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5月 6日电 （记者房琳琳 刘海英）
北京时间 5月 6日 21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设计的

载人“龙”飞船第一次测试逃生系统的“弹射按钮”。整

个测试飞行持续 1 分半钟，测试飞船达到 1500 米高空

后，宇航员舱弹出，随后在降落伞的辅助下，坠入距离

发射台大约 2200米的大西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消息显示，总高约5米

的受测“龙”飞船包含宇航员舱和后备箱部分，它并非搭

载在真正的“猎鹰 9号”火箭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说：

“8个超级强劲的火箭发动机会被装载在飞船的外壁之

内，瞬间输出的12万磅的推力，能在潜在失败发生时，让

宇航员和飞船 2秒之内提升 100米，可迅速与火箭脱离。

它有点像为飞行员设计的弹射座椅，但是弹射座椅是带

着飞行员逃离飞机，它却是将整个飞船弹出火箭。”弹射

能力已经成为其他太空飞船的显著特征，比如由俄罗斯

建造的飞船等，但这些弹射只有在发射后的短时间内起

作用。该公司强调说，“龙”飞船的设计能让宇航员“从发

射后到入轨前都能逃生”。

美国以往制造的载人太空飞船没有在飞行过程中

设计“逃生”选项，1986年 7名宇航员在“挑战者”号飞船

升空后的爆炸中丧生，另外 7 名宇航员则在 2003 年“哥

伦比亚”号飞船返回地球时殒命长空。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安保任务部主任汉斯·肯尼金斯曼

说：“此次测试将展示我们为保障宇航员生命安全开发的

革命性逃生系统，这次测试就是验证它是否按设计方案顺

利工作。这也是载人‘龙’飞船的第一个大型测试项目。”

美国载人太空飞船项目服务 30 年后，于 2011 年正

式退役。从那时起，美国的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作

业需要搭载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而每张船票费用

不菲，高达 7100 万美金。美国制造的第一个载人“龙”

飞船计划在 2017 年发射升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

运飞船已经在定期向国际太空站输送给养了。

载人“龙”飞船逃生系统测试成功
两秒内弹出100米，宇航员从发射到入轨随时可逃生

北京创客空间落户香港数码港、腾讯提出打造全

要素众创孵化平台、洪泰创新空间成立……北京创客

空间创始人王盛林忍不住在微信朋友圈里感叹：“最

近众创空间发布会真多。”生机勃勃的初夏时节，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迎来了“黄金时代”。

众创空间火爆的背后，是国家一系列的政策推动

和大力扶持。特别是今年 3 月正式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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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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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还提出，要提升劳动、信息、知识、技术、管

理、资本的效率和效益，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

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

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度，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

和制度环境。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加速器

创新驱动发展，已在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中逐渐

显现。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綦成元表示，今

年一季度，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全国高技

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的趋势更加明显，新技术加快应用、新

产品层出不穷、新业态不断涌现、新商业模式释放发

展潜力，对稳增长、调结构的支撑作用逐步显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4％，高出工业增

加值增速 5 个百分点。从近期趋势看，自 2014 年 3 月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首次领先工

业增加值增速 3 个百分点以后，领先优势呈逐月稳定

扩大态势，且连续 4 个月稳定在 4 个百分点以上。

《意见》的出台，对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起到重要

作用，高技术产业创新模式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綦成元分析指出，从各地情况看，前期对产业创新发

展投入较多、注重转型升级、突破核心技术的地方和

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适

应能力也相对较强。特别是东部地区超前调整、超

前转型，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加

快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加强。江苏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比重接近 30％；深圳市产

业结构基本实现创新转型，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 35％，互联网产业增速大幅领

先，同比增长约 30％。 （下转第八版）

大众创业活力四射 万众创新蓄势待发
——贯彻落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综述

本报记者 唐 婷 贾 婧

科技日报北京5月6日电（记者王小龙）美国科研

人员日前开发出一种具备厘米级精度的定位系统。该

系统基于 GPS信号，用较低的成本就能将手机等移动

设备的定位精度提高上百倍，将误差的尺寸从汽车一

般大缩小到硬币一样小。

发表在专业杂志《GPS 世界》上的报告称，厘米级

精度的定位其实已经在地质勘探、测绘中获得了应

用，但这些系统往往售价昂贵，体积庞大，需要巨大的

天线才能工作，无法应用在移动设备上。新研究的突

破点在于，开发出一种能用于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

上、强大、敏感的 GPS 接收器。借助这些小型设备获

取厘米级精度的定位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研究人

员期望他们的软件能够降低天线的制造成本，让厘米

级精度的定位在移动设备上的应用变得经济可行。

负责此项研究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航空

工程学和工程力学系首席研究员托德·汉弗莱斯和他

的团队花了 6 年时间来制造这种专门接收器，他们将

其命名为“GRID”，这种装置能够从低成本天线上提

取所谓的载波相位。GRID 目前在手机外运行，研究

人员称最终它将能被集成到手机当中。他们已经在

实验室中搭建了一个低成本的系统，借助 GRID 能将

手机定位的精度提高 100倍。

这种厘米级精度的GPS加上智能手机的摄像头还

可用来快速构建自己周围的三维地图，这将大幅扩展

虚拟现实游戏的可玩空间。汉弗莱斯说：“试想一下，

不是坐在显示器前而是在你家的后院和其他游戏玩家

一起进行奔跑游戏，感觉一定非常奇妙。”

此外，研究人员相信他们的技术还能为人们日常

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如厘米级精度的 GPS可能会导致

更好的车联网技术，让车与车交流发生革命性的变

化。如果你的车能够知道盲点处来车的精确位置和

速度，就能提前反应，避免碰撞。

厘米级定位民用产品的出现，是技术发展和市

场需求的必然。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服务（LBS）是

移动互联网的一种典型和流行业态，将信息质量推

向极致是互联网+行业的内在需求。作为提供基础

数据的设备，快速和准确是检验定位系统的核心指

标，也决定了它在互联网生态中能发挥的作用。本

项研究如果在提升精度的同时提升定位效率，必将

带来全新的服务体

验和商业模式。也

许 ，看 到 科 技 日 报

这 条 信 息 ，很 多 创

业者就已经开始行

动了。

手机定位误差将只有硬币大小
美开发出能用于移动设备的厘米级精度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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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

6 日，一张“鼻青脸肿”的飞

机照片在网络上疯传。这架土

耳其客机在降落过程中遭遇严

重鸟击，机鼻凹陷、机翼受损，

其状颇为惨烈。

虽然鸟类小巧柔弱，飞机

钢筋铁骨，但如果二者高速对

撞，结局却是两败俱伤。有人

计算，一只体重 0.45 公斤的鸟

与时速 800公里的飞机相撞，会

产生 153 公斤的冲击力；一只 7

公斤的大鸟撞在时速 960 公里

的 飞 机 上 ，冲 击 力 将 达 到 144

吨，高速运动使得鸟击产生的

破坏力大得惊人。

中国航空报航空专家张宝

鑫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鸟击造

成人员伤亡事故大多发生于中

小型飞机，民航客机面对“愤怒

的小鸟”，则具备一定抵御能

力。民航适航审定标准对客机

遭到鸟击产生的后果有着明确

规定，要求飞机在一定速度下，

能够承受一定重量的鸟类撞击。

他介绍，飞机容易遭到鸟

击的部位主要有三个，一是机

头，包括雷达罩、驾驶舱前挡风

玻璃等；二是机翼的翼根附近，

因为该部位空气流速很快，飞

鸟容易被气流带入；三是发动

机，因为其前部进气，会产生强

大的吸力将飞鸟吸入。

其中，翼根部位比较结实，

一般来说即使遭受撞击，也不

会出现太大问题。但如果驾驶

舱玻璃被撞碎，将导致客舱失

压 ，并 对 驾 驶 员 造 成 极 大 影

响。如果飞鸟进入发动机造成

起火，也十分危险。

不过对于各种鸟击情况，民

航适航审定标准都有明确要求。

张宝鑫说，如果飞鸟撞到机鼻部

位，要保证雷达罩不会完全损坏；

如果撞到发动机，发动机可以停

车，但不能发生爆炸。对于挡风

玻璃，要求飞机在时速1000公里遭受重约1.5公斤飞鸟撞

击后，玻璃要保持密封性，不能变形、脱离或破碎。

同时张宝鑫介绍，鸟击主要发生在飞机起飞、降落阶

段。因为机场比较空旷，周围往往有大片草地，鸟类特别

喜欢在机场活动。对此，各机场根据所处的环境，也会采

取相应的驱鸟措施。目前大型机场普遍采取声音恐吓、电

磁波驱鸟等方式，有些航班并不密集的小机场甚至豢养猛

禽，以鸟治鸟。“比如养几只鹰，在飞机起飞前一段时间把

它们放出去盘旋，将其它鸟类吓走。等飞机要起飞了，再

把它们唤回来。”他说。 （科技日报北京5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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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6日电 （记者陈瑜）中核集团 6

日在京宣布，7 日，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 5 号核电机组将开工建

设。中核集团总经理钱智民介绍，机组建设将充分利

用我国目前成熟的核电装备制造业体系、自主研制的

关键设备和部件，设备国产化率大于 85％。

日前福清 5号机组设计图纸、开工所需材料和预埋

件均已到现场，施工准备已就绪，具备浇筑混凝土条件。

“华龙一号”是国家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机制创

新的成果，是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在我国 20 多年核

电建设运营成熟经验基础上，汲取世界先进设计理念

合作研发的三代核电自主创新成果。

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介绍了其优势：反

应堆采用中核集团“177堆芯”设计，相比国内在运核电机

组，发电功率提高5％—10％的同时，降低了堆芯内的功率

密度，提高了核电站的安全性；采用中核集团开发的CF自

主品牌燃料；采用能动加非能动的安全系统设计。

“华龙一号”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共获得 743件

专利和 104 项软件著作权，它的诞生，使我国成为继美

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之后，又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的三

代核电技术的国家，也是我国从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

的重要标志之一。中核集团新闻发言人潘建明认为，

示范工程将有力推动核电“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今年 2 月，中阿政府签订了《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

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标志着“华龙一号”出口拉丁

美洲。核电出口不仅涉及技术本身，还涉及设备制造、

燃料供应等各个环节，“华龙一号”参与单位多达 60 多

家，出口一台机组能拉动 1000亿元内需。

“华龙一号”从图纸走向实物

记者在位于东莞松山

湖高新区的广东长盈精密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盈精密”）的一些生产

车间里，已经见不到人头

攒动的工人生产景象。取

而代之的，是许多大小、形

态各异的机械手与为数不

多的操作人员通过人机交

互完成各项生产作业。

“虽然民营企业在‘机

器换人’方面起步较晚，但

是我们正在向着‘无人工

厂’的方向努力，并取得了

实质性的进展。”长盈精密

总经理助理罗卫强告诉记

者。近日，该公司作为东

莞第一家民营“无人车间”

正式开工，吸引了广泛关

注，罗卫强与他的许多同

事一样，更加忙碌起来。

从 600 多
人到 60 人的
转变

长盈精密新投入使用

的机器人打磨车间旁，是一

个几乎弃用的人工打磨车

间，现在被作为一个样板教

材保留了下来。车间里一

排又一排的人工打磨车床

还有浮尘笼罩，墙上悬挂的

电风扇用黑布整齐包裹了

起来，透露出一种告别人工

打磨时代的庄严气息。

“过去这个车间要容

纳 600多人，机器运作起来

时，噪音大、粉尘大，因此

不仅要支付高额的劳动力

成本，还必须时刻警惕粉

尘爆炸等不安全因素。”罗

卫强表示，除此之外，人工

打磨还存在用工多、劳动

强度大、人均产值低、能耗

高、易燃易爆、品质一致性差等诸多劣势。

“现在通过引入 60台打磨机器人，人工数量降

到了 60 人，我们的目标是把人数降到 20 人。”据罗

卫强介绍，较之手工打磨，机器人打磨平均不良率

降低了 20.7％，效率提升了 2 倍，机器人平均产能

超过 21000件/月。

机器人打磨是长盈精密“无人工厂”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悉，长盈精密的“无人工厂”建造

体系首期计划投入 1000台机器人，前期已有 100台

率先投入使用。

除了机器人打磨系统，该公司的 CNC 自动化

系统以工业机器人为平台，实现一台机器人对多

台 CNC 自动上下料，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并降低

了成本。目前长盈精密在 CNC 金属结构精密件

的工艺，不论是良率还是产能，都已提升至行业领

先地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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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刘曙甲 刘志伟 蓝静）截至4

月30日，浙江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已满负荷

平稳运行120天，日处理劣五类工业污水15万

吨，污水入厂到排出全过程5分钟，处理后的水

清澈透明，除盐类以外，其他指标接近或达到地

表三类水标准，质量远超一级A标准。该项目

是由武汉工商学院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许榕团队研

发的多项创新技术及集成工艺建成的。

许榕介绍，在该项目中，他们创新性的使

用高密度粉末活性炭技术，利用活性炭的广

谱吸附性，实现了最理想的去污效果。而对

于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活性炭，他们又发明了

更为先进的技术，对这些活性炭进行再活化

处理，再次活化处理的活性炭，其功能可以恢

复99％以上。再次活化活性炭时产生的二氧

化碳则注入污水中，降低污水的pH值。

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

鲁建介绍，该项目还运用了氮磷控制技术、

助虑技术、污水处理智能运行技术等；而他

们研发团队经过多年探索，自主研发了工业

废水、生活废水治理和湖泊修复的多项核心

技术，并已获得了 19项各类专利。

据了解，使用他们的技术及工艺处理污

水，同样的处理能力，占地仅是原来的 1/6，

处理一吨污水的成本不到两元钱。许榕介

绍，如果稍稍增加投入，他们完全可以将劣

五类水处理成达到地表三类水的标准。

在今年 2 月的鉴定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孟伟等专家一致认为，该技术具有建设周

期短、自控程度高、抗冲击负荷强等优点，可

以调整控制不同出水水质要求；该组合工艺

具有创新性，可以在污水处理厂的提标升级

和中水回用中运用，工艺技术国内领先。

花两元钱让一吨劣五类工业废水变清水

弥曼始今鸟化石正副模照片弥曼始今鸟化石正副模照片。。 王敏供图王敏供图

科技日报北京5月6日电（记者李大庆）记者从中

科院获悉，由我国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

最古老的今鸟型类化石——弥曼始今鸟。它距今已有

1.3 亿年，比此前所认为的最早的今鸟型类化石早 500

万年。相关报道发表在 5月 5日出版的《自然通讯》上。

研究者对收藏于山东天宇自然博物馆的两件鸟类化

石做了形态学研究，认为新标本为红山鸟类。红山鸟类是

早白垩世较为进步的今鸟型类，生活在滨湖环境。据介绍，

弥曼始今鸟的羽毛保存完整，包括初级和次级飞羽、扇状尾

羽，以及在低速飞行时具有重要控制作用的小翼羽。

左图 弥曼始今鸟复原图。 张宗达绘

11..33 亿年前亿年前，，弥曼始今鸟出没弥曼始今鸟出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