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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星灿烂

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成为近日最令人振

奋的大事件，然而有军迷直言我国现役舰

载机已经落后，急需一款全新的舰载机才

能匹配新航母。对此，国外媒体也表示了

关注。美国《大众科学》网站 2 日报道称，

经过改进的中国歼-31 隐形战机原型机 4

月再度进行了试飞，而该机很可能成为中

国下一代舰载隐形战斗机。

实际上，关于歼-31 改装成舰载机的

说法早已有之。甚至有专家直言不讳地指

出，未来歼-31列装空军的可能性很小，改

装成航母舰载机的可能性更高。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军事专家对科

技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我们所采用的

歼-15 舰载机属于三代机，与美军即将采

用的 F-35C 隐形舰载机存在代差。未来

我们的国产航母如果能装载由第四代隐形

战机歼-31 改装的舰载机，必定会提升航

母作战能力。”

记者了解到，舰载机与普通战斗机有

着很大不同，需要进行航母起降环境、海洋

飞行环境等一系列适应性改进，如增加拦

阻设备与弹射起飞配套设备，对飞机的起

落架强度、机身结构强度也有更高要求，以

能经得起弹射或滑跃起飞、拦阻着陆产生

的超大过载，同时机翼面积、方向舵面积、

升降舵面积可能也需要进行增大处理。为

了适应海上飞行环境，还要求飞机的机身

结构、动力系统、电子设备等具备一定的抗

腐蚀能力。

对此，军事专家张文昌曾介绍，“如果

歼-31 要改装成舰载机，那么必须要做出

一系列改进。首先，加装适应航母起降环

境的配套设备；其次，对起落架、机身结构

进行加强；第三，机翼能折叠，以适应航母

狭小的空间；第四，机翼、尾翼面积要增大，

以改善起降性能；第五，做防腐蚀处理。这

些条件缺一不可”。

“实际上，采用何种战机改装舰载机是

众说纷纭，此前也有人认为歼-20 更适合

改装舰载机，毕竟经过几年试飞之后，它的

技术更加成熟。与其相比，歼-31 成熟度

稍微差一点。但是，歼-31 的制造商沈飞

在改装舰载机上更有经验，更有优势。”张

文昌说。

针对我国的下一代舰载机，很多军

迷希望它能够第一时间被应用到我国首

艘国产航母上。那么，如果歼-31 改装

成舰载机，它能否与我国首艘国产航母

同步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说明

一下航母形成初始战斗力的时间。当前

有专家认为大概 3 年左右，我国的第一艘

国产航母就会形成初始战斗力。这是一

种比较乐观的看法，很可能达不到。”国防

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

王群教授说。

他表示，“拿辽宁舰来说，从交付海军

到去年年底完成远海训练，花了 3 年多时

间，实际上这时才算基本形成初始战斗

力。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后，只能算是个

‘毛坯房’，要入住还需必要的‘内部装修’，

因此后续还要进一步舾装，比如安装油路

管路、各种电缆线路、船电设备和武器系统

等，进行软件和系统调试以及几个阶段的

海试，这样一来交付海军时间快得话差不

多也要 2 年。服役后，配属人员及配备驱

逐舰、潜艇、补给舰等舰艇，组建航母编队，

拟定训练计划，编写训练大纲和教材，进行

战术演练、配合和协同，积累经验、发现问

题以及修补、改进、完善配套的硬件和软

件、建立作战数据库等，还要融入整个作战

系统中，这又得几年时间。如此多的工作，

就算并行展开、各部门密切协同、加班加

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结合美国航母的

建造使用经验来看，我国首艘国产航母自

下水后到形成初始战斗力，时间在 5—6年

左右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结合这种看法，张文昌指出，“一款成

熟的战机改装成舰载机在一定程度上无异

于重新研制一款新战机，也是要经过生产

原型机、试飞、考核、鉴定、部队试用，之后

才能装备部队。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七八年

时间。因此，两者很难同步。换句话说，我

认为歼-31 即便要改装舰载机，也不是配

合我国第二艘航母的。”

（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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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家，你关注他的科研成果就

好 ，就 像 假 如 觉 得 鸡 蛋 不 错 ，又 何 必 认 识

那 下 蛋 的 母 鸡 呢 ？”电 话 那 头 的 李 菂 试 图

借 钱 钟 书 先 生 的 经 典 比 喻 来 婉 拒 记 者 的

采访。经不住记者的再三恳求，采访终于

得以成行。

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记者

见到了这位头顶国家“千人计划”学者、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副总工程

师、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生命摇篮(cradle

of life)”国际科学工作组组长等多项光环的

科学家“本尊”。

嫩绿色长袖 T 恤搭配印有卡通图案的短

袖 T 恤，运动裤、球鞋、斜跨背包，眼前的李

菂，看起来就像是从美剧《生活大爆炸》里

“蹦”出来的科学家。1个小时的采访里，他频

频提到“王小波”“顾准”，让人产生这是一位

文科教授的错觉。

“我非常羡慕王小波这样的人，找到了自

己疯狂热爱的一项事业，并做到了极致。”李

菂说。事实上，在射电天文学领域，他也正在

一步步地追求极致。

穿越星际迷雾探寻空间分子

常人的想象中，天文学家的工作可能就

是在夜幕下拿着望远镜遥望满天星辰，就像

热播剧《人民的名义》里爱好天文的官员“孙

连城”一样。

现实总是没有想象来的浪漫。李菂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透过射电望远镜，天文学家们

观测到的并不是黑幕中的繁星点点，而是由

不同颜色标绘出的空间物质发出的无线电信

号图谱。

从前，人类只能看到天体的光学形象，而

射电天文则为人们描绘出天体的另一面——

无线电形象。天体发出的无线电波可以穿过

光波通不过的尘雾，专注接收无线电信号的

射电望远镜，能帮助人们观测到以往凭光学

方法看不到的物体。

来自茫茫宇宙的无线电“私语”，透露着

早期宇宙的蛛丝马迹，帮助科学家了解星系

之间互动的细节，找到更多的星际分子、脉冲

星，甚至还有可能发现外星文明。对射电望

远镜收到的无线电“私语”进行破译，便是李

菂的主要工作。

对星际分子的持续发现和系统研究是了

解恒星形成、星际介质演化和天体化学的观

测基础。星际分子氧气的首次发现者便是李

菂当时所在的美国团队。科学期刊 PASP 的

特约综述《2002 年天体物理进展》中指出：

Goldsmith、李菂等人第一次探测到分子氧气，

这可能是主要的氧元素库。

“当时，我们的结果基于单一谱线、单一

指向，曾引起质疑和争议。后来，我们利用

Herschel 望远镜在猎户座中探测到氧气的三

条谱线，并在蛇夫座中多个位置探测到氧气

的辐射，从而确证了星际介质中氧气的存

在。”李菂说。

在探测星际分子的同时，李菂还对观测

方法进行了创新。宇宙物质循环从原子氢气

开始，原子氢合成分子氢，促生包含多种分子

的分子云，进而在分子云中形成恒星。为了

破解实测原子氢到分子氢转化过程的困难，

李菂发展并命名了一个新的观测方法——中

性氢窄线自吸收。它是目前测量分子云中原

子丰度的唯一可靠办法，被恒星形成理论的

年度综述文章评述为测量氢转化时标的主要

工具。

打造世界最牛“天眼”

2010 年，因对世界最大空间望远镜赫歇

尔望远镜的远红外外差接收机建设作出了杰

出贡献，李菂获得美国宇航局优秀团队奖，是

该团队奖获得者中唯一的中国籍科学家。

在美国的科研工作进展得顺风顺水，李

菂却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吸引他回来的并非

“千人计划”学者的“帽子”，而是 FAST项目的

筹建。

“为了 FAST，我会回来。”在李菂看来，赶

上这样历史级项目的建设，可以用“一代人才

有一次（的机会）”来形容。

为了形象地说明 FAST 的体量，李菂向记

者展示了一张幻灯片。幻灯片中有 3 个射电

望远镜，分别是口径 100 米的绿岸、口径 305

米阿雷西博和口径 500米的 FAST。前两者建

成时也都是当时的“世界最大”，但相比之下，

FAST 的个头要明显大得多。“不仅体量大，灵

敏度也是最高的，‘天眼’FAST 将使中国拥有

探测宇宙的最好的射电仪器。”

因为参与 FAST 的建造调试工作，一年里

有 1/3 的时间，李菂是在贵州的山坳里度过

的，其中艰辛自不必说。另外，生活里也有些

令他挠头的“小插曲”，比如和保险公司打官

司、孩子上学难、房租高涨等。带着儿子四处

奔波参加“小升初”面试，是李菂最近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因为时间冲突，他不得不拒

掉了美国突破基金会关于研讨搜寻地外文明

的邀请。“但这些都是生活的枝节，不改变生

活的主流，和能参加 FAST 建设的幸运相比，

没啥可抱怨的。”李菂笑道。

李菂：做世界最好的射电望远镜

本报记者 唐 婷

5月 4日至 6日，2017北京国际
防灾减灾应急产业博览会在北京亦
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览会展出
最新防灾物资和新技术新设备，展
会展出面积2.2万平方米，观众超过
3万人，吸引来自国内外 600家优秀
企业参展。图为参展商展示戴在手
腕上的救生衣。当你拉开拉杆，只
要 1 秒时间，它可以立即让气囊充
满二氧化碳气体。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戴在手上的
救生衣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建琛 实习生翁舒
昕）5 月 3 日，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厦门

赛区）暨第三届“白鹭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在厦

门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启动，来自厦门的投资

机构、在厦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众创空

间、孵化器及加速器等机构代表共 200余人参

加了大赛启动会。

据了解，厦门市财政专门设立 790 万元大

赛奖金奖励优胜的企业和团队。除了奖金奖

励外，大赛还将为获奖企业和团队提供免费创

业培训、创业引导基金扶持、优先政策支持、落

地配套支持等一系列“大礼包”。

厦门重奖创新创业大赛优胜者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中国老龄健康

促进工程”近日在北京全面启动。中国老年保

健医学研究会会长、工程组委会副主任高松柏

在会上说，该工程将支持与帮助基层医疗机构

引入新技术、新成果和适宜项目，以新技术应

用、重大疾病防治、继续教育为重点，对基层医

疗人员进行培训等。

“中国老龄健康促进工程”由国家卫计委

主办，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具体实施的健

康工程。高松柏说，该工程将实施老年重大疾

病防控项目，如推动和促进实施脑卒中、骨健

康、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肾病、肿瘤、阿尔

茨海默症等重大疾病的筛查、预防、干预和康

复；开展健康教育项目等。

老龄健康促进工程启动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4 日电 （记者陈
瑜）记者 4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中国大洋

综合调查船(“大洋二号”)和“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支持母船建造工作全面展开，按计

划将于 2019 年年初建造完成并交付使用，

这也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适合我国

深海调查实际需要、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

船舶。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大洋二号”是一艘

5000 吨级新型远洋综合资源调查船，将配

备超过 70种各类先进的调查仪器装备，实

验室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具有多个可移动

集装箱式实验室位，具备海底、水体和部分

大气调查，以及深海极端环境探测、遥感信

息现场验证、深海技术试验和船舶信息化

系统等七大国际先进船载科技，具备进行

高精度和长周期的海洋地质、海洋动力、海

洋生态和海气环境等综合海洋观测、探测，

以及保真取样和现场分析的能力。

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是一艘 5000 吨

级的专用母船，可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深潜作业提供支持及维护，该船设有相关

的地质、水文、生物化学、潜器操控中心、数

据处理中心等多种类型实验室，配有专用

无人缆控潜水器作业系统。船载调查系统

可完成“蛟龙”号下潜所需的各项探查任

务，同时具备数据、样品的处理及现场分析

能力。

据了解，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在设计

上突出稳定性和安全性，将为今后“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系列化的应用提供支撑和保

障，也将为今后我国深海空间站的建立奠

定基础。

“大洋二号”预计2019年交付

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记者游雪晴）4

日凌晨，来自内蒙古和蒙古国的沙尘杀到北京，

北京一夜之间空气质量指数爆表。据北京市环

境保护监测中心当日10时发布数据显示，北京

局部地区 PM10 浓度（微克/立方米）达 2001，

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598，这是自2015年5

月来最严重的沙尘天气过程。这是北京近2年

最严重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将持续一天时间。

沙尘不仅仅在北京一地出现。中央气

象台 4 日上午发布消息称，自 5 月 3 日开始，

我国北方出现今年来最强沙尘天气过程，影

响面积占 1/6 国土，目前足迹已遍布包括新

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

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在内的 10 余省

（市、区），影响面积达 163 万平方公里。

5月 3日开始，沙尘就已经在内蒙古西部

一带展开，并随着高空西风向东传播，3 日 23

时，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PM10的浓

度达到或超过了 2500，内蒙古及西北地区东

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出现 5—7 级风，

阵风达 8—9 级。之后，沙尘继续向东移动，

凌晨 4点多到达北京。

如此大范围的沙尘天气从何而来？中央

气象台环境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碧辉表

示，前期，沙源地气温偏高、降雨偏少，为起沙

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昨天蒙古国和内蒙古

大风天气，引发了大范围沙尘天气。沙尘最

初从蒙古国开始，逐渐向我国传输。在传输

过程中，我国的沙源地也会起沙，在高空气流

引导下共同影响下游地区。

1/6国土沙尘滚滚 北方多地现强沙尘天气

（上接第一版）

适航研究担当大飞
机“安全卫士”

关于安全性，民机研制领域有一句话：

研制什么飞机听市场的，如何研制却要听

适航的。在这方面，C919的设计严格按照

CCAR25-R4标准，比空客 A320当时取证

时采用的标准又发展了 20年，这也意味着

C919适航取证的难度更大。

孙有朝教授团队承担了二十余项与

C919安全性适航相关的项目，涵盖了可靠

性与维修性工程、安全性设计与验证、适航

验证与审定、持续适航及管理等领域的科

研工作，贯穿大飞机设计、制造、运营、维修

的全寿命周期。

团队开发了大型客机可靠性安全性

基础数据库，搭建了大型客机虚拟维修性

设计与验证系统、构建了飞机驾驶舱人机

工 效 仿 真 验 证 平 台 ，团 队 研 究 成 果 为

C919 大型客机可靠性安全性设计与适航

验证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用孙

有朝教授自己的话来说，适航技术“综合

性强、专业面广，直接为飞机安全性设计

与适航取证服务”。

“适航，说到底就是为了确保公众安

全，将来乘客可以放心乘坐 C919，因为我

们是它的‘安全卫士’。”孙有朝教授对大飞

机充满信心。

（科技日报南京5月4日电）

140余科研项目成就国产大飞机自信

（上接第一版）
爱迪生是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伟大的工

程师？应该说他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师和发

明家。今天我们可以造出火箭、造出卫星

来，这些不是爱迪生发明的，要依靠牛顿的

力学理论来计算轨道、进行各种力学的设

计。更精确地说，更宏大、更先进的技术背

后都有非常深刻的道理。当然，我们需要非

常好的工程师、发明家才能有很多创新，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取代科学在背后

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然，技术非常重要，首先，技术使科学

成果可以造福人类，造福社会。其次，技术

往往反过来可以促进新的科学发现。比如

因为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好，所

以现在有大数据，有数据科学，相信对数据

的研究本身可能带来新的科学，给数学本身

带来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到后来可能也会

变成科学。

不能总用别人的知识
做产品去赚钱

有人说科学是很伟大，但是需要投入的

太大了，要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中国可

不可以就发展技术，让美国那些发达国家去

做科学，等科学发明出来以后，再把它的科学

应用弄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一个国家可不可

以没有科学，只发展技术？

技术可以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短期看

这样做是可以的，长期看就永远跟着别人背

后跑了。作为大国这样做是很不相称的，从

长期来说一定要静下心来发展科学。

科学已是人类文化很主要的一部分，除

了民族自信心之外，研究科学很显然也有实

际的用处。毫无疑问，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

国家是美国，而近代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大部

分是从美国出来的，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这里

面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我们要想长久地维

持繁荣，就不能总是用别人的知识来做成产

品，卖去赚钱。

历史借鉴：未来要靠科学

美国的科学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那时

候有富兰克林、杰弗逊，有一些从欧洲带来的

科学传统。所谓科学传统就是去玩，完全从

好奇心出发去研究大自然，没有目的性。等

到美国建国以后，因为经济发展，它反而有很

强的目的性，所以那时候应用科学代替了基

础科学，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有一个世

纪，美国在基础科学上没有什么建树，那时候

美国太急功近利了。二战的时候，大量的科

学家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美国运用科学和科

学带来的技术打赢了战争，整个美国忽然醒

悟了：科学是有用的，科学是可以赢的，没有

科学我们就被灭掉了。因此从那时候开始对

科学有很大热情，加上它的体制等原因，其优

势一直持续到现在。

比较日本和美国，可以看到日本人在

产品方面往往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颠覆

性的技术创新来自于日本的比较少，大部

分来自于美国。为什么美国人具有颠覆性

创新的能力？这和美国的文化，尤其是要

追 求 规 律 、追 求 科 学 的 文 化 非 常 有 关 系 。

全世界优秀的人都被它搜罗过去了——这

些人带着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带来了

科学的创新、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也带来

了技术的创新。而在美国之前，很多颠覆

性技术创新来自于英国。从牛顿那时候开

始的科学革命发生在英国，导致了它的工

业革命，正如美国的科学革命导致了它的

技术革命。

中国：是时候注重科
学启蒙问题

科学其实是一种文化，是文明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除了科学引领技术之

外，还因为有一种科学的探索方法、科学的精

神、科学的思想。科学是一个求证和按照逻

辑推理的过程；讲究个人创新，你要想得跟别

人不一样，要标新立异等，这种精神可能和我

们的传统文化追求有不太一致的地方。

应该说，中国经济层面现在已经到了产

品能做得比较好的阶段了，下一个阶段如果

要想再上一层，要想能够有颠覆性的创新，难

度会非常之大。如果要想领先，就要有高度

创新的能力，那一定会和中国未来的科学发

展有紧密的关系。

（鲁白：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知识分
子》主编；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汤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前沿交
叉学科研究院执行院长）

人类文明的推动要技术，更要科学

科技日报青岛 5月 4日电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刘伟）4 日，青岛胶州市出台的《关于加

快动能转换推动项目落地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正式实施。该《意见》规定，胶州市将

根据引进项目的规模和质量向项目引荐人支付

招商佣金。对达到要求的单个外资项目，支付

佣金总额最高 300 万元，对达到要求的单个内

资项目，支付佣金总额最高可达200万元。

《意见》对引荐项目投资规模做出了明确

要求。其中对工业类科技项目要求，其中对于

科技服务业类项目要求，引进的外资项目注册

资本达到 100 万美元以上，内资项目实际投入

达到 1000 万元以上。引荐项目签约后三年税

收形成的地方财力累计不得低于 100万元。

胶州引荐外资项目最高奖3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