻

轻走进正在进行评审的某专业组会议室。每个桌上

都有姓名座签和一台专用电脑，评委用座签上印着

的账号密码才能进入评审系统，看到项目的材料，打

分过程也是通过系统进行……

自 2011 年起，中央主要媒体走进国家科学技术奖

初评会现场，亲身感受候选项目网络视频答辩的全过

程。为实现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2014年，公众旁听制

引入其中。

在近日闭幕的 2015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科

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透露，今年要加快修

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更加强化学术性和荣

誉性。

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优化结构、规范程序，成为

国家科技奖励改革的关键词。

提质减量 优化结构

削减数量、提升质量、优化奖励结构，贯穿国家

科技奖励评审全过程。

2012 年，我国修订了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和

自然科学奖的评价指标体系，将技术发明奖和科学

技术进步奖分开单独评审，鼓励原始创新和重大发

明创造的导向。2014 年，为克服重数量轻质量的倾

向，在严格要求自然科学奖代表性论文、论著不超过

8 篇的基础上，规定提交的授权发明专利最多不超过

10 项（前 3 项填写核心发明专利）。

数据显示，2012 年，三大奖励项目总数比 2011 年

减少 11.8%，其中科技进步奖减少 25.1%、自然科学奖

增加 13.9%、技术发明奖增加 40%，奖励结构进一步

优化。2013 年，三大奖项总数减少 16.3%，比例结构

大 体 上 从 原 来 的 10% 、15% 、75% 调 整 为 15% 、25% 、

60%，其中科技进步奖从 2011 年的 283 项减少到 188

项。2014 年，总数和结构与 2013 年基本持平。

值得关注的是，为进一步提高推荐质量，2014 年

首次对连续三年获奖数为零的推荐单位，不直接下

达推荐指标，形成了动态调整机制。

激励青年 协同创新

在提质减量的同时，改革还着重发挥奖励的激

励性，激活青年科技人员创新创造热情，突出对创新

团队、企业自主创新的奖励。

2012 年，鼓励推荐 45 岁以下青年工程师或科学家

作为牵头完成人申报国家科技奖，并适度向这些项目

倾斜。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首次为 40 岁以下的青

年科学家设立专门推荐渠道，不受推荐指标限制，

2013 年和 2014 年，各有 1 项通过该渠道推荐的项目通

过评审。

2012 年，科技进步奖试点设立创新团队奖励，并

奖励了 3 个创新团队；2013 年，扩大试点推荐单位范

围，奖励了 3 个创新团队；2014 年，试点面向所有推

荐单位，3 个创新团队通过评审。

（下转第三版）

提质减量 规范透明 强化学术性和荣誉性

国家科技奖励改革进行时
本报记者 刘 垠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从今年 1 月 1

日起，焦化行业国家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正式

开始执行。日前通过专家鉴定的“焦炉煤气

焚烧尾气中低温 SCR 脱硝研究及应用技

术”为焦化行业执行标准提供了利器。专家

委员会认定该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

此项技术由合肥工业大学、合肥晨晰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和湖北思搏盈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研发。据悉，烟气氮氧化物排放控

制技术即脱硝技术，国际上唯一大规模工业

化的是以氨气为还原剂的选择性还原脱硝技

术，基本只用于大型热电厂及部分适应高温

脱硝工况锅炉，其核心要素及钒钛系列催化

剂知识产权被国外少数几家公司垄断。

该技术第一负责人、合肥工业大学副教

授张先龙博士说，焦化行业焦炉煤气焚烧尾

气温度较低，现行高温脱硝技术并不适用。

合肥工业大学等合作开发的中低温脱硝技

术成功解决了焦化行业脱硝问题。

经北京中研环能环保技术检测中心检

测，其在河北某大型焦化企业现场中低温脱

硝装置运行情况良好，脱硝后焦炉尾气完全

达到国家最新排放标准。

“该技术具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包含近20

项国家发明专利。其核心催化剂以棒石黏土矿

物为载体，二氧化锰等为活性组分，具较好抗

硫、耐水性能，废弃后可作土壤补充剂，不会对

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而钒钛系列催化剂废弃后

必须作为危险废物处理。催化剂使用寿命预期

与国外的相当，成本却大幅降低。该技术在低

温低尘烟气工况下使用，不破坏焦炉现有物料

和热平衡，占地面积小，操作运行方便，烟气净

化流程更合理，能耗降低；运行成本及一次性投

资比其他脱硝技术降低约1/3。”张先龙说。

中低温脱硝技术成功治理焦炉烟气污染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专题研讨班 2 日

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开 班 式 上 发 表 重 要 讲

话。他强调，各级领导

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

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

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

导 干 部 这 个“ 关 键 少

数”。领导干部要做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用 法 的 模

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

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

不断见到新成效。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

政 治 局 常 委 李 克 强 主

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张德江、俞正声、刘云

山 、王 岐 山 、张 高 丽 出

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

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以来，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重

大成就，各级领导干部

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同

时，在现实生活中，一些

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

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

枉法等问题，影响了党

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

损 害 了 政 治 、经 济 、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

的正常秩序。所有领导

干部都要警醒起来、行

动起来，坚决纠正和解

决法治不彰问题。

习近平强调，各级

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

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领导干部要做尊法

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

敬畏法律；做学法的模

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

法律；做守法的模范，带

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

做用法的模范，带头厉

行法治、依法办事。

习近平指出，领导

干 部 都 要 牢 固 树 立 宪

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

人 人 平 等 、权 由 法 定 、

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各种危害法治、破

坏 法 治 、践 踏 法 治 的 行 为 要 挺 身 而 出 、坚 决 斗

争。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从其踏入干部队伍

的那一天起就要开始抓，加强教育、培养自觉，加

强管理、强化监督。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

提。要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

确把握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场。首要

的是学习宪法，还要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

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

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

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

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各级党委要重

视法治培训，完善学法制度。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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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美国密苏里州科技大

学研究人员发现一种盐厌氧菌属可以产生氢，未来

或可作为大量制备氢的方式之一，以减轻世界对石

油的依赖。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微生物

学前沿》上。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 月 2 日（北京时间）报道，这

所大学的生物科学教授莫尔·米莱博士及其团队在华

盛顿索普湖发现了一种能够产氢的盐厌氧菌属（Ha-

lanaerobium hydrogenoformans）。米莱说，“它可以在

盐和碱性条件下产生一定数量的氢，比转基因生物更

具有竞争力。”

米莱，作为一位研究极端环境下生态学的专家，

原本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去寻找可以产生氢气的细

菌。她一开始对有助于清洁环境的细菌比较感兴趣，

特别是在索普湖研究极端微生物。这类微生物可生

长在温度、酸度、碱度或化工厂集中等极端条件下。

而生活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这种盐厌氧菌属依旧具

有代谢能力。

米莱说，“通常我会研究整个极端环境下微生物

的生态，但这种特殊的细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试图

更详细地研究这种隔离种群。”

研究发现，这种盐厌氧菌属在高 pH 和盐度条件

下可以产生出氢，以及 1,3-丙二醇，对于工业应用具

有一定价值。其中 1,3-丙二醇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可

以制成工业制品，包括复合材料、胶粘剂、层压制品和

涂料。其也可以制成溶剂，作为防冻剂。

未来氢可以替代汽油作为飞机、火车和汽车的燃

料，而目前产氢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到位。但如果以工

业规模大量生产这种盐厌氧菌属，氢可作为一种可替

代汽油的能源，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尽管

其还不能作为一个即时解决方案。米莱说，“如果我

们能以公升级制备氢气就好了。然而，目前还没能达

到那种规模。”

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全世界的石油资源将在

半个世纪之后消耗殆尽。在寻找替代能源这条路

上，科学家一直发挥着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氢

无疑是目前寻找到的最“清洁”的燃料，它丰富的资源

更是让人类看到了未来新能源的希望。美国科学家

的新发现为这一能源的生产与制造提供了一个全新

的方法，且一切都在生物质层面悄然发生。更棒的

是，大量生产这种盐

厌氧菌属还可以顺

便 清 洁 我 们 的 环

境，如此绿色“一条

龙”的服务，想想还

真有点小激动。

一种细菌在极端环境下可产氢

2月1日，位于杭州的浙江图书馆举办为期一周的3D打印科普活动周，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好奇目光。据了解，本次浙图的3D打印科普周上由杭州一家3D打印设计公
司提供3D打印设备，读者只需提前预约就可以得到免费的自身头像的3D模型。图为读者在浙江图书馆里观看3D打印过程。 龙巍 CFP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刘爱华）如何用

太阳能分解水制备氢气在全世界备受关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熊宇杰教授课题组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了硅

纳米线表面“光解水制氢”的机制，为其制氢性能的提

高提供了新的途径。该工作以《硅纳米线光解水制氢

之谜》为题，在线发表于国际重要化学期刊《德国应用

化学》上，入选该期刊的热点论文。

在光解水制氢过程中，半导体催化剂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半导体材料在接受到太阳光以后将产生

携带能量的激发态正负电荷，使得水通过还原和氧化

反应生成氢气和氧气。“硅”是地球上储量最高且在工

业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半导体材料，早已有报道预言可

用于光解水制氢技术。

熊宇杰课题组巧妙地把纳米制造技术和湿化学方

法结合起来，可以高度选择性地调控硅纳米线阵列的

表面化学键类型和数量，从而发现硅材料的激发态电

荷平均寿命及光催化产氢效率与其表面化学键紧密相

关。另一方面，研究团队发现该过程产生的氢气和氧

气的比例远高于常规思维中的比例，并通过中国科大

江俊教授课题组的理论模拟，揭示该过程与传统的光

催化氢机制有所不同。基于该系列发现，研究团队首

次揭开了硅材料“光解水制氢”机制的“神秘面纱”。

在理解作用机制之后，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类基于

常规半导体工业技术的表面化学处理方法，为调控位于

硅材料表面的化学键状态提供了简捷途径，得以理性地

调变其光催化制氢性能。该研究提出了新的表面工程

思路，为开发高效、自然界丰富的光催化剂铺筑有效道

路，并将拓展人们对化学转化中电荷运动“微观引擎”的

控制能力，对高效催化剂的理性设计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氢气的获得也将为燃料电池等带来更广泛的应用。

中国科大发现“光解水制氢”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