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马树怀2019年 11月 20日 星期三 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河桥镇是杭
州西部的一个山区小镇，近年来河桥镇
以农村“文化礼堂”为载体，多次举办

“健康素养”进村活动，并成立一支由健
康办、卫生院、妇联、红十字会等部门联
合组成的“健康快车党员服务队”，定期
走村入户，为山村百姓上门体检并将健
康理念送入千家万户，提高农村百姓的
健康素养。

图为11月19日，杭州市临安区河
桥镇卫生院的党员志愿者们在泥骆村
为村民进行定期的上门体检。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健康快车”

进山村

“您提到的硅谷公司所用的生产方式，革

新多次也无法做到高通量、无差别地生成新

材料，我们的全新方法能够高通量、无差别、

均一性地制备新材料芯片。”11 月 12 日，在第

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现

场，参赛选手在被问到国外对标公司时，以新

技术“人无我有”的底气对评委抛过来的问题

做出回答。

新材料被誉为“产业粮食”，在大赛的开

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新材料产业发

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干勇表示，新材料是

制造业和武器装备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

是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物质先导，更是当

前补齐我国科技短板的重要着力点，已成为

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

“过去，我国高端及大规格新材料主要依

赖进口。”干勇表示，现在这种现象仍存在，但

可喜的是，我国材料科技发展十分迅速，以国

家 973 计划、863 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为核

心，突破了一批关键材料制备技术，取得了一

批核心技术成果，我国新材料科技水平稳步

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从“人有我无”到“人
有我有”再到“人无我有”：
国赛折射行业光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打破进口垄断、替代

进口产品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之奋斗的

目标。在新材料领域，实现进口材料相同的

性能，加工起来要保持一致甚至更高的良品

率，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起步晚，专利赛道

已经被占据，而绕开专利另辟新路也加大了

创新创业企业寻找新配方的难度。

以半导体封装材料市场为例，在过去的

几十年内被德、韩、美等国所垄断，进口替代

材料需求巨大。“首先是技术性的突破，在技

术上有能够替换国外竞争对手的产品，同时

又要让这些产品的一致性以及良品率能够跟

国外产品相媲美。”参赛企业之一的深圳市思

迈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曦表示，去年

还处于小批量量产的 LED 半导体封装材料，

今年已经实现了放量量产。

参赛的不少企业以国外企业对标，例如

上海艾普科创始人满洪洋表示，国际材料巨

头 3M 公司是他们瞄准的目标。尽管现阶段

企业很小，但已经开发出适用于制作成为航

天、汽车、风电等领域的模具，打破国外在这

个领域的市场占有垄断地位。

“事实上，很多国内企业对进口替代材料

的需求很大。”赵曦说，新材料行业目前到了

蓬勃发展的时代。新材料品类众多，追求“人

有我有”的同时，还必须在应用性能上不断突

破，弥补现有材料的短板，这也将是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主旋律。

与此同时，随着基础研究的厚积薄发，越

来越多的超性能新材料诞生。

结构的变化是原始创新。在大赛开幕式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高介绍了一种全新

的化合物单体：“结构决定理化性质，决定性

能，新单体的苯环与二碳杂萘酮环不在同一

个平面上，到现在为止只有中国有。”蹇锡高

说，与传统的工程塑料相比，新单体在耐高

温、低成本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可取代长期

以来由杜邦等企业垄断的一些用材领域，例

如航天航空电缆用材。

“高速动车组创新基于材料优先创新，高

速动车组的持续发展，新型材料将继续发挥核

心支撑作用。”中车集团副总裁王军表示，而在

新材料应用颇为集中的高速动车组方面，我国

通过自主创新开发了碳纤维车体、动车组轮

轴、受电弓碳滑板等关键零部件，实现了自主

化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提升。未来，高速动车组

将更加关注镁合金、石墨烯、气凝胶、碳纳米

管、非晶合金等新材料的发展和应用。

全新材料带来新奇
特：从新品“突围”到全面
体系“布局”

新材料自带魔幻属性。

整个世界由物质构成，新材料科学及产

业能让分子、原子点化成金、为人所用，通过

物理、化学特性上的转变，带来工业生产最大

想象空间、最意想不到的新奇特。

有 了 新 材 料 ，火 力 发 电 的 煤 耗 将“ 腰

斩”。“现在每度电煤耗为 340 克标准煤，如果

能够达到条件，建立超超临界机组发电，那

么，燃煤发电能耗将下降到每度电消耗 210

克标准煤。”干勇介绍，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能

够能生产出耐高温 700 摄氏度以上的耐热合

金，目前我国在 700 摄氏度以上耐热合金的

研发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有了新材料，轴承齿轮将幻化于无形。

磁材料是新材料领域的创新热点，随着永磁

调速原理的发展，机械力很可能不是运行连

接必须的，通过磁力可以产生柔性连接，保持

距离、避免磕碰、不用润滑，没有摩擦耗损。

例如在隐身潜艇中应用，则可以大大降低潜

艇启动以后的噪音，增加隐身能力。

有了新材料，坚硬的现实载体将无限柔

软。有预测显示，具有柔软、可印制和光电性

能可调等特性的新材料，有望推动柔性显示、

能源转换、仿生智能和健康监测等若干产业

的快速发展，从而撬动万亿元规模的市场。

这一切呼唤具有简易制造流程、低成本、轻便

可弯曲等特性的新型柔性电子材料和器件。

新材料辈出，呈现的是全面开花、四面

“突围”之势，并不遵循其他产业领域的迭代

规律。

获得本次大赛初创组冠军的安徽科昂纳

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气凝胶的企业。

“我们团队开发的环保型气凝胶生产工艺，原

材料是二氧化硅，也就是沙子，生产过程没有

废水产生，生产过程安全，原材料没有流失，

所以气凝胶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团队负责

人张尚权表示，新工艺一改现有的气溶胶生

产工艺高污染的缺点，使得气溶胶的应用有

望峭壁式增长。

在前文中提到的“硅谷公司照样怼”的深

圳市矩阵多元科技有限公司则是发明了多元

脉冲沉积系统，可以帮助新材料开发者一次

试验 100 种不同类型的新材料。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科学家张晓军表示，过去的新材料筛

选成本高且周期长，以芯片材料的选材为例，

每一次实验要花费 3 万美元。矩阵科技通过

激光脉冲将 100 种材料凝集到一个厘米见方

的方块上，同时做不同的实验，而且可对实验

结果自动化地扫描数据，快速筛选出最佳的

材料。

可以想见，如果拥有了这样的利器，进而

构成更高效的新材料筛选体系，将在新材料

“掘金”竞速的赛场上事半功倍。市场用脚投

票表明，应用型基础研究领域对其产生了偌

大的兴趣。张晓军介绍，在与美国、日本、荷

兰三家供应商同台的竞标中，他们不以价格

优势，最终中标。

创新创新：撩动人心，
澎湃产业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整个政、

产、学、研、用各界都有深切的感受，在科技创

新方面、产业创新方面新材料产业领域涌动

着很强烈的愿望。”多次作为专业评委参与新

材料大赛的助力资本创始人邱玉芳表示“国

赛”的趋势有“三高”：参赛企业的项目质量和

项目来源都非常高，自主创新的质量也越来

越高，科研人员参与创新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源头创新占比逐渐增大，这次也看到了很多

突破性的基础性材料。

据介绍，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共有

30287家企业参赛。其中，新材料行业参赛企

业 2365 家，在 37 个地方赛事的逐层评选下，

最终有 193 家企业入围本届新材料行业总决

赛，严过百里挑一。

新材料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在该领域创

新创业，将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夯实物质基础。此次新材料行业总决赛云

集了半导体级湿电子化学品材料、电池高端

隔膜材料、高强度碳纤维 PDCPD 复合新材

料、混纺甲壳素纤维生物材料、耐高温超绝热

复合材料、多级结构硅铝核壳纳米材料、石墨

烯基复合散热材料、Ti(C,N)基金属陶瓷材料

等科技成果。新材料被誉为“产业粮食”，全

国各地的新材料创新者到访滨城，将在东北

亚创业创新创投中心开垦出盛产“产业粮食”

的一方沃土。

科技部火炬中心一直致力于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培育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我国高新技

术的发展壮大，新材料是重要突破口，需求将

更加旺盛。开幕式上，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

任盛延林在讲话中表示，大赛在促进“双创”

升级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近年

来，大赛坚持在赛事中举办大小企业对接会，

得到了数十家龙头企业的积极响应，并有

2000多家创业企业进行深入对接。从去年开

始，大赛推出了大中小企业融通专业赛品牌，

本届大赛的大中小企业融通专业赛设立了京

东、百度、华为、华润、新东方等专场赛事，不

久将在沈阳也举办相关专业赛事。材料是国

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新材料是各国必争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盛延林寄语参赛企业能够借

助大赛服务，在创新创业道路上不断取得新

成绩，为我国新材料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辽宁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大南致

辞时表示，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

新工作，切实把创新驱动作为辽宁发展的优

先战略，下一步将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振兴专项行动，重点围绕新材料、智能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积极抢占科技制高

点，支撑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希望大

连能以承办这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发挥资源

优势，努力打造创新创业创投之都。

当前，新材料产业已经成为大连经济发

展的新支撑。大连首次承办新材料行业总决

赛，将充分利用大赛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为

大连新材料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动

力。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志宏致辞到，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

在大连举办，为大连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

提供了重要平台和难得机遇，大连将竭尽所

能，强化服务意识，努力打造良好发展环境和

政策环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创新创业提

供有力支持。

播 种 新 材 料 产 业 之 林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侧记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一等奖企业合影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一等奖企业合影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获奖企业代表合影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获奖企业代表合影

“可以说，没有国际合作这把‘钥匙’，就

没有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

借鉴、相互促进，也就没有中国科技的快速发

展与进步。”在 19 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 2019

年国际化发展工作会议上，中科院国际合作

局局长李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建院 70 年来，中科院的国际合作工作呈

现出多点开花、点线面各层次有机融合的发

展态势，如今已与 79个国家开展双边合作，参

与了 113 项多边合作。人才往来交流规模从

上世纪 70 年代每年的交流量不足 2000 人次，

达到现在的每年 4万余人次。

打开了科技界通向世
界的大门

国际合作打开了新中国科技界通向世界

的大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科院派出新中国

第一批留学生赴苏联学习，赴法国、匈牙利、印

度等国参加国际会议，开启了国际科技交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科院科技发展处在

成长时期，非常重视与发达国家的实质性合

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借助于中美

高能物理合作，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合肥托卡马克装置的后期升级、上海同

步辐射光源的建设、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暗物

质卫星“悟空”号、天眼 FAST、量子卫星“墨

子”号的成果均与国际合作的贡献有关。“随

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我们也在努力

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逐渐实现从参与

到主导的转变。”李寅表示。

我国科技走出去的重
要抓手

与此同时，国际合作也成为我国科技“走

出去”的重要抓手。通过国际合作，我们突破

了科技国家队在海外建设分支机构“零”的纪

录，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建设了 10 个院级海

外科教中心，在欧洲建设了两个院级联合实

验室。

“科技创新成为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的先手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

家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

大、打通了国内外先进技术和优质产能联动

的管道，对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科技支撑作用。”李寅强调，国际合作使

得中科院和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

他进一步举例说，此前，慢性肾病一直在

斯里兰卡普遍存在，人们不清楚这种疾病的

发病机制，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表明，饮用水

水质低是慢性肾病发病率高的重要原因之

一。针对这一问题，斯里兰卡政府长期寻求

国际合作与援助。

在与斯里兰卡相关政府部门多次深入交

流和对慢性肾病多发地区现场调研的基础上，

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推动签署了多项重要政

府间合作备忘录及落实政府间备忘录的合作

协议。目前，这项合作正以“中国—斯里兰卡

不明原因慢性肾病研究合作项目”的名义迅速

推进，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斯里兰卡政府高级

官员 2017年 3月 1日还发来感谢信，高度赞赏

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对其国家的帮助。

未来将着力提升全球
品牌影响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

变革。

“可以说，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比以往任何

时代都更重要、更必要。”李寅说，面向未来，国

际合作仍将是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一招。

围绕前沿科学问题和全球共性挑战，中

科院率先部署了 30多项预期未来全球共同参

与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培育项目。

“未来中科院将以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为舞

台，将深度参与并发起主导国际组织和国际大

科学计划/工程，作为最优先培育和扶持的国

际化发展新增长点，快速提升全球科技治理能

力并加速形成创新领导力。”李寅介绍，提升中

科院在全球范围的品牌影响力和声誉度，是未

来中科院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也将为我国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9日电）

国际合作：科技创新的“加速器”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全球首颗 P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生物量”将由欧洲

空间局于 2022年发射。18日，记者从在重

庆召开的中欧科技合作“龙计划”第四期

2019 陆地遥感高级培训班上获悉，该卫星

能遥感测量目前森林的数量和高度，将极

大帮助全球在森林生物量上的研究。

据介绍，“龙计划”是我国科技部与欧

洲空间局在对地观测领域的重大国际科技

合作计划，目的是联合中欧知名遥感专家

开展合作研究，促进遥感技术应用水平的

提高。“龙计划”于 2004年启动，每 4年一个

研究周期，目前正处于第四期。第四期共

设置 28 个合作项目，中欧双方共有 600 多

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围绕中欧双方卫星数据

在农业、林业、水利等领域的应用开展合作

研究。

“龙计划”中方首席科学家、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李增元

介绍，欧洲空间局预计将在 2022 年发射

“生物量”森林—碳—监测卫星，该卫星将

携带一个 P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天线，通过

从森林的树冠反射的无线电波来了解目前

森林的数量和高度。P 波段雷达将能够穿

透森林覆盖，将优化森林区域的数字高程

地图。它将是全球首颗 P波段合成孔径雷

达卫星。“生物量”卫星将为全球实现在“第

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

上确定的目标提供与碳排放相关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将免费提供给我国‘龙计

划’参与团队使用。”李增元表示，中欧科

技合作“龙计划”可以帮助我国提高遥感领

域研究水平，也会推进我国遥感领域的应

用研究。

全球首颗P波段雷达卫星将于2022年发射

科技日报武汉11月19日电（记者付
毅飞）第五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

19日在武汉开幕。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党组

副书记、总经理刘石泉在会上透露，近年来

航天科工积极推动运载火箭、卫星及应用产

业发展，一系列商业航天重点工程稳步推

进，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据航天科工董事会秘书侯秀峰介绍，

航天科工以协同创新推进商业航天重点产

业发展。在卫星及空间平台产业方面，虹

云工程技术验证星于 2018 年 12 月成功发

射入轨，并圆满完成国内首个低轨宽带通

信试验；行云工程将于近期发射 2颗卫星，

开展在轨测试验证。在空天飞行及动力产

业方面，航天科工依托飞云工程、腾云工程

等项目的实施，持续推进无人机、空天飞行

器领域创新发展。在运载火箭及先进动力

产业方面，快舟系列火箭进入常态化发射

模式，2019年已完成 3次发射，年底前还将

执行数次发射任务；同时该集团正在开展

更大推力、更高质量比的大型固体运载火

箭关键技术攻关和试验验证。在卫星应用

产业方面，该集团结合卫星星座运营需求，

完成了我国首个商业卫星星座地面测运控

管理软件系统研发；并积极推进天基网络

地面服务平台建设，以卫星资源云化的应

用形式，构建从卫星到应用的一站式资源

应用新模式。

目前，航天科工与武汉市共同打造武汉

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正在与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协同推进建设覆盖卫星、运载、地面和应

用等全产业链的产业园区。其中，在建的卫

星生产线预计 2020 年正式投入使用，届时

将具备年产 120 颗 1 吨以下通用卫星的能

力；火箭总装总调中心将于 2019 年底投入

使用，建成后将新增年产20枚火箭的能力。

航天科工重点商业航天工程稳步推进

科技日报海口 11 月 19 日电 （王祝
华）19 日，记者从海南自贸区（港）“陆海

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国际合作交流大

会上获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

亚 马 逊 展 开 激 烈 竞 争 的 英 国 一 网 公 司

（OneWeb）将在海南省三亚市落地亚洲首

个卫星地面站，服务范围覆盖海南全岛、东

南亚以及包括南海在内的广阔海洋地区。

一网公司总裁阿德里安·斯特克尔说:

“该地面站的建设可以帮助我们接近中国

商业航天的完整价值链、完善的基础设施

以及丰富的人才资源。”

英国一网公司亚洲首个卫星地面站落户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