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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0日电 （记者房琳琳）冰冷

的土星卫星——土卫四似乎有一个地下海洋，里面充

满了液态水。近日发表于美国《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上的一项模拟研究显示，直径 1120公里的土卫四将成

为继土卫六和土卫二之后第三个被发现拥有地下海

洋的土星卫星。

据美国太空网报道，这个巨大的海洋可能深藏在

土卫四冰壳以下 100 公里处。研究人员称，有趣之处

在于，土卫四的地下海洋可能直接接触了它的岩石核

心。论文作者阿蒂利奥·瑞瓦尔迪尼在比利时布鲁塞

尔皇家天文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海洋与岩石核

心之间的接触至关重要，他们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关键

的 营 养 和 能 量 来 源 ，二 者 都 是 构 成 生 命 的 基 本 成

分。”此外，这种海洋可能存在于土星卫星的整个历

史中，这意味着，在土卫四凸凹不平的冰壳之下，拥有

让潜在生命扎根和进化的足够时间。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米凯尔·毕友泽领导的研究小组，

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的“卡西尼”号图形探测器

多次飞掠搜集的重力数据，模拟了土卫四和土卫二上的

冰层。其他做过类似研究的团队认为，土卫四没有海洋，

土卫二的海洋被深埋。毕友泽和同事在他们的模型中加

入了新的褶皱，“作为一项新增参数，我们假定冰壳在支

撑最小的拉伸和压缩以保持现在的地貌，再多的压力就

会将冰壳挤压成块。”研究结果表明，在土卫四厚厚的冰

壳下面，地下海洋深达数十公里。

除了土星的卫星，天文学家认为，木星的卫星木

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也有地下海洋，最近的研究表

明，冥王星或许也同样如此。

之前的研究认为，土卫四没有海洋。而随着越来

越多的新数据被收集和分析，土卫四俨然成为另一个

“可能有生命星球”的候选者。科学便是如此，没有

“永恒正确”，只是“尚未证伪”。令人振奋的是，土卫

四的海洋与岩石有接触，在厚重冰壳下，也有可能发

生着我们目前无法直接探

测到的生命源起与进化过

程。感谢这些不懈的探索

与分析，让人类对太阳系的

成员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新 模 拟 研 究 显 示

土卫四也可能存在地下海洋

经受过高温、狂风、暴雨、冰雪等恶劣环境的考验，

在线路巡检、缺陷检测、应急救援上代替一线工人干着

最苦最累的活儿，直至成为电力行业的“骨干”之后，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研发机器人的脚步并没有止步——

他们瞄准的是下一项“国际首创”。10 月 11 日，山东举

行第四届国际电力机器人学术会议，届时，这些身怀绝

技的电力机器人将纷纷亮相，向来自加拿大、德国、巴

西、韩国等国专家们展示它们的拿手绝活。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总经理蒋斌说：“我们用 70项

国家发明专利打造的包含自动化、机械、人工智能、计算

机等20余款高新尖端电力机器人，已在国家智能电网的

广阔市场中南征北战，服役十多年，覆盖了发、输、变、

配、用等电力行业的‘全产业链’，智能，已成为中国电

力机器人家族的显著特征。”

“智能卫士”靠什么独当一面？

这个国庆长假，“大白”一天也没有休息。

6 日凌晨 2 时，我国首座 500 千伏智能变电站——

浙江 500千伏芝堰变电站内，这台通体白色的智能巡检

机器人忽闪着大眼睛仔细巡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

迹”。投运 6 年以来，兢兢业业的“大白”每天 3 次在站

内巡检，将巡检数据及图片实时传输给后台。

机器人不是“花架子”。2014 年 4 月 15 日，“大白”

发现 500 千伏崂山变电站 2 号存在安全隐患并预警，及

时抢修，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在我国电力系统，“大白”赫赫有名。它们因替代人

工一次次出色完成变电站巡检中的急难险重和重复性

工作，被誉为坚守电网安全的“智能卫士”。据国网山东

电力科信部主任李红梅介绍，此类机器人已推广应用

388台，遍布全国29个省市区，市场占有率达51％。

用机器人代替人是全球大势。2000 年之前，当人

们还质疑机器人有何用的时候，山东电力高层便敏锐

地觉察到了这一趋势，并于 1999 年开始布局。6 年后，

中国第一台电力巡检机器人在山东电力问世，拉开了

电力行业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坚强智能电网的快速发展，为电力机器人创造了

“崭露头角”的机会，变电站智能巡检、无人机巡线、线

路清障机器人、线路除冰机器人等相继登台亮相，3 项

国家 863 项目，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优秀

工业设计奖产品设计金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等 6项国

家级奖项，30余项省部级奖项，代表着山东电力深耕机

器人技术的高度和深度。

为什么他们的机器人“既高
精尖，又接地气”？

在山东德州杨庄村银东直流输电系统 1894 号塔

上，一架如“蜘蛛”般的机器人附着在绝缘子串上，在科

研人员的遥控下往复移动，检测绝缘子的潜在故障。

山东电力的这一小小动作，却开启了世界上首次利用

机器人开展±660千伏绝缘子检测作业的先河。

在国网山东电力副总工程师兼山东电科院院长、

鲁智公司总经理苏建军眼里，这样的世界纪录已见多

不怪。因为在山东电力诞生的机器人家族中，还有很

多“特种”型号，它们专注于不同的领域，各显神通，却

担负着同样的职责——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和工作

效率。 （下转第三版）

个个身怀绝技 项项国际首创

山东电力机器人研发缘何站在世界最前沿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侯 婷 郭轶敏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

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

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

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

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现“三步走”目标、到

2050 年把我国建成世界

科技强国的又一次重大

宣示。

“三步走”的第一步

是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这是基础的一

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因

此，必须对我们当前所处

的创新方位有一个清醒

的判断。

2020 年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的目标在 2006

年就已提出，目前还剩下

4 年多的时间。现在，我

们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

远？过去的十年里，我们

在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道

路上，“走”得如何？有哪

些成功之处值得总结，有

哪 些 不 足 之 处 需 要 记

取？对这些问题的梳理

和思考，有助于我们在接

下来的几年里，“走”得更

好，进而如期实现我们的

目标。

应该指出的是，有两

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

“悲观”的倾向，认为我国

离创新型国家还很远，短

期内难以奏功；二是“过

于乐观”的倾向，认为我

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已“水到渠成”。应该说，

这两种倾向都失之偏颇。

客观而言，通过多年积累特别是近些年来的努力，

无论是从科技创新投入看，还是从科技创新产出看，无

论是从我国发展的纵向比较看，还是从国际竞争的横向

比较看，我们的科技实力和创新水平都有大幅提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已跻身世界最具创新力经

济体第 25位。世界经济论坛等相关报告也显示我国创

新能力正加速提升。剔除国际评价中的一些“主观因

素”，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综合创新能力

指数”评价显示，我国已从 10年前的全球三十位左右上

升到目前的第 18位。

综合判断，我国科技创新已从跟踪为主进入了跟踪和

并行、领跑兼有的新阶段，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大国。

对我们如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们有理由自

信，但同时也要防止“过于乐观”。

一般认为，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 20 个左右。

从国内外相关排名数据看，我们已经较为接近创新型国

家行列了。在“创新效率比”、论文及引用数量等若干具

体指标上，中国已进入世界前列。

这些数据令人欣喜，但显然还不到让我们骄傲自满

的程度。一些舆论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创新质量不亚

于领先者的中等收入国家”，等等。这类提法，在相关评

价指数的具体语境下也许有道理，但若被社会舆论抽离

出来，变成结论，则可能带来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对我们脚踏实地加快创新发展是不利的。

总体来看，科技实力、经济中的科技含量、国家综合

创新能力是各类评价指数的三个基本指向。实际上，统

筹提升这三个方面也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价

值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科技创新还存在不少薄弱

环节，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仍然不强，产业总

体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仍需提

高。我们必须在提升科研质量、发展新经济、完善创新

生态等重点方向上下更大功夫。

从科技大国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路途并不遥远，

但任务并不轻松，仍有赖于我们不断的改革创新和艰苦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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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0月9日电（记者张家伟）
此前一些观点认为女性上夜班较多容易扰

乱生物钟，可能增加患乳腺癌风险。但英国

牛津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说，新证据显

示上夜班不会对这方面风险产生太大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在 2007 年的一项评估中，将日夜倒班工

作列为可能致癌的因素之一，因为这种工作

方式会扰乱人体生物钟。据牛津大学介绍，

这项评估的结论主要基于在动物身上开展

的乳腺癌研究，而当时有关人体的乳腺癌风

险研究证据还非常有限。

为此，牛津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对3

项大型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数据

来自80万名英国女性。研究人员并未从中发

现上夜班与乳腺癌风险上升相关的证据。

据这份已发表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

志》上的报告介绍，这一团队随后将这 3项调

查的数据与另外 7项分别在美国、中国、瑞典

以及荷兰进行的国际调查的数据结合分析。

这10项研究共涉及140万名女性的数据，其中

只有4660名乳腺癌患者表示曾上过夜班。

研究人员对其中长期上夜班和不上夜班

女性的乳腺癌风险进行对比分析显示，这两

类人群的乳腺癌发生几率基本相同。报告作

者之一、牛津大学学者露丝·特拉维斯说，从

进一步分析结果看，偶尔上夜班或长期上夜

班的女性并不会因此增加乳腺癌风险。

英国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局资助了这

项研究。该机构首席科学顾问安德鲁·柯伦

说，尽管研究结果显示夜班不会对乳腺癌风

险带来太大影响，但雇主还是应该关注与倒

班工作相关的其他风险因素，以便更好地保

证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放心！女性上夜班与乳腺癌无关

吴道滨是中骏资本

的合伙投资人。每年他

都要与上百个创新个人

或团队谈投融资业务。

他想的是每年有一家谈

成并真正投资就烧高香

了。“我们的投融资洽谈

每 年 的 成 功 率 在

0.5%—1%之间。”面对大

量创新成果，他是有钱花

不出。

10 月 10 日，他参加

了由中科院北京国家技

术转移中心举办的 2016

第二届“中科创赛”决赛

路演活动。本来他只是

一个评委，但他兼职做起

了“辅导教师”：赛前为选

手的演讲提建议。而这

也正是大赛的独具匠心

之处。没有想到，9 日下

午的这个辅导课由计划

的一个多小时变成了3个

多小时，讨论热烈。

讨论中，投资人对技

术创始人说，“不可能由

一个专家带一个团队靠

一个项目就能做成一个

上市公司”“现在靠技术

团队打开市场的还没有”

“不要过多地讲技术环

节”。在创赛上许多项目

都是做芯片的，评委们

说，“让投资人把几千万

元都投在一个小小的芯

片上是很可怕的事”。

听话听声。投资人

讲的都是市场问题，其实

这正是科研人员的短板，

也是中国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痼疾。

10 年前，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和中国生物工

程学会联合发布《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 2006》，指出

在我国全部 70多家生物制药企业中，超过 1/3的企业是

由大学或公立研究机构参与创办的。“由于科技人员不

擅长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因怕失去企业控制权而主观

上不愿增资扩大规模，企业很难做大。”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吴道滨说，现在

的创新企业初创人都是技术人才，天然脱离市场。一项

技术前期做得再好也要落到市场上，市场是资源配置的

地方，不是突出技术先进性的地方。

而科技人员是一个善于开发功能的群体。2012 年

末，中科院一个太阳能的大项目结题了，在总结会上，一

些企业界人士纷纷表示，科学家们给我们描绘的都是产

品的“新功能”，而我们第一考虑的是产品的成本，离开

了成本谈不上什么产品。

在这方面，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奖人刘中民院士

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甲醇制烯烃转化给企业时，不

是只提供一项技术，而是一个工艺包。那些只追求新功

能而不考虑工艺和成本的“成果”都不是真正的成果。

对技术创始人来说，拼短板的另一表现是他们都想

来当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道滨说，科学家们擅长开

发新产品，但市场营销肯定不如商界人士。中科院深圳

现代产业技术创新和育成中心主任徐明亮说，一个博

导、研究员，如果只领导过自己的课题组和学生，或一些

小的研究项目，怎么可能办好企业？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投资人找不到项目的情形。

通过赛前的辅导班，投资人与技术创始人进行了深

入交流，“中科创赛”决赛路演活动收获颇丰。参加决赛

的 8 个团队中，梦之墨—液态金属打印、商业 wifi 芯片

产业化、“肿瘤捕手”多肽纳米捕获肿瘤细胞技术、高通

量视频大数据智能处理芯片、马胚胎移植技术的研究与

推广应用 5个项目当天就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现场

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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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上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联合全国31个省184个城市430多家单位进行自救互救科普活动暨第七个“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救护普及活
动，本届活动主题是“生命的拥抱——识别窒息，解除呼吸道梗阻”。图为医护人员现场为观众讲解、演示心肺复苏等一系列自救互救技巧和知识。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房琳琳）清华大

学研究人员给蚕宝宝喂食石墨烯或者单壁碳纳米管

后，其吐出的“蚕丝”更加结实强韧。据《科学美国人》

杂志网站 10 日报道，这种碳增强丝可应用在耐久防护

织物、可生物降解的医学植入物及环保型可穿戴电子

设备中。

为制作碳增强丝，清华大学的张莹莹和同事直接给

蚕幼虫所食桑叶中喷淋了含有碳纳米管或石墨烯（占总

重0.2%）的水溶液，然后在幼虫吐丝结茧后收集蚕丝。

报道称，这种直接喂养含碳水溶液的方式，与直接

处理已结茧蚕丝的方法相比，更简单也更环保。更重

要的是，碳增强丝抵抗外力破坏的韧性增加一倍，承受

的应力高出至少 50%。研究团队将这种丝加热到 1050

摄氏度，并进一步研究碳化后的蚕丝蛋白纤维的电导

率和结构。拉曼光谱和电子显微镜成像表明，掺入纳

米材料的碳增强丝的晶体结构排列更为有序。

上海东华大学高分子化学家沈青曾在 2014年用 30

纳米多壁碳纳米管制造出新型丝纤维，他认为张莹莹

团队使用的 1—2 纳米单壁碳纳米管材料“更适合融入

蚕丝蛋白晶体结构”。

曾靠给蚕幼虫喂食纳米二氧化钛生产出抗紫外线

降解丝绸的材料科学家张耀鹏说，清华团队“提供了大

规模生产高强度蚕丝纤维的简单方法，其出色的电导

率使它更适合应用在嵌入式智能纺织品及可阅读神经

信号的传感器中”。

吃下碳纳米材料 蚕宝宝吐出超强丝

科技日报临沂莒南10月10日电（记者王延斌 通

讯员李振）10日上午，“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

士袁隆平指导的超级杂交稻“百千万”工程百亩片攻关基

地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收割。该基地的水稻实

验品种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的“超优1000”，经

以中科院院士谢华安为组长的专家组验收，实测亩产达到

1013.8公斤，创造了新的杂交水稻高纬度亩产世界纪录。

据了解，“超优 1000”作为第五期超级稻重要品种，

同时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水稻杂种优势

利用技术与强优势杂交种的创制”的项目品种，由袁隆

平团队经过 3 年精心研究攻关成功。此次试种水稻于

2016年 4月 3日播种，5月 7日至 13日移栽，水稻长势均

匀，穗大粒多，结实率高，没有主要病害。

测产验收现场，专家随机选取 3 块攻关田，经机器

收割，按标准扣除含水量后得出产量数据。验收专家

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公布实测结果：百亩片

平均亩产 1013.8公斤。

半个月之前，在袁隆平及其团队指导下，设在山东

日照的超级稻百亩高产攻关基地刚刚刷新世界纪录：

最高纬度杂交水稻亩产 980.43 公斤！当时，袁隆平在

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超级稻从 700 公斤提高到 800 公

斤，花了 10 年时间；从 900 公斤到 1000 公斤，技术上已

经没有障碍。在气候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亩产突破

1000公斤基本没有问题。”

今天，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袁隆平超级稻高纬度实验亩产超1000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