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SKA弄过来，弄死你我，都弄不成！”

“先弄过来！弄死你我，还有后来人！”

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

南仁东，最初将中国的大射电望远镜梦寄托

在了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上，但他发现

这条路越走越难，于是开始反对在中国建

SKA。南仁东的师弟彭勃却是出了名的敢想

敢说敢干，师兄弟为SKA“吵”了起来。

我们到底要不要建大口径射电望远

镜？在哪建？怎么建？经过多次争论、多

方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建设一

个约 500 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一个

疯狂的计划，因为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

望远镜口径也不到 30米。

为了解决望远镜的支撑问题，需要找

到一个天然的“大坑”，让望远镜像一口锅

一样“坐”在里面；为了解决电磁波信号接

收机（馈源舱）的移动问题，需要设计可靠

又省钱的机械结构；为了让望远镜能够在

最大范围内灵活追踪目标，需要反射面能

动——这些挑战，逼出了一项项技术创新。

这个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由南仁东于 1994

年提出构想，历时 22 年建设，2016 年 9 月

25日落成启用。

“天眼”建成后，其综合性能比此前“世界

最大”的阿雷西博望远镜提高了10倍，将在未

来20年保持世界一流地位。以它的灵敏度，

即便有人在月亮上打手机，也能够被“看见”。

（文字整理：岳靓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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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52 岁的正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首席科学家余卫东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摸爬

滚打了 20 多年。一路走来，他看到了国家为

了更好地推进经济与科技结合，加速科技成

果商品化和产业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这两年密集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让他看到新的风口，他开始在北京再次创业。

原本“两张皮”的科技和经济，在改革开

放后渐行渐近。

自1985年始，中央在1995年、1999年等不

同时期，发布了围绕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的

相关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一语中的：“就是为了解放科技生产力，

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改观念 逐步切断“皇粮”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吃皇粮的上海橡胶

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利用周末时间，开发

出填补国内空白的橡胶密封圈，救活濒临倒

闭的社队企业，却因后者奖励的千元奖金被

控涉嫌收受贿赂，到车间劳改。

“韩琨事件”引发争议，其实质是对进一步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快科研体制改革的大声

疾呼。两个月后，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

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类似韩琨的人一律释放。”

改革，最关键也最难的是观念改变，最为

紧迫的，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一切束缚

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障碍。“综观每个阶段，

探索的重点不同，改革的内容不同，采取的政

策措施不同。但每一份决定中，科技成果转

化都是重要目标，相继提出新的财政、金融、

税收、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予以推动。”上

海市科委原体改法规处处长吴寿仁说。

1980 年 10 月 17 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

开展和维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

对创造发明的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

让，首次肯定了技术的商品属性。1981 年国

家科委首次提出对科技成果实行有偿转让。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批科技人员走出高

校院所，带着科技成果试办企业，形成一股创

办民营科技企业的潮流———中科院物理所

研究员陈春先，在一间挂满蜘蛛网的破旧库

房里，打造出我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

形；40多家由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

在北京中关村形成了“电子一条街”……

1985 年 3 月，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

启。财政科技拨款制度改革打响了第一枪。

改革前，科研单位都端着行政供给的“金饭

碗”。无论科研成果是否有效转化，钱都照拿不

误。按照之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科学技术拨

款管理的暂行规定》，科研单位不再是个笼而统

之的概念。他们被分成了几大类：全额拨款、差

额拨款、减拨直至停拨等。 （下转第二版）

从计划到市场，科技成果转化点燃经济引擎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亮点回顾（三）

科技日报昆明12月 12日电（记者赵汉
斌）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双星与变星研究组

近日在致密星双星领域取得了一项重要研究

成果，他们在对一颗掩食的分离白矮星双星猎

犬座 DE进行长期监测和分析后，给出了其周

围存在一个共双星物质盘以及一颗绕其转动

的类木巨行星的证据。国际天文学术期刊《天

体物理杂志》最新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猎犬座DE是由一颗白矮星和一颗晚型主

序星组成的密近双星系统，其轨道面与视线平

行，使得两子星互相遮掩而发生掩食。这类白

矮星与主序星双星经历过一个公共包层演化

阶段，因此发现和研究绕其转动的系外行星是

十分重要和有趣的，解答科学问题将深化人们

对行星形成和公共包层演化的新认识。

自2009年3月起，云南天文台双星与变星

研究团组韩忠涛等人利用一批国内外中小口

径望远镜对猎犬座 DE进行持续监测，并结合

美国变星观测者协会发布的数据，发现其轨道

正在快速衰减，同时还发现周期呈现出变幅为

28秒的周期性振荡。快速衰减的轨道揭示了

一个共双星物质盘正在从系统中抽取角动量，

盘质量约为太阳的万分之几到千分之几的量

级；小振幅的周期性振荡则揭示了在距离猎犬

座 DE约为 6个天文单位处存在一颗类木巨行

星。详细计算表明，巨行星的质量为0.01倍太

阳质量，正沿着一个近圆轨道运动。这些发现

表明猎犬座DE是一颗同时拥有共双星物质盘

和类木巨行星的特殊致密双星系统。此外，他

们还提出该巨行星可能属于第二代的行星天

体，与共双星盘的来源相同，都是形成于公共

包层演化时期物质抛射。

云南天文台发现特殊致密双星系统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物理评论快报》网站近日报道，上

海交通大学金贤敏团队研制出了全球首个轨

道角动量（OAM）波导光子芯片。这是首次

在光芯片内制备出可携带光子 OAM 自由度

的光波导，并实现光子 OAM 在波导内高效

和高保真地传输。最新研究作为亮点文章在

网站首页被重点推荐，有望在光通信和量子

计算等领域“大显身手”。

近年来，由于扭曲光（twisted light）具有

“甜甜圈”分布的强度结构、螺旋型波阵面的位

相结构、携带 OAM 的动态特性，被广泛用于

光操纵、光钳等领域。不同于光的自旋角动

量，OAM拥有无限的拓扑荷和内在正交性，可

用于解决通信系统信道容量紧缩的问题。而

在量子信息等领域，光子 OAM 可用于分发高

维量子态以及构建高维量子计算机。

但大规模应用 OAM 需要将其传输、产

生及操纵一体化，而此前的研究均无法让

OAM 存在于芯片内部。

在最新研究中，金贤敏团队通过飞秒激光

直写技术，制备了首个波导横截面为“甜甜圈”

型的三维集成 OAM 波导光子芯片。通过测

量从芯片出来的扭曲光与参考光的干涉，以及

对芯片前后的态进行投影测量，实验证实，此

波导可高效高保真地传输低阶 OAM 模式，传

输总效率达60%；且该波导会将高阶模式转化

为低阶模式。此外，该波导也可高保真地传输

三比特的“高维量子比特（qutrit）”态，超越传

统两比特的“量子比特（qubit）”态，表明此波导

有潜力用于高维量子态的传输与操控。

金贤敏希望该芯片首先能用于高通量光通

信领域；而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光操控专家基

山·多拉基亚认为，新芯片有望为量子光学和成

像等领域开辟新天地。据悉，该团队已为该波

导芯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发明专利。

首个轨道角动量波导光子芯片问世

据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消息，12月 12

日 16时 45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

制动，顺利完成“太空刹车”，被月球捕获，进

入了近月点约 100公里的环月轨道。

16 时 39 分，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

人员发出指令，嫦娥四号探测器在距月面 129

公里处成功实施 7500 牛发动机点火，约 5 分

钟后，发动机正常关机。根据实时遥测数据

监视判断，嫦娥四号探测器顺利进入环月轨

道，近月制动获得圆满成功。

所谓近月制动，就是给高速飞行在地月

转移轨道的航天器减速，使其被月球的引力

捕获，建立正常姿态，进行绕月飞行。这是月

球探测器飞行过程中一次关键的轨道控制。

记者了解到，月球逃逸速度约为每秒 2.38 公

里，如果航天器与月球的相对速度大于这个

值，就会与月球失之交臂。

这次精准的“刹车”难在哪？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轨道专家组组长

刘勇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介绍，

嫦娥四号发射入轨后，经过约 110 小时飞行，

以每秒 10公里左右的速度和月球相遇。此时

它与月球的相对速度约为每秒 2.4 公里。到

达制动点时，它需要通过减速发动机反推，将

速度降下来。

要让嫦娥四号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制动

量约为每秒 800 米。也就是说，将原本每秒

2.4 公里的相对速度，降低到每秒 1.6 公里左

右，“刹车”力度需要极其精准。刘勇说，如果

“刹重了”，每秒的速度多减掉 3 米，将使嫦娥

四号的环月轨道高度产生 10 公里误差；如果

多减 30米，可能导致它撞上月球。

近月制动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反推发动

机的推力。嫦娥一号实施我国首次探月任

务时，由于发动机推力较小，近月制动分 3

次才完成。而此后的“嫦娥姐妹”配备了推

力更大的减速发动机，均为“一脚刹车，准

确入弯”。

据悉，嫦娥四号由于准时发射、准确入

轨，原计划在近月制动前实施的 3次轨道中途

修正，只于 12 月 9 日进行了 1 次，就达到预期

目标。后续，它将在环月轨道运行一段时间，

调整环月轨道高度和倾角，开展与中继星的

中继链路在轨测试和导航敏感器在轨测试，

确保探测器最终能进入预定的着陆区，择机

实施月球背面软着陆。

“一脚刹车，准确入弯”，嫦娥四号进入环月轨道
飞 控 专 家 详 解 探 测 器 近 月 制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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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瑜

本报记者 付毅飞

12月12日，中信重工开诚特种机器
人列装暨福鼎生产基地投产仪式在福建
省福鼎市举行。据了解，在“人不能近、
人不能及、人不能为”的有毒、易燃、易爆
复杂情况下，智能消防机器人可替代消
防官兵进入火灾现场。

右图 消防机器人在模拟演练灭火。
下图 工作人员进行机器人生产组

装。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智能机器人

灭火显身手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陈春林研究员与日本东京大学

Yuichi Ikuhara 教授、重庆大学尹德强副教授

等人合作，在陶瓷材料中发现了区别于晶体、

准晶体和非晶体的固态物质新结构——一维

有序结构。相关成果于 12 月 10 日在《自然·
材料》上在线发表。

一维有序晶体的发现表明，固态物质结

构的种类比人们的已有认知更加丰富，并且

新结构的物理性质与相应常见结构类型具有

显著差异。固态物质按其微观结构的对称性

可分为三大类：晶体、准晶体和非晶体。晶体

具有旋转对称性和平移对称性，其原子有规

则地在三维空间呈周期性重复排列，比如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雪花、钻石、水晶等。非晶体

不具有旋转对称性和平移对称性，其原子排

列不具有长程有序如玻璃、石蜡等。准晶体

具有旋转对称性，但不具有平移对称性。准

晶体的原子排列具有长程有序，但不具有三

维平移周期性。

准晶体结构的物质在日常生活中不常

见，科学家最早在合金的相中发现了准晶

体。陈春林等人利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术

与第一性原理理论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在

氧化镁（MgO）和三氧化二钕（Nd2O3）薄膜

材料中发现了一维有序晶体，这更新了人

们对固态物质结构的认识。陈春林介绍，

该结构仅在一个方向上保留了晶体的平移

对称性和周期性，在其他方向上其原子呈

现无序排列，形成了具有一维平移周期性

的长程有序结构。

据介绍，构成一维有序晶体的结构单元

的原子排列与重位点阵倾转晶界的结构单元

非常类似。研究表明，尽管氧化镁晶体是能

隙为 7.4电子伏特的绝缘体，氧化镁一维有序

晶体则是能隙为 3.2 电子伏特的宽带半导

体。一维有序晶体的发现表明固态物质结构

的种类比人们的已有认知更加丰富，并且新

结构的物理性质与相应常见结构类型具有显

著差异。

陶瓷中藏有固态物质新结构

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12 月 1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实施所得税优惠促进创业投资

发展，加大对创业创新支持力度；部署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升级，助

力乡村振兴、“三农”发展；通过 2018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结果。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大

对创业创新支持的部署，鼓励发展创业

投资，用市场力量汇聚更多要素，提升创

业创新效能，促进扩大就业和科技成果

转化、产业升级，会议决定，在今年已在

全国对创投企业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型企业实行按投资额 70%抵扣应纳税

所得额的优惠政策基础上，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对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可选择按

单一投资基金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该

基金取得的股权转让和股息红利所得，

按 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或选择按

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其个人合

伙人从企业所得，按 5%－35%超额累进

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上述政策实施期

限暂定 5 年。使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税

负有所下降、只减不增。

会议指出，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部署，加快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升级，

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也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要适应发展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尊重农民意

愿，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基层创造性，因

地制宜有序推进。一是提升水稻、小麦、

玉米、马铃薯、油菜、棉花、甘蔗等主要农

作物机械化种采收水平。对开展深耕深

松、机播机收等按规定给予补助。对购

买国内外农机产品一视同仁，鼓励金融

机构开展抵押贷款，鼓励地方给予贴息

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二是推广

先进适用农机和技术。支持精量播种、

高 效 施 肥 、精 准 施 药 、节 水 灌 溉 和 大 马

力、高性能农机装备示范推广，研发推广

适应小农生产、丘陵山区的中小型农机

装备和机械化技术。三是聚焦弱项短板

加快农机装备创新和产业转型。鼓励大

型企业向成套设备集成转变。抓紧解决

主 要 经 济 作 物 薄 弱 环 节“ 无 机 可 用 ”问

题。提高农机装备质量。探索“企业+

合作社+基地”等研发生产新模式。四

是改善农机作业基础条件。推动农田地

块小并大、短并长、弯变直和互联互通，

支持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五是

积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培育农机专

业户、合作社等，鼓励农机服务主体与家

庭农场、种植大户、农业企业等建立机具

共享的生产联合体。推进“互联网+农

机作业”，促进智慧农业发展。

会议听取了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评审结果汇报，审议通过了获奖人选、

奖励种类和等级，鼓励更多科技人员尤其

是年轻人投身前沿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

扩大国际创新合作，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成

果，让科技更好服务和支撑经济发展与民

生改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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