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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21日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

良好，两国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务实合作

稳步推进，在重大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取得重要成果。应

总统先生邀请，我将于 9 月对美国进行国

事访问。我愿同你一道努力，通过访问增

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双方各

领域合作。

奥巴马表示，美国人民和我本人正期待

着欢迎习近平主席今年 9 月对美国进行国

事访问。双方正为这一重要访问认真准

备。今后一段时间，美方将同中方积极协

商，确保访问取得丰富成果。

奥巴马表示，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

协议，中方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美方感谢

中方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所作贡献。美

方希望同中方继续协调合作、共同努力，确

保全面协议得到实施。美中在伊朗核问题

上的合作表明，只要双方合作努力，我们就

能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公共卫

生等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强调，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

成，有力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国际

社会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的有益

经验，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安理会刚刚

通过决议，核可全面协议，这标志着全面协

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在伊朗

核问题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开展了密切沟

通和协调，这是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的又一重要体现。中方将继续同包括美方

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建设性合作，确保全面

协议和安理会决议得到实施。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1日电 （记者陈丹）几十年

来，人类搜索地外生命的行动从未停止。就连曾经发

声警告“不要和外星人说话”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

金，如今也要自食其言了。20 日，霍金与俄罗斯亿万

富豪尤里·米尔纳共同宣布启动“突破倡议”项目，准

备历时 10 年，耗资 1 亿美元，通过扫描宇宙的方式搜

寻外星智慧生命。

这个由霍金领衔的团队堪称全明星阵容，成员

包括英国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搜寻地外文明

计划（SETI）研究所的弗兰克·德雷克，他创造了著

名 的 德 雷 克 方 程 式 ，可 揭 示 宇 宙 中 智 慧 生 命 的 概

率；以及曾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

心主管 9 年、刚刚于 3 月退休的皮特·沃登等人。这

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获得的所有数据都将

免费开放。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1日（北京时间）报道，该

项目的第一部分“突破聆听”将同以前一样，寻找可能

由外星人制造的信号，无论这些信号是外星人故意发

送的，还是它们的广播或电视节目泄露的。研究人员

的目标是 100 万个最近的恒星系统、银河系核心和银

道面以及 100个最近的星系。“清单上的目标并不是新

的，但我们会系统地开展行动。”米尔纳说，“搜索效率

将是以往的 100倍到 1000倍。”

该团队将使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射电望远镜——

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望远镜和位于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帕克斯天文台，这让他们能够

在 500 兆赫到 15 吉赫（1 吉赫＝109赫）的频率内搜索，

扫描频率范围比以前扩大了几乎 5 倍。同时，更强大

的计算能力将帮助科学家们在更宽的频率范围内同

时分析数据，以期找到一个信号。

项目的第二部分“突破信息”则是一场奖金高达

100万美元的竞赛——设计一条代表我们的物种和家

园的信息送入太空。大赛细节将在稍后公布。

他们会找到想要搜寻的外星生命吗？里斯说：

“这是一场赌博，但它值得，因为无论探测到什么模拟

信号，回报都是巨大的。”沃登谨慎回应：“我们可能什

么都找不到。但这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宇宙的重要

事情。没有结果也是个好结果。”

比起蕴藏一亿吨铂金的小行星，来自外太空的问

候更让我们激动。黑漆漆的夜像空荡荡的镜子，我们

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因此万分诧异。向星空深处呐

喊，始终收不到回音。

这一次，富翁和智者联

合起来，想再试一次。

就像鲁滨逊，我们这个

物种直到末日也不会

放弃对彼岸的幻想。

霍金联手俄富翁搜寻外星生命
“突破倡议”项目拟花1亿美元和10年时间

“请到 601房间为 Lucy送一杯咖啡。”得到指令的机

器人在一间 200人的房间里穿梭，它不仅可以避免撞到

别人，还能为用户提供服务。国际RoboCup联合会前主

席、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主席曼纽拉·M·贝洛索教授在

一段视频中展示了这款可以知道人的名字、房间号码、楼

层等信息，同时还具备学习能力的服务机器人。

“通过各类算法，机器人可以获得测距、识别等能

力，它们能够感知周围复杂环境以及附近的人，从而识

别正确行进路线，并完成指定的任务。”贝洛索说。

21日是 RoboCup 2015的主题演讲日，也是历届机

器人世界杯大赛中首次举办产业峰会的日子。来自

RoboCup 联合会、英特尔公司以及其他致力于机器人

技术领域开发和设计的公司的负责人汇聚合肥，共同

畅想机器人产业的未来。

“去年一年，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 22.5 万台，而我

国在服务型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教育娱乐机器人、无

人机等方面位居全球领先地位，水下机器人等产品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秘书长徐晓兰说。她表示：“机器

人行业正在从工业领域扩展到日常家居、医疗、教育等

领域，逐渐进入日常生活中来。”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英特尔物联网工业和能源

部门总经理倪健安表示：“过去 30 年中，机器人不断发

展，变得更加智慧、更加复杂。”同时，他还肯定了中国为

机器人市场增长提供的强大驱动力。“美国、中国、日本、

德国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机器人销

量的 70%。中国机器人产业生态系统非常完善，并且有

政府的全力支持。去年，全球机器人销售量增长24%，这

对全球市场都是利好的消息，未来我们会更加注重创新，

因为创新是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石。”

他还特别强调了机器人发展的四大关键技术，分

别是：计算、视觉、语音和驱动。“与此同时，感知、识别、

理解和认知可以从下到上诠释机器人发展从初级到巅

峰的过程，这也是我们不断努力的目标。”倪健安说。

产业峰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前往机器人世界杯现场，

观看半决赛的激烈角逐。（科技日报合肥7月21日电）

机 器 人 梦 想 启 航
——写在2015机器人世界杯产业峰会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刘晓莹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应发挥本土实验基地的优

势，充分利用锦屏地下实验室探测暗物质和西藏阿里

天文台探测宇宙背景辐射，同时迅速开展先进探测技

术的研发，希望在国际上率先发现暗物质。”不久前召

开的香山科学会议 S27次学术讨论会上，会议执行主席

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季向东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得

到了与会专家的支持。会上研讨了我国在暗物质暗能

量研究领域的布局规划，力争在这个领域尽早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暗物质和暗能量是物理和天文学家公认的 21世纪

最重要的科学谜团，非常有可能孕育出新的物理学重大

发现。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科学界纷纷布局这个领域的

研究计划，期望在暗能量暗物质研究上抢先取得突破。

中国科学界对暗物质暗能量研究的重要性早有共

识。在中科院 2009 年发布的战略研究系列报告“创新

2050：科学技术和中国未来”中提出，可能出现革命性

突破的四个基本科学问题中，暗物质、暗能量位列第

一。报告指出“揭开暗物质、暗能量之谜，将是人类认

识宇宙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可能导致一场新的物理学

革命。为此，需投资建设几项关键性的探测暗物质、暗

能量的重大实验装置，以取得第一手实验数据，在国际

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

过去五年里，中国在暗物质暗能量方面的研究有

了 跨 越 式 的 发 展 。 2014 年 ，中 国 暗 物 质 实 验 组

（CDEX）利用点电极高纯锗得到了目前该探测器在国

际上最灵敏的实验结果，进一步缩小了暗物质可能存

在的区域。“粒子和天体物理氙探测器”（PandaX）实验

组也于同年公布了一期实验获得的首批数据，对以往

国际上所有发现的疑似轻质量暗物质信号提出了质

疑。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源于锦屏地下实验室为中

国暗物质研究提供的重要机遇，为我国在暗物质暗能

量研究上从“跟跑”到“并跑”到最后“领跑”打下重要

的基础。

锦屏地下实验室是我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于

2010年底在四川雅砻江锦屏水电站投入使用。锦屏地

下实验室垂直岩石覆盖达 2400 米，是目前世界岩石覆

盖最深的实验室。锦屏地下实验室现正在进行二期扩

建，扩建后 13 万立方米的实验空间有望推动暗物质地

下直接探测。科学家将在前五年开展 20吨的液氙暗物

质探测实验预研项目以及 200 公斤高纯锗半导体探测

项目，与欧美同类项目开展竞争。

与会专家认为，除了锦屏地下实验室探测暗物质

项目之外，对于暗能量的研究，应加大对西藏阿里天文

台的投入力度，建设毫米/亚毫米波望远镜，利用其地

理及气象条件优势，率先开展北半球地面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观测，对宇宙原初引力波及暗能量性质进行研

究，检验宇宙暴涨模型。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观测站位于西藏阿里狮泉

河镇以南海拔 5100米的山脊，海拔高、云量少、水汽低、

透明度高。其选址工作在国家天文台相关研究人员的

带领下，持续长达 10 年，已成为天文台选址工作的典

范。建成后，其地理上的中纬度范围、对天区的广阔覆

盖，有望填补北半球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空白。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暗物质、暗能量领域的研究若

想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这些本土的研究实验基地项

目外，还应部署和协调其他相关项目，包括南极冰穹 A

的 KDUST 项目、空间站光学望远镜巡天项目、天籁计

划等射电天文项目等，力争可以取得有突破性的发现

和进展。 （科技日报北京7月21日电）

香山会议提出设想和规划——

我科学家力争率先发现暗物质
本报记者 游雪晴

7月 20日上午 7时 30分许，位于兰

州市定西北路 33号的兰州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内发生燃气爆燃，事故造成 31

人受伤，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校大学生。

经核查，事故原因系施工方在实施拆除

作业过程中，损坏了已封堵的钢质燃气

管道，造成天然气泄漏导致爆燃。

现场：巨大爆炸
致数十人受伤

住在事故公寓楼里的赵同学介绍

说，受损的 7 号学生公寓楼因为放假，

大部分寝室没有人住，留下的几十名

学生早上被爆炸声震醒，“宿舍楼 1 楼

到 3 楼受损严重，楼上几乎所有的玻

璃都被震碎，有同学被玻璃划伤，幸好

是在假期，不然后果真的不敢想象”。

“刚准备起床，爆炸时感觉整个房

子强烈抖动了一下，接着发现我家阳

台的玻璃都碎了。”住在与受损学生公

寓仅一墙之隔的居民楼上的一位住户

惊魂未定，爆炸时一家人被吓坏了，事

后才发现，整栋楼被震碎阳台玻璃的

有好几十户。

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整个校区

由三栋楼组成，东楼损毁最为严重，七

层的玻璃窗均被不同程度震碎，有的

窗 户 已 整 块 脱 落 ，窗 子 边 框 扭 曲 明

显。北楼和西楼的窗户也受冲击造成

破裂，大量玻璃碎片洒落在校园的水

泥地上。

专家：公共安全
怎样防患于未然？

事故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兰

州市政设施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林部

长介绍说，事故发生后，消防、安监、医

疗等部门行动迅速，及时开展救助工

作，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第一

时间向公众通报了事故详情。但引人

思考的是，爆燃是如何发生的？已经

发生泄漏的管道该如何处理？施工前

的安全措施包括什么？诸多问题只为

给公共安全作出更全面的“注解”。

天然气泄漏达到爆炸一般有 3 个

条件：天然气浓度达到 5％—15％（爆

炸极限）、处于密闭空间内，以及有足

够的能量产生爆炸，如明火、高温、电

火花等。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公共安全系主

任汪伟全认为，校园属人群密集区域，

虽然校方从施工时间上选择在假期动

工，但缺乏隔离措施，由于校园中学生

往来较多，施工过程中应更加注意划

定安全警戒隔离带，最大限度将人员

划定在安全范围内。

“凡是施工中涉及切割、破拆等内容的工程，都务必要

谨慎，谨防发生气体、液体溢出渗漏而造成的安全事故。

施工单位应在动工前对现场管道网线进行详细摸排，让相

关单位提供地下管线布局图，充分了解施工现场环境。”西

北市政院煤气所所长陈双庆解释说，“这一步骤相当于开

工前的预调研，虽然略显麻烦但非常必要，能很大程度上

增加施工的安全性。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就必须紧急疏散

人群，设置警示标志，关闭气源，查找漏气部分。”

善后：伤情救助与心理辅导同步

截至目前，留院治疗的 28名伤者已得到妥善治疗，

城关区街道、社区抽调人员，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对伤

者及家属进行安抚，尽快让他们生活、学习恢复正常。

收治伤员的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刘晓菊向

记者介绍，该院已经收治了 15 名在爆炸中受伤的患

者，伤者主要为皮肤划伤。其中 2 人头皮外伤，另 13

人已做了清创包扎。“学生经历爆炸事件后心生惊惧，

医院除积极治疗外，已进行心理疏导。”刘晓菊说。

（科技日报兰州7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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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2015机器人世界杯产业峰会上，英特尔公司工作人员在演示一款机器人产品。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史蒂芬·霍金日前宣布，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外星智慧生命

搜 索 行 动 将 于 2016 年 启 动 。

这项名为“突破倡议”的项目将

耗资 1 亿美元，历时 10 年，通过

用天文望远镜扫描宇宙的方式

进行搜寻。藉此，霍金发誓要

找到答案。

从上世纪，人类就开始不

断寻找地外文明。果壳网科学

人主笔虞骏向科技日报记者表

示，人类对地外文明的探索，与

了解自身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

一脉相承。他说，从最初认为

“天圆地方”，到知道地球是圆

形；从“地心说”“日心说”，到现

在 明 白 地 球 只 是 一 颗 普 通 行

星，太阳也只是普通的恒星，人

类一步步认识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到目前，人类文明还是已

知世界中唯一文明，地球仍是

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他说，

“因此我们思考，其他星球上还

有没有生命，有没有与人类文

明类似的文明存在？要回答，

需要找到证据。”

航天活动中，人类数次借

助航天器，将地球信息送向深

空。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

志执行主编庞之浩介绍，不久

前飞掠冥王星的“新视野号”，

就 携 带 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照

片、声音、文字甚至电脑程序，

未来它抵达柯伊伯带之后，会

主动将这些信息通过无线电波

发送出去。

在这之前，人类还有 4 颗

航 天 器 担 负 过 类 似 使 命 。 如

1972 年 、1973 年 分 别 发 射 的

“先驱者”10 号和 11 号，分别带

有表明地球方位和大致特征的

“名片”，上面画着地球人的形

象、太阳系相对于 14 颗脉冲星

的位置、地球的方位等。科学

家认为，它们经过 800 万年的

飞行后，可能与存在生命的恒

星或行星系相会。

1977 年发射的“旅行者一

号”，携带了一张名为“地球之

音 ”的 铜 质“ 光 盘 ”。 庞 之 浩

说，该盘直径 30.5 厘米，表面镀

金，音质可保存 10 亿年。一面录制了美国总统和联合

国秘书长的贺辞，和用 55 种人类语言录制的问候语，

其中包括普通话、闽南语、粤语和吴语四种中国方

言。唱片中还有包括中国古曲《流水》在内的 27 首世

界名曲，以及火山爆发、滂沱大雨、海浪、鸟啼虫鸣、婴

儿啼哭等 35 种地球自然界的声音，以表示地球发展历

史。另一面录制了包括中国长城和中国家宴在内的

116 幅照片，反映太阳系方位、地球人的细胞组成、男

女性别以及风土人情等。

有 趣 的 是 ，与 之 同 年 发 射 的“旅 行 者 二 号 ”，在

2010 年 4 月 22 日运行至太阳系边缘时，发回了一些奇

怪的信号，至今无法破解。一位德国 UFO 专家据此

断言，该飞船被外星人劫持，程序被重新编写。而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程师则认为可能是飞船上的存

储系统出现故障。

虞骏认为，利用航天器寻找外星人，如同向茫茫

大海投放漂流瓶。他说，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一个

小小的飞行器发出的讯息能被外星文明获取的几率

极小，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寻找外星人的方式。

天 文 界 也 开 展 过 多 种 探 索 。 国 家 天 文 台 研 究

员李竞曾介绍，此前最著名的事例发生在 1974 年，

当 时 美 国 科 学 家 用 计 算 机 语 言 ，描 述 了 地 球 上 的

氢、氧、氮、氦、硫、煤等结构，利用位于波多黎各的

304 米射电望远镜将这些讯号发向太空，以期被外

星人接收。 （下转第八版）

专
家
讲
述
搜
寻
外
星
人
那
些
事
儿

本
报
记
者

付
毅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