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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郑焕斌）12 月 7 日,国

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英国卫生大臣亨特在伦

敦共同主持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五次

会议。

刘延东表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

交关系 45 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英关系开启“黄金时代”，取得长足发展。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成立 5 年来，在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青年、旅游、新闻

媒体、地方合作等领域签署了 50 项合作协

议，达成 72 项合作成果，形成了影响广泛的

品牌项目。此次又纳入社会和妇女领域，标

志着人文交流机制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更加

深入。双方应不断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和

水平，惠及更多民众，为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持续深入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和民

意基础，为中欧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繁荣作

出新的贡献。

亨特积极评价机制成立 5 年来两国在

人文多个领域交流合作的丰硕成果，表示

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与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英方期待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

英中人文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英国教育大

臣兼妇女和平等事务大臣格里宁，数字、文

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布拉德利等出席会议

并发言。

刘延东和亨特共同签署了《中英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联合声明》，并见证

签署相关领域 10个合作协议。刘延东会见了

安妮公主、外交大臣约翰逊，并与安德鲁王子

共同出席中英科技创新论坛。刘延东还访问

了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并出席中英艺术创

意产业合作论坛、中英影视创意产业 CEO 论

坛、青年领导者圆桌会、中国传统手工艺英国

行等配套活动，并与英前副首相赫塞尔廷、普

雷斯特等友好人士座谈。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举行

似蛟龙横空出海，修长的躯干在伶仃洋

上蜿蜒而去，没于缭绕的云雾中。沿路，“中

国结”“海豚”“风帆”3个巨型景观在水面上

熠熠生辉，成为港珠澳大桥的地标性景观。

这座钢铁巨龙，不仅颜值超高，也很有

内涵：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最长的沉管海

底隧道、最具挑战性的超级工程之一……

“这些‘世界之最’的背后，是一系列创

新攻坚和科技支撑的强力驱动。”港珠澳大

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感慨地说，这也

是过去数十年，中国桥梁设计、施工、材料

研发、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的集中展示。

日前，记者探访进入通车冲刺时段的

港珠澳大桥，为你解码潜藏的高科技。

中国制造：造就120
年过硬品质

港珠澳大桥总长 55 公里，历史性地将

香港、珠海和澳门连在一起。主体工程包

含 22.9公里主体跨海桥梁，约 6.7公里沉管

海底隧道，链接隧道与桥梁的东西人工岛。

踏上还没干透的沥青桥面，湿润的空

气中并无刺鼻的味道，这座巨龙承载的高

科技，就从脚下延展开来。大桥是建造出

来的，也是“制造”而成的。

“我们先在工厂做好钢管桩、桥梁承台

墩身、钢箱梁，待到伶仃洋风平浪静时，再

一块块、一层层、一段段地组装。”港珠澳大

桥管理局副局长余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为满足工程质量、工期和安全的需要，“大

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理念贯穿大

桥建设。

作为世界最大的钢结构桥梁，大桥仅

主梁钢板用量就高达 42 万吨。“这相当于

10 座鸟巢或 60 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苏

权科很懂得把枯燥的数字形象化，“它能抗

16 级台风、7 级地震，同时，港珠澳大桥能

‘活到 120岁’。”

以工匠精神追求 120 年的品质，对防

水、防锈、防腐等工序要求更为严苛。没有

可借鉴的经验和标准，很多技术和产品也

被国外垄断，怎么办？

“2010 年，在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支

持下，港珠澳大桥针对关键技术难点，设置

五大课题、9 个子课题，500 多名科研人员

集中攻关沉管隧道、人工岛、桥梁钢结构、

120 年耐久性、科学管理等难点。”港珠澳

大桥管理局副总工柴瑞说，5 年间，科研人

员提出一整套海洋防腐抗震技术，研发出

指标达到国际同类水平的止水带……

岛隧工程：“巨无霸”
精准对接不滴漏

岛隧工程是港珠澳大桥的控制性工

程。既要满足 30万吨级巨轮通行，又要满

足航班降落限高需求，搭建深埋沉管隧道

成为大桥的最佳选择。

“深埋属于沉管施工禁区，没标准可参

考。”负责隧道关键技术课题的徐国平说，

为打造世界最长的外海深埋沉管隧道，施

工方配置国内首条采用深水无人沉放系统

的安装船，通过信息和遥控技术，实现管节

姿态调整、轴线控制和精确对接。

通常，沉管隧道最终接头安装至少要半

年，但港珠澳大桥只用了一天。6000吨的接

头，相当于25架空客A380飞机的重量，负责

吊装的是一艘“臂力”达12000吨的起重船，

不仅实现管道深海的无人对接，对接误差还

控制在0.8毫米，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将 33 节沉管和最终接头成功“接龙”，

建设者们整整花了 4 年。经验的积累、技

术的更新、工艺的改进，创造了外海沉管隧

道不漏水的建设奇迹。

登高俯瞰，两座面积均达 10 万平方米

的东、西人工岛，实现了桥梁和隧道的流畅

转换。与传统填海造岛不同，港珠澳大桥

选择钢圆筒快速成岛技术。

“用 120 个巨型钢圆筒直接固定在海

床上插入海底，然后在中间填土形成人工

岛。每个钢圆筒直径为 22米，大概和篮球

场一般大；最高达 51米，相当于 18层楼高；

重达 550 吨，与一架 A380‘空中客车’相

当。”苏权科介绍，仅用半年多，两个人工岛

就在伶仃洋拔地而起。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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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蓝色的海

洋、白色的云朵、黄色的土地……12月 8日

14时 07分，“风云三号”D 星首幅可见光图

像成功传回地面。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介绍，此

次成功接收的图像来自于中分辨率光谱成

像仪，这是世界上首台能够获取全球 250

米分辨率红外分裂窗区资料的成像仪器，

可以每日无缝隙获取全球 250 米分辨率真

彩色图像，并具备对云、气溶胶、水汽、陆地

表面特性、海洋水色等大气、陆地、海洋参

量的高精度定量反演能力。

“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是‘风云三号’

系列卫星的核心仪器之一，升级改进后可

以媲美美国最新发射的联合极轨气象卫星

JPSS的成像仪器。”杨军说。

“风云三号”D 星是我国第二代极轨气

象卫星的第二颗业务星，于 11月 15日成功

发射。此后，该星地面应用系统各技术分

系统和地面站功能状态正常，并于 8 日下

午正式开机。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总师杨忠东表示，此

次负责执行“风云三号”D星数据接收和传输

任务的国内外5个地面站接收设备状态全部

正常。值得注意的是，“风云三号”D星是国

内首颗利用南极卫星数据接收站接收数据

的对地遥感卫星。90%的全球观测数据都能

从观测之时算起80分钟内传回国内，星地数

据传输速率增加了 30%，计算能力增加了

17.5倍，数据存储能力增加了近10倍。

“下一步，卫星将进行为期半年的在轨

测试。力争在 2018 年汛期之前完成测试

交付业务应用，届时将正式与 C 星形成上

下午卫星组网观测布局。正式应用后，将

在提高天气预报水平、应对气候变化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杨军说。

“风云三号”D星成功传回地球“彩照”

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字画、家具……

不 管 什 么 物 件 ，放 到 仪 器 上 两 三 分 钟 ，电

脑 就 能 显 示 具 体 年 份 。 仪 器 只 有 手 提 密

码 箱 大 小 ，检 测 大 物 品 要 用 配 套 的 探 测

棒 ，一 头 连 仪 器 ，另 一 头 搭 古 玩 上 。 这 是

记 者 在 新 近“ 走 红 ”的 量 子 文 物 鉴 定 仪 宣

传片中看到的。据称，这款鉴定仪由一家

名 为 中 古 华 通 的 公 司 推 出 ，可 以 用“ 量 子

科 技 ”解 读 文 物 年 份 全 信 息 ，无 需 比 对 数

据库。

最近，几种“高科技”仪器相继亮相收藏

界，除了“量子”，还有“能量守恒”“磁共振”，

不约而同宣称实现了文物全品类无损快速检

测，而且，断代精确到年。

它能读出文物的“灵魂”？

带着困惑和好奇，科技日报记者假称某

艺术品投资管理公司员工，来到北京高碑店

文化产业园“寻求合作”。中古华通公司在一

座被摘了“中国国学院”招牌的仿古建筑里。

大厅里展陈的民间文物颇具规模，大部分展

示品贴着年份标签，比如，珐琅彩两面开光描

金象耳瓶，公元 1754年。

“对古画的鉴定比陶瓷更详细，可以到某

月某日。”中古华通董事长余洪良指着身后的

画介绍，量子鉴定仪可读取纸张里信息，确定

画家收笔是哪一天。

陶瓷因烧制周期长，通常只说年份。如

果按余洪良的理论，陶瓷出窑那刻也应有信

息留存，为什么不能精确到天？量子鉴定仪

读取的到底是什么信息？

“灵魂。”余洪良见记者听几遍还没明

白，转换了表达方式。“画家画画时与纸张

是 有 接 触 的 ，创 作 的 灵 魂 就 会 记 录 在 里

面。”余洪良的意思是，量子鉴定仪能读取

作画全过程。

至于仪器测量的参数是什么、科学依据

是什么，余洪良表示他只是量子鉴定仪的全

国总代理，无法解答技术问题。他介绍，这里

是北京唯一的检测点，目前友情价 2000 元测

一件，等相关手续批下来，市场价会是 5000

元。“到时候去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

当提出为记者检测携带的几件瓷片时，

因保管人员不在而未成功。余洪良提供了

“量子文物鉴定仪发明人”杨建军的手机号，

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科学家表示暂时无法
理解如此“高科技”

杨建军在宣传片里这样介绍研发历程：

“找到了亚毫米波，也就是 0.5 毫米高频振荡

波，这个波真正能够进入时光隧道，是能够把

年份信息进行切割的标准波。依据这个，后

期又经过若干年研发，做出量子环，能够做出

小型化的移动设备。”

对此，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冯松林提

出了一连串疑问：亚毫米波是如何反映文物制

作的年代信息的，其理论依据出自何处？用什

么探测器或传感器探测亚毫米波？亚毫米波与

量子化有什么关系？信号如何传输，如何建立

测量数据与文物制作年代的对应关系？鉴定结

论拿什么标准进行校准…… （下转第四版）

号 称 古 画 鉴 定 精 确 到“ 天 ”

别让“量子文物鉴定仪”忽悠了你

看到“沙漠变良田”技术的最新报道，第

一反应并非“这是真的假的？”而是“这有何必

要？”

从防治日益严重的荒漠化角度，人类任

何挑战土壤沙化的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无

论其结果成败。而更功利一些地看，为应对

越来越大的人口和食物压力，凭借可行的“点

沙成土”技术向沙漠要耕地，尽管增益只是点

滴，对人类总没什么坏处。

但我以为，跟地球生态系统的“大文章”

比，这些都是“小文章”。

科学对我们所在星球的研究远不完美，

但“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似已定论，也

就是说，我们居住在一个生态体系之内，无人

能够例外。所以“蝴蝶效应”才能成立，所以

亚马逊雨林才被称为“地球之肺”，而不是它

所在地的“南美之肺”。

在沙漠和良田之间二选一，绝大多数人

会选择良田，因为后者带来现实的好处，而前

者使人困顿、只满足探险家的“怪癖”。可是

生态系统设置并不以人的喜好为转移，沙漠

本身是地表千万年演变形成的固有地貌形态

之一，有其独特的生态价值。这一点，既有专

家的论著可资查证，更有现实的安排以供参

考——前几年去酒泉，看到过国家级极旱荒

漠自然保护区的牌子。你看，荒漠而且极旱，

居然是需要独立保护、而非改造用作他途

的。类似例子还很多，比如恐怖的洪水，水利

学家告诉我们，在其灾难的属性之外，还是一

种生态资源；比如最近烧得很旺的美国南加

州山火，专家解释其实年年都有，属于上万年

来的自燃现象，虽每年造成程度不等的紧张

和损失，但是加州动植物生命周期循环不可

或缺的一环，对于当地生态十分必要……

犬儒主义的无所作为不可取，毫无敬畏

的“人定胜天”更可怕。“点沙成土”技术现在

是否成真、什么时候成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以改造沙漠为终极诉求的技术，理当有

对其生态环境可行性的深入评估作前提。这

一点，我们尚未看到。

“点沙成土”技术：生态评估比真伪鉴别更重要
科技观察家

瞿 剑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陈瑜）
FindNow 是全球首款支持 A-北斗的标准化

A-GNSS（辅助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服务产品。

记者10日从千寻位置获悉，其研发的FindNow

用户数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近2000万，日服

务次数达2亿，其中97%的用户来自中国本土，

3%的用户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及非洲国家。

“在 FindNow 出现之前，没有一个产品为

北斗卫星系统提供加速辅助定位服务，国内

用户如果使用卫星辅助定位服务，基本上都

是基于国外服务器的 GPS或 GLONASS（格洛

纳斯）数据，这意味国内用户每使用一次定位

服务，都会访问一次国外服务器，我国大量位

置数据也流失到了海外。”千寻位置 CEO 陈

金培认为，推广 FindNow，可以把国家的基础

位置数据留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一般而言，手机定位启动时间需要 30 秒

左右，接入 FindNow 后手机的定位冷启动时

间缩短至 3 秒。目前小米、魅族、金立等品牌

的手机都已实现对 FindNow 的集成。手机用

户在使用手机中基于定位的各类应用时，体

验会变得更加流畅。

从 2016 年 10 月正式发布到累积 1 亿用

户，FindNow 用时 14 个月。短期放量的技术

壁垒如何突破？FindNow 技术研发负责人邱

模波表示，FindNow 后台采用了分布式云计

算架构，可以随时根据业务量的增长水平扩

展用户接入能力。

与 GPS相比，我国北斗仍然面临终端、芯

片兼容量低、应用市场尚未完全启动的问

题。FindNow 的大规模使用为我国北斗的大

规模民用奠定了基础。

全球首个A-北斗服务用户突破1亿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刘霞）
据英国《独立报》网站近日报道，英国政府将

在未来 3年，出资 5600万英镑，资助“迷你”核

电站的研究和发展。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这笔资金将被用于评估先进小型反应堆

模块（SMRs）的性能并加速它们的研发进度。

SMRs利用现有的或新核电技术，是更大

型核电厂的缩微版，发电量将为大型核电站

发电量的 1/10。

研发这一技术的公司表示，“迷你”核电

站将有助于解决英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

现的能源紧缺问题，而且其成本比大型核电

站低很多。英国有很多老旧的大型核电站即

将“寿终正寝”，为了贯彻落实减排协议，英国

有很多煤电厂也将被关闭，如此一来，到 2030

年，英国的发电量将缩减至目前的一半。

尽管此类核电站仍处于建设阶段，但开

发人员表示，2025年左右，这些核电站或许就

可以部署发电。不过，批评人士称，开发人员

或许无法保证将此类核电站的成本削减到经

济可行的程度。

英国能源大臣理查德·哈林顿表示：“核电

站是重要的能源组成部分，可以为我们提供低

碳电力，新方法有助于促进英国的创新。”

英政府也打算向卡勒姆核聚变研究中心提

供8600万英镑，资助核聚变方面的研究。他们

目前也在对潜在地点进行评估，希望找到合适

的地点，兴建发电量为10亿瓦特的核电站。

“煤改气”后，天然气不够用了。这是今年

供暖期开始后，我国北方不少省份遭遇的尴

尬。要了“蓝天”，就没了“温暖”。究其原因，是

我们依然缺乏充足、稳定的清洁能源，从根本上

解决社会面临的能源困境。所以进一步促进能

源技术的发展是必需的。假如人类拥有更为成

熟的太阳能和风能储存、转化技术，甚至实现了

核聚变能商业化，那还何惧闹“气荒”呢？

解决能源紧缺 落实减排协议

英资助5600万英镑研发“迷你”核电站

本报记者 杨 雪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12月 8日至10日，2017国际创新创业博
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博览会展出
了云计算、3D打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生物
科技、石墨烯等炫酷的新科技和新材料，来自
中国、德国、法国、瑞典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440多家机构参展。

右图 参展商展示的类人机器人。
下图 参展商展示的电力巡检机器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创博会上

新 奇 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