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人希望能拥有

一 个 像 电 影《超 能 陆 战

队》里的“大白”那样的私

人健康管家；前段时间围

棋人机大战让人工智能

AlphaGo 走 进 了 大 众 视

野；近日，中科大“女神”

机器人“佳佳”又成了另

类“网红”……这些都让

人们开始期待，机器人何

时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

的一份子。

27日，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印

发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下

称规划）正式发布，为未

来五年机器人产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

机 器 人
产业站在“新
风口”
“只要是社会生活需

要的领域，就会有相应的

机器人出现。在科学考

察、医疗康复、教育娱乐、

家庭服务等领域，服务机

器人已研制出来并实现

应用”。在 26 日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副

部长辛国斌描绘了下一

个五年机器人产业的发

展蓝图。

规 划 提 出 ，经 过 五

年 努 力 ，要 形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机 器 人 产 业 体

系 。 自 主 品 牌 工 业 机

器 人 年 产 量 达 到 10 万

台 ，六 轴 及 以 上 工 业 机

器人年产量达到 5 万台

以上。培育 3 家以上具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龙 头

企 业 ，打 造 5 个 以 上 机

器 人 配 套 产 业 集 群 。

要 完 成 30 个 以 上 典 型

领 域 机 器 人 综 合 应 用

解决方案，并形成相应

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机

器 人 在 重 点 行 业 的 规

模化应用，机器人密度

达到 150 以上。这为机

器 人 产 业 奠 定 了 广 阔

的市场基础，也使机器

人产业迎来“风口”。

辛国斌指出，“十三

五”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未

来发展的关键时期。“机

器人既是先进制造业的

关键支撑装备，也是改善

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切

入点，其研发及产业化应

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

创新、高端制造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

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有望超过
300亿

辛国斌说：“当前受相关政策的扶持和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拉动，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继续保持了较快增

长。”数据显示，近五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年均增速超

过 17%，2014年销量达到 22.9万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

产 量 为 32996 台（包 括 外 资 品 牌），同 比 增 长 21.7%。

“ 按 照 中 国 机 器 人 产 业 联 盟 统 计 数 据 ，2015 年 自 主

品 牌 工 业 机 器 人 共 生 产 销 售 22257 台 ，同 比 增 长

31.3% ，自 主 品 牌 保 持 了 比 外 资 品 牌 更 快 的 增 长 速

度。”辛国斌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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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多伦多4月26日电（记者冯卫东）据最

新一期《分子系统生物学》报道，加拿大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新技术，可将 DNA（脱氧核糖核酸）条形码拼接

在单个细胞内，以同时搜索数以百万计蛋白质对之间

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DNA条形码技术使科学家开展高并行试

验（许多不同类型的细胞在同一试管内进行试验）成

为可能，而新一代 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高

了对条形码计数和读取结果的效率。

然而，可在同一试管内进行的试验次数，却受限

于编码的细胞类型数量。一直以来，DNA 条形码都

是一维的，也就是一个条形码只能做一次试验。允

许条形码在细胞内融合在一起，意味着科学家们现

在可以打破这一障碍。新技术可显著提高在单一试

管内进行的实验次数，在同等成本条件下能将效率

提高 10 倍。

在广泛使用的酵母双杂交（Y2H）方法中，携带一

个“诱饵”蛋白的酵母细胞与携带一个“猎物”蛋白的

酵母细胞配对。对 Y2H 系统进行操纵后，只有“诱饵”

与“猎物”蛋白黏在一起的细胞才能存活，从而使科学

家可以观察到哪些蛋白间互相关联。在被命名为“条

形码融合遗传学—酵母双杂交（BFG-Y2H）”的新技

术中，携带着数千“诱饵”和“猎物”蛋白的细胞在同一

培养皿中配对。

BFG-Y2H 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对细胞编

程，将来自“诱饵”和“猎物”细胞的 DNA 条形码连接

在一起，形成一个“融合条形码”，然后利用新一代

DNA测序方法对融合条形码进行检测。

研究人员称，这项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蛋白

相互作用网络的三维视图，而不是静态图。通过有

效 建 立 含 有 更 丰 富 信 息 的 蛋 白 相 互 作 用 图 谱 ，

BFG-Y2H 方法可拓展研究人员对细胞工作机理的

理解，并展现只在某种特定环境条件下才能发生的

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加速对基因功能和人类疾病的

理解。

有一种条码，并不是印在物品上，而是存在于动

植物 DNA 中，这就是“生命的条形码”。DNA 条形码

为现代生物学提供了丰富的分子信息，对鉴定物种及

物种间亲缘关系等研究意义重大。不过，此前的实验

效率仍然受细胞类型的限制，现在新融合技术的出

现，让研究人员在一个

试管内，可以并行检测

到数百万个蛋白质配

对，换句话说，它的出

现更高效定位了蛋白

质的相互作用。

加拿大开发出DNA条形码融合技术
实验效率可提高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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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之歌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武汉4月 27日电 （记者刘志

伟 通讯员王潇潇）对病人做全身检测仅需 5

分钟，耗时仅需要传统设备一半左右。世界

首台适用于人体临床的“全数字正电子发射

断层成像（PET）”机器，在武汉光电国家实

验室研制成功，其空间分辨率等核心指标比

国际同类产品提升一倍。

没 有 精 准 检 测 就 没 有 精 准 医 疗 ，而

精准检测首要靠影像医学检测和基因检

测。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是当前尖端的

医 学 分 子 影 像 设 备 之 一 ，在 癌 症 早 期 检

测等方面有巨大优势。据领衔该成果的

武 汉 光 电 国 家 实 验 室（筹）研 究 员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生 命 学 院 教 授 谢 庆 国 介 绍 ，首

台 人 体 临 床“ 全 数 字 PET”由 300 多 个 全

数 字 PET 探 测 模 块 组 成 ，每 个 探 测 模 块

均使用先进的闪烁晶体及新型光电倍增

器件。同时借助全数字采样和信号处理

算法，其空间分辨率已达到 2.2 毫米。该

机器以“全数字”和“精确采样”两个特点

完 美 诠 释 了 什 么 是 全 数 字 PET，一 旦 进

入临床将大大提升医院服务患者的能力

并降低 PET 检查的价格。

由我国自主创新的全数字 PET，已成

为业界大势所趋。德国西门子、荷兰飞利

浦、美国通用电气等国际巨头已全面跟进，

推出或布局它们的数字 PET 产品。首台人

体临床“全数字 PET”的成功研制，标志着

我国在高端医疗仪器领域的自主研发取得

了零的突破，在新一代医学影像技术相关

领域取得了创新优势。相关核心知识产权

的专利布局也已完成，有助于打破当前的

市场被进口高端医疗仪器垄断的局面，实

现产业跨越式升级。

世界首台“全数字PET”在武汉问世

新华社合肥4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安徽调研时强调，“十三

五”规划纲要贯彻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体现了

新发展理念对实践的新要求，反映了人民意愿和社会期

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指南。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立足自身优势，加强改革创新，努力闯出新路，奋力

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江淮四月，满目葱茏、生机盎然。4 月 24 日至 27

日，习近平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学军、省长李锦斌陪同下，

来到六安、滁州、合肥等地，深入农村、企业、高校、科研

文化单位，就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三

五”规划纲要进行调研考察。

位于大别山区的六安市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

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24 日上午，习近

平从北京到合肥一下飞机，就驱车 1 个半小时来到金

寨县红军广场，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瞻仰金

寨县红军纪念堂，参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一幅幅图

片，一件件实物，总书记不时驻足凝视，并询问有关细

节。习近平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

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

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

代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

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

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老区人民生活怎么样，习近平一直牵挂于心。24日

下午，他沿着山路乘车1个小时，来到金寨县花石乡大湾

村考察脱贫工作。在贫困户陈泽平、汪能保、汪达伟、汪

达开、陈泽申家，习近平详细察看住房和陈设，了解贫困

原因、贫困程度，通过扶贫手册看脱贫措施定了哪些、落

实怎么样。当地干部沿途向总书记介绍茶园、鱼塘、小型

光伏电站等扶贫项目，习近平一一询问生产经营、成本效

益，同大家一起算脱贫时间账。 （下转第三版）

习 近 平 在 安 徽 调 研 时 强 调

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
加强改革创新开创发展新局面

从 1984 年开始，30 多年，耿家

盛就是玩“一把刀”，“成天反反复

复磨刀，反正就那几个动作，觉得

乏味无聊时，脑子里就有我父亲、

我师傅教给我的话儿，他们说的都

是同一个道理：车工就玩儿‘一把

刀’，刀好，活就不会差”。

而就是这把刀，被他玩得出神

入化。梳理一下他因为“玩刀”获

得的荣誉：1999 年 5 月被授予“云

南省机械工业技术能手”称号；

2003 年获云南省“车工技术能手”

称号；2004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技术能手”称号；2005 年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2009 年

获“全国重型机械行业高技能优秀

工人”称号；2010 年被评为“第一

届昆明市名匠”；2012 年获人社部

“耿家盛技能大师工作室”授牌；

2013 年获“云南省职工技师工作

站”授牌；2014 年获“云岭首席技

师”称号；2015 年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中国好人”称号。

1991 年，28 岁的耿家盛被派

往珠海工业发展总公司去做空调

机模具。一个工件零件废了，当时

偌大的珠海竟没有办法锻造。工

期又紧，厂里找来一段圆钢，需要

磨去几十毫米，这是要把铁棒磨成

绣花针。任务交到耿家盛头上，他

用铣床铣，不停歇干了两昼夜。组

装完毕，一模成功，这是模具制造

过程中极其罕见的。

在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

耿家盛是名符其实的“全能”机床

工。而他成为车工大师的奥妙之一，是对车刀的不断创新。

1993年，分公司首次承接 132HC 塔机生产任务，主

要零件主弦杆长 2500毫米，要求四件一组长度一致，原

加工工艺效率低，费用高。耿家盛和工友研究制作了

四件双“V”形铁，同时改进刀具，使每组的加工费用从

1250元降到 300元，工效提高了 3倍。

2007年，耿家盛加工橡胶设备绉片机的辊轴，由于加

工难度太大，改进机床挂轮，改装可调速电机，降低工件转

速，自制高速铣头，将其固定在刀架上，利用小拖板的移

动，消除工件正转与反转带来的综合间隙。改造后的设备

以车代铣，加工效率得到很大提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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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海口4月27日电 （记者付丽丽）27 日凌

晨 2点 0分，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简称“空间

中心”）在其海南探空部发射了“鲲鹏-1B”863 计划空

间环境垂直探测试验探空火箭，箭头姿态可控，顶点高

度达到 316公里，首次成功获得电离层顶的原位探测数

据，任务圆满完成。

试验总指挥、空间中心主任吴季介绍，任务首次使

用了具有姿态控制能力的箭头平台，可以使箭头自旋，

并能控制旋转速度，也可以使其三轴稳定，改变方向，

以便更精确地获得空间磁场、电场矢量数据，对于深入

研究低纬度地区电离层中高层大气的空间环境具有重

要科学意义。

“此次发射的探空火箭有两级火箭推送，探测高度

大大提升，顶点高度达到 316公里，这在我国是第一次。

另外，试验还首次使用了柔性碳纤维伸杆，可以折叠，对

提高未来火箭探空的技术能力意义重大。”吴季说。

吴季表示，探空火箭是进行空间探测和科学试验

的有效探测工具，利用探空火箭可以在高度方向上垂

直探测大气各层结构成分和参数，研究电离层、地磁

场、宇宙线等多种日—地物理现象。此次鲲鹏-1B 的

探空仪包括朗缪尔探针、双臂探针式电场仪和探测落

球三种科学探测有效载荷。其中，朗缪尔探针和双臂

探针式电场仪，对空间等离层 70—300km 高度范围内

的 E 层和 F 层电子密度、离子密度、空间电场和磁场进

行原位探测，获得原位探测数据。

此次试验在海南探空部火箭发射场沿正西方向、

87.3度仰角发射，从起飞到溅落共飞行约 10分钟，是我

国在子午工程支持下恢复火箭探空活动后，再次开展

空间环境垂直探测。

此次任务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作为试

验的抓总单位，并具体负责箭头科学仪器、球形探空仪

与服务平台的研制以及发射场、遥测、地面及科学应用

系统任务。

承担此次任务的运载器——天鹰 3F型两级固体燃

料火箭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航天动力

技术研究所研制。

我首枚箭头姿态可控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科技日报苏州4月 27日电 （记者张晔）创新驱动

发展，谁来评估创新？作为我国科技发展和创新服务

中的重要环节，科技评估 27 日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家

庭”，全国科技评估机构协作网在苏州宣告成立。

如何才能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怎

样才能找准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这些都需

要充分发挥评估的前瞻分析、技术研判、诊断分析和价

值引导作用，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决策支撑和路

径指引。

我国真正的科技评估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步，经过

20多年发展，评估机构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并开展

了一系列标志性评估任务，为深化发展奠定了较好的

基础。但是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科技评估发展

还面临评估机构规模偏小、稳定经费渠道缺乏、评估工

作体系不完善、评估方法工具开发不足、评估队伍专业

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等问题。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任王瑞军称，建立评估协作

网络的目的，就是为机构间合作搭建一个平台，加强优

质资源的统筹协调和开放共享，推动评估行业形成“资

源共享、互助互惠、共赢发展”的良好生态。评估中心

作为评估协作网络的发起者，要在协作网络中发挥好

核心和枢纽的作用，与全国各类科技评估机构一道，共

同打造中国科技评估的“硬实力”。

与会的 60 多家科技评估机构共同发出倡议书，提

出将在科技评估协作网基础上，加快筹建中国科技评

估协会，加强科技评估标准规范制定和制度建设，探索

开发新的评估理论和方法，共建科技评估机构行为规

范和评估从业人员自律准则。

我国科技评估组建“大家庭”

4月26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自旋磁共振实验室了解科研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