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6日电 （记者房琳
琳）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匈牙利总理欧尔

班的共同见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部与匈牙利国家研发与创新署日前正式签署

《关于联合资助中匈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

忘录》，并于 14 日下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

上，展示了该重要成果。备忘录的签署和实

施具有开创性意义。

13日，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与

匈牙利国家研发与创新署署长约瑟夫·帕林

卡什分别代表双方在备忘录上签字。在随后

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就深化中匈科技创新合

作事宜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根

据备忘录，双方将在共同实施联合研发合作

项目基础上，推动建立联合研发中心、科技成

果商业孵化中心等合作平台。

匈牙利科研实力雄厚，拥有14位匈籍或匈

裔诺贝尔奖得主，是火柴、圆珠笔、维生素C、魔

方的故乡，享有“发明家民族”的美誉，在数

学、化学和高能物理等学科具有传统优势。

近年来，匈在数学和脑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

优异成绩，并在污水处理、汽车制造、制药和

小型医疗器械和农业研究等应用技术领域亦

有不俗表现。欧盟超高强度、超短脉冲激光

设施（ELI-ALPS）、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零层

扩展数据中心等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相继落户

匈牙利。

据介绍，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重

要科技合作伙伴。在中匈政府间科技合作委

员会的指导下，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交往与

合作富有成果。中匈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最

早签订于 1953 年。60 多年来，双方科技合作

从人员交流发展到实质性课题研究，领域从最

初的农作物良种培育、家禽和水产养殖、果树

栽培，扩大到环境保护、新材料、中医药和生命

科学，并逐步向地方、民间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延伸，双方在良种培育、污水处理、汽车制造和

太阳能光伏发电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中匈签署资助双方科研合作项目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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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 knock on wood。”中科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林间拿指关节在桌子

上敲了三下，“希望能有好运”。

5 月 13 日 凌 晨 ，国 际 大 洋 发 现 计 划

（IODP）368 航次开始了第二站位（U1502）

的测井工作。

测井，是要获得关于岩石密度、磁性和

地震波速度等性质的“实地”资料。每一管

上岸的岩芯都要经过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

组的全面“体检”，但数据毕竟不够“原汁原

味”。而且，岩芯回收率不可能是 100%，数

据资料总有缺失。所以，测井就是要回到

“案发现场”，让科学家对这一站位的地质

状况和岩石性质有更全面了解。

测井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仰赖

钻井状况——如果井壁坍塌或者变窄，仪

器无法顺利进入，测井就只能半途夭折。

所以，它需要些运气。

凌晨时分，第一组 37 米长的三联测

井仪器已经晃晃悠悠地荡到了钻井里。

这是一长串家伙，装载着伽马射线测量仪

器、密度测量仪器和地震波测量仪器等诸

多设备。

13 日下午，第二组测井仪器上马。它

叫垂直地震测量仪，需要配合空气枪联合

使用，以获得地震波速度。

简单来说，就是得在离船一定距离的

地方制造“震源”，也就是在水里打上一

枪。水下的钻井内，垂直地震测量仪伸出

“耳朵”贴在井壁上。当空气枪引发的震动

到达它的耳朵，仪器便会记录下听到声音

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简单的算术题了。速度

等于距离除以时间。这里的时间，就是“枪

响”和“接收到声音”的时间差。

这样的枪要打上多次。垂直地震测量

仪会从井底开始往上移动，在多个点位对

声音进行接收和记录。

这是一项特殊的作业，它对时间有严

格要求——必须在白天进行。更确切地

说，是必须在日落前进行。

测井工程师 Clayton Furman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在正式打空气枪之前，需要进行

连续的小幅测试，以吸引附近的海洋动

物。因为要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如果真有

哺乳动物出于好奇游了过来，那对不起，作

业就得立即停止。而日落之后，视野不佳，

人类可能无法及时发现哺乳动物，因此，测

井也不能进行。

13日南海的日落时间是 18时 48分。

大洋钻探，本身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

跑。IODP 368 航次的下一个站位至少需

要 22天的钻探时间。何况突发情况常有，

如果在海底出现技术问题，动辄也要十几

小时来搞定。在科学家眼中，航次剩下的

时间以“小时”计。

实际工作本就不会和计划严丝合缝,

第二项测井开始时间就已经比预计的迟。

结果又出现了新情况。做地震垂直测

量前，需将套管中的钻管拉上来，以免影响

仪器“听力”。原计划是拉到海底以下 80

米处，但结果在海底以下 259米时，就出现

了海水倒灌。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离日落也

只剩下不到 4个小时。

是继续测井，还是干脆放弃？林间决

定，停止拉出钻管，直接开始测井。能获得

多少数据，就算多少。

“最后我们打了 8 发空气枪，获得了 6

个有效数据，6 个漂亮的波形。”最后一枪

响起，水花从水下涌上，又在空气枪上的浮

球旁边荡开——此时正好是晚上 18 时 48

分。“我们还真是非常幸运。”林间笑说。

之后，回收仪器，回收钻管，“决心”号

“打扫”好第二站位的“战场”，驶向了此航

次的第三站位。

南海海陆变迁之谜的探索，将在此继

续。 （科技日报“决心”号5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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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哈尔滨5月16日电（记者李丽
云 实习生杜寒三）传统印象里石墨烯只能来源

于石墨矿物质，现如今有一种新方法颠覆传统，

我国专家利用从玉米芯中提取糠醛等物质后剩

余的纤维素为原料制备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

同时还实现了批量生产，已创超亿元产值。近

日，由黑龙江大学和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完成的“生物质石墨烯材料绿色宏量制

备工艺”项目通过专家组鉴定，鉴定结果认为该

项目在国际上首创从生物质中提取制备石墨烯

材料的技术路径，方法绿色环保、成本低，生物

质石墨烯材料质量高、导电性优异。

常规石墨烯材料生产主要有三种方式，一

种是对石墨进行剥离，第二种是对天然气、甲

烷等进行化学气相沉积，第三种是氧化石墨还

原法。以上方法存在生产周期长、环境污染严

重以及产能受限等问题。付宏刚教授带领的

黑龙江大学功能无机材料化学实验室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他们独辟蹊径利用玉米芯里纤

维素进行化学重组，从而合成生物质石墨烯材

料。该团队通过“基团配位组装析碳法”实现

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的宏量制备，同时还在研

发利用玉米秸秆制备石墨烯的制备工艺。在

2014年建立了世界上首条年产 20吨的生物质

石墨烯材料宏量制备生产线，并在2016年扩产

至年产100吨。首创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应用

于多种纤维复合并成功实现均匀分散，首次实

现了生物质石墨烯材料的成果转化和石墨烯

纤维制品的商业化。在我国，生物质中仅玉米

芯的年产量就高达 1亿吨，大部分集中于东北

三省、山东省、河北省，年产 100吨生物质石墨

烯材料所支撑的产品线可带来产值3—5亿元。

新技术从玉米芯里“变出”石墨烯

“在唯 SCI 论文数量论的消极影响下，国

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最好的科研成果

论文都首先投到国外期刊上发表，我们的杂志

还没有被 SCI收录，想把国内好的论文留住非

常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

报》副主编吴青华坦言。他是在近日举行的中

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登峰计

划”）现场工作指导会上作这番表述的。

不只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

系统学报》，中国工程院主管的期刊《工程》也

同样面临缺乏优质稿源的难题。《工程》执行

主编吴向介绍，由于宣传力量不足，期刊的可

见度较低，目前《工程》还没有被国际权威的

EI、SCI收录，不利于吸引高质量自由投稿，优

质稿件数量目前比较少。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打造一批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中国科协2016年启动了中国科技期

刊登峰行动计划，从国内期刊中遴选出16种期

刊进行重点扶持，其中包括《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工程》等。在给予资金

扶持的同时，中国科协还派出专家组，以现场工

作指导会的形式对入选期刊进行“把脉问诊”。

在“登峰计划”的支持下，部分入选期刊

的被引用频次有了明显提升。“入选‘登峰计

划’之前，Google Scholar 引用频次为 190 余

次，估测期刊影响因子为 0.62；入选后到目

前，Google Scholar 引用频次达到 542 次，估

测期刊影响因子达到 7.5。”吴青华列举了《中

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被引

用数据的变化。

期刊的影响因子是论文作者在选择期刊

时的一项重要标尺，同时，期刊的审稿时长也

是影响论文作者做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目前的论文

审稿周期是 2—3个月。“2—3个月的审稿时间

必须降下来，这么长的审稿时间不符合国际标

准。审稿周期太长，别人就不愿意投稿，投稿

不多，淘汰率就不高，进而影响刊发的论文质

量，因此，缩短周期非常重要。”一位在我国某

知名学术期刊担任主编的中科院院士指出。

稿件质量无疑是期刊的命门之一。一位

科技信息研究专家拿起桌上一本中文版《工

程》杂志说道，这期杂志里有 3篇综述性文章，

分别是关于三峡、高铁、煤炭能源的论文。“这

3篇文章对各自领域里过去十年、二十年争论

的热点问题都没有涉及。作为国家级工程类

期刊，对焦点科学问题应该有所回应。”

为提升刊载论文的国际影响力，不少期

刊选择与国际知名的出版商合作，比如斯普

林格（Springer）等，在线出版 OA（开放获取）

论文。会上，来自期刊的负责人介绍，发表一

篇 OA 论文，需要向国际出版商支付 500—

1000 美金的费用，如果想实现全刊 OA 出版，

对期刊社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对此，中国科协一位负责人建议，国内的

期刊可以以组团的方式去和国际出版商“砍

价”，降低 OA 出版成本。“现在国内的学术刊

物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能不能有一个中国

学术期刊的大平台，统筹各种资源，以企业模

式进行运作。这个事情讨论很多年了，也没

有最后的结果，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

“登峰计划”：把中国科技期刊推向世界之巅

科技日报北京5月 16日电 （记者陈瑜）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 09”船 16

日从深圳起航，奔赴西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

洋 38 航次第三航段任务，这是“蛟龙”号自

2013 年开展试验性应用以来的最后一个航

段，也是“蛟龙”号第三次前往马里亚纳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对‘蛟龙’号来说意义

非 同 一 般 ，我 们 期 待 这 次 深 渊 区 的 探 索 ，

取 得 较 好 的 成 绩 。”本 航 段 现 场 指 挥 部 总

指 挥 邬 长 斌 说 。 本 航 段 调 查 海 域 位 于 西

北 太 平 洋 雅 浦 海 沟 和 马 里 亚 纳 海 沟 深 渊

区，未来 34 天里，“蛟龙”号计划在雅浦海

沟 南 部 开 展 5 次 深 潜 作 业 、在 马 里 亚 纳 海

沟南部开展 4 次深潜作业。任务来源于国

家 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计 划（973 计 划）“ 超

深 渊 生 物 群 落 及 其 与 关 键 环 境 要 素 的 相

互作用机制研究”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海斗深渊前沿科技问题研究

与攻关”两个重大项目。

从西北印度洋到南海、再到西北太平洋，

中国大洋 38航次是“蛟龙”号试验性应用以来

作业任务最多、空间跨度最大、历史最长的一

个航次。

在完成本航次任务后，“蛟龙”号将进行

升级和改造，之后将持续高效地应用于深海

资源勘查、深海科学研究科学任务，完善建立

国家级深海科考公共服务平台，更好地服务

于“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的深海战

略。与此同时，“蛟龙”号新母船计划于 2019

年建造完成并交付使用，届时，“蛟龙”号将再

次出现在深海大洋。

2012 年，“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

了世界同类型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的最大下

潜深度 7062 米。“向阳红 09”船预计于 6 月 18

日返回位于青岛的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码头。

起航，“蛟龙”三探马里亚纳海沟

科技日报武汉 5月 16日电 （记者刘
志伟 实习生揭书宜）从水稻“种”出供人体

使用的血清白蛋白终于从梦想一步一步走

到现实。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的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液，

获国家食品药品审评中心批准进入临床研

究。这是湖北省首个获批临床的生物一类

创新药，也是国际上第一个通过水稻来生

产的一类创新药。

人血清白蛋白是我国一线大宗临床用

药，作为血浆容量扩充剂用途广泛，用于肝

硬化腹水、烧伤烫伤、手术后体液补充、失

血过多导致的休克、脑水肿、癌症和艾滋病

人放化疗的治疗等。人血清白蛋白几乎全

部从血浆中提取，近几年由于血液传播的

疾病威胁日益严重，人们对血清白蛋白的

安全性愈发担忧。美国、欧洲药品管理机

构明确鼓励使用非动物来源的重组人血清

白蛋白。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代常

带领的团队，经过十二年研究攻克了表

达量低、纯化工艺复杂、规模化和残留宿

主 蛋 白 与 核 酸 检 测 等 多 项 关 键 技 术 难

题。杨代常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水稻是人类食用了数千年的主食，人

类对水稻的敏感性低，理论上有利于水

稻提取的人血清白蛋白的吸收。目前，

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的纯度达到了

99.9999%，符合进入临床试验的安全、有

效和质量可控的要求。

据悉，我国每年人血清白蛋白需求量

约在 420吨，60%依赖进口。武汉禾元生物

将在今年 8月启动临床研究。按照临床研

究要求，在未来 4—5年时间内要对它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一旦安

全性和有效性通过临床验证并获得生产批

件后，将正式上市，缓解我国人血清白蛋白

供应紧张的局面。

5年内有望用上水稻“种”出的血清白蛋白

科技日报华盛顿5月15日电（记者刘海
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超灵敏探测装置，其灵敏度要高出

原子力显微镜 10 倍，能够收集并量化微弱的

力和声音。他们 15 日发表在《自然·光子学》

杂志上的论文称，这一装置可以感受到细菌

移动产生的力量，能“听”到心肌细胞跳动的

声音。

该装置是一种直径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百

分之一的纳米光纤，由极薄的二氧化锡纤维制

成，表面涂上聚乙二醇薄层，并嵌有金纳米粒

子。其工作原理是：当被光线照射时，金纳米

粒子会与光相互作用，将光散射。这些光信号

以特定的强度出现，可以用传统显微镜观察

到。当光纤被置于含有活细胞的溶液中时，来

自细胞的力或声波会撞击金纳米粒子，将它们

推入聚乙二醇涂层，从而更接近光纤，粒子与

光的相互作用会更强烈，产生的光信号会更

强。通过对光信号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可检测

出光纤从周围细胞拾取的力或声音的强度。

当这一装置被放置在含有活幽门螺旋杆

菌的溶液中时，它可以检测到 160 飞牛顿（10

万亿分之一牛顿）的力，这也是幽门螺旋杆菌

在肠道中移动产生的力量。而若把其放置在

小鼠心肌细胞的培养液中，它能检测到心肌

细胞跳动的声音，这比人耳所能听到的最弱

音量还要低 1000倍。

该装置的关键是聚乙二醇涂层，它就像

一个弹簧垫，要足够灵敏才能被细胞产生的

微弱的力或声波压缩到不同的厚度。而这一

涂层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想要测量更大的力，

可以使用更硬的涂层；如果要测量的力很小，

则可以使用像水凝胶一样的较软涂层。

研究人员表示，作为一种超灵敏的纳米

机械探测工具，新装置为研究一些微弱力提

供了有力支持。它不仅能够收集微弱的力和

声音，还可以对其进行量化；不仅比原子力显

微镜更灵敏，也比原子力显微镜更小巧。他

们计划使用这种纳米光纤来测量单个细胞的

生物活性和机械行为；改善这种光纤的“听

力”，以创建超灵敏的生物听诊器，并用于开

发新的成像技术。

有句话形容人听力好，说能听见花瓣落

地的声音。但跟细菌鞭毛的摇动声相比，花

瓣落地声简直是爆破了。然而新科技超出了

古人的想象力，硬是听见了比听力下限还细

碎一千倍的声响。而且原理又那么巧妙，能

用塑料、黄金和锡锈做出一根侦测线来，称得

上巧夺天工了。不由人不赞叹。

超灵敏纳米探测装置能“听”到细胞跳动

本报记者 唐 婷

盖伦带你看南海

5月16日，为期两天的第四届中国机器
人峰会在浙江省余姚市开幕。峰会将论坛
和展览展示相结合，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
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在“智享未来”及宁波
奇点机器人体验馆等展区展出，观众可以现
场与机器人互动，体验机器人“中医诊疗”

“智能管家”“写书法”“对弈”“画像”等未来
“智能+”生活。

上图 观众在观看自动垃圾桶“小涵”。
新华社记者 张铖摄

下图 机器人在现场下围棋。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右图“云朵”智能互动机器人在拥抱一
位观众。 新华社记者 张铖摄

机器人带你体验

未来“智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