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http://www.stdaily.com 2016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日 今日 4 版

丙申年九月廿三 总第 10785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武云生 刘岁晗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周末特别策划

■科技观察家

◀ 轻轻一扫，关注科技日
报。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等候
有品位的你。

一出地铁站，就能感到浓厚的机器人大会氛围。

还在路口等绿灯，便听到好几个人询问交通协管员：机

器人大会会场怎么走？

20 日开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挺火。能歌善舞的

机器人享受了明星待遇，吸引众人围观：身姿矫健会打

羽毛球的机器人，其所在“赛场”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

身着华服精心打扮的美女机器人“佳佳”，就算只学了

声猫叫、狗叫，也照样受到追捧……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对机器人的研究，‘火

爆’也许更为恰当。”21日，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论坛

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说。

火爆背后，更需理性。多名与会专家感慨，机器人

产业不比互联网，牵涉产业众多，投资回报周期漫长。

“长期来看，我们可能会不断尝试，然后不断失败。”美

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Oussama Khatib坦言。

作为一个“新物种”的机器人

“ 机 器 人 现 在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技 术 或 产 品 ，它 完

全可以被看作一个新的物种。”沈阳新松机器人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一开口，就给了机器

人一个更高的身份。“各国把机器人作为国家战略，

是 因 为 它 对 人 类 社 会 未 来 的 发 展 起 到 巨 大 的 推 动

作用。”

曲道奎说，新一轮工业革命呼唤机器人的发展，劳

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加深了对机器人的需求，新技术进

步提升了机器人的性能，而客户化定制也依赖机器人

制造。“机器人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它将带

来制造业等诸多领域的变革。”

赵杰认为，最近几年，从国家到地方政府甚至到

企业界、金融界，机器人都挺“热”。“这些年来，我国涌

现出了几千家机器人企业，许多城市都建起了机器人

产业园，而机器人行业相关从业人员，更是呈几何指

数增长。”

不过，数量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曲道奎指

出，更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具有国际引导性、标志性

的龙头企业，这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核

心力量。

对中国来说，机器人产业发展未来的目标是明确

的：完善机器人产业体系建设，在机器人的整机、零部

件和应用整个产业链条上实现全面提升和突破。

热潮退去，还是“梦想”起航？

以色列机器人协会主席 Zvi Shiller很清楚，一个技

术周期，总要经历这样的发展路径：最开始会有一个技

术热潮，这被称作“梦想”阶段；随后，因为技术不够成

熟，热潮退去，进入“噩梦”阶段；再往后，技术获得突

破，“梦想”再次起航。

“现在我们处在第二波机器人发展的浪潮中。”Zvi

Shiller说。不过，他看到，前进道路上还是有许多障碍。

最为突出的是，机器人产业要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它

需要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也需要环境感知、行动规划等

能力，还需用到电子学、机械控制等多学科知识。“一个企

业、研究团队或实验室，他们可能只在某一方面有专长。

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来进行开发工作。”

具体到中国，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

伯基指出，在技术集成方面，我们还有“相当艰苦的一段

路要走”。而赵杰认为，单从工业机器人的角度来说，这

些年确实取得长足进步，但和国际先进同类产品相比，确

实存在差距。“特别是核心零部件，我们面临着产业空心

化尴尬的局面。在精密减速机、伺服电机和控制器方面，

我们实现了产品化和小批量应用。但是，它的可靠性和

寿命，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下转第三版）

机器人产业：火爆背后需理性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据新华社旧金山10月21日电 （记者马
丹）一个美英研究团队报告说，他们用一种新

方法加工制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使其光电

转换效率接近传统的硅基太阳能电池，但成

本便宜很多。

钙钛矿材料可以制成太阳能电池，光电

转换效率较高，近年来科学界一直看好其前

景。但是它也有性能不稳定、易衰减的缺陷，

一直没有成熟的产品。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

人员用锡混合铅、铯、碘等其他几种常用物

质，制造出新型钙钛矿材料。与目前的太阳

能电池材料单晶硅相比，这种钙钛矿材料更

薄，柔性更好，造价也更便宜。

据介绍，他们设计了一种新的、由两个串联

的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成的发电设备，能以

20.3％的综合效率将太阳光能转化为电能，光电

转换效率已接近现在市面上的硅基太阳能电池。

研究人员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串联设备

造价较低。生产硅基太阳能板首先需要加工成

单晶硅，工艺要求1600摄氏度的高温，而制造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实验室里就可以对锡、铅等

常见物质加工，然后在常温下喷涂在玻璃上。

钙钛矿材料的稳定性一直是一个问题。

安装在屋顶的硅基太阳能板通常能用 25 年

甚至更长时间，但有些钙钛矿材料在潮湿或

光照环境中退化很快。以前的实验显示，用

锡制成的钙钛矿材料特别不稳定。

研究人员将他们用锡混合多种物质制成

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和用锡制成的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在 100摄氏度的环境中放置了 4天，

发现前者的热稳定性和空气稳定性非常好，

是后者从未具备的。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新

一期《科学》杂志上。

新方法改进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成本低效率高

新 华 社 巴 黎 10 月 21 日 电
（记者张雪飞）总部位于法国巴黎

的欧洲航天局 21 日宣布，美国航

天局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

一张火星表面图像，很可能捕捉到

了日前在着陆火星前突然“失踪”

的欧洲火星试验登陆器“斯基亚帕

雷利”的踪影。据画面内容分析，

“斯基亚帕雷利”可能在降落时“不

幸坠毁”。

这张图像由火星勘测轨道飞

行器于 20 日拍摄，呈现了火星表

面“斯基亚帕雷利”原定着陆点附

近的景象。欧航局说，与今年 5 月

拍摄的火星表面相同区域图像相

比，新拍摄的画面中出现了两处新

的特征，相信与计划登陆火星的

“斯基亚帕雷利”有关。

其中，一处亮点被认为是“斯

基亚帕雷利”降落过程中打开的直

径 12 米的降落伞，而位于降落伞

以北 1 公里处，一处大约长 40 米、

宽 15 米的深色模糊斑点则被认为

是撞毁在火星表面的登陆器主体。

欧航局说，根据初步推测，“斯

基亚帕雷利”有可能是从距离火星

表面 2千米至 4千米高的空中开始

下坠，并以超过 300 公里的时速撞

向火星，但也不排除登陆器发生爆

炸的可能性。

19 日，欧洲和俄罗斯合作的

“火星太空生物”项目此前发射的

“微量气体轨道器”成功按计划进

入环火星轨道。然而，原计划随后

自动降落至火星表面以测试进入

火星大气、下降和着陆技术的“斯

基亚帕雷利”却在着陆前 50 多秒

时突然失联。

两天来，任何监测设备都没能

再接收到登陆器发出的信号。但

欧航局此前表示，位于印度浦那的

巨米波射电望远镜当天接收到的

无线电信号以及欧航局“火星快

车”轨道探测器传回的数据均显

示，“斯基亚帕雷利”进入火星大气

层并实施降落的多个步骤都基本

顺利，尤其是大气层减速、打开降

落伞和张开热挡板。

欧航局说，项目团队人员目

前仍在继续对“斯基亚帕雷利”母

船——“微量气体轨道器”在登陆

器降落过程中记录的数据进行解码，期待通过结合巨米

波射电望远镜和“火星快车”提供的信息，精确重现“斯

基亚帕雷利”降落过程，找出事故原因。

“斯基亚帕雷利”是欧航局送上火星的第二个登陆

装置。2003 年，欧洲“猎兔犬 2”号登陆器就曾随“火星

快车”一同发射升空。然而，它们的命运却惊人地相似。

当年，“猎兔犬 2”号在完成进入火星大气层、降落

和着陆动作后，电池板没能完全展开，失去了与地球的

联系，直到 2015年 1月才被美国航天局的火星勘测轨道

飞行器拍摄到它的身影。

“火星太空生物”项目是欧洲发射“火星快车”轨道

探测器后开展的第二个火星探测项目，主要目标是寻找

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证据。该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目

前正处在第一阶段。原定于 2018 年启动第二阶段任

务，现已推迟至 2020 年。届时，一个配备先进电子设

备、火箭推进器、制导雷达和降落伞的火星登陆器将被

送上火星，并释放一台约 300公斤的火星车对火星展开

地面考察，寻找生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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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近期合作成立了白熊坪科研基地和教育中心，建立巡护监控、科学研究、自然教育为一体的保护区管理新模
式，完成了智慧唐家河——野外监测网络工程和信息化平台，可以动态收集动物、植物、水文、气候、负氧离子等多种数据。同时还为巡护人员配备移动终端，实现在巡护
过程中随时上报数据，改变传统的巡护员身处深山信息滞后的工作模式。图为志愿者顾伟龙在野外安装红外图像拍摄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东）记者

日前了解到，山东省 25 家省属科研

院所及 28 家省属公立医院将逐步

取消行政级别，至明年 6 月底前，全

省 500 余家公立医院和科研院所将

全部取消行政级别，建立法人治理

结构。

据悉，理事、理事会，监事、监事

会这样的岗位和机构，在年底前将

陆续出现在省属科研院所及省属公

立医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后的这

些科研院所、公立医院不再具有行

政级别和机构规格，其可自主设置

内设机构，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度

管理。公立医院和公益二类科研院

所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在

总量内自主用人、自主招聘。对于

科研院所，根据实施方案规定，山东

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公益二类科

研院所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

理，在总量内自主用人、自主招聘；

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公益一类科研

院所仍继续实行编制审批管理。

改革后的公立医院在人员控制

总量内，可根据工作需要，按规定自

主制定岗位设置和招聘方案，自主

聘用人员，合理配置医师、护师、药

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以及必要的后勤保障人员，对紧缺

的专业人才、高层次人才可采取考

察方式直接招聘。全面实行竞聘上

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变固定用

人为合同用人，变身份管理为岗位

管理。控制总量内人员在岗位聘

用、收入分配、职务资格评定、管理

使用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除了用

人自主权，公立医院还将拥有内部

分配自主权。同时，实施方案规定，

严禁给科室和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

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公立

医院的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业

务收入挂钩。

为 对 自 主 权 扩 大 后 的 科 研 院

所、公立医院实现有效监督，山东省

配套出台了省属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办法，明确了考核机制、指标、标准

和结果运用等内容。有关部门年底前将制定事业单位

职员管理办法、外部理事监事管理办法、人事薪酬制度

等配套政策，形成完整的法人治理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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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推进京津冀协

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作为针对北京科技创新未来发展的

一项重要工作被提出。处于扼要之地的京津冀，一方面

经济最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才最多，但另一方

面，也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

日益突出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推进三地农业科技协同创

新，保障首都“菜篮子”安全和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正是带着这样一些思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把自身

发展目标融入京津冀大格局，在满足服务北京的同时，着

眼于京津冀以至全国农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党委书记高华介绍，从2014年开始，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手，

开展了一系列推进京津冀农业发展协同创新的工作。

创建联盟推动协同创新

“联盟将带着理性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尊重科技自

身发展规律，顺应科技发展趋势，面向京津冀农业发展主

战场，鼎新力行，扎实工作，将努力使京津冀成为全国农业

科技创新最活跃、最有成效的地区……”北京市科技创新

大会召开前夕，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正式成立，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院长、联盟理事长李成贵在成立仪式上对联

盟发出了动员令，同时也是对自己提出了硬指标。

近些年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国家大战略的提出，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一直在为三地协同发展和科技协同

创新进行积极探索和尝试。

2014年 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与天津市农业科学

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共同签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农

业科技合作协议》，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可持续

发展、农产品精品生产、种业科技创新等七大合作领

域；时隔一年，京津冀三方农科院又发起成立京津冀农

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从创新机制、搭建平台、聚焦需

求等方面开展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工作，并在科技引领、

支撑京津冀区域现代农业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方面取得

了初步成效。今年 6 月，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牵头，再

次联合京津冀地区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涉农企业

等 23 家单位共同成立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旨在

共同推进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发展，进一步

打造目标导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成果共享的区域

现代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

加大投入发展区域农业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区域农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也创造了新机遇，为了顺应这样一个大背景，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先后落实1300万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农业科技

协同创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助理、科研处处长王

之岭介绍，从 2015年开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拿出创新

能力专项自有资金 500万元，联合京津冀区域科技资源

启动实施了“京津冀精品蔬菜安全生产与供应科技攻关

与示范”“京津冀优质鸡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等 6 个项目；2016 年又追加 300 万元，陆续启动实施了

“生态涵养区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技术研究与示范”

等4个项目；此外，依托国家和北京市科技计划等各级研

究项目，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也积极开展区域科技

创新与示范研究，现已投入500万元用于2017年10个区

域性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下转第三版）

协同创新给了农业更广的天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助推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纪实

本报记者 蒋秀娟

一座雾霾塔近一个月来走进我国公众视野。从

外形上看，这座高达 7 米，由荷兰艺术家设计的雾霾

净化塔像一个巨型空气净化器，其收集的污染物还可

以制作成碳钻戒指。

作为一件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的艺术品，虽然

美感少了点，但立于霾锁重楼的空地上，确实挺有艺

术效果。每小时处理 3 万立方米空气，相当于一个

中型餐馆油烟处理的量，然而对于真正净化空气来

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往湖里扔一块海绵，能指望吸

干湖水吗？

何况，雾霾塔公布的数据系荷兰所测，即使能在

北京达到同等效率，按污染层 100 米高，如果要净化

北京五环内的空气，大概需要 10 万台雾霾塔。至此，

脑补一下画面，穹顶之下，塔林赫赫，蔚为壮观。当

然，依常识判断，这种假设大可不必当真，且为苦中一

乐罢了。

没想到的是，即便这样一个连标都不治的大玩意

儿，竟吸引了多家单位前来洽谈引进事宜，包括北京

周边城市的政府机构和房地产商。也不知这些追捧

者，是真的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还是意欲消费公众

的雾霾焦虑，搭一趟环保经济的快车？

这些年，吃瓜群众已习惯于心情随霾起而压抑，

随霾散而舒展，根本不需要这个雾霾塔引进方所谓的

“宣传教育”。公众焦虑与日俱增，但大家所关心的结

构性减排、产业结构调整、控煤等核心问题，却总是和

雾霾天一样——看不清。于是空气净化器成了自救

法宝，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无奈，雾霾焦虑逐渐转向雾

霾经济。

雾霾塔：指望海绵吸干湖水吗
杨 雪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李大庆）中科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团队发现了一种 4.23

亿年前的鱼类化石——长吻麒麟鱼，将人类的颌骨起源

追溯到最原始的有颌脊椎动物——原颌盾皮鱼类中。

相关论文刊登在 21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翼、鳍与面孔如何发育演化”是《科学》杂志 2005

年公布的 125 个最具挑战的科学问题之一。北美古脊

椎动物学会主席约翰·朗评论说，中国科学家的发现成

为“理解脊椎动物的身体结构如何在久远的过去一步步

演化而来的关键。”

盾皮鱼类是最原始的有颌脊椎动物类群，它们身

披笨重盔甲、颌骨结构简单，是泥盆纪（大约 4.19 至

3.59 亿年前）的统治者。传统观点认为盾皮鱼类在泥

盆纪末全部绝灭（演化进入死胡同），为硬骨鱼类和软

骨鱼类所代替。

2007 年，朱敏团队在我国云南曲靖的志留纪地层

中找到了保存精美的有颌脊椎动物化石——潇湘动物

群，其中就包括一种全颌盾皮鱼——长吻麒麟鱼。这条

小鱼长约 20厘米，形状古怪，具有海豚那样前伸的吻突

和隆起的“额头”，口和鼻孔都位于腹面，大半个躯体包

覆着箱形的骨甲。

朱敏等人使用高精度 CT 扫描和计算机三维重建

技术研究麒麟鱼化石，发现它具有一副不完全的全颌，

其颌骨处于全颌鱼和其它更原始盾皮鱼类之间的过渡

状态。据此提出，人类颌骨可追溯到原颌盾皮鱼类中。

4.23亿年前长吻麒麟鱼化石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