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客 A380 机翼的焊接与铆接工艺

很复杂，为此，空客公司把 A380 的一段机

翼放到英国散裂中子源里，进行铆接和

焊接，同时测量温度、应力变化，由此得出

最佳的工艺。”在首登广州科技活动周的

中科院 SELF+Guangzhou 论坛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总

指挥陈和生为公众讲述我国散裂中子源

如何建以及有何用。

5 月 19 日，全国科技活动周在各地拉

开帷幕。持续整整一周的科技活动周，不

仅有科技大咖分享、高科技成果展示等传

统项目，各地还增添了不少创新项目。

让“高冷”科技走近大众

在吉林省科技活动周主会场内，“大明

星”集聚。打破国外同类技术垄断、国际上

分辨率最高的大视场三线阵相机，在资源、

生态、农林、金融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的

“珠海一号”卫星，国际上最先进的、超宽幅

宽的“高分六号”相机，还有搭载在大名鼎

鼎“天宫一号”上的高光谱成像仪……难得

一见的航天设备令观众们直呼“大开眼

界”。这是中国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连

续 5年在科技活动周举办开放日活动。该

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立勋说：“希望通过

展示和讲座，让大家知道高科技离我们的

生活并不遥远，也让老百姓能够了解我们

国家前沿科技的动态。”

不只是吉林，全国其他地方也“开动脑

筋”，在科技活动周上让高精尖、高大上的

科技走近大众。

与以往不同的是，陕西省今年首次

让机器人等互动类活动进入农村学校，

让孩子们领略到人工智能等黑科技、高

科技的魅力。

在青岛，今年 4 月底刚建成的海洋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中心首次向公众开放。公

众可实时观看西太平洋深海潜标数据，了

解数千公里之外深海大洋的风云变幻。

出奇招让有限科技
周和日常科普衔接

在广州科技活动周的主会场广东科学

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十多家科技企业和科

普基地展出它们最新的科技成果。

高新兴集团带来的机器人，拥有高清

摄像机和红外热成像摄像机的“火眼金

睛”，具备自主感知、自主行走、自主保护、

互动交流等能力。

引导“民企”发展科普事业，利用“民

智”提供科普服务，是广州开展科普工作的

亮点之一。目前广州市认定的 166 家市科

普基地中，企业创办的科普基地占了将近

40％，直接受益的公众达 500多万人次。

广州高新区集聚了众多科技创新平台

和高科技企业，拥有丰富的科普资源。该

区因势引导，鼓励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建设

科普基地，现已有广东省凉茶博物馆等多

个企业科普基地。

2014 年，根据举办科技活动周的相关

要求，广州首创了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此

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普工作中专业人

员“缺席”的窘境。从最初的 88 名到 2018

年的 186 名选手，该讲解大赛规模越来越

大, 吸引了各科普基地从业人员、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科学传播

爱好者前来参加，已发展成为全国科技活

动周的重点示范活动。

“突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翼齐

飞，打造新品牌活动，焕发传统活动新活

力。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探索，让有限的科

技活动周跟日常的科普相衔接，让科学素

养提升不断线。”广州市科技局副局长詹

德村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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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在浙江杭州钱塘江
畔，城市灯光秀和约 150架无人机
组成的空中编队表演交相辉映。

“520 中 国 ”“ 我 爱 你 中 国 ”“70
年”……对祖国进行的一场“深情告
白”闪耀钱塘两岸。

右图 杭州钱塘江畔上演“我爱
你中国”主题灯光秀。

下图 无人机空中编队组成“70
年”字样。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520中国”

把“命门”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华社北京5月 20日电 为推动全军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确立习近

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

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奋力推进

新时代强军事业，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

工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日前正式出版发行。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

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实现

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纲

要》由绪论、主体部分、结语组成，共 18 个部

分、85个条目，全面系统阐述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实践要求，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基

本教材。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认真

组织《纲要》学习使用。要把学习《纲要》纳

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

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纳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引导官兵自觉用习近

平 强 军 思 想 武 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推 动 工

作。要以学习《纲要》为抓手，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系统学、及时跟

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努力掌握贯

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

在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纠治表态

化、浅表化、功利化等不良学风，做到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下转第三版）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印发全军

“新的国际单位制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

计量开启蓬勃发展全新时代。”

5 月 20 日一大早，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副研究

员宋明哲就在朋友圈发文，纪念有特别意义

的 2019年国际计量日。

基本单位全部由常数定义

在2018年召开的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上，

经包括中国在内的53个成员国集体表决，全票

通过了关于“修订国际单位制（SI）”的 1 号决

议。根据决议，质量单位“千克”、电流单位“安

培”、温度单位“开尔文”、物质的量单位“摩尔”

等4个SI基本单位的定义由常数定义。决议于

2019年国际计量日——5月20日正式生效。

加之此前对时间单位“秒”、长度单位

“米”和发光强度单位“坎德拉”的重新定义，

至此，国际计量单位制的 7个基本单位全部实

现由常数定义。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方

向介绍，国际单位制规定的 7 个基本单位，好

比 7块彼此独立又相互支持的“基石”，构成了

国际单位制的“地基”。国际单位制规定的其

他单位，如力的单位牛顿、电压单位伏特等，

都可以通过 7个基本单位导出。

“这是测量科学迈出的关键一步，可以说计

量正式迈入了量子时代。”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

射一级计量站主任刘蕴韬评价，这是自米制公约

诞生后，计量世界中最重大的、革命性的事件。

日常测量没有明显变化

一直以来，全世界都依赖一块铂铱合金圆

柱体——国际千克原器（IPK）来定义“千克”。

IPK 及其复制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制

成，在当时满足了对计量基准准确度及稳定

性的要求。但实物基准制成后，总有一些不

易控制的物理、化学过程，使其特性发生缓慢

变化，因而保存的量值也有改变。

国际计量局官方数据显示，100年间，各国

保存的质量基准、国际计量局官方作证基准与

IPK 的一致性共发生了约 0.05 毫克的变化。

但IPK质量究竟变化了多少至今仍然是个谜。

“用基本物理常数普朗克常数重新定义

千克后，质量基本单位更加稳定，量值传递更

加可靠，不必再考虑 IPK 质量是否发生变化，

更不必担心 IPK 丢失、损坏可能给全球质量

量值统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刘蕴韬说。

“7个基本单位全部由常数定义，可以说是

‘不变’的‘巨变’。”宋明哲解释，所谓“不变”，

是指计量单位实现量子化定义后，人们日常接

触的测量活动没有明显区别，从超市电子秤到

工业大尺寸坐标测量机，定义修订前后，测量

的数值并不会发生变化。“巨变”是指随着基本

量的重新定义和量子测量技术的发展，计量基

准可随时随地复现。通俗地说，人们在生产生

活中将能够直接应用最准的“标尺”。

我国测量能力居世界第三

计量单位的重新修订，可能对人们生产

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宋明哲以已率先完成量子化定义的“秒”

举例说，1967年以前，“秒”的定义是平太阳日

1/86400 的时间长度，1967 年量子化定义后，

“秒”的精确度提高了1000万倍，引发卫星导航定

位革命，成就了数万亿美元的定位和服务市场。

“现在人们日常用的地图导航、打车软件、共享单

车等，都是‘秒’重新定义带来的丰硕成果。”

“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可视尺度，

开展宇宙尺度的引力波研究、微观尺度的原

子核内部问题研究等，都需要更加精确的基

本量定义。”刘蕴韬告诉记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秦宜智表示，目前,我国获国际承认的国家

校准测量能力跃居世界第三位，自主可控的

国家时间基准达到 3000 万年不差一秒，长度

量子基准达到每米误差不多于 50 纳米，都跻

身世界先进行列。在这次国际单位制量子化

变革中，我国对于温度、质量的重新定义作出

了重要贡献。（科技日报北京5月20日电）

“ 不 变 ”的“ 巨 变 ”
用常数替代实物 国际单位制完成量子化变革

本报记者 陈 瑜 翟冬冬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凡是跟我们合作的

企业科研人员，最后都得到提拔，这些企业也

获得发展的机会。”王贻芳的一句话，引来台

下听众的会心一笑。

5 月 20 日，在南京举行的紫金山科技论

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既没有讲前沿科学的最新

进展，也没有畅谈回到家乡的激动之情，他只

用了三个小例子，讲述基础研究如何跟技术

相结合。他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工业界的

合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

9年前，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找到北方夜视

公司想要共同开发高性能光电倍增管，用于

江门中微子实验。当时，国内仅能生产小尺

寸光电倍增管，相关企业还被打得落花流水，

市场完全被国外垄断。那时，北方夜视完全

没有研制基础，不免顾虑重重。经过 2年反反

复复，这对“恋人”终于在 2011 年牵手成立合

作组，共同研发新型光电倍增管。

2016年底，双方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北方

夜视南京分公司拥有了 20英寸微通道板型光

电倍增管的生产能力，将生产 1.5万支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光电倍增管用于江门中

微子实验。

同样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科学家需要建造

一个巨大的有机玻璃球体，其直径相当于12层

楼高，建于约地下七百米处，并且对其寿命、透

明度等都有较高要求。目前高能所和江苏泰

兴汤臣公司正在一起冲击这个世界之最。

同样的案例，还有高能物理所与南京烷

基苯厂合作研制液体闪烁体、与昆山国立联

合研制速调管等等。

“一般来说，基础科学研究不会直接产生

有用的价值，也就是说不会立刻对我们的

GDP产生作用。”王贻芳说，但是只有在研究

的过程中，各种创新才会不断涌现出来，“基

础科学研究是一个最好的创新平台，没有第

二，只有第一。”

王贻芳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前沿技术

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领先的基础科学研究

也是软实力的标志。

“工业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

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又

带动了工业水平的提高。”王贻芳解释说，基

础科学研究与工业界的合作，提高了工业界

的创新与研发能力；培养了创新型研发人才；

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也获得了进入

相关国际市场的门票。同时，国家的硬实力

也得到提高。

“科学家的创新能力、创新要求和工程师

的严谨相结合，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最佳

途径。”王贻芳说。

（科技日报南京5月20日电）

紫金山科技论坛上，王贻芳院士指出——

基础科研与工业界要多点跨界合作
本报记者 张 晔

我国光电子芯片，已在豫北小城鹤壁获

得突破。其中的 PLC光分路器芯片早在 2012

年就实现国产化，迫使国外芯片在中国市场

的价格从每晶圆最高时 2400 多美元降到 100

多美元。目前已占全球市场 50％以上份额。

更了不起的是，他们研发的阵列波导光

栅（AWG）芯片，在骨干网、高速数据中心及

5G 基站前传等领域获重大突破，其中，骨干

网 AWG 进入相关领域知名国际设备商供应

链，高速数据中心及 5G 应用技术有望在国际

竞争中领跑。近日，他们已在 5G 前传循环型

波分复用、解复用芯片核心技术方面，开始实

验验证工作。

攻克光电子芯片三大壁垒

5 月 17 日，科技日报记者前往鹤壁采访。

在仕佳光子展厅里，吴远大介绍，在目前世界上

100多类高端光电子芯片中，国内有两大类全系

列化芯片技术基本实现国产化。一类是主要应

用于光纤到户接入网中的PLC光分路器芯片，

另一类是主要应用于骨干网、城域网、高速数据

中心和5G领域的阵列波导光栅芯片。“这两类

芯片，都是我们公司研发的。”吴远大说。

今年 45 岁的吴远大，是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致力于高性能无源光

电子材料与器件的应用基础研究，同步开展

PLC 光分路器芯片及阵列波导光栅芯片的

产业化技术开发工作。2011 年，作为我国光

电子事业主要开拓者王启明院士团队的一

员，他与所里的 6 个年轻人一起，来到鹤壁担

任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裁，开展院企合作，开启我国高端光电子

芯片的产业化之路。

吴远大说，在国家 863 计划、973 计划项

目资助下，中科院半导体所对这些芯片已经

开展了十多年的基础研究，但由于三方面原

因，此前一直没有产业化。

一是高质量的高折射率差硅基 SiOx 集

成光波导材料基础薄弱。微电子技术中二氧

化硅薄膜材料的厚度，一般仅为几百纳米；而

平面集成光波导芯片中，则要求二氧化硅膜

的厚度高达几个微米，甚至几十个微米，要求

无龟裂、无缺陷，且更偏重二氧化硅材料的光

传输性质。 （下转第二版）

厚积薄发，国产PLC光分路器芯片占全球市场50％份额

本报记者 乔 地

2019 全国科技活动周如约而至。随

着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在各地

展开，整个社会掀起科技热潮。

很多人认为，科技是“高冷”的，与日常

生活联系并不紧密，离自己很遥远。然而，

从今年的科技活动周可以看出，一些平常

只能在新闻中看到的“高冷”科技，已经被

“搬”到活动第一线，给了大家近距离接触

的机会。

在陕西，机器人等首次进入农村学校，

让孩子们感受到人工智能等黑科技、高科

技的魅力；在山东青岛，市民和青少年有机

会零距离接触“科学”号海洋综合科考船及

“发现”号深海机器人；在中科院大连化物

所里，市民能用世界上最快的“摄影机”观

察分子反应的实时过程；在广州，市民可与

阿尔法人体动作模仿机器人、仿生同步手

掌等机器人亲密互动……

“润物细无声。”这些科技活动的开展，

在社会上普及了科学知识、弘扬了科学精

神、传播了科学思想、倡导了科学方法。

在为这些活动点赞的同时，我们也要

看到，虽然科技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但科技活动周却只有短暂的 7天，在这

有限的时间内，很难使科学得到持续的普

及。因此，科普不应该只在科技活动周举

办时引发广泛关注，举办过后就无人问

津。科普活动应该常态化，让大家可以在

生活中经常可见、并乐于参与。同时，通过

科普活动的开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

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科技活动周时间短暂，我们更要利用

好其影响力和创造力，把好的形式、经验积

累下来，形成机制和常态，在世界科技强国

的征途中，在科普惠民的实践中，打造出

“永不落幕的科技活动周”。

打造永不落幕的科技活动周
龙跃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