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实习生吴若
菡）柔软似皮肤的光电器件、极其微小的纳米

机器人……这些看似有些梦幻的技术，将因

世界首例“无金属钙钛矿型铁电体”材料的问

世而变为现实。

7月13日，东南大学熊仁根团队、游雨蒙课

题组在“分子铁电材料”领域再次取得重要研究

进展，他们首次发现无金属钙钛矿型铁电体，为

钙钛矿这一重要的材料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相关研究结果于13日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

常见的钙钛矿材料主要有两种，无机钙

钛矿和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从打火机到

航天飞机等先进设备都需要这类材料的应

用。但这两类钙钛矿材料均带有金属元素，

加大了其加工、制备的困难。甚至，某些金属

元素（比如铅）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钙钛矿家族中的

第三类——全有机钙钛矿材料，即无金属钙钛

矿。东南大学的分子铁电团队经过多年攻关，

利用带电分子集团取代无机离子，成功制备出

一大类共计23种全有机新型钙钛矿材料。

由于没有金属元素，无金属钙钛矿材料

将具备柔韧性、易加工、低能耗，低污染等特

质，其内在的有机组成能为该材料带来更广

泛的应用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团队还合成了 4种材料的

左手对映体、右手对映体及外消旋化合物，并

分别证明了它们的铁电性。目前，左手性、右

手性和无手性的化合物同时具有铁电性的例

子还未有过相关报道。这类材料也将在数据

存储、光量子通信等领域中获得更广阔的应

用前景。

世界首例无金属钙钛矿型铁电体制备成功

近来，“关键核心技术”成了社交网络高

频热词，小众、高冷的科技话题走进大众视

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令许多人心有戚戚焉。“自主创新”遂

成情意结，气势不输几十年前的“自力更生”。

与几十年前有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搞

的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

起门来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的，“要坚持开放合作

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

创新资源，开辟多元化合作渠道，精准选择合

作领域，加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对外科技

交流合作，强化创新伙伴关系”。

科学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

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各国

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

可能仅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中

国做不到，德国、日本做不到，就连美国也做

不到。

历史地看，即使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搞自

主创新也并没有完全屏蔽外界。“两弹一星”

事业，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一大批留学归国

的科学家，将其掌握的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

结合中国实际再创新；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离

不开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合作的 156 个重

大项目，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国外引进

的大型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这些都是我国自

主能力提升和技术水平进步的基础。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技术合

作交流不断扩展、加深，激发和释放了源源的

创新活力。历经 40 载“跑步前进”，我们的技

术水平、产品档次正加快从中低端迈上中高

端。尽管“追赶”的基调并没有变，我们仍能

看到：在不断扩大开放中搞自主创新，驱动着

追赶进程，距离在一点点缩小；目标也随之变

大，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开放是“绝

对”的，我们甚至无从选择；自主是“相对”的，

我们可以、也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主动权，特

别要避免在开放的国际分工市场环境下，对引

进现成技术升级产品获得利润的短期行为过

度依赖甚至沉迷。所以，随着我国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在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上，我

们更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搞清楚哪些是可以引

进但必须安全可控的，哪些是可以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的，哪些是今天不得不引进但将来要

实现国产替代的，哪些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开展攻关并取得突破的。如是，在充满“诱惑”

的环境里强迫自己苦练“内功”，才能在自主能

力不断提高中得到平等的开放，又在进一步开

放中实现更高层次的自主创新。

走中国新时代自主创新之路，谈开放合

作要以自主创新为主导，谈自主创新又要以

开放合作为基础。这条路既不排斥“拿来主

义”，又强调以我为主，走起来真是一点也不

容易。

加强自主创新必须坚持开放合作

科技日报鄂尔多斯7月15日电（记者张
景阳）记者 15 日从科达煤炭化学研究院获

悉，一种由纯碳作为主要成分的高容量高密

度锂电池用特种碳负极材料在该院问世，目

前，基于这种材料的全新电动汽车锂电池已

经在成都南光新能源公司正式试产。

据了解，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

中，锂电池的容量（即电池单体能量密度），完

全取决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成分合成。

我国首块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发明人、成都南

光新能源公司总工程师刘昌国博士介绍说，

锂电池国产化以来，负极材料一直以天然石

墨为主要成分，充电时间长、单体容量密度低

等技术瓶颈，致使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

程难破 300 公里极限。而从实验数据和产品

性能测试来看，这种由全新材料制备的锂电

池可以实现汽车续航里程突破 600公里。

技术发明人、榆林科达煤炭化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峰介绍道，新单体电池的

储能材料在研发上抛弃了传统的天然石墨，

通过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将纯碳制成高容量

高密度的锂电池负极材料。

实验表明，这种全新负极材料的克容量可达

2200mAh/g ，负极片压实密度超过2.0g/cm3，配

以正极用三元材料加钴酸锂，锂电池的质量能量

密度可超过350Wh/kg。“此外，基于新材料的锂

电池充电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这更是传统电池无

法企及的。经过试验，新材料电池在充电和使用

过程中，温度始终为常温。”贺峰说。

刘昌国表示，国内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

的专家曾对国产锂电池在 2020 年能否实现

单体能量密度达到 350Wh/kg表示过担忧，而

正在试产的新电池已经超越了这一目标。

纯碳负极材料可使电动车实现600公里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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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7 月 13 日，“创新决胜未来”科普
展开幕式在北京中国科技馆举行。

本展览以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为契
机，精选40项代表性科技成就，策划展
品展项约 70件，并借展科研实物及模
型20余件。

展览中，公众有机会近距离观看我
国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测、信息通讯、工
程建设等领域的重大成果，更深入地探
索大国重器、大国工程的奥秘。据了
解，展览计划未来两年内在 4—6 个地
方科技馆巡回展出。

图为观众正在观看单人常压潜水
装具。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暑假来看

大国重器

7月10日晚间，登海种业按规定公告其

被查出的涉嫌违规种植2590亩转基因玉米

的情况。15 日，业内人士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详细情况待进一步核实。

近年来，国内转基因玉米违规种植的

事件屡被曝出。目前，我国准予生产种植

的玉米都是非转基因品种，农民为什么要

铤而走险违规种植？

农民对转基因玉米
热情极高

业内人士介绍，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

喜欢。

“与常规品种相比，转基因玉米不但省

工省药而且能增产 10%—30%，又因减少霉

变每斤玉米可多卖4—5分钱，一亩地还能格

外多收 40—50元。”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于是，农民对转基因玉米热情极高，一

些经销商见有利可图便开始冒险。

“然而，违规种植销售严重扰乱了市

场，一些大中型种子企业合法生产经营的

常规品种面积不断被挤压和蚕食，致使利

润下滑，生存举步维艰。同时，违规种植转

基因抗虫玉米，也直接侵害了研发同类玉

米的所有企业利益。”黄大昉说。

转基因安全有定论

针对网络上关于违规种植的转基因玉

米是否会带来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疑

问，曾任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第一任系

主任的王大元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转基因

是一项安全技术，经过评估的转基因产品

安全性与非转基因同样安全。

事实上，安全有效的转基因产品走向

应用已是大势所趋。日前，国际农业生物

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生

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年

度报告。报告指出：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22 年之后的 2017 年，24 个国家就种植了

1.898亿公顷转基因作物。在亚洲，越南也

已率先进行了转基因玉米产业化。

王大元说，在转基因作物大规模种植

的 20多年间，并未发生一起转基因作物造

成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也没有证

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不利人类健康。

推广种植是最有效办法

在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性已有定论

的前提下，转基因玉米在国内广泛种植的

呼声愈加强烈。

实际上，我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棉花

已有 20多年，大规模进口转基因大豆也有

20 余年，仅 2017 年，我国大豆净进口 9542

万吨，绝大部分为转基因大豆。

而要解决农民需求，推广是最有效方

法。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就明

确要在保持推出新型抗虫棉的同时，推进抗

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

黄大昉透露，我国科学家已成功育成

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确保安全、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转基因抗虫、耐除

草剂玉米品系。

“若能不失时机推广应用转基因玉米，

可望受到广大农民、种子生产销售企业、收

储加工企业等整个产业链的欢迎。积极推

进转基因玉米产业化不但能用合法取代非

法，净化国内玉米市场，也有利于争取国际

贸易竞争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能突破当

前国内生物技术育种发展瓶颈，促进种业

转型升级和激发新一轮农业科技的重大创

新。”黄大昉说。

（科技日报北京7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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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面面观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付丽
丽）15 日，记者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药监局）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艾滋病

新药艾可宁（注射用艾博韦泰）获批上市。这

是全球首个长效 HIV-1 融合酶抑制剂，也是

我国首个原创抗艾新药，该药的上市标志着

我国抗艾药物实现了零的突破。

据了解，该药由首批“千人计划”专家、前

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东

博士领衔研发，药监局批准其“与其他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治疗经其他多种抗病

毒药物治疗仍有病毒复制的 HIV-1感染者”。

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国艾滋病的治疗

药物都依赖进口，临床对抗艾滋病新药的需

求日益增长。已使用了多种药物治疗的早期

艾滋病发病者，不可避免会产生耐药性，一旦

耐药病毒株传播开，如果没有新的药物治疗，

后果极为严重。

据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审评员赵

建中介绍，以前抗艾药物需要一天使用两次，而

且局部不良反应比较严重。对于上述问题，该

药有了改观——作用疗效时间非常长，一周只

需注射一次，而且从已有数据看，疗效和安全性

较好，给艾滋病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

专家指出，该药的上市，不仅为艾滋病耐

药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救命药”，也为有其

他不良反应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我们鼓励国内创新药做临床研发，同

时对国际上已经上市的药物，也希望尽快地

把它引进到中国来，解决我们的用药需求。”

药审中心首席审评员、化药临床二部部长王

涛说。

我国首个自主研发抗艾滋病新药获批上市

7月 13日至 15日，2018北京国际广告展览会在京举行。图为参展商展示的新
型自助点餐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放下手中的工作，轻轻揉了揉眼睛，“天

河二号”副主任设计师邓让钰用了好几分钟

才从芯片设计的“狂想”中回过神来。邓让钰

看起来不善交流，但聊起“天河”却滔滔不绝，

眼睛放出光芒。

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超级计算机“天河”

就是由 40 年前的“银河”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40 年来从“银河”到“天河”，凝聚着国防科技

大学一代代“银河人”的心血和智慧，见证着

他们“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

搏”的“银河精神”。在他们心中，这是他们坚

守的精神高地，更是他们的“根”和“魂”。

从“银河”到“天河”，再到新一代百亿亿

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三号”原型机……把五星

红旗插上世界超算之巅，是一代代“银河人”

追逐的梦想。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银

河精神”的创造者们，听他们讲述“银河精神”

的故事。

“现代化不能乞求别
人的恩赐”
“‘银河精神’形成于研制‘银河’亿次巨

型机的过程中，但追根溯源，这种精神从我们

开始建造高性能计算机之初就开始慢慢萌

芽。”曾任计算机学院院长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银河-Ⅲ”巨型机总指挥卢锡城告诉记

者，“客观讲，计算机是朝阳产业，这是我们获

得飞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但及时

抓住机遇，敢于为国分忧，勇于迎接挑战却是

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作为亲历者，卢锡城参与了从“银河-Ⅰ”

巨型机开始的多次研制工作。他至今记得这

么一件事：当年，我国花巨资从某国购进一台

高性能计算机，对方提出苛刻条件，要给计算

机建造一个“安全区”，中国人无权靠近这个

用人民的血汗钱换来的设备。

这件事使卢锡城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

烈的刺激，“不光是我，所有人都咽不下这口

气。高科技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的现代化

不能乞求别人的恩赐，必须丢掉幻想，自力

更生！”

（下转第三版）

“银河精神”，让中国矗立超算之巅

本报记者 张 强

“银河精神”是科学精神在

我国超级计算机事业里的集中

体现。几十年里，“银河精神”

凝聚起银河队伍，创造出辉煌

的银河事业。

“银河精神”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在我

们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搞科研必须坚持

科学精神，必须把实用好用放在第一位，必须

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战斗

力。”从“银河”到“天河”，一代代的“银河人”

将这种科学的精神，落实到所有实践的环节

上，坚持追求超级计算机的实际使用效能，这

才是科学研究应坚持的正确态度。

当前，我国在超级计算机技术领域已进

入世界第一梯队，竞争空前激烈。新一代超

算无论是系统规模、构建工作量、技术复杂

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使命任务，

更 应 该 大 力 弘 扬 科 学 精 神 、传 承“ 银 河 精

神”。新一代“银河人”必须以更宽的视野胸

襟、更大的气魄胆识，牢记使命、不懈探索，持

续创新、勇于超越，不断攻克核心关键技术，

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

（点评人：“天河二号”副总设计师杨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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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瑜）承担中国大

洋 50 航次科考任务的“向阳红 03”船 14 日

从厦门出发，将先后前往西太平洋、东太平

洋等区域开展为期约 150 天的大洋科学考

察任务，航程约 15000海里，预计 12月完成

任务返回。本航次任务经自然资源部批

准，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五

矿集团公司、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联合组织实施。

自然资源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有关

领导表示，本航次将执行我国深海战略专

项“蛟龙探海”工程之深海资源勘查与开发

和深海环境监测与保护的重要任务，分 A

段和 B段，共计 150天。

据了解，这是“向阳红 03”船第二次执

行大洋科考任务。

“向阳红03”船执行为期150天大洋科考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