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日上午，200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中国“稀土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逝世，享年

95 岁。

1951 年，徐光宪与妻子一起远涉重洋从美国回到

祖国。60 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徐光宪的事业与中国的

稀土工业紧密联系，相伴终生。

最后一次见到徐先生是在 2009 年，那一年他走上

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那时,他走路已经需

要搀扶，但还坚持不懈地做与稀土相关的研究，关注着

国家的稀土政策。记得他当时毫不留情地批评某些地

方的稀土管理。他说，国家必须严格控制稀土开采量，

特别是南方宝贵的中重稀土，建立若干中重稀土战略

元素储备制度！说这话的时候，他特别着急，声音微微

颤抖，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后来的几年再没有见过徐先生，但不断听到关于

他的消息。稀土圈里的专家们说，徐先生太爱中国的

稀土行业了，他一看到资源的浪费就痛心疾首，一看

到中国与国外竞争落了下风就心急如焚。多年来，他

把自己对稀土行业的意见建议写成信件，寄给国家领

导和主管部门，直接促成了相关政策的出台。

而今，他已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稀土

事业。

一生爱稀土，“萃取”技术立大功

“萃取”和“稀土”,这是代表着徐光宪事业巅峰的两

个关键词。

稀土，被称为工业“黄金”，它在生活中几乎无处

不在。我们每天看的电视，其鲜艳的红色就来自于稀

土元素铕和钇；显微镜、手机，镜头毫无例外的都是用

了稀土镧，这样才能提高折光率，照出清晰的图像。

还有我们所用的纺织品，用稀土染色，色彩非常鲜艳，

不同的阳光下有不同的颜色。有资料显示，当今世界

每 5 项发明专利中便有一项和稀土有关。

（下转第三版）

稀土人生 鞠躬尽“萃”
——追记中国“稀土之父”、中科院院士徐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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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9日电 （记者房琳琳）俄罗斯

地面飞行控制中心称，俄 28 日发射的“进步－M27M”

（简称“进步号”）货运飞船升空后失联。俄罗斯卫星网

29 日报道，俄罗斯火箭航天领域消息人士表示，“进步

号”货运飞船将在“失控旋转”状态下飞行约一周时间，

然后进入大气稠密层并烧毁。

飞船控制任务发言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

“进步号”货运飞船已经到达指定轨道，但是“没有收到

完整的遥测信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9 日也透露，“进步

号”货运飞船携带着为空间站宇航员提供的 3吨食物和

补给，正在绕地球轨道飞行，但“无线电静默”导致其行

踪不得而知。

“进步号”飞船于北京时间 4 月 28 日 15 时 10 分从

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升空，原定于 6小时后与国际空间

站对接。在飞船绕轨飞行的前 4圈，俄地面飞行控制中

心试图与之取得联络，但以失败告终。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9 日报道，技术故障的性质尚

不清楚，但飞船从“联盟号”第三级火箭分离不久，就出

现某个“不确定的问题”，妨碍了飞行控制人员明确导

航天线是否已被部署、燃料系统是否按计划加压等关

键信息。飞行控制人员立刻改变其飞行计划，让飞船

绕轨道飞行 2 昼夜共 34 周后再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俄

空局表示，将继续与“进步号”飞船联络。

截至记者发稿时，俄空局尚未正式声明放弃联络，

但目前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美国宇航员斯考

特·凯利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声称，飞行控制人员已经

放弃给“进步号”发指令了，他还表示，飞船将很快坠入

地球大气层，“只是不确定在何时发生”。

飞船控制任务部官方网站此前发布消息称，这艘

“进步号”货运飞船携带了“1940 磅的推进剂、110 磅

的氧气、926 磅的水和 3128 磅的备用件、日常用品和

科学实验仪器硬件”。本月早些时候，俄罗斯航天局

还曾表示，这艘飞船将携带一份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纪念品——1945 年 5 月 1 日三名苏联红军战士在柏林

国会大厦升起的那面红旗。此红旗是苏联对抗纳粹德

国胜利的一个标志，原计划于 5 月 9 日举办全国纪念活

动的时候，由俄罗斯宇航员在空间站向俄民众发出问

候时进行展示。

据悉，下一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任务将由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执行，发射时间定

于 6 月 19 日。

携带 3吨给养，飞船哪去了？
俄“进步号”货运飞船升空后失联 或将坠入大气稠密层并烧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日

前发布。这是我国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真正落地、打造促

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创业新引擎

的重大举措，将助推我国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新格局。

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我

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位，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

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过

去多年来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走

到了尽头。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一招。创新驱动要靠人，人要

靠制度激励。”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

所长李佐军说，中国经济要进

入新常态，必须找到新的增长

点，创新驱动正是培育新增长

点的“发动机”之一。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

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

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营

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

环境和制度环境。

“要真正激发创新活力，最

根本的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

说，改革把重点放在了着力创

造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

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营造创

新土壤。

“到 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

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

和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夯

实创新驱动的政策环境和制度

环境，《意见》已经勾勒了清晰

的路线图：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

关法律，研究降低侵权行为追

究刑事责任门槛，调整损害赔偿标准，探索实施惩

罚性赔偿制度。

——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放开自然垄

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建立鼓励创新的统一透明、有

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改革产业准入制度，制定和实施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

——改革产业监管制度，将前置审批为主转变

为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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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 29日电 （记者房琳琳）锂离

子电池过热并爆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据物理学家

组织网 29 日报道，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领导的科研小

组首次用复杂的三维图像将电池爆炸时其内外发生

的情况追踪下来。

理解锂离子电池为何会爆炸以及其潜在危险连锁

反应，对增强其安全使用和完善运输过程的设计非常重

要。每年，数以亿计的可充电电池都会被生产并运输到

指定位置，它们是为代表现代生活的手机、电脑、汽车和

飞机提供电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电池爆炸很少

见，但是今年早些时候，三家航空公司宣称他们将不再允

许货仓中携带锂离子电池，因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测

试发现，电池可能导致过热甚至引发重大火灾。

伦敦大学学院、欧洲同步辐射实验室、伦敦帝国

理工大学和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对此共同研究的成

果，发表在 29日出版的《自然通信》杂志上，第一次实

时演示了锂离子电池内部结构损坏变化过程。

论文第一作者、伦敦大学学院化学工程博士生

多纳尔·法恩说：“我们将两种不同类型的锂离子电

池暴露于异常高的温度中，结合高能加速器 X 射线

和热成像技术，对电池内部结构和外部温度变化进

行成像。借助光子高通量快速成像探测仪，其捕捉

三维图像的速度可达几分之一秒，我们拍摄了电池

过热并点燃的‘热失控’瞬间。”

研究小组考察了在将两块商用锂离子电池暴露

于超过 250 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气孔形成、通风和增

加的温度对其内部层结构的影响。

结果显示，电池内部支持结构在“热失控”之前

一直保持完好，但就在“热失控”爆发的瞬间，内部的

铜材料融化导致温度升高至 1000摄氏度。热量从内

部传递到外部直接导致了“热失控”。

相反，没有内部支持结构的电池在爆炸瞬间导

致整个电池外壳与内部分离，在“热失控”之前，紧密

连接的电池核心也崩溃了，增加了内部短路和损毁

附近物体的风险。

此前，科研人员使用的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

（CT）只能用静态图像分析电池失效机理，在正常工

作条件下监测电池变化。

论文另一作者保尔·希尔润说：“尽管我们只研究

了两块商用电池，但结果显示这种实时追踪电池损毁

三维图像的方法多么有用。希望通过使用我们的方

法，电池安全性能的设计能力可以被评估和改进。”

研究人员计划研究更多电池样本，并探寻导致

电池大面积失效的微观层面原因。

相比锂离子电池庞大的使用量，爆炸只是小概率

事件，但却给它带来了“定时炸弹”的恶名。发热甚至

爆炸是锂离子电池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随着电动汽

车等发展，对大型锂离子电池组的使用越来越多，更是

放大了单块电池的安全隐患，如某著名品牌电动车就

多次发生电池起火事件。这将影响锂离子电池的应

用，甚至产业的寿命和更迭：是改变现有设计消除安全

隐患，还是寻找新

的替代材料，成为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

游戏，成功取决于

哪种方案有更快的

研发速度。

锂离子电池爆炸首次被实时“追踪”
有助评估和改进商用电池安全性能

科技日报河北廊坊4月 29日电 （记者

李大庆）由国家财政专项支持的大型低温制

冷设备研制项目 29 日在河北廊坊通过了国

家财政部委托组织的验收。至此，我国已具

备制造万瓦级液氢温区制冷设备的能力，从

而打破了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所谓大型低温制冷设备，是指制冷温度

20K（－253℃）及以下，制冷量为数百至万瓦

以上，集精密加工、气体轴承氦透平膨胀机技

术、低温传热与绝热技术、高效安全集成调控

技术为一体的低温制冷系统。它是大科学工

程、航天工程等战略高技术领域的支撑技术，

也是发达国家对我国限制输出的技术。

2011 年 10 月，在财政部支持下，大型低

温制冷设备研制立项，由中科院理化技术所

承担。经过 4 年努力，研究人员自主研制了

技术指标为 10kW/20K、氦透平膨胀机绝热

效率≥70％的大型低温制冷设备，突破了高

速氦气体轴承透平膨胀机稳定性等 5 大关

键技术，建立了氦气透平膨胀机性能测试等

5 大基础试验平台，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及工艺包，综合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实现了我国在液氢温区万瓦级制

冷量低温设备研发方面零的突破。

据项目首席科学家李青介绍，我国科学

家所研制的液氢温区大型低温制冷设备，在

航天、大科学工程、清洁能源等领域具有广阔

应用前景，其中2kW/20K大型低温制冷设备

已经成功应用于航天产品性能测试，增强了

型号产品的研发能力，标志着我国航天产品

测试平台和测试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验收通过后，中科院在国家财政部的支

持下，当天又启动了二期研制工作，将研制

更低温区（液氦/超流氦）大型设备。

我首台万瓦级液氢温区低温制冷设备研制成功

“进步号”升空

科技日报北京4月29日电（记者徐玢）5月天气渐

暖，夜空的繁星也似乎活跃了起来。5月宝瓶座η流星

雨将在夜空上演，公众还将迎来观测水星和土星的好

时机。

虽然哈雷彗星再次露面要等到 2061 年，但它留在

轨道的尘埃将每年两度带来流星雨。其中之一是每年

10月出现的猎户座流星雨，另一个则是每年 4月下旬到

5月底活动的宝瓶座η流星雨。根据预报，该流星雨今

年的极大将出现在 5 月 6 日。虽然其流星数量逊色于

三大流星雨，但宝瓶座η流星雨的流星速度较快，亮流

星多，很多流星都有持久不散的余迹，观赏性很强。遗

憾的是，宝瓶座η流星雨今年的观测条件并不理想。

北京天文馆的李昕表示，流星雨的辐射点宝瓶座η每

天凌晨 3点左右升上地平线，我国公众天亮前只有不到

3小时的观测时间。“而且今年极大期间又恰逢满月，月

光影响严重，所以不太推荐大家观测。”

5月黄昏的夜空，是行星唱主角的舞台。首先登台

的是水星。这颗常常藏身于太阳光芒的行星将于 5月 7

日到达大距。此时它在天空中看起来距离太阳较远，

因此能从太阳光芒中将它区分出来。5 月 7 日，水星与

太阳分开的角度为 21°。以北纬 40°为例，当天日落

时水星距离地平线 19°，亮度约 0.4 等，是观测水星的

较好时机。李昕介绍说，从 4 月下旬开始，水星便开始

在黄昏的西方低空展露身影，较好的观测条件甚至可

以持续到 5月 20日前后。

5 月下旬，金星、火星、木星将加入这场行星的聚

会。日落后，水、金、火、木 4 颗行星将聚集在黄昏的夜

空中，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在西方天空寻找它们的身影。

太阳系的 8 颗行星中，除地球、天王星、海王星外

均肉眼可见。在这场行星的聚会中，唯一的缺席者

土星将在 5 月 23 日达到冲日，也即土星与太阳分居

地球两侧，土星整夜可见。“土星的颜色发黄，在夜空

中很容易辨认。届时土星将位于天秤座天区，日落

时从东方升起，亮度约为 0 等。”李昕说，较为遗憾的

是，对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来说，冲日时土星距离

地平线高度不是很高，低空的大气透明度等将影响

观测效果。

5月：行星聚夜空 流星耀黎明

科技日报北京4月29日电（记者付
毅飞）29 日，风云二号 G 星由研制单位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正式交付给用户中

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交

付仪式上说：“这颗星投入使用，我们心

里踏实多了。”

记者从国家国防科工局了解到，风

云二号 G 星投入业务运行，对于保障我

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观测业务的连续稳

定，确保“多星在轨、统筹运行、互为备

份、适时加密”的格局，进一步提升我国

气象观测能力和对台风、暴雨、大雾、沙

尘暴、森林火灾等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表示，国防

科工局将全力做好风云二号 09 星、风云

三号系列卫星、风云四号系列卫星，以及

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规划中大气环境监测

卫星、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新一代

海洋水色观测卫星等气象为主要用户的

卫星工程组织管理工作。

风云二号 G星是风云二号 03批业务

卫星工程的第二颗星。风云二号 03批卫

星共有三颗，是在02批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的业务应用卫星，寿命由3年提高到4年，

汛期观测间隔大幅缩短，空间环境监测性

能大幅提升。风云二号 G星于 2014年 12

月 31 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2015年1月6日定点于东经99.5°赤道上空。在轨测试表

明，星地系统接口协调、匹配，运行稳定，各项功能和性能

指标满足研制要求，总体性能优于03批第一颗卫星。

风
云
二
号

星
投
入
使
用

G

上图 4月 29 日，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派
出 8 台运兵车，从西藏地震灾区聂拉木县中学转移
初三年级师生 218 人，将他们送往日喀则职业技术
学校异地复课。 新华社发（张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