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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我长期喝牛奶，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

消费者还未从三鹿噩梦中惊醒。2015年全国

奶制品抽检合格率达 99.5%，是所有食品里合

格率最高的，我本人只喝国产牛奶。”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的一席话

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活动期间，他还不时喝几

口 国 产 牛 奶 。 这 是 近 日 在 哈 尔 滨 举 办 的

“2017中国国际乳业合作大会·院士专家高端

论坛”上的一幕。

当日，出席上述大会的院士专家和乳

业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主题为“从一杯奶开

始——提升健康水平，增强人民体质”的高端

对话。

“现在我们国产牛奶的优质蛋白、乳脂肪

等指标不仅符合国标，还符合欧盟标准。”刘

旭院士表示。但 2008年的三鹿事件构成行业

公信力内伤，消费者对国产牛奶信任度不高。

近十年来，国内牛奶、奶制品的安全危害

因子都已形成检测手段，且制定了国家标

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沈

建忠主要从事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研究，他认

为，中国乳业已走出低谷，步入健康持续发展

轨道。“绝大多数牛奶和奶制品都是安全的。”

他说。

按北京三元食品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吴松

航的说法，中国乳业企业的质检已到“自虐”

程度。以三元食品为例，企业内控风险性监

测标准达 108 项，数量远超国标的 66 项和欧

盟的 30 余项，密集的质检项目增加了企业

10%的成本。

“我们 18 家成员要向国际最先进的标准

宣战！”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景海也理直气壮。对话现场，佩戴中国

农垦乳业联盟胸标的他颇受关注。他表示，要

打击假冒伪劣，也应树立民族企业典型。

“每天一杯牛奶是健康、美容的开始。”刘

旭院士说。但联合国食物安全委员会高级专

家指导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顾

问梅方权给出的数据却让人生疑：2015 年中

国年人均饮奶量为 36 公斤，仅达世界平均水

平的 1/3，《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中牛奶

消费量 30年来未达到预期。

为什么牛奶消费增长如此缓慢？除饮用

习惯外，沈建忠院士指出了国人的认识误区：

“很多人认为牛奶是小孩、老人等特殊人群食

用的营养品，而不是食品。”同时他也认为，目

前消费者与乳品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

者并未完全恢复对国产乳品的信心。

对此，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副总裁肖

光辉亮出了“尚方宝剑”。据他介绍，飞鹤是业

内首家实现双屏互动可视化全产业链的企业，

在飞鹤微信公众号上，能通过直播见证奶粉生

产全过程。这不仅是飞鹤全产业链可追溯系

统的再次升级，也让消费者“眼见为实”。

“追溯？现在海淘冲击国内市场，出了责

任无法追究。而国内乳企出了安全事故，消

费者至少能找到，企业也会勇于承担责任。”

王景海说。

经过国内乳业企业多年的努力，行业发

展已有较大改观，国内乳品抗生素残留限量

等标准与发达国家一致，产品细菌总数等指

标甚至比发达国家严格。中国奶业在全球范

围内也成为大产业，但现场院士专家认为，其

仍未发展为强产业，赶超发达国家前路漫长。

食品与营养专家梅方权建议，中国乳品

企业应加快知识、科技创新，不能只想着生

产，也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他还建议，利用

3P 模式推动引入社会资金，并通过“一带一

路”将中国乳品带向世界。

该活动由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主办，《中国

乳业》杂志社承办。

国产牛奶质检标准已超国际标准——

院士呼吁国人走出“三鹿噩梦”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实 习 生 杜寒三

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4月
24日，北京海关在首都机场海关查
验中心举行了“加强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活动。

图为海关人员应用海关移动查
验单兵 PAD 系统，通过进入海关知
识产权保护系统界面，可以确认侵
权货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移动查验
保护知识产权

盖伦带你看南海

科技日报西安 4月 24日电 （记者付毅
飞）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国家航天局秘书长

田玉龙 24 日在西安透露，我国正在与欧空局

等探讨合作开展月球国际村的建设。除了探

月，我国还初步计划在 2030 年前实现火星探

测取样返回。

田玉龙在当日举行的 2017 年“中国航天

日”主场活动上表示，深空探测是中国航天

加速发展的方向。计划于今年年底实施的

嫦娥五号任务，将实现我国在月球取样并返

回的重大使命；计划 2018 年实施的嫦娥四号

任务，将实现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登陆，探

测那里的天文物理以及矿藏环境。我国还

在论证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月球南北极探

测、在月球南北极建设科研站等计划。此外

我国将在 2020 年启动火星探测工程，一步实

现绕、落探测。

同时田玉龙表示，下一步中国航天发

展 将 打 造 更 安 全 、可 靠 、经 济 的 新 型 飞 行

器，让人类更方便快捷地进入太空。为实

现 这 一 目 标 ，我 国 已 开 展 两 方 面 工 作 ：首

先，人类要进入太空，要有运载能力更强的

火箭，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重型运载火箭

的研制；同时，在国家已经批准的“十三五”

空间在轨维护与服务系统工程中，一个很

关键的环节是要建立天地往返系统，航天

科技、航天科工两大集团公司已作为主力

承担了这项工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

民说，要实现经济、便捷的天地往返，首先要

降低进出空间的成本。如果航天器能像飞机

一样起降和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输的价格

就会下降。“如果将来太空旅游能降到 5 万元

左右一次，就能进入我们的生活，普通人都有

机会去体验。”他说，“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

也正在做这件事。”

国家航天局：我国或与欧洲合作建设月球国际村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付毅
飞）在第二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记者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获悉，隶属于该集团

四院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24 日与

国内客户签订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火箭发射

服务合同，将在一周内完成 4 颗卫星连续发

射服务，实践遥感星座的快速构建。

快舟一号甲火箭是一型通用型运载火

箭，采用三级固体动力+末级液体助推的串

联式布局，主要为 300 公斤级低轨小卫星提

供发射服务，具有发射成本低、飞行可靠性

高、入轨精度高、准备周期短、保障条件少等

特点。签订此合同标志着快舟系列运载火箭

进入批量生产、批量发射阶段，将大大降低生

产和发射成本，进一步彰显其快速发射能力。

“国际商业发射中，小型运载发射报价一

般为每公斤 2.5 万至 4 万美元，快舟一号甲运

载火箭的报价不到 2 万美元。”四院副院长

张 镝 介 绍 说 ，为 向 全 球 客 户 提 供 更 快 、更

好、更经济的“一站式”客户体验，四院开创

了互联网时代下商业航天发射服务的“快舟”

模式——采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

理创新理念，着力结构与功能一体化、系统与

分系统集成化、硬件与软件相互渗透化的设

计，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市场参与火箭从研发

到发射服务全流程，精简流通环节，使运载火

箭的可靠性和性价比得到综合提升。

同时，四院采用全新研发模式研制了

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相比快舟一号，其运

载能力提升 5 倍，商业发射每公斤报价不

到 1 万美元，极具竞争力。目前该型火箭

各项研制生产工作进展顺利，将于 2017 年

底进行首飞。

此外，具备更大运载能力的快舟二十一

号已经启动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其将进一

步丰富全新的商业发射运载火箭型谱。

一周连发4星 航天科工将尝试快速构建星座

科技日报西安4月 24日电 （陈新勇 记

者付毅飞）在 24 日举行的 2017 年“中国航天

日”主场活动上，国防科工局发布了《首批高

分专项数据应用标准》。此举将实现我国遥

感应用从小范围科研试用，向大规模业务服

务战略转型的突破。

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国家航天局秘书

长田玉龙介绍，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

专项实施 6 年来硕果累累，成功发射了高分

一号高分宽幅、高分二号亚米全色、高分三

号 1 米雷达、高分四号同步凝视等多颗卫

星，极大丰富了我国自主的对地观测数据

源。为进一步扩展高分数据应用范围、提升

应用水平、促进资源共享，该局重大专项工

程中心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的顶层优势部门

通力合作，形成了跨行业、跨部门的标准联

合起草工作机制，至今年 4 月共形成 53 项标

准，实现了我国高分数据应用规范化工作的

重大集成创新。

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主任、高分专项

工程总师童旭东介绍，此次发布的有 14 项共

性应用标准和 39 项专业应用标准。按照现

行高分数据管理办法，初级产品是示范应用

授权分发，公益用途免费，非公益收费；高级

产品定价的基本原则是，对比国内外同等质

量数据产品，由供应商自主定价，要能进一步

促进空间产业信息发展。

童旭东表示，与手机移动终端互联、让百

姓用上高分数据是高分应用发展的方向。随

着技术瓶颈被攻克、制约产业化的问题得到

解决，普通百姓在手机上看到高分产品的时

代即将到来。

此外，为充分发挥高分专项遥感卫星在

重大自然灾害、国家权益维护、重大环境事件

及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急决策支撑作

用，国防科工局当日还发布了《高分专项遥感

卫星应急数据获取工作机制和流程》。此举

填补了我国卫星数据获取应急工作的空白，

标志着高分系统全面运行服务体系的建成。

《首批高分专项数据应用标准》发布
百姓将在手机上看到高分辨率产品

（上接第一版）

引：创新之岛人才荟

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白鹭翻飞，海豚

嬉戏……在海南这座绿色岛屿上，蕴藏自

然与生活的能量。

干净的空气、蔚蓝的海水，是海南与生

俱来的生态优势，也是吸引各地人才纷至

沓来的“磁石”。

与千余名南繁“候鸟”一样，每年来到

三亚育种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的

“惯例”。以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作为技术

依托单位，三亚投入数千万元建设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为南繁人才提供了科研项目

的开发平台和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推广的

公共开发平台，成为人才新的增长极。

近年来，海南大力推进人才强省战略，

倾力打造引才聚才、才尽其用的人才环境，

积极引进和培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十二

五”时期，建立了 20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和工作站，筹建了 6 个院士工作站。仅

2016年，就柔性引入 11名院士及其创新团

队，3 人入选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人选，

引进 3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绿色也是生产力。在琼岛大地上，这

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正在加速转变为海

南创新发展的活力、发展的动力。

海南大学与中航特玻联合引进的特种

玻璃专家姜宏，组建了研发团队，建立了研

发平台，引领中国特种玻璃技术进步，带动

了海南经济发展。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的世界知名医药专家丁清杰，重点开

展新型抗癌新药 MDM2抑制剂的研发，推

动药品研发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创新之岛，人才荟萃。有了创新人才

队伍的有力后盾，以创新为动力的海南，前

进的脚步更加坚定。

育：创新创业生态优

简约的装修风格、宽敞的办公空间、转角

处的咖啡吧、全覆盖的免费WiFi……位于海

口骑楼老街、旨在促进创新创意与社会资本

有效对接的“三人咖啡”成为众多创客聚集的

地方，也成为海南省第一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近年来，海南不断搭建服务平台为科

技创新培育沃土，不仅认定了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还建设了国家大学

科技园、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创新创业生态进一步优化。

入驻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

享受高水平的公共科技服务，海南拍拍看

网络公司从小微企业蜕变成了高新企业。

“孵化中心为我们提供场地、引进客户、开

现场会搭建交流平台，为公司朝高新企业

发展帮了大忙。”企业负责人说。

专为游戏玩家设计的社交网络平台

“捞月狗”项目、取得生物技术新突破的“细

推科技手指静脉认证识别”项目……在海

南省第二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上，创

客们创新创业激情涌动，12 个科技含量

高、实操性强的项目脱颖而出。

“海南创新创业氛围越来越好，内容并

不局限于互联网行业，更与海南特色产业

紧密结合，这些都大大超出我的预料。”大

赛评委会主席、硅谷创业家朱敏频频点赞。

浓郁的创新氛围、炽热的创新热情，让

海南成为了创新的沃土。

向着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目标，在加快

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的探索之

路上，海南正长风万里，破浪前进。

弯道超车，海南把创新转化成发展新动力

（上接第一版）
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基于我国这一领域技

术的积累。近20年来，我国水下隧道建设迅猛发

展，目前已建成各类水下隧道工程超过500座。

建“第五代交通工具”
有哪些难点

跨海通道突破了传统的海运方式在天气

等方面的制约，理论速度可以超过 2000 公里/

小时，是一种可以全天候运行的交通通道海底

真空列车（飞行巴士），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继火

车、汽车、轮船和飞机之外第五代交通工具。

20 世纪末，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就

提出建设中国悬浮隧道阿基米德桥的构想。

2004 年两院院士沈志云又提出建设真空管道

高速交通设想。2014 年，西南交通大学建成

世界首条真空管道交通实验系统。而美国公

布了建设真空管道列车的方案。

目前，中铁隧道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已完

成了舟山海底真空隧道初步方案研究。项目负

责人贺维国说，普陀海底真空隧道将采用盾构加

水下桥技术建造。如果建成，将是国内最长的海

底隧道，全长10公里，也是世界首座水下真空隧

道。其挑战主要是快速、标准化海底隧道修建技

术、真空隧道的防渗技术、真空隧道真空的实现

及结构设计技术、实现隧道内列车高速运行，隧

道的不均匀沉降控制标准等。他认为，利用国内

现有技术，能够实现水下真空隧道的修建。真空

隧道断面较小，通过对现有水下隧道技术的改

进，可以大幅降低建造成本，加快建设速度。他

坦言，仍有不少技术难点和新工艺，需要提前开

展相关专题研究与进一步论证工作。

中科院院士孙钧说，建设海底真空隧道主

要是水下桥隧技术、磁悬浮列车技术以及真空

技术的集成创新。我国建造海底真空隧道列

车在技术上基本没有问题。他同时提出，可分

别建设时速 600 多公里超高速和时速 80 公里

的中高速列车，作为首条试验线进行探索。

未来，福建到台北或许
只需13分钟

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相关部门何

时能立项。为此，孙钧等三位院士及专家呼吁

争取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批准立项支持。

专家认为，海底真空旅游飞行巴士的建

设，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增强国力的重

大举措，具备科技的先进性与前瞻性，必将引起

世界关注。普陀区委书记张立军说，看起来是

异想天开的事，其实是科技的创新，我们愿为科

技创新提供舞台，更愿意为这个项目先行先试。

专家介绍，大连到长海、蓬莱到长岛、平潭

到南海乡、北海到涠州岛等地方也都可选址成

为试验线。他们认为，建设首条海底真空隧道

试验线意义重大，可以为我国大连到天津、大连

到烟台的海底隧道作出示范。未来，福建到台

北 180公里只需 13分钟……或许几年后，我们

将亲眼见证世界首座阿基米德桥，亲身乘坐世

界首个真空管道列车，亲自体验磁悬浮带来的

超静音感受，见证高科技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关注中国航天日

科技日报“决心”号 4月 24日电 （记

者张盖伦）24 日，在收获了部分测井数据

之后，因海底钻井管壁变形，国际大洋发现

计划（IODP） 368 航次第一站位 U1501 的

测井提前结束。这也意味着，IODP 368

航次完成了第一站位的全部钻探工作。

“深度：644.3 米；最后一管岩芯回收

率：85%。”23日，“决心”号实验室主任助理

丽萨（Lisa）在岩芯实验室门口的白板上写

下最后一管岩芯数据，并加上 6 个字母

“EOH（end of hole）/EOS(end of site)”。

“我们超预期地完成了科学任务。”

IODP 368 航次首席科学家、同济大学海

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翦知湣教授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第一站位（U1501）的钻探目标，是

取得南海新生代完整沉积层序列。“这一目

标完全实现。”

IODP 368 航次要探寻南海海陆变迁

之谜。执行该航次任务的国际大洋钻探船

“决心”号于 4 月 14 日驶向目标海域，4 月

15 日到达目标站点。4 月 17 日凌晨，该航

次收获了第一个站位的第一管岩芯。

在 2845.8米深的海底，钻管一直往下，

深入到海底之下 644.3米。这些岩芯，将南

海的故事讲到了更早以前。

“通过研究南海古环境变化，我们也能

了解南海构造演化的历史。”中国科学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第二次南海大

洋钻探首席科学家林间教授表示，第一站

位的钻探比原计划提前 3 天结束，为后续

钻探留下更多时间。连日来，钻井工人、科

学家和技术团队 24小时两班倒工作，采集

和分析岩芯数据。

“而且，我们在这里钉了一根‘金钉子’。”

这口井将成为设立识别地层界限的重要标

准，如同为南海沉积这本存续几千万年的地

质书精确地标出了页码。林间表示，已获取

的珍贵的岩芯材料，将对研究南海“沧海桑田”

变化中的重大构造事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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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最后一管岩芯“出海”前，技
术人员和首席科学家 Hans christian在操
作甲板上等待。

本报记者 张盖伦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高博）位于华盛顿

的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曾经唤起许

多小朋友的航天梦；可惜中国一直没有一

个类似的博物馆。4 月 23 日的中国航天

日活动采访中，科技日报记者得知，中国

的国家航天博物馆很可能会设立在北京

南郊。

“航天一院和航天五院目前有博物馆

展示航天器，但体量都太小。近五年，许多

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积极争取设立

一个更大的航天博物馆。”中国空间科技信

息研究所所长、神舟传媒公司董事长原民

辉说。

原民辉透露，目前神舟传媒公司跟北

京首创公司合作，准备在北京大兴区的

3000 亩土地上，开发一个以国家航天博物

馆为核心的航天文化园。

原民辉说：“我们近期会签订这样一个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来推进这个项目。它

的位置很好，大概在大兴区庞各庄东边，未

来的新机场、高速和轻轨的边上。从北京

南站到那里大概地铁 20 分钟。北京周边

的城市比如济南和天津，一个小时高铁的

车程就能到达。”

原民辉说，现在合作双方致力于建

设一个免费的国家航天博物馆，赢得政

府 财 政 支 持 。 航 天 科 技 体 验 园 则 市 场

化，引入各种新技术，成为青少年航天教

育的场所。

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创意传媒公司隶属

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目前是中国航天

系统规模最大的文化制作传播机构，是中

国航天宣传的指定单位。

原民辉表示，科学传播应该成为国家

航天机构的职责。“像《火星救援》，因为是

NASA 提供了专家、计划和核心的研制团

队，跟影视界进行结合，才能打造出这种震

撼的大片。”原民辉说，他们也有制作商业

大片的愿景，目前正在征集本子和积蓄技

术力量。

国家航天博物馆有望落户北京南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