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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8 月 13 日 16 时，“呜呜呜——”的汽笛声

中，一列满载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冷轧钢

卷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

集结中心二站台四货区。这是该中心今年开

行的第 612列班列。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丝绸之路

北、中、南三条大通道的交汇之地。作为联通

欧亚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新

疆从过去的内陆‘口袋底’成为国家向西开放

的‘前沿’门户。”新疆铁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昌林深有感触地说。

中心科学设计全程物流方案，吸引内地出

口物资“化零为整”在乌鲁木齐再集结，形成了

中欧班列相互补轴、零散货物在乌鲁木齐集结

开行的经营模式，班列满载开行率全国领先。

类似的“领先”，还有很多。令人刮目相

看的是，在 2017“一带一路”各省区市建设综

合指数排名中，新疆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的历史定位，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能与

广东、上海、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区市一道，进

入前十的行列。

试验区建设独树一帜

在媒体见面会上，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

治区副主席张春林在评价核心区取得的成效

时，特别提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

验区（以下简称创新发展试验区）积极推进，与

12个国家实施了102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诸多大手笔

中，创新发展试验区引人关注。2016 年 10

月，新疆联合科技部、深圳市和中科院签署

《四方合作备忘录》，开创性地启动了创新发

展试验区建设工作。

试验区立足西部欠发达边疆地区，将“一

带一路”和创新驱动发展融为一体，这是新疆

的首创。试验区在顶层设计中提出，力争经

过 5—10年的建设，将试验区建设成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创新引领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示

范区、新兴产业集聚发展中心和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使新疆成为亚欧大陆经济合作的核

心节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核

心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成立虽只有 2年多的时间，试验区对核心

区的建设助推作用已凸显。新疆科技厅副厅

长刘智敏介绍说，试验区已部署重大创新创业

项目 126项，预计投资总额 1746亿元；已有 40

个重大技术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达 211 亿元。

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心、中塔农业科技示范

园、乌鲁木齐中亚民族药创新药物研发国际合

作基地，克拉玛依中英联合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石河子中荷国际育种合作基地等一批国际科技

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下转第四版）

新疆：科技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添柴加火”

科技日报长春8月 21日电 （记者唐婷）
“我们完成了直径 4.03 米口径高精度碳化硅

（SiC）非球面反射镜制造，对其核心制造设备

以及制造工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科院长

春光机所副所长张学军 21日在项目验收会上

介绍。

大口径高精度非球面光学反射镜是高分

辨率空间对地观测、深空探测和天文观测系

统的核心元件，其制造技术水平对国防安全、

国民经济建设、基础科研能力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

作为一种高稳定性的光学反射镜材料，

碳化硅材料具有更轻的质量、更高的比刚度

和热稳定性。但受相关技术条件所限，在此

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上公开报道的单

体碳化硅反射镜的最大口径仅为 1.5米。

张学军带领团队另辟蹊径，经历数百次

实验探索与工艺验证，突破多项镜坯制备关

键技术，建立了大口径碳化硅镜坯制造平台，

并先后研制成功可用于可见光成像的 2 米、

2.4米、3米口径单体碳化硅镜坯和 4米口径整

体碳化硅镜坯。

研制成镜坯还只是第一步。作为大口径

光电装备的核心元件，对镜面的面形精度和表

面质量有着极高要求。“相当于平整完一块北

京市面积大小的土地后，东南角和西北角的高

低差在正负零点几毫米以内，在这样一个精度

要求下，还要保证其结构稳定。”张学军介绍，

在碳化硅材料制备上取得突破的同时，他们还

攻克了另两项技术瓶颈——大口径碳化硅非

球面加工检测以及高性能改性、镀膜。

会上，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承担的“4m 量

级高精度 SiC非球面反射镜集成制造系统”项

目通过了验收。验收专家组认为，该项目形

成了大口径系列反射镜研制能力，是我国在

大口径光学制造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

4米大口径碳化硅非球面光学反射镜研制成功

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19 日发布

的信息显示，从 8月 3日至 15日，我国在辽

宁沈阳、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 3个相隔很

远的地区，接连发现 3 起非洲猪瘟疫情。

“非洲猪瘟”一时间成为热词。

诸多疑问也纷至沓来：3 起疫情之间

有无关联？后两起是否与 8 月 3 日首次在

沈阳发现的非洲猪瘟有关？暴发非洲猪瘟

的原因是什么？疫源到底在哪里？为何近

日各地频频暴发非洲猪瘟？是否做好妥善

处置？有无传染人的可能性？如何预防与

治疗？应对非洲猪瘟疫情，养殖户需要注

意什么？非洲猪瘟发生后，市场上的猪肉

是否可以放心购买食用？

围绕公众关心的问题，8月 21日，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猪传染病研究室主任兼猪烈性病

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仇华吉研究员和中国

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相关专家。

不威胁人类健康，疫
情溯源紧锣密鼓
“3 起疫情似乎不是各自孤立的，可能

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目前还未找到

确切的流行病学证据。从时间顺序看，不

能完全排除后两起与沈阳疫情的相关性。”

仇华吉分析说。

“关于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途径，以及

3 起疫情相互之间的关系，农业农村部正

组织业内专家开展溯源求证工作。”中国动

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相关专家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引起

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

的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

病。非洲猪瘟对人不致病，不是人畜共患

病。但猪感染后，发病率和病死率可高达

100％。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引起我国本次非

洲猪瘟疫情的毒株为基因Ⅱ型，部分基因

序列与格鲁吉亚 2007 株和俄罗斯伊尔库

茨克 2017株的相应序列完全一致。

仇华吉介绍：“我国原本是非洲猪瘟非

疫区，暴发非洲猪瘟的原因：一是有非洲猪

瘟病毒（强毒株）从境外传入；二是所有猪

都没有针对非洲猪瘟病毒的特异性抗体

（目前无商品化的非洲猪瘟疫苗可用），不

能够抵抗非洲猪瘟病毒的感染；三是养猪

从业人员缺乏对该病的临床和病理方面的

知识和经验，生物安全防控意识不强；四是

疫情防控措施可能还有漏洞，如在限制疫

区和高风险地区猪只流通和转运等方面。”

仇华吉强调，目前对疫区已进行有效

处置，如对病死猪进行焚烧、深埋等无害化

处理，对疫区进行隔离、封锁和消毒等，“几

乎不存在非洲猪瘟感染人的可能性，迄今

也没有感染人的报道”。

感染家猪病死率高，
建议养殖户尽量杜绝散养
“中国兽医发布”微信公众号提到，世

界 动 物 卫 生 组 织 非 洲 猪 瘟 参 考 实 验 室

Sanchez-Viscaino教授说，非洲猪瘟病毒感

染家猪虽然病死率高，但是这种病毒就像

老年人一样，行动缓慢，它不像口蹄疫、经

典猪瘟那样迅速在场内、场间传播。如果

养殖场能坚持执行严格的生物安全防控措

施，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就能够有效保护

家猪不受侵害。

饲养过程中，防止生猪与传染源接触，

可有效预防该病发生。东欧国家防控经验

表明，非洲猪瘟疫情主要发生在生物安全

水平较低的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场（户），

应尽量杜绝散养方式。对于有一定设施条

件的养殖场，应尽量做到自繁自养和全进

全出，近期应尽量避免引进生猪。如需引

进，则应该隔离观察至少 15天。

杜绝用未经高温消毒处理的泔水、食

物残羹直接饲喂生猪。多项研究表明，食

用被病毒污染的泔水是非洲猪瘟传播的重

要途径之一。1957 年和 2007 年分别发生

于葡萄牙和格鲁吉亚的非洲猪瘟疫情，均

由国际航班或者轮船产生的废弃泔水，直

接饲喂生猪而引起。

非洲猪瘟对环境耐受力非常强，可长

期在自然条件下以及血液、粪便等污染的

猪圈中保持感染力，因此严格执行清洁消

毒措施十分重要。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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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景德镇陶瓷集团正式挂牌，集

团整合了景德镇红叶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省陶瓷进出口公司、国瓷馆陶瓷有限公司、

金品陶陶瓷有限公司和国家用瓷办公室、景

德镇陶瓷协会等多个国有企业单位，业内人

士称之为助力景德镇陶瓷产业驶向新蓝海的

“瓷都号航母”。

时间回溯 10 个月，2017 年 10 月 18 日，拥

有全球上万名设计师体量的洛客共享设计平

台，在景德镇布局成立占地 7 万平方米的“洛

客·景德镇陶瓷设计中心”。洛客共享设计平

台创始人贾伟说，时代的变革给了设计师无

限的想象，从农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下一个

将是想象力的时代，洛客在景德镇构建的全

球性陶瓷设计平台，要把有想象力的人带到

景德镇。

从宋朝景德元年皇帝赐名开始，景德镇

有着太多的传奇和故事。作为我国历史上第

一座具有工业雏形的城市，千百年来景德镇

熊熊燃烧的御窑炉火，在烘焙出无数精美瓷

器的同时，也映照出这座城市跌宕起伏的历

史轨迹。而改革开放 40 年，正是其中浓墨重

彩的一环。

“景德镇，是一座可以与世界对话的文化

名城。”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如是说。

窑变：起于瓷，展于色

窑变，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一个专有名

词，主要是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

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定性

自然变化。窑变的结果，或废（病）或宝，全在

于窑工对经验的把握，而现代科技的介入，使

窑变的密码得以科学地诠释。邓希平，正是

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一，高温色

釉瓷又称“人造宝石”，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的瑰宝。

（下转第三版）

景 德 镇 ：多 彩 的“ 窑 变 ”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科

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获悉，该中心田明亮研究

员课题组通过对层状结构的 PtBi2 在 40 特斯

拉高磁场下的量子输运特性测量及第一性原

理能带计算研究，发现层状结构的 PtBi2是新

一类三重简并拓扑半金属，相关研究成果日

前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拓扑半金属材料具备奇异的磁输运性

质，如手性负磁阻、巨磁电阻、极高的载流子

迁移率等特点，在未来低能耗电子学器件应

用上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成为国际凝聚态物

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研究方向之一。

此前实验发现的拓扑半金属材料有三

种 ，分 别 为 狄 拉 克（Dirac）半 金 属 、外 尔

（Weyl）半金属、节线（nodal-line）半金属，且

三种材料中包含的准粒子均为四重或两重简

并费米子，即在同一个能级态同时存在两种

或者四种半奇数自旋数。但是目前人们仅在

钨—碳型材料 WC 和 MoP 中确认存在三重

简并费米子。

科研人员制备了高质量的具有三角格子

特征的层状 PtBi2单晶样品，利用稳态强磁场

实验装置的水冷磁体和混合磁体对其磁输运

性质进行了详细表征研究，并进一步利用第

一性原理方法研究了层状 PtBi2 的能带结

构。结果表明，层状结构的 PtBi2是新一类三

重简并拓扑半金属，且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相

对于 WC和 MoP两种材料，PtBi2的三重简并

点离费米面较近，可直接对应为新奇费米子

的特性。二是层状 PtBi2易于解理，在制备器

件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对制备小尺寸微纳

器件及性能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这项研究工作对促进人们认识电子拓

扑物态，发现新奇物理现象，开发新型电子

器件以及深入理解基本粒子性质具有重要

的意义。

我 科 学 家 发 现 新 一 类 半 金 属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马爱
平）电影《阿凡达》描述了距离太阳系最近的

双星系统中的一颗 S型大行星的卫星（潘多拉

星球）上发生的故事。

21日，《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发表了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季江徽课题组对近距双星

系统中S型行星（行星环绕双星中的一颗来运行）

形成机制的研究。该工作揭示环双星的多行星

系统内部发生的散射过程和恒星与行星之间的

潮汐作用，可在近距双星内部形成S型行星。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季江徽

说，S 型行星是双星系统中的一类，即所谓的

卫星型行星环绕双星中的一颗来运行，目前

天文学家探测到约 100 多颗这类环恒星行

星。双星之间的距离对内部行星的形成有决

定性影响。因此，近距双星系统中 S型行星的

发现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和广泛讨论。它

们的存在将为深入理解行星形成理论提供更

多的观测样本，也为近距双星本身的形成和

演化提供新的研究线索。

一般行星形成理论认为，由于伴星的强

烈摄动，在近距双星内部而可重新审视行星

系统与行星形成机制，双星外围形成行星则

相对容易，这类行星被称为环双星行星。目

前已发现了 20多颗环双星行星。

在研究工作中，科研人员发现环双星行

星之间的散射和恒星的潮汐俘获可在近距双

星内部形成 S型行星，而潮汐俘获行星的几率

与双星的质量比、偏心率有关。双星的质量

比和偏心率越小，形成该类行星的几率越大。

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这种机制可以

在系统中形成逆行行星，即行星轨道方向和

宿主恒星自转方向相反。季江徽说，若这种

类型行星能被探测到，将会是对该机制一个

有力的佐证。该研究可为将来探测此类行星

的目标双星的遴选提供理论依据。

近距双星系统中S型行星形成机制揭示

改革开放40年·产城之变 编者按 4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40年，却又是造就闪光历史的宝贵时光。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城乡面貌焕然一新。那些具有丰厚历史积淀，因一产而兴、一业而旺

的城市，在改革和开放的双轮驱动下，老城市、老产业焕发了勃勃生机；在科技与创新的有力

支撑中，不仅诞生了新的机遇，也让传统优势产业走得更远，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本报从即

日起推出《改革开放 40 年·产城之变》系列报道，从一批特色城市的产业、城市之变，折射改

革开放给古老神州带来的崭新变化。

本报记者 寇 勇

“一带一路”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朱 彤

8月21日，由河北、天津、山东三地海事部门共同主办的2018年渤西三地海上搜救暨
溢油应急联合演习在河北沧州黄骅港1号锚地附近海域举行。演习内容包括直升机转移
伤病人员、搜寻救助落水人员、扑灭船舶火灾、溢油处理等。图为参加演习的救援直升机
抵达“事故船舶”上空，准备展开救援。 新华社记者 马宁摄

8 月 21 日，探索 9 年、经 18 个月加
工“打磨”，一块直径 4米、重达 1.6吨的

“大镜子”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通过项目验收。

右图 4 米量级高精度碳化硅非球
面反射镜。

下图 用于制造高精度碳化硅非球
面反射镜镜坯的高温烧结炉。

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4米口径1.6吨

“大镜子”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