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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新华社南宁12月10日电 （记者杨维
汉 姜潇 覃星星）壮乡奋进六十载，八桂大

地展新貌。10 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

立 60 周年庆祝大会在广西体育中心隆重

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来贺电。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

团长汪洋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

今日的南宁花团锦簇、喜气盈城，处处

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约 2.2 万名

身着盛装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欢聚在广

西体育中心，共同庆祝盛大的日子。主席

台上方，用壮、汉两种文字书写着“广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 60周年庆祝大会”横幅。“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奋力谱写新时代广西发展新篇章”巨

幅标语，表达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建

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12 个大字高

悬，两侧“1958”“2018”字样格外醒目。

下午 3 时许，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陈武宣布大会

开始。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孙春兰宣读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

军委关于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

年的贺电。

在热烈的掌声中，汪洋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他说，南国邕城百花齐放、八桂大

地万众欢腾。很高兴带着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托，带着全国各族人民的祝福，

同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

年。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广西壮族自

治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5600万广西各族干

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汪洋说，广西是祖国南疆一方宝地，自

古以来，各民族创造了五彩斑斓的多元文

化。近代以来，英雄的广西各族儿女始终

挺立在保家卫国的前线，投身于革命斗争

的洪流，涌现出一批批百折不挠、忠贞不渝

的仁人志士，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

山河的爱国乐章。60 年前，广西壮族自治

区宣告成立，开启了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

新征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自

治区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取得了

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改革开放阔步向前，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生

态治理成效显著，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砥砺奋进，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显著增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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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白洁）国

家主席习近平 10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

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加深互信，合作共赢，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

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让中德合作取得更多

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与

繁荣的成果。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

深刻的演变。中德在很多问题上有相同或相

近看法，双方应继续加强双多边合作，在造福

两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提出以下主张：

深化中德关系，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基

础。合作共赢始终是中德双方政府和各界的

主流意愿。双方要总结中德关系的成功经

验，继续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尊重彼此的

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德方继续保持密切高层

交往，用好双边丰富多样的对话机制，加强政

策沟通。

保持中德关系的活力，需要坚持开放和

创新合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德

国企业在中国新一轮开放中已捷足先登。我

们愿意同包括德国在内各国继续分享中国发

展的红利，同时也希望德国继续对中国投资

保持开放。

拓宽合作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可以提

供重要平台。中方愿同欧方、德方积极探讨

开展三方合作，推进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和“一

带一路”倡议对接，共同做大亚欧大市场。我

们愿同德方及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好中欧班列

这条贸易大通道。

双方要持之以恒推进人文交往，积极为

文化、教育、青年、体育等广泛领域交流搭建

更多平台。

双方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共同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落实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

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多边体系。中欧双方应当也可以在共

同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全球治理等方面相互

配合和支持，以中欧合作来维护多边主义，共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希望德方继续为此发挥

积极作用。

施泰因迈尔表示，很高兴以德国总统

身份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在中

国各地的参观，使我更加钦佩中国改革开

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

是成功使几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并解决温

饱问题，这一成就不容忽视。时隔 10 年再

次回到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后的灾区面貌

令人印象深刻。德方对德中关系发展感到

满意，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了解，扩大

共识，缩小分歧，深化合作，密切在国际事

务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德国

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将继续致力于

推动欧中互利合作，促进欧亚地区同中国

的互联互通。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

施泰因迈尔举行欢迎仪式。杨洁篪、丁仲礼、

王毅、夏宝龙、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

科技日报合肥12月 10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悉，该院固体

物理研究所伍志鲲研究员课题组与美国卡耐

基梅隆大学金荣超教授合作，通过精选配体，

构筑适当的团簇间/内弱相互作用力，生长出

高质量的单晶，成功解析出 Au144（SR）60 的

团簇结构，其结构此前困扰科学界多年，是金

纳米团簇结构研究的“圣杯”。相关成果日前

发表在《科学》子刊上。

金子在通常情况下是黄色的，150多年前，

英国著名科学家法拉第却合成了鲜艳的酒红

色金溶胶。这种酒红色的金激起了人们的兴

趣，也开启了纳米粒子研究的时代。为什么金

溶胶是红色的？在溶液中单个金原子如何堆

叠生长成金纳米晶？……这些问题激发了人

们的研究热情，但也长期困扰着人们。介于金

原子与金纳晶间的金属纳米团簇为理解这些

问题提供了理想材料，特别是处于从纳米团簇

向纳米晶转变“临界尺寸”附近的纳米团簇（纳

米晶），更受到了特别青睐。然而，对其结构的

解析却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研究人员利用单晶 X-射线衍射解出了

Au144（SR）60 的结构，证实了该团簇由三壳

层（Au12-Au42-Au60）的金属内核和表面 30

个 SR-Au-SR 的“订书钉”结构单元构成，并

揭示出团簇间/内存在弱相互作用力，为他们

提出的团簇间/内弱相互作用力在晶体生长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

也为后续高难度的金属纳米团簇/纳米晶的

单晶生长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变温单晶X-射线衍

射发现，Au144（SR）60团簇中不同长度的金-金

键具有不同的变温伸缩性，其中键长为2.88埃的

金-金键，相对于其它键长的金-金键来说，具有

更好的热延展性，从化学键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

金属相对于其它常见固体具有更好的热延展性。

黄金为什么能变成酒红色？150年谜题解开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在整个东南

亚，百部科植物百部属的大百部是传统的药

用植物，其杀虫、止咳润肺的功效已得到验

证。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百部属植物种子传

播的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直到最近，研究团

队在进行植物调查时，才破解了这一秘密。

种子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重要的繁殖

器官，种子的大小、形态、颜色、气味、化学组

成和在植株上着生的位置等特征，在不同的

植物类群中存在不同的变化，这为种子传播

者提供了视觉、嗅觉、触觉、味觉，甚至是听觉

上的感知线索，进而为种子植物及其传播“媒

人”的协同或弥散性进化提供了舞台。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卫邦研究员带领

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团队，与中科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及华中师范大学研究人员

合作，发现在自然生境及植物园人工栽培条件

下的大百部蒴果，都会被胡蜂取食和传播。胡

蜂以之字形的飞行轨迹靠近大百部传播体，当

距离约10厘米时，胡蜂会猛扑向传播体，与捕食

猎物如出一辙。胡蜂花费几分钟时间，咬掉携

带油质体的种子后，会飞行一段距离，再找适合

的地点对携带的传播体进行加工——类似于加

工昆虫猎物的行为。在猎食昆虫时，他们通常

将猎物去头去尾，只取食中间的肌肉部分，然后

用口器和脚将其搓揉成肉糜，带回巢穴饲喂幼

虫。胡蜂用同样的“手法”搓揉大百部传播体，

咬掉大部分油质体后，丢弃的种子就落到地面

上，被觅食的蚂蚁进行第二次传播。

研究人员通过野外调查、化学分析、触角

电位测定、胡蜂触角上的蛋白受体确定及一

系列行为实验，解析了大百部种子被胡蜂传

播的机制。研究揭示，胡蜂在大百部种子传

播过程中扮演长距离传播的角色；大百部油

质体在模拟昆虫血淋巴的同时，释放的嗅觉

线索是维持胡蜂和大百部传播体关系的重要

信号；胡蜂和蚂蚁协作传播大百部种子的行

为，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物种目前的分布格局。

此前，胡蜂传播种子被认为是罕见的种

子传播类型，仅在龄草属、沉香属等少数物种

间进行，而且胡蜂到底是偶然传播蚁播植物

的种子，还是它们之间已形成互利合作的稳

定进化关系，却没得到机制上的阐述。种子

释放视觉的、嗅觉的或味觉的信号，是否能指

引胡蜂定向识别和传播种子也是有待解决的

问题。这项研究成果以“碳氢化合物介导种

子扩散：一种新的机制”为题，在线发表于植

物学领域期刊《新植物学家》上。研究为解析

其他蚁播植物居群时空分布格局的形成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新的思考视角；而探索这些不

常见的种子传播策略，也可帮助人们深入了

解复杂的动植物互惠关系。

为了传播，大百部种子扮成昆虫“招蜂”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实习生曹希
雅）日前，记者从长沙市科技局组织的一场高

校成果转化对接会路演上获悉，我国科学家

历经 6 年，研制出具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

电机伺服驱动精密模压成形机”。相关研究

成果的落地，有望突破玻璃光学制造技术、装

备和工艺上的国外封锁。

近年来，随着光电行业的迅猛发展，玻璃

光学器件的应用和需求越来越广泛。但目前

国内的光学器件制造仍受制于日本、德国等

发达国家。国内玻璃光学器件制造企业几乎

依赖国外进口加工设备，并采用国外加工工

艺。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玻璃光学器件制

造的最大“痛点”。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玻璃微纳阵列高效超精密模压制

造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周天丰率领团

队，经长达 6 年的攻关，提出了全电机伺服驱

动精密模压成形机的设计思想，并以此为基

础研制开发了样机，通过技术攻关，形成了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玻璃模压加工工艺，

可实现在可见光玻璃材料和红外玻璃材料上

加工各种类型、各种尺度微结构阵列与自由

曲面玻璃器件。

周天丰介绍，设备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

相比国外同类型设备所使用的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更利于对控制系统进行改写和调试以

及对工艺数据的保存和导出。同时，使用电

缸作为模压机的驱动元件，相比国外同类型

设备较多使用的气缸，更有利于对模压速度

和模压位置的精密控制。此外，设备还对加

热模块进行了进一步优化，相比国外同类型

设备，有更高的加热温度范围。

目前，课题组已完成国内首套产品的开

发，成果已具备产业化条件，并已在航空航天、

兵器、船舶及激光器制造有关单位投入使用。

我研制出首台套玻璃光学器件制造加工装备

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扔进一块巨石，20

年前中科院的改革在中国科技界引起巨大反

响，因为有的研究员下岗了。

当年，中科院将北京的 4个与数学相关的

研究所统一整合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设置的创新岗位也就是从事科研的岗位只有

200个，4个研究所却有 450个人竞争这 200个

岗位。在原有的 160 名研究员中，只有 60 个

可以被聘为研究员，还要留出 20％的名额用

于向国内外公开招聘优秀人才。

之所以要进行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都

缘于中科院启动的“知识创新工程”。

知识创新，中科院率先探索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不是偶然为之。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

新的变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成为创造新财富的核心与基础，创

新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科技的竞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传统产业的发

展有所减慢，同时也为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

的调整提供了机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7年，中科院组

织专家学者研究中国面向 21 世纪、面向知识

经济时代的战略问题，并向党中央提交了《迎

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

报告，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国家创新体

系的思路与新时期中科院的战略选择，建议

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998 年 6

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科院开展知识

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

自此，凝练科技目标、调整科技布局、改革

管理体制、优化队伍结构、培育引进人才、加强

条件建设、扩大开放联合、培育创新文化、促进

成果转化，成为中科院改革的主旋律。

只保留1/3的人做研究工作

让一部分研究员下岗不是改革的目的，

而是为了把创新岗位留给那些想创新能创新

的人。 （下转第三版）

先行先试 知识创新工程勇立潮头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亮点回顾（二）

壮阔东方潮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变迁

本报记者 李大庆

近日，“中外摄影对着拍——庆祝中
国改革开放 40年摄影展”在北京举行。
展览精选出中外摄影师 40年前后在中
国各地拍摄的各 40 幅作品，再现 40 年
今昔中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图为前来参观的摄影爱好者正在观
看摄影展。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镜头里的

40年变迁

58 岁的郑代雨穿着由铜丝制成的屏

蔽服进入等电位，连弯腰都很困难。他任

由高压电靠近自己。因为电流的通过，郑

代雨的头发都呈竖立的状态，鼻尖也出现

了放电现象。现场的人们，心都提到了嗓

子眼。

与此同时，电压还在不断地提升，90

万伏，100 万伏，110 万伏……一直到试验

结束，郑代雨也安然无恙，试验成功了！

这是 1984 年 8 月 2 日，在武汉高压研

究所的高压试验场内进行的我国特高压首

次人体带电试验。在上世纪 80年代，只有

少数几个国家在探索试验特高压输电技

术，没有成熟的经验方法可以借鉴，这次试

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试验不但在世界电力史上创造了新

纪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特高压输电技

术的研究工作。2009 年 1 月，我国自主研

发、设计和建设的 1000 千伏晋东南—南

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建成

投运，成为世界首个 1000 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

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八交十

直”特高压工程，在建“四交一直”特高压工

程。拥有世界上首套特高压标准体系，在

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领域处于国际“领

跑”水平，不断刷新着世界纪录。同时，也

实现了我国特高压技术、装备、工程总承包

和生产运营成套“走出去”，在 7 个国家和

地区骨干能源网的所有项目运营稳健，全

部盈利，成为中国向世界亮出的“新名片”。

（文字整理：岳靓 图片来自网络）

点赞中国这项全球领先技术

不能不提那场惊心动魄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