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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暑期第一天，河北省固
安县幸福志愿荟组织第三小学学生开
展“科技小课堂”暑期系列公益科普实
践活动，让学生们感知高科技的魅力，
丰富暑期生活。

图为志愿者在固安县新型显示产
业基地展厅向学生们讲解AMOLED柔性
显示产品应用知识。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暑期第一课

“我国油气工业正面临资源品质下

降、原油产量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高企

等困难局面，2017 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

已达 67.4%，未来还将有进一步升高的趋

势。能源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解放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快

创新步伐。”

7 月 13 日，能源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

在京召开，十多位院士围绕能源科技创新

畅所欲言，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文瑞发表上述观点。他

认为，能源与前沿学科的交叉融合创新，将

是未来能源科技创新的最佳路径。

“跨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世界科技发

展的主流方向，成为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和

产生引领性、原创性、颠覆性重大成果的重

要途径之一，也是提升创新能力、培养拔尖

人才的重要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赵文智说，最近

25 年，通过学科交叉性合作研究，获得诺

贝尔奖项的比例已接近 50%，并且呈现逐

年增大趋势。

当前，能源领域正在成为颠覆性技术

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太阳能发电、高效

储能、燃料电池、氢能技术等具有颠覆性的

新技术苗头不断涌现。世界大国纷纷将颠

覆性技术作为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先手棋，

集中攻关并已取得重要进展。

“能源领域大多数学科属于应用型学

科，吸收借鉴基础学科与前沿领域最新研

究成果，推动能源领域学科交叉与融合创

新是加快能源科技创新的不二法门。”赵文

智坦言，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就是最好的

实证，不仅推动实现了美国能源独立战略，

也深刻改变了全球能源供应格局。

“美国页岩油气异军突起的背后，是持

续长达 30年之久的基础研究工作，以及由

此引发的工程技术颠覆性创新。”赵文智

说，水平井钻井技术和大规模多段水力压

裂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突破，正是源自油气

学科与信息、材料、控制等领域的交叉与融

合创新。

当前，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

期。“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

用，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

造技术正加速推进。”在胡文瑞看来，能源

与前沿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创新，正展示出

跨越性、变革性、颠覆性的巨大能量，甚至

引发全球能源变革。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

部主办，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承办。

赵文智透露，一方面，研究院将瞄准未来

5—10 年油气上游发展面临的重大科学问

题，加强基于大数据+智能理论的剩余油

气资源空间分布预测、智能驱油全油藏开

发技术等攻关。另一方面，还将自主设立

一批院级超前基础研究项目，在纳米驱油

剂、高性能金属电池储能技术等方面开展

前瞻性研究，部分项目已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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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在新疆国道 218线墩麻扎至那

拉提高速公路第三标段 190 公里处的施工现

场，挖掘机静静地停在工地边。一旁已渐渐

长大的一群粉红椋鸟幼鸟，叽叽喳喳正跟着

成鸟在碎石堆里蹦蹦跳跳，练习腿部和翅膀

机能，尝试飞上蓝天。不久，它们将离开这

里，迁飞南亚。

从 5月初至今，选地、筑巢、捕蝗、繁殖、育

雏……成千上万只粉红椋鸟已在此安家 2 个

多月了，这里成为了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尽管工期十分紧张，在此施工的中国石

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因粉红椋鸟突然

迁徙至此，已先后三次调整施工方案，一再延

缓施工。

5月初，施工方准备清理前期因为爆破形

成的约 300米长的碎石带时，却发现碎石堆上

停留着很多鸟，为避免对鸟儿的伤害，便决定

暂停施工。

“起初，我们以为这些鸟过些天就会走，

可等了一段时间，鸟儿们还是迟迟不走。我

们便再度调整了施工方案，继续延期施工。”

三标段安全总监董志闫说。

至 6 月下旬，因夏季雨水较多，这个路段

出现石头滚落现象，施工方怕造成安全隐患，

对现场进行检查时，又发现石堆缝里有刚孵

化的雏鸟。

怎么办？多方咨询了解后，施工方得知

这种鸟叫粉红椋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

属迁徙性候鸟，冬季栖息在欧洲东部和中亚

中西部，每年 5 月迁徙到中国新疆西部繁衍，

是有名的“捕蝗能手”，可以保护草场免受蝗

害，也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作“草原铁甲军”。

这种鸟喜欢在石头堆、崖壁缝隙处筑巢繁育，

幼鸟一般会在 6 月底至 7 月中旬出巢。三标

段 190 公里处的碎石堆，就这样成了这群“粉

红精灵”的家。

为此，该公司又做出了“至粉红椋鸟繁

育结束再恢复施工”的决定，并依据新疆荒

野公学自然保护科普中心提供的保护方案，

耗资 10 余万元购置了钢管和绿膜网，围起了

面积逾 3000 平方米的密目网和钢管支架做

成的防护网，竖起了“椋鸟孵化区”的保护标

识、“禁止鸣笛”的提示牌及护鸟宣传牌，同

时清理了因雨水冲刷而松动的碎石，避免鸟

儿受到伤害。

石油人的暖心行动经过爱鸟人士的传

播，在网上迅速发酵，无数网友纷纷点赞。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

主任努尔玛提·加依尔拜发微信说，施工方此

举是“速度让步于生态的最好体现”。

“我们初步估算，三次停工已让企业增加

了近 200 万元施工成本。”三标段总工程师姜

东军说，“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保护好生态是石油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良好

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收益更加难得，没有什么

比生态效益更重要，只要鸟儿不走，施工绝不

复开。”

即便如此，全体施工人员仍立下了军令

状，一定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国道 218 线墩那高速公路是新疆交通

“57712”工程规划的重要组成路段。作为该

工程项目 8 家参建单位中唯一一家石油工程

建设企业，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

标的第三标段为国道 218 线种羊场至七十二

团段公路工程，路线全长 34.113 公里，投资达

4.8 亿多元。该工程于 2016 年 8 月开工，计划

在 2018 年底完工。目前，封停路段大约长

300—400米，除了该路段，承建的剩余路段已

全部贯通并开始铺油。

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建设绿色

工程是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在国内

外工程项目施工中秉承的一贯宗旨。此次保

护粉红椋鸟行动，只是该公司在此工程中众

多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之一。

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为保护好生

态环境，第三标段项目部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各施工现场始终做到整洁、有序、畅通、标志

清晰，“工完料尽场地清”，严控各类污染物产

生。同时，对施工区域内发现的各类动植物

进行合理有效的积极保护。

三次停工！只为那些美丽的粉红精灵
本报记者 朱 彤
通 讯 员 宋 鹏 李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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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该局根据线索举

报，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

展飞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

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目前，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该企业《药品 GMP

证书》（证书编号：JL20180024），责令其停

止狂犬疫苗的生产，责成企业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主动采取控

制措施，确保公众用药安全。吉林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查组已进驻该企业，对

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国家药监

局派出专项督查组，赴吉林督办调查处置

工作。本次飞行检查所有涉事批次产品

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全部产品已得到有

效控制。

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药监局始终把

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对发现的违

法违规问题绝不姑息，坚决依法依规严肃

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予以严惩。

国家药监局：长生生物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董
捷 杨翩然）如何在与日俱增的大尺寸屏幕

应用中降低显示屏成本？双极蓝光热激发

延迟荧光主体材料是关键。记者 7月 14日

从黑龙江大学获悉，该校许辉教授领衔的磷

基光电功能材料科研团队对双极蓝光热激

发延迟荧光主体材料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究证明可以用双极主体材料改善器件性

能，从而有望解决现有有机电致发光器件成

本高、污染环境、发光猝灭的难题。相关成

果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细胞》

（Cell）的自然科学类子刊《Chem》上。

据许辉介绍，有机电致发光器件经历了

三代“成员”的变革。新一代热激发延迟荧

光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在保留上一代磷光有

机电致发光器件高效率的同时，采用纯有机

分子发光材料，从而解决了上述成本高、污

染重、发光猝灭三大难题。通过在分子中引

入隔离基团，研究团队成功将双极主体分子

的激发态极性降低至蓝光热激发延迟荧光

发光体极性的五分之一，从而首次将双极性

和低激发态极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性质成

功整合在一起，缓解了发光猝灭现象。

有机电致发光器件作为新一代显示和

照明设备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手环等电

子产品，世界主流电子设备供应商均已使用

有机电致发光器件显示屏。它不仅超薄、超

轻、画面艳丽，而且具有耐寒耐候、可弯曲折

叠、容易与可穿戴电子设备整合等特点，在

军民两用领域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最新研究实现显示屏成本污染双降

7月 13日，北京博收种子有限公司育种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山东、河南三地同步进
行。其中，在北京市农作物品种试验展示基地展出360多个番茄品种，全部为自主研发。
活动吸引了很多国外客户，他们从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泰国等国家远道而来。

图为俄罗斯客商在察看粉秀樱桃番茄。 本报记者 付丽丽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国家三大卫

星应用中心之一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近日

与华浩博达（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浩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双方表示，将

充分利用在数据资源、信息服务和空间地理

信息行业应用优势，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

据介绍，华浩科技将借助中国资源卫星

应用中心数据资源及品牌优势，为智慧空间

地理信息建设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根据合

作内容，双方将面向遥感应用市场，合作共建

卫星遥感空间大数据超算数据中心，同时推

进基于大数据和超算技术的卫星遥感数据业

务应用，加强在云计算、物联网、空间地理信

息及移动应用领域的技术和产业化合作，并

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服务技术、标

准和应用研究，形成相关领域空间大数据应

用的服务示范。

据悉，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已运行管

理了资源系列、环境减灾系列、高分系列等 20

余颗卫星，拥有日均处理 4.5TB 观测数据及

10PB 在线存储能力，累计向全国用户提供了

1000 余万景卫星数据产品。华浩科技长期从

事超算技术的研发，其研发成功的“华浩超算

平台”是集数据处理、数据管理、数据分发和

数据应用为一体的全流程平台级产品。业内

专家称，双方将开创空间大数据应用的合作

生态，构建空间大数据应用的多赢格局。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与华浩科技达成战略合作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于紫月）7 月 14

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留法四十年

纪念暨新书发布会”在欧美同学会总会召

开。“忆百年留学岁月，展群英报国风采”，来

自社会各界的 200 余位留法学人代表参加了

本次会议。

据《留法四十年》丛书总策划成辉博士介

绍，丛书由上中下三大卷构成，共 115万字，涉

及约 14000 名留法学人，主要记录了 1978—

2018 年间，赴法学习、归国发展或旅居海外的

中国留法学子的求学、就业与创业故事。在

《留法四十年》征集到的来自国内、法国、美国

等地的文章中，广大留法人回首芳华、抒发情

怀，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兰西精神。丛书

记录了留法人在生命科学、半导体、航空航

天、国际贸易等十几个领域中所作出的贡献。

《留法四十年》丛书在京首发

（上接第一版）
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明

确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

型机！”著名计算机专家、计算机系首任主任

慈云桂教授主动请缨，立下军令状，“豁出命

也要把亿次机搞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过程如此悲壮——

紧张的攻关途中，多位同志积劳成疾，倒在了

岗位上……而亿次机“银河-Ⅰ”的成功，也使

中国成为第 3 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

国家！

“银河精神”就是从这个悲壮的年代开始

生根、萌芽、发展起来。

科研攻关必须杀出一
条血路

1993 年，“银河-Ⅲ”百亿次巨型机正式

立项。卢锡城院士回忆道，“虽然沿着既往技

术路线也能造出来，但却很难突破更高性能

的技术。如果走国际公认的新一代巨型机的

技术路线——大规模并行处理机，则难度高、

风险大。”

“科研攻关，如同打仗攻山头一样，必

须杀出一条血路！”作为总指挥，他带领科

研团队分析论证后，果断选择了新路线，决

定以千亿次量级的关键技术，实现百亿次

巨型机，确保巨型机全面领先。后来，这种

大规模并行处理机成为世界巨型机发展的

主流方向。

时光流转，“银河”变为了“天河”，“银河

精神”也跟着时代在发展。

“天河”超级计算机之所以拥有超强的运

算性能，其奥秘就在于它独创的 CPU+GPU

异构体系结构。但当时国际上认为这项技术

几乎是不可能突破的。

“天河二号”总设计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

机学院院长廖湘科院士说，“老一辈‘银河人’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将‘不可能’变成‘可

能’，我们必须将历史的接力棒传承好。”

4个月的封闭攻关中，团队成员历经数万

次实验，终于发现了 CPU 和 GPU 高效协同

计算的内在规律，找到了性能优化突破口，使

计算效率由 20%提高到 70%，创造了一个世界

奇迹。

这个奇迹使“天河”创造了震惊世界的

“中国速度”！

“奋勇拼搏，敢于挑战，用创新成果满足

国家和军队紧迫需求，这是‘银河人’应有的

担当，也是‘银河精神’更深层次的传承。”廖

湘科说。

流淌在血液中的“银河精神”

“假如人生能实现一个梦，我的这个梦，

就是让中国在世界高性能计算领域拥有一席

之地。”40年前，慈云桂教授这样说道。

为 了 这 个 梦 想 ，“ 银 河 人 ”不 敢 松 懈 。

国防科大的“天河”楼，每天凌晨都还是灯

火通明。很多新成果，都是在凌晨三四点

钟产生的。

“包括我们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下定

决心，一定要做第一，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

80后的主任设计师王睿伯告诉记者，“现在我

们的很多思路和想法相比国外已经有所领

先。因为付出更多，所以在很多领域我们都

存在赶超的可能。”

很多人觉得，恪守“银河精神”的他们有

点傻，凭他们的专业，到哪儿都能获得远比

现在优越的待遇。而他们的回答却耐人寻

味：“离开‘银河’团队，永远只是理想中的一

个玩笑。”

1990年，还是讲师的廖湘科在深圳出差，

一家合资企业的经理看中了他，并许以非常

优厚的待遇。但他却婉拒了盛情邀请。

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代的“银河人”。邓

让钰是微处理器领域高端研发人才，但他数

次拒绝诱惑，潜心投入攻关。王睿伯是系统

软件领域的佼佼者，他说：“我们首先是军人，

然后才是科研人员。‘天河’是我们的事业，我

们的使命，只要国家需要，我们都会义无反

顾。”

“创造‘中国速度’，靠得不仅仅是日以继

夜的科研攻关和技术积淀，更多的是流淌在

我们血液中的‘银河精神’。”国防科技大学计

算机学院政委夏志和评价道。

“银河精神”，让中国矗立超算之巅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

科大获悉，该校杜江峰院士领导的科研团

队，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可以突破时钟速度极

限的时序发生方法，实现了时间分辨率达 5

皮秒的任意序列发生器，将高精度时间序列

发 生 功 能 的 时 间 精 度 首 次 提 升 至 皮 秒 量

级。该成果作为头条文章日前发表在《科学

仪器评论》上。

高精度的序列发生器广泛应用于高端

仪器、测试测量、前沿科学研究等重要领域，

其可用于产生高时间分辨率的控制脉冲序

列，对各分系统进行高精度同步控制。目

前，高精度序列发生器在量子计算、量子精

密测量、自动化控制与测量、脉冲成像技术、

医学诊疗等诸多方向得到广泛应用。在过

去的数十年中，序列发生技术绝大部分采用

高速时钟法，这种方法中序列的时间精度依

赖于时钟速度（1 GHz 频率的时钟即等同于

1 ns 的时间分辨率），提高序列时间精度即

需 提 高 时 钟 速 度 。 然 而 ，技 术 上 实 现 10

GHz 以上速度的时钟难度很大，利用现有技

术得到皮秒量级的时序发生功能是极其困

难的。

杜 江 峰 团 队 创 新 性 地 提 出 一 种 称 之

为“ 时 间 折 叠 ”的 高 时 间 精 度 序 列 发 生 方

法 ，与“ 时 间 内 插 ”法 相 结 合 ，不 仅 突 破 了

传 统 的 高 速 时 钟 法 实 现 序 列 发 生 的 时 间

精度的上限，得到皮秒量级的序列发生功

能，还同时在皮秒尺度改善序列发生的时

间 线 性 ，保 障 高 质 量 、高 稳 定 度 的 序 列 发

生功能。测试表明，新的序列发生技术可

实 现 时 间 分 辨 率 为 5 皮 秒 、动 态 范 围 为 5

纳 秒 至 10 秒 的 序 列 发 生 功 能 。 新 提 出 的

“ 时 间 折 叠 ”技 术 还 提 供 了 进 一 步 提 升 时

间性能的潜力。

这 一 技 术 可 以 广 泛 应 用 到 各 类 需 求

高 时 间 精 度 序 列 发 生 功 能 场 合 ，对 前 沿

科 学 的 进 步 和 技 术 发 展 起 到 重 要 的 推 动

作用。

“时间折叠”使皮秒级任意序列发生器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