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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园地

北京时间 3 月 30 日凌晨 5

点 06 分，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太

阳能飞机——瑞士“阳光动力 2

号”从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起

飞，开启进入中国的旅程。预计

19小时后，它将降落在重庆江北

机场。这里也是这架太阳能飞

机首次环球飞行的第五站。

驾驶员贝特朗·皮卡尔的

夫人、女儿和他的同事波许博

格在缅甸机场目送飞机起飞的

照片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驾

驶一架不带任何燃料的飞机长

距离飞行，对皮卡尔是一次冒

险，对人类更是一次挑战。

30 日 16 时 02 分，“阳光动

力 2号”官方微博发布消息，“阳

光动力 2号”飞机后方技术支持

团队已抵达重庆。截至记者发

稿时，其官方网站的实时飞行

地图显示，飞机已飞入中国云

南境内。此时重庆江北机场早

已搭建好白色机棚,静静地等待

它的到来。

太阳能飞机
的一次“大考”
“一架太阳能飞机实现载

人、长时间昼夜环球飞行是一

件难度很高的事情。”一直关注

着“阳光动力 2号”行程的《航空

知识》杂志副主编王亚男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

从去年传出“阳光动力 2

号”环球飞行计划以来，这架太

阳能飞机便备受关注。从数据

上看，“阳光动力 2号”是一架拥

有摩托车的动力、汽车的重量和

大型喷气式客机翼展的飞机。

它的翼展 72米，长度 25.2米，高

度6.4米。而其最独特的地方是

覆盖机翼、机身和水平尾翼上的

17248块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正是靠这些电池板吸收转

化太阳的能量为整个飞机的飞行提供动力。

人类对太阳能飞机研究的时间并不算长。

1954 年 贝 尔 实 验 室 发 明 第 一 块 可 供 实 用 的 硅

太 阳 能 电 池 。 但 最 早 的 太 阳 能 飞 机 出 现 在 上 世 纪

70 年 代 ，当 时 人 们 给 模 型 飞 机 安 装 了 太 阳 能 电 池

板，发现太阳能可以作为动力推动飞机飞行。太阳

能飞机能否载人？整个上世纪 70 年代，人们一直在

为此探索。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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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个小时通宵达旦，120 人

现场将脑中的“点子”变成真实

的商业策划：人力资源的众筹，

无人机、选电影、口袋导航等 18

个商业策划，把一群极客、学生、

工程师、设计师、市场销售聚集

到一起，“创智黑客马拉松”开始

了一场头脑风暴，场面火爆，“创

意火拼”“点子排队”“启创中

国”，让杨浦创智天地充满了大

众创新的氛围。

“创客”潮涌。3月 29日，上

海市科委发布了“创业浦江行动

计划”，近 40家科技创业服务组

织共同发起成立国内首个区域

性众创空间联盟，它将成为上海

新型孵化器资源共享、交流合作

的平台，开启了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风潮。

当“创客”遇见草根

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大维

在上海演绎起了“车库社区”，

建 立 了 中 国 首 个 创 客 空 间 —

“新车间”。在 长 宁 区 愚 园 东

路东海广场的写字楼里，背着

双肩包的技术男、三五成群的

大学生陆续走进“新车间”，创

新 从“ 玩 儿 ”开 始 。 创 客 们 在

这个 100 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工

作 、穿 梭 ，四 处 摆 放 着 各 种 工

具：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数

控机床……有工具，零门槛，创

新创业变得触手可及。

“90 后”创客陈昊辞去了世

界 500 强企业研发中心的工作，

投身创业：要制造一台能自由

行驶、与人们进行对话的机器

人小车，能识别人脸、语音，可

以作为移动式网络摄像头，方

便 家 人 间 沟 通 。 来 到 新 车 间

后，陈昊得到了他最需要的工

具—包含小车、双足、多足、履

带式等各种机器人形态的研发

平台，由 DFRobot 创客组织提

供。李大维说，智能硬件并不

是“技术宅男”的专有领域，它应当成为普通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将高科技普及化，就是创客精

神。创客的意义不在于科技创新，而在于科技普

及，让更多的人把这些科技玩起来。”

张江地铁旁传奇广场内，有一个咖啡屋-IC咖

啡。这里出没众多牛人，那些集成电路与电子硬

件领域的大佬、电子行业百亿级基金经理，与“兜

里两块钱、心怀五百万”的创业者，在此迫切地“求

偶遇”。

“芯片硬件在产业链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将遇

到难题，而许多创业者埋头做技术和产品，产业上

游的芯片设计和下游的整机硬件离得很远”，IC 咖

啡上海站总经理王欣宇对记者说，“厨师不问顾客

喜好埋头烧菜，最后菜没人吃”。搭建一个交流平

台，打通产业链，实现供求对接，便有了咖啡桌上

的“虚拟硅谷”的 IC咖啡。

作为一个专注于集成电路和智能硬件的产业

链创新创业服务平台，IC 咖啡起源于浦东张江，最

初由 92 位 IC 和 IT 产业链上下游人士，每人拿出 2

万元合伙开办。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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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春）如果这个镜头

放大至一个篮球场那么长，会拍出怎样精美

绝伦的照片来？如果这个超乎想象的“巨无

霸”镜头朝向星空，又将为我们开启怎样的

宇宙“视界”？3月 28 日，在上海科技馆举行

的上海科普大讲坛第 46 讲，国际知名天文

学家、加州理工大学戈登·斯奎尔教授透露，

这可不是天方夜谭，未来十年有望实现。

作为世界上在建的最大光学望远镜项

目负责人，戈登·斯奎尔教授介绍，“30 米口

径望远镜（TMT）”刚刚在夏威夷群岛莫纳

克亚山休眠火山之巅开工。

据悉，30 米口径望远镜是大型国际合

作项目，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巴西、

印度的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签约参与工

程建设，造价高达 14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新镜将开始运作观测。事实上，30 米

望远镜由 492 块独立的六角形小镜片拼接

而成，它们在高性能计算机控制下协同工

作 ，其 效 果 相 当 于 直 径 30 米 的 超 级 大 镜

子。由于采用先进的自适应光学成像技

术，它能克服大气层扰动造成的“星星眨

眼”现象，获得超高清晰度影像，清晰度可

达当今最大的 10 米望远镜 3 倍。而承担

自适应光学成像技术主要研究任务的，正

是中国国家天文台。

戈登·斯奎尔表示，借助强大集光能力

与前所未有的分辨率，它不仅可以深入研究

银河系及河外星系群的更多恒星，还可探测

宇宙极早期的微弱星光，揭开恒星诞生与爆

发之谜。据了解，TMT 开建同时，欧洲主导

的 42 米口径光学望远镜也在筹建，它将坐

落于南半球国家智利。

世界最大光学天文望远镜在夏威夷动工
我国承担其自适应光学成像技术主要研究任务

科技日报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常丽君）最近，

一个由超过 18 个研究小组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展示

了一种他们开发的新型化合物（“分子镊”），经在动物

身上的初期测试显示，能安全地预防有害的蛋白质聚

集。人们已知与蛋白质聚集有关的病症至少有 30 多

种，包括糖尿病、癌症、脊髓损伤、老年痴呆、帕金森症

（振颤性麻痹）和 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等。这一

发现为开发出治疗相关疾病的新药带来了希望。

“由蛋白质聚集导致的疾病影响了全世界数百万

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神经病学

副教授盖尔·彼坦说，“我们希望这种新的化合物能治

疗由蛋白质聚集引起的疾病，许多这类疾病目前还根

本无法治疗。”他在 3 月 28 日到 4 月 1 日召开的“实验

生物学 2015大会”上介绍了这一最新成果。

据每日科学网 3月 30日（北京时间）报道，研究人

员将这种化合物称为“分子镊”，因为它们会缠绕在赖

氨酸链外面，而赖氨酸是大部分蛋白质的组成部分。

对细胞的生理过程来说，蛋白质是必须的，但当细胞机

器不能清除老的蛋白质时，它们就会结块，或聚集成有

毒害的斑块，引起疾病。分子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

只攻击聚集在一起的蛋白质，而不影响健康蛋白。

开发新药时通常在大量的化合物中筛选出能影

响疾病相关蛋白质的物质，而研究小组开发分子镊的

方法则完全不同。“我们观察蛋白质分子和原子相互

反应，找出它们聚集成块的原因，然后特制出一种溶

液作为药物。”彼坦说。

他们的分子镊有多个版本，相互间有细微的不

同。经过测试，其中一种叫 CLR01 的版本最有前

景。测试的动物模型包括患老年痴呆症的两只小鼠、

患帕金森症的两条鱼和一只小鼠、一条脊髓损伤的鱼

和一只有家族性淀粉质多神经病的小鼠。家族性淀

粉质多神经病很罕见，其蛋白质聚集会影响到神经系

统、心脏和肾脏。

“我们的数据显示，CLR01 或它的一种衍生物或

许能成为一种新药，治疗多种与蛋白质聚集有关的疾

病。”彼坦说。

且 CLR01 非常安全。在其中一个安全测试中，

研究人员每天给小鼠注射超过治疗用剂量 250 倍的

CLR01，持续了一个月，小鼠在行为和生理上仍未显

出痛苦或受伤的迹象。事实上，它们的血液胆固醇反

而下降 40%，可能是 CLR01产生了正面作用。

目前，研究人员还在各种疾病的动物模型中研究

CLR01，并打算把它改进成药丸或胶囊形式而无需注射。

去年，一项关注和帮助渐冻人的活动——冰桶实

验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著名科学家霍金正是因为

得了这种罕见病而不得不常年坐在轮椅上，等待渐冻

人的是身体日渐萎缩和无力。而新型化合物“分子

镊”的发现有望在未来防治此类悲剧的发生。这一发

现能够帮助人类安全地预防有害的蛋白质聚集，为 30

多种疾病带来希望。考虑到目前这项发现仅仅停留

在动物实验阶段，且

分子镊本身也有差

异，我们希望科学家

未来做出更多有效

的实验，早日让它造

福人类。

新型“分子镊”有望治疗多种疾病
能安全地预防有害的蛋白质聚集

进入春季，灿烂的冬季星空渐行渐远，但夜空并不

寂寥。4 月份，公众可以期待的天象除天琴座流星雨

外，2015 年我国境内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月全食将上

演，水星和火星这一难得相见的天象也将在 4月下旬现

身夜幕。

日食和月食经常成对发生，而且一般时隔半个月。

发生在 3月 20日的日全食，其主要观测地区为海洋。时

隔半月，天宇上演月全食。这次我国大部分地区公众可

以欣赏“天狗偷月”的精彩瞬间。北京天文馆李昕介绍，

北京时间 4月 4日的月全食是今年我国境内观测条件最

好的一次。当天 17时整，半影月食开始，此刻我国境内

还无法观测。18 时 15 分月偏食阶段开始，我国东北大

部、华东部分地区，以及台湾地区月亮已经升起，可以看

到被“天狗”咬过一口的月亮挂在东部低空。

据了解，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是月食过程中四

个重要的节点。其中，初亏是月偏食刚刚开始，月亮表

面应为被遮挡开始变得残缺；食既是月亮表面完全被

遮挡而完全变暗；在生光时刻，月亮移出本影区，重现

光芒；复圆是月亮重新完全变圆。在月食期间，虽然直

射向月球的太阳光被地球遮挡，但地球大气层仍会折

射少量太阳光投向月球表面，因而在食既至生光阶段，

月亮不是完全消失，而是呈现偏暗的铜红色。本次月

全食期间，19:54 月球完全进入地球本影，20:06 月球移

出地球本影，期间有 12 分钟左右可以观测到铜红色的

红月亮。21：45，月亮完全变圆，此次月食结束。李昕

介绍说，本次月食主要可见全食的区域是在北美洲西

部、太平洋、大洋洲、亚洲东部和南极洲大部。对于我

国而言，在月食阶段处于黑夜阶段的地区均可以观测。

天琴座流星雨是早春四月的保留节目。4月 16日，

流星雨如期而至。根据世界流星组织的预报，将于 4月

23日 8点达到极大。“极大期间，流星雨的每小时天顶流

量为 18 颗，实际每小时可能只能看到个位数的群内流

星。但即便如此，它也是上半年为数不多适合大家观

测的流星雨之一。”李昕说，天琴座流星雨的辐射点在

晚上 10 点左右升起到适合观测的高度，后半夜的观测

条件更好。今年的极大虽然发生在我国的白天，但 22

日晚至 23 日凌晨的观测条件依然不错，极大期间的月

相为娥眉月，对观测也没有影响。

水星和火星是两颗观测难度较大的行星。四月份，

公众将有机会见到这两颗行星的亲密约会。水星是距

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常常淹没在太阳的光辉中。火星是

地外行星中公转周期与地球最接近的一个，它可见与不

可见的时间都很长。4月 23日，火星合水星。傍晚两颗

行星将同时现身夜幕，并亲密相依。“这是难得一见的一

幕，届时水星和火星在天空的焦距离只有1°30′，看起

来也就是三倍月亮直径左右。”李昕说，水星在日落后的

可观测时间很短，有兴趣的公众 4月下旬可以在傍晚注

视西北方低空。 （科技日报北京3月30日电）

水星金星相依偎 铜红月亮现天宇
本报记者 徐 玢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游雪晴）3 月 30

日下午 17：30，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

空气影响，预计 3 月 30 日夜间至 31 日夜间，内蒙古西

部、甘肃西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有扬沙或浮尘，部分

地区有沙尘暴。同一时刻，北京市环保局网站上的实

时空气质量监测数值表明，全市空气质量指数为 216，

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的浓度

都很高。而这样沙尘天气状况已经持续三天了。根据

30 日发布的新版《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这样

的状况可以启动红色预警，机动车将单双号限行。

3 月 28 日中午，北京市经历了今年以来 PM10 浓度

最大的一次沙尘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台长乔林表示，

这次沙尘天气是北京今年第一次明显的沙尘天气过

程，同时也是 PM10 浓度水平最高的一次。到 28 日下

午 5 时蓝天出现、空气质量转好，但好景不长，29 日，已

经被吹走的沙尘开始回流，加上整体扩散条件不利，

PM10 与 PM2.5 双双升高，遭到沙尘与雾霾的双重袭

击，这样的天气状况持续到 30日。

30日，修订后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正式

发布，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姚辉介绍，新版预案按照“预测

污染持续时间每增加一天，预警响应相应提升一个级别”

的原则，规定持续3天以上空气重污染即可发布最高级别

的红色预警；提前启动预警和应急措施，针对红色、橙色的

高预警级别，新增“提前24小时向社会发布”的规定。

根据预案，当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时，北京将

实施停车、停工、停产等 6项强制性应急措施。“停车”措

施中，除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不含纯电动汽车)之

外，还规定北京的地方公务用车在单双号行驶的基础

上，再停驶车辆总数的 30%。

统计显示，2014 年间，依照修订前的应急预案，北

京共启动了 18次应急预警，共 30天。其中蓝色预警 11

次 11天、黄色预警 5次 10天、橙色预警 2次 9天，红色预

警还未启动过。如果按照新修订的预案，2014 年符合

启动红色预警的情况有 3次左右，总天数约有 10天。

华北等地遭遇沙尘和雾霾双重袭击
北京降低空气污染红色预警门槛

当地时间2015年3月30日，缅甸曼德勒，“阳光动力2号”太阳能飞机从当地机场起飞前往中国重庆。 Ye Aung Thu/CFP

30 日 21 点 50 分，长征三号丙火箭托举着我国新一

代上面级“远征一号”，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

一刻，“远征一号”掀起了盖头，它将担负起运送北斗导

航卫星的使命，实现自己的“首秀”。

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梁小虹介绍说，此前我国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是用

火箭将卫星发射到椭圆形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达到

一定倾角后星箭分离，再由卫星在远地点变轨，进入圆

形地球同步轨道。借助上面级，可以在卫星进入地球

同步转移轨道后，经过十几个小时之后再次点火，将卫

星直接送入地球同步轨道。

上面级是一种由基础级运载器发射进入准地球轨

道或地球轨道，能够进一步将有效载荷送入预定工作

轨道或预定空间位置，具有自主独立性的飞行器。“远

征一号”上面级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是在

火箭上增加的独立一级飞行器。在火箭将其运送到一

定轨道后，它能自主飞行，多次点火启动，并像汽车运

送乘客一样，将一个或多个航天器送入不同轨道空间，

因而被研制人员形象地比喻为“太空摆渡车”。

“卫星的目的是进入轨道开展工作，变轨不是卫星

的任务，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梁小虹说，卫星变轨需要

装载变轨发动机，还要耗费大量燃料。用上面级替代

完成，就可以减轻卫星自重、减少卫星的燃料消耗、延

长卫星的寿命。上面级完成任务后，还会自行进入垃

圾轨道，不会占用宝贵的同步轨道资源。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先后研制出多型固

体推进剂上面级，进行了多次飞行，全部取得圆满成功。

但此前的上面级均为满足某种单一任务而研制，只具有

一次启动能力，工作时间较短，对于更多发射任务适应性

较弱。“远征一号”作为一种液体推进剂上面级，继承了近

些年我国航天领域一些先进的设计、制造技术，其功能相

对独立、可多次启动而且工作时间达到数小时。

展望未来，“太空摆渡车”将继续承载着北斗导航

卫星发射任务的重要使命，但其应用领域远远不仅于

此。从设计之初，“远征一号”就从通用化、系列化考

虑，具备在未来拓展其应用领域的潜力。

“远征系列上面级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组合，已具

备将一定载荷送入 38万公里甚至更远轨道的能力。”梁

小虹说。记者了解到，通过将“远征一号”或其改型上

面级与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灵活组合，可最大程度

发挥基础级火箭的运载能力。利用上面级轨道部署能

力，以一箭多星发射方式，可有效提高发射效率，减少

发射组织次数，降低任务成本，满足日益增长的航天高

密度发射需求。同时，上面级还可以为有效载荷提供

能源供给等基础服务。相对于航天器，上面级成本较

低，轨道机动能力强，可作为空间技术试验的通用平

台，完成更多的拓展应用任务。

梁小虹表示，为加强中国航天在深空探测、空间试

验等空间领域的探索和服务能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将按照系列化发展思路，在“远征一号”的基础

上逐步构建多种类、多用途的上面级产品。

（科技日报北京3月30日电）

我国“太空摆渡车”发射升空
本报记者 付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