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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6月22日电（记者张建松）
位于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

地区，堪称华东地区“植物基因库”，但至今

仍没有完全摸清植物资源家底。端午节期

间，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安

徽省合肥植物园等多位植物学家在大别山

岳西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植物科学考察。

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

任马金双介绍，大别山地区是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向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过渡的典型地带，植物

种类很多，拥有银楼梅、香果树、大别山五针松

等许多东亚特有的珍稀物种。这里地势偏远，

开发较晚，植被资源保护较好。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虽然在大别山地区进行过多次考察，但

离完全摸清植物资源家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此次大规模考察中，马金双等植物学

家计划用两至三年的时间、大约十多次的考

察，将整个大别山区的植物种类、分布信息、

保护现状等情况调查清楚，完成华东最后一

个相对封闭的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同时也为

当地的生态与环境保护部门提供植物资源

基本资料，提高当地的保护与研究水平，以

进行科学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目前，植物学

家已完成湖北英山、罗田的考察，6月份计划

完成安徽省岳西县、霍山、金寨三县考察。

据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陈

彬博士介绍，本次大别山植物科学考察使用

了地理信息定位、数码摄影和标本采集三结

合的调查技术，通过专门开发的网络技术平

台“自然标本馆”，可以将科学考察路线、当地

环境、图片、标本等信息上传网络，形成完整

可靠的调查凭证，及时与国内外的植物研究

者与爱好者共享。同时，各地的植物学工作

者和爱好者也可以将发现的植物拍照上传，

突破传统的工作模式与植物学家们形成广泛

的协作体系，一起进行植物科学研究。

大别山植物大规模科考启动

2015年，我国成功发射首颗北斗全球系统导航卫星。

自1994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全面启动，2003年

北斗一号建成，2012年底北斗二号面向亚太地区开通服

务。在北斗问天征程上，每一个耀眼的年轮、每一座矗立

的丰碑，都镌刻着一个名字：王飞雪——国防科技大学卫

星导航中心主任、教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30年，王飞

雪投身北斗事业20年，和团队一起攻克一系列北斗系统核

心关键技术，用智慧与担当，托举“中国北斗”遨游苍穹！

逐鹿前沿不辱使命

王飞雪是 1988 年高中毕业的。当时，他成绩优异

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而他最终选择了向往已久的国防

科大。他以全院第一的成绩完成了本科学业。中国科

学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而国防科大也挽留他留校深

造。王飞雪选择了后者。在选择专业方向时，他选择

了当时国家最急需也最薄弱的精确制导方向。

1995 年，推进中的北斗导航系统遇到了瓶颈——

信号快速捕获。该核心技术国内专家 10年攻关未成。

一直高度关注国际定位导航技术发展的王飞雪，

在一次调研中知道此事，当晚彻夜未眠。他把以前掌

握的资料和这次实验数据研究对比，另辟蹊径，从数学

理论上寻找解决办法。

连续几个通宵，反复推理论证，他把结果摆到时任

系主任庄钊文教授案头。

这套“全数字化快速捕获信号与接收技术方案”，

得到了中国卫星测控奠基人、中科院院士陈芳允的高

度关注，专门组织专家开会论证。王飞雪从理论到实

践，从数据到推理，旁征博引，回答质疑，得到与会代表

充分肯定。

“王飞雪”的名字，在北斗业内声名鹊起。那一年，

他才 24岁，正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王飞雪正式踏

上北斗导航定位的逐梦之旅。

他和同学雍少为、欧钢从北京抱回一台当时比较先

进的台式计算机，及4万元的尝试经费，开始了艰难的攻

关。没有实验室，就把一个10平方米的仓库简单收拾一

下；没有仪器设备，就东挪西借，开始了伟大的科研探险。

3 年后，当显示器上脉冲闪耀、信号捕捉成功那一

刻，业内 20多位专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0年时

间、十几家单位、几十位知名专家未能解决的瓶颈，竟

然 3年内被 3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解决了！

2006 年，国家准备对北斗一号导航系统体制进行

升级。王飞雪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北斗一号服务

性能全面升级的绝佳机会。

在庄钊文教授指导下，王飞雪和团队大胆提出了

一套全新的编码理论改造应用方案。经过论证后应用

到北斗二号上，带动了整个北斗短消息服务系统效能

的跃升：所有终端设备功耗降低一半，抗干扰性能提升

一倍，各项参数达到理论最优值。 （下转第三版）

飞 雪 连 天 擎 北 斗
——记国防科技大学卫星导航中心主任王飞雪

本报记者 唐先武 通讯员 欧阳红军 葛林楠

一家一栋洋房，328 米高的村办酒

店，金塔、金牛……来华西村的人对此

啧啧称叹。游客们或许不知道，靠村镇

企业致富并闻名全国的华西村，已飞出

无锡地界，环游地球去淘金。

6 月中旬，渤海中央，15700 吨的石

油生产平台刚安装完毕，这是渤海最重

最大的石油平台。该项目施工的主力

船舶是“华西 5000”。

同时，华西村的远洋船队正在南美

周边的大洋里捕捞鱿鱼，前景十分看好。

2009 年，华西村在海运业低谷时候

开始买船；2010 年国家开始重视海洋战

略 ，华 西 村 趁 势 开 办 海 洋 工 程 业 务 。

2012 年，他们打造了世界单钩吊重最大

的全回转起重船，命名为“华西 5000”。

几年下来，华西村在海运海工上已投入

20多亿元，并聘请了国内的顶级人才。

如今，华西村的海工船队在海底管

道、光缆挖沟铺设、石油平台安装等领

域名列国内前几名。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告诉记者，他们正进军中东和东

南亚市场。华西村还出资与上海交大

合作研发尖端的深潜工作机器人。

一位华西村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告

诉记者，他们小时候最熟悉的是钢铁厂

和化纤厂，但现在这些厂子或迁出或改

造，不再是华西村的支柱。华西村正放

眼全球寻找资源。

在非洲东南端的莫桑比克，华西村已

拥有160多平方公里的矿场。这里出产全

球稀缺的黑金砂花岗岩，华西村垄断的这

种建材被市场追捧。两年前，华西村实现

了对西藏矿业公司的控股，从而获得了稀

缺的钼矿、铼矿开采权。华西村在新疆和

贵州还有几处盈利相对不错的煤矿，还在云南开采大理石。

除了做“矿老板”，华西村还做起“粮老板”。他们

在日本合作种植有机大米。在重庆，华西村建立了西

南地区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年交易额将达 500 亿元，

现在正跟湖北某地洽谈，准备再办一个。

有趣的是，华西村积极涉足电子竞技生意——近

两年多次举办世界电子游戏大赛，还有自己的电子竞

技直播平台，并投资多家电子竞技俱乐部。另据吴协

恩介绍，华西村还去硅谷招纳人才，投资尖端科技。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应对瞬息万变的行业情形，我

们必须迎接变化、拥抱变化、挑战变化，千万不能一成不变。”

吴协恩说，“华西村转型升级追求可持续，长久，健康”。

“转型，一定要早、一定要稳。”吴协恩说，“一定要

在企业形势好的时候主动转，而且精力越足越要转，不

能等到形势不行了、精力不够了被迫转。”

寻找商机、获取资源、招募人才，华西村目前在全

国所有一二线城市都拥有办事机构或企业，并在世界

各大洲经营。它曾被媒体称作“天下第一村”，现今生

意已然遍及天下。 （科技日报北京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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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 8 号台风“鲸鱼”正快速向海南、广东沿海

逼近。中央气象台 22 日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鲸

鱼”将于 22 日夜间在海南琼海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登陆地“锁定”海南 或在广
东二次登陆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年第 8 号台风“鲸鱼”

（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 22 日 17 时位于海南文昌偏

南方约 70 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北纬 18.9 度、东经

110.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0 级（25 米／秒），中

心最低气压为 982 百帕，七级风圈半径 140 至 200 公

里，十级风圈半径 20 至 40 公里。

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 10 至 15 公里的速度继

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并将于 22 日夜间在

海南琼海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热

带风暴级（10 级）。

值得注意的是，“鲸鱼”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东

北部进入琼州海峡，并将于 23 日早晨到上午在广东

徐闻到湛江一带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

风暴级（8 至 9 级）。

“首台”登陆时间基本接近常年

不出意外的话，“鲸鱼”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

国的台风。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高

级工程师董林介绍，每年 6 月至 10 月是台风较为活

跃的季节，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平均时间为 6 月

29 日，“鲸鱼”的预计登陆时间虽然比常年平均时间

略偏早 6 天左右，但整体来说较为正常。

据统计，1949 年以来，登陆我国时间最早的台风

出现在 2008 年，当时台风“浣熊”于 4 月 18 日在海南

省文昌市龙楼镇登陆。台风登陆我国最晚的一次是

1975 年，那年台风“尼娜”直到 8 月 3 日才登陆台湾省

花莲县。

董林介绍，“鲸鱼”已是今年生成的第 8 个台风。

截至目前，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常年平均数量偏

多一倍（多年平均 3.9 个），且前期生成的台风平均强

度偏大。

（下转第三版）

“鲸鱼”起南海 风雨扑岭南
——解读今年第8号台风“鲸鱼”

新华社记者 林 晖

科技日报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徐玢）6 月 25 日，

水星再次到达西大距，这是水星今年的第 4 次大距，也

是第 4次观测它的好机会。如果大气透明度够高，公众

可以在黎明前的东方低空寻觅到水星的身影。

要一睹水星真容并非易事。水星是太阳系八颗行

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也是其中个头最小的行

星。这意味着这颗被古人称做辰星的行星随着太阳一

起升起落下，常常淹没在太阳的光辉中而难觅踪影。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曾表示，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水星，

哥白尼毕生的遗憾也是没有肉眼见过水星。

6 月 25 日，水星西大距，这颗行星看起来在太阳西

边最远的位置，水星在黎明时展露真容。届时水星与

太阳距离 22°，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比较适合观看。

“本次大距比较理想的观测时段是早上 4 点左右，从 6

月下旬一直到 7月上旬都是观测的有利时机，只要天气

晴好，大气透明度理想，大家都可以在东方低空寻找它

的踪迹。”北京天文馆的李昕说。

当水星运行到“大距”的位置时，是观测它的好时

机。所谓“大距”，是指从地球上看起来行星距离太阳

最远。水星在太阳东边距离最大时称“东大距”，在太

阳西边距离最大时称“西大距”。今年水星共有四次东

大距和三次西大距。下次大距将发生在 9 月 4 日，水星

将出现在日落后的夜幕。

6月 25日水星再展真容

工信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 1－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

生产 5.36万辆，同比增长近 3倍。与国

外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正在用全球少有的加速度

驶入世界的第一阵营，成为实现制造

强国的重要载体。

新能源汽车发展
凸显中国制造强国决心

全球最大的汽车电子公司之一，

英飞凌中国汽车电子业务负责人徐辉

认为，政府一系列发展策略对我国新

能源汽车发展而言颇具亮点。目前电

动汽车领域中，电机、电控、电池的本

土生产制造和设计能力都不落后于国

际水平持平，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产

业自主研发最好的体现。

沈承鹏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发

布，为目前业界还在争论不休的“新能

源汽车是不是我国汽车发展方向”的问

题打上了句号，也给了已在新能源领域

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企业定心丸。

记者从北京、深圳多家新能源车

企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热销的自主品

牌新能源汽车都供不应求，很多工厂

都已满负荷生产，展现了一幅生机勃

勃的景象。

“传统车领域国外有着百年发展

历史，我国‘超车’难度太大。”北汽新

能源汽车总经理郑刚说，“但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大家都是 5 年前起跑，特别

是纯电动技术路线，完全抛弃对我国

产业软肋的依赖，所以最具有弯道超

车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产业
关键技术仍需突破

当下我国新能源车企正在走出自己

的特色，但发展并非一日之功。在面临

的引导消费、充电设施、核心技术等众多

挑战中，技术仍然是最让人揪心的。

专家指出，要想让新能源汽车成

为制造强国的载体，电池、电机、电控

三大关键技术仍需突破。例如新能源

汽车所用的电子模块，国内少有厂商能量产，因此国内

主流的整车厂商，都在采用外国产品。

此外，新能源汽车对半导体的要求明显提高。根

据英飞凌提供数据，2015 年全球平均每辆车的半导体

元件成本，混合插电和纯电动汽车接近 700 美元，是普

通车的两倍多。然而，我国的芯片进口量大已是不争

事实，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含量大幅增加，给制造强国大

战略提出了挑战。

同时，智能制造水平也是产业短板。郑刚说，近年

我国汽车大规模流水线制造水平已和国外接近，但智

能制造差距还很大。徐辉认为，要达到《中国制造

2025》目标，还需在生产、系统调试、零部件生产等环

节，都达到智能化生产，这仅是最基本的要求。

新能源汽车发展留有巨大想
象空间

自主研发是挑战也是机遇，新能源汽车发展遇到

的问题将给中国制造强国带来重要启示。

据了解，无论是联网化还是车内娱乐系统，我国研

发和生产能力都无疑是全球最强的，因此这将成为中

国超越全球汽车行业的突出亮点。徐辉说：“车厂应该

更加坚决地走自主研发的路线，如果总以国际厂商为

主导，会渐渐分散弱化技术水平。”

沈承鹏表示，《中国制造2025》中，推进信息化与工业

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等都占有很大篇幅。其中，作为智

能制造的产品和信息化的承载平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必

然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它承载着智能制造、互联网和信

息化，并将与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相结合，共同发展。

沈承鹏说，《中国制造 2025》的描述，给了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一个很准确的定位，也给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在中国制造强国战略当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

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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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日，在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克隆动物基地，对我国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首批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阳阳”迎来了15岁生日。如今
早已五代同堂的“阳阳”总是懒洋洋地静卧在地上，由于年老，满口牙齿也全都掉光，吃得很少，显得很苍老且无精打采。据一直看护“阳阳”的羊场工作人员隋彩霞介绍，
一般普通山羊的寿命最高为16至18年，也就是说目前15岁的“阳阳”已算是山羊中的“老寿星”了。

2000年 6月16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胚胎工程专家张涌教授培育的世界首例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元元”在该校种羊场顺利诞生。6月18日，“元元”由于肺
部发育缺陷，造成呼吸困难，于凌晨1时05分死亡，只存活了36小时05分。同年6月22日，第二只体细胞克隆山羊“阳阳”出生。

图为羊场工作人员为“阳阳”修剪毛发庆祝15岁生日。 CFP

坐落在上海市松江区的“华东一号”仓库，采用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软件技术，空间利用率大为提高。目前已有越来越多
的电商入驻“华东一号”。图为一名外国工程师（右二）在“华东一号”仓库对旋转货架进行例行检修。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