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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4月 16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亨利·萨穆埃利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制出一种新的超

级电容材料，并证明其能快速地存储和释放

能量，有望广泛应用于城市电网、混合动力

汽车的再生制动系统等能源传送系统。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4 月 14 日出版的《自然·
材料学》杂志上。

由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教授布鲁斯·杜恩

领导的科研团队合成出了一种氧化铌，并证

明其拥有稳定的储能能力。这种新材料将

被用在“超级电容”内。超级电容是一种兼

具锂离子电池的高储能能力和普通电容的

快速传送能量的设备。

该论文的主要作者、杜恩的研究生维罗

妮卡·奥古斯丁表示：“我们的最新研究正在模

糊电池与超级电容之间的界限，最新发现很

好地摒弃了电容和电池的不足之处。”电池能

有效地存储能量但不能很好地交付能量，因

为载荷子（离子）通过固体电池材料时移动得

很慢；而电容的储能能力一般比较低。

科学家们表示，最新技术有望使设备能

快速充满电，这些设备可广泛应用于从移动

电子学到工业设备等各方面。例如，使用了

超级电容的捕能系统可以为港口上的装载

起重机提供能量，减少诸如柴油等碳氢燃料

的使用。

杜恩强调，尽管用这种材料制造电极迈

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但是，为了获得实用的

具有高能量密度、能在 1分钟内充满电的设

备，未来，我们必须在纳米尺度或超越纳米

尺度的工程学领域取得突破。

电容充电，只需要一瞬间。科学家一直

希望开发出超大容量的足够驱动汽车的电

容。电容材料近几年创新不断。此次美国研

究人员的发明，朝着“完美储电器”又走出一

步。超级电容一旦应用，内燃机驱动的大量

机械都将转投“电动阵营”。那将开启一个电

网称霸世界的清洁时代。不过，完成材料学

的最后一跃，往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工

夫。我们且耐心等待吧。

美研制出高性能超级电容材料

科技日报郑州4月 16日电 （记者乔地）今天下午 5

点 30分，随着最后一根重达 60公斤的隔离棒在郑州万滩

安装完毕，世界最长的哈密南—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

输电工程黄河大跨越施工全部完工，成功跨越黄河。

哈郑特高压输电线路全长 2210千米，是目前世界上

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长的特高压直

流工程。该工程于 2012 年 5 月核准开工建设，计划 2013

年年底双极低端投运。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

西、河南 6省区，是国家电网公司推进“西电东输”缓解华

中地区电力供需矛盾的重大举措。

作为该工程施工难度最大的部分，跨越黄河标段长

3.9 千米，共有铁塔 5 基，其中跨越塔高 147.1 米，相当于

50 层楼高，是河南最高的电力铁塔。铁塔基础在国内首

次采用低承台斜高立柱型式，基础立柱直径 2米，立柱全

高 9 米，每个基础使用钢筋 300 多吨，可大大降低黄河汛

期塔基对河水的阻流。

在黄河郑州万滩河段附近，记者仰视 147 米高的铁

塔上方，每股 4根，共 2股电线已经跨越黄河，穿红色服装

的建设者正在电线上面安装隔离棒。河南送变电工程公

司负责人介绍，每根导线截面 1000 平方毫米，像人的胳

膊一样粗，一根导线重达 20 吨，8 根就是 160 吨。如此重

量如何跨越黄河？他们自主研发的 2×100 千牛张力机

和智能无人直升机，先用细线展放导引，再逐步加粗，拉

回 8 个回合才成功把截面 1000 平方毫米的导线架设成

功。施工中，他们还在河南电力史上首次采用了架线施

工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及自主设计制作的专用大吨位地

锚、卡线器、放线架等一批配套工器具。

据测算，哈郑特高压工程、新疆—西北主网联网 750

千伏第二通道工程两条线路投运后，可直接拉动新疆投

资 3000亿元，增加就业岗位 6万个，每年增加地方政府税

收超过 20 亿元。同时，哈郑特高压工程投运后，每年具

有向河南提供超过 480 亿千瓦时电量的能力，相当于

2210多万吨煤炭运到河南。

世界最长特高压工程成功跨越黄河

科技日报讯（记者晏燕）北京凯普林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陈晓华自嘲是个“空中飞

人”。作为国内具有实力的半导体器件提供

商，陈晓华和他的销售团队每年有一半时间在

全国各地奔波。但是 3 月 22 日下午接到北京

市丰台区科委副主任魏欣亚的电话时，虽然他

已拿到第二天中午的机票，但是仍然不假思索

地回答：“明天我等你。”

“尽管要出差，但是我知道魏主任她们一

定又给我带来了好思路和重要信息，就是放弃

出差也值。”在陈晓华眼里，魏欣亚和她率领的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丰台工作站”（以下简称

“丰台工作站”）团队，提供的政策咨询、需求对

接等服务，每一次都是雪中送炭。陈晓华认

为，在丰台科技园区创业，这样有针对性的目

标服务，将大大降低企业的发展成本。

“深度挖掘企业需求，为其提供目标服务，

是实现科技资源有效使用的重要实践。”作为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成员

单位，丰台工作站对“平台”建设见解独到，“开

放科技资源是优化创新环境必要的条件，而提

高科技资源在创新活动中的应用成效，则是优

化创新环境的充分条件。实现后者的前提即

是对科技资源需求的深度了解和分析。工作

站作为平台中最接地气的组成部分，应该深度

挖掘创新需求，并以需求为导向，要真正起到

‘技术猎头、服务提供商和平台资源向企业传

输渠道’的作用，切切实实服务企业的创新创

业。”丰台工作站的思考得到了北京市科委的

认同和大力支持，并将其选定为“平台”资源目

标服务的试点单位。市科委领导强调，试点的

目的就是要探索让科技资源为企业和区域创

新提供贴心服务。

思路是明确的，要让科技资源成为创新活

动中最给力的助推器。但是应该选择怎样的

实施路径？“平台”经过 3 年多的发展，已经引

导北京市约 90%的科技装备实现了社会开放，

其开发总量已经达到全国第一。事情做到这

一步，文章如果还是做在科技装备的开放上，

可拓展的空间就快到天花板了。思前想后，最

根本的发展路径却是要深度挖掘创新需求，看

病开方，这才贴心。

这个思路让人豁然开朗，企业创新的需求

是否仅是技术咨询？在技术转移的路径选择

中需求的节点在哪里？企业创新与区域创新

的需求是否相同？循着挖掘需求的思考，一个

目标服务的思路浮出水面。

企业发展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创新的形式

可以多样，既有自主创新也可以与科研机构合作

开发。而合作开发的模式也是多元的，产品测

试、技术咨询、共建研发机构等。在创新的过程

中，政府的引导政策应该如何使用？怎样解决融

资难题？目标服务的理念让“丰台工作站”做起

事情来有板有眼。凯普林已经在激光发生器的

研发和产品销售上做得顺风顺水，但是仍有开拓

新产品研发需求，“丰台工作站”为其推荐了北工

大的一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激光器成果，

让凯普林在后续发展中有了底气。

“丰台工作站”一展视野，可干的事情很

多。2011 年北京市提出建设“种业之都”。将

丰台区定位为种业“会展和总部功能区”，并承

办 2014 年北京世界种子大会（简称“种子大

会”）。“丰台工作站”从目标服务的理念出发，

确定了为种子大会提供策划、专家咨询和智力

支撑的服务内容。

依托“平台”丰厚的智力资源，让“丰台工

作站”的目标服务体现出高屋建瓴的色彩。“丰

台工作站”利用“平台”汇聚的技术、人员资源，

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示范，支撑“种子

大会”展示基地的工程改造。整合科技资源服

务丰台区籽种产业“硬核”建设，以期通过市场

化、规范化的品种权与资本交易平台，促进种

子实物交易和产权交易，推动籽种产业的科技

成果转化。与此同时，依托中国农业大学、中

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高校

院所，服务与支撑区农委升级建设种子基础检

测实验室、联合共建种子特色检测实验室、申

报加入国际种子检测检验组织，完善丰台种子

检验检测体系。

“丰台工作站”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目标服

务的实践空间，在工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平

台”服务、支撑的定位和要求。北京市科委以

资源整合实现目标服务的探索，也由试点开始

成为了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在由北京科学学

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承担的一份关于“首都科

技条件平台”的研究报告中，有关专家通过对

“平台”50 余家成员单位抽样调查后指出，强

化对企业和区域创新需求的挖掘和目标服务，

将是提升科技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路径之一。

瞄准企业需求 强化目标服务

北京市科委探索提升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新路径

曾艺硕士毕业两年多，现在一家市级媒体

工作，她最近才知道，自己毕业时花 300 元钱，

与同学联合署名发表论文的那本杂志竟是“假

杂志”。

“因为合法的公开刊物应该能在新闻出版

局的期刊搜索中查到，而我那本杂志却不能，

更为奇怪的是，学校规定在公开刊物发表两篇

以上论文才能拿到硕士学位，我们明明发的是

‘假刊物’，可是也莫名其妙地毕业了。”

有这种经历的不止曾艺，一位在高校工

作的教师说出了原因：“学校即使知道是‘假

刊物’，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学校对于

硕士生发表的论文根本不会认真审查，只要看

到发表了，符合毕业规定就行了。”

买版面、托关系发论文，在高校早已不是

什么新鲜事。评职称、拿课题时对教师论文数

量有硬性规定，学校和院系申请各种基地、中

心、示范点时，需要教师的论文来“充门面”。

因此，围绕“论文制造”，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

都会发生。

职称论文：“钱能解决问题”

黄笑，硕士毕业后到一家三本院校任教两

年，今年可以申请讲师职称，英语计算机等要

求对于她来说都可以免试，此外学校规定还需

公开发表三篇学术论文。

“三篇很容易，并且不需要什么成本。”在

一般人看来几千字的论文让人头疼，在黄笑看

来却是小菜一碟，不是因为她自认为学术水平

有多高，而是另有原因。

在“论文市场”上，在公开刊物发表三篇论

文，按 2500 字长度来算，大概最少需要支付

800 元左右的版面费。对于他们的这部分支

出，学校会“贴心”的为教师们负担。

在黄笑的学校，设立了众多的所谓“校

内课题”，申请难度极低，以“大锅饭”形式，

保证人人有份，每个课题经费 1500 元，最终

的 结 题 要 求 很 简 单 ，就 是 一 篇 公 开 发 表 的

论文。

“虽然学校没有这么说，可是都知道这就

是鼓励我们去发论文的，补偿一点买版面的损

失。校内课题结题的时候，拿着论文直接去报

销就行，有时候还能小赚一笔。”黄笑这样解释

学校的做法。

实际上，在现实中，如果能静下心来搞学

术，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投稿到国内或者国外

一些知名的核心学术期刊，被免费发表也不是

没有可能。然而，在黄笑看来，对于她却是天

方夜谭。

“首先是没时间，每周有至少 16 个课时，

加上备课和教研室工作占去的时间，基本上没

空认真地看书、查资料、写论文，所以我不是在

写论文，而是在‘撺’论文，虽然不是完全的抄

袭，但是也就是东拼西凑，创新的东西很少，大

家都是这么在‘撺’。”

“其次是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在黄笑看

来，如果通过买版面发论文，只要先写好论文，

论文的质量没人去关心，接着从学校的广告栏

上找几个论文中介的电话号码，比较一下性价

比，想什么时候发表就什么时候发表。

“有的老师就算不想写或者没时间写，还

可以在网上一些论文网站找代笔，淘宝上也有

明码标价的，按字数算钱，还有发表和邮寄刊

物的‘一条龙’服务。”

然而，那些不收版面费的权威核心期刊

呢？黄笑说：“一方面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周

期长，变数大；另一方面，不收钱说不定就有人

情等因素，像我们这种没门没派的，和他们耗

不起，再说，只要发表了，职称就能拿到，最终

结果是一样的，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要自找麻

烦呢？” （下转第三版）

“论文制造”中究竟有多少光怪陆离？
本报记者 吴晋娜

科技日报北京4月16日电 （通讯员陈国
玲 记者付毅飞）今天上午，远望三号、远望六

号航天远洋测量船在雄浑的汽笛声中驶离中

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远赴大洋执行以天宫

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为重点的海上

测控任务。这是“远望号”测量船今年首次出

征，远望五号随后也将出海执行任务。

据介绍，“神十”任务中，远望号船队将承

担 100多个圈次、140个弧段的测控通信任务，

涉及飞船入轨状态监视判断、应急返回数据注

入、变轨控制等关键飞控环节。针对此次任务

飞行时间长、测控事件多等特点，中国卫星海

上测控部对所属“远望号”测量船及参试设备

进行了全面检修检测，对各岗位人员进行了培

训考核。远望三号、远望六号船分别开展了联

调演练、指标测试、可靠性维护、技术交流对话

等工作，目前，两船设施设备状态良好，任务各

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

据了解，“远望号”测量船队今年将分 7 个

批次远赴大洋执行测控任务，海上作业时间将

达到 400天以上。船队组建 30多年来，圆满完

成了 108 次国家重大科研试验海上测控任务，

测控成功率达 10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总装备部副

部长牛红光，“神九”航天员乘组等在码头为远

望三号、远望六号送行。

“远望号”出征执行“天宫”“神十”测控任务

“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在基础理论

突破的基础上，还研发了一批适合外海施工的

工艺和装备，使中国水工建设在实践中得以顺

利进行，将深海筑港的构想变成现实。

国际首创深水抛石整平技术

抛石基床整平就是鲜活的例证之一。作为

直接制约着总工期的关键工序，将抛撒于海底的

石块整理成为平齐的基床，此前基本依赖潜水员

水下人工操作，施工效率极低，传统的测量方法

在外海深水条件下也已经不再适用，潜水员人工

整平工艺更由于风险增加而不得不抛弃。

一种集抛石和整平于一体的机械化整平方法

成为当务之急，而灵感往往就来源于一念之间。

子课题负责人、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李一

勇总工程师指出，“定点定量抛石”是创新的整

平施工理念。“经验告诉我们，在水下抛石体上

进行石料的切削和推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

我们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推平或刮平等整平方

式，而是力图实现抛平，哪儿缺石头往哪儿抛、

缺多少抛多少，也就是定点定量抛石。”

这颗种子最终孕育成国际首创深水抛石整

平船技术。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技术质量部副

经理李增军说：“我们攻克了离岸深水港深水抛

石基床整平关键技术，研制出供料母船和水下整

平机分离的可适用于水深40米以上的深水抛石

整平船，增加了可利用水上作业天数，比传统工

艺提高工效2.5倍以上，降低成本40%以上。”

如今，深水抛石整平船已在青岛港董家口

港区、烟台西港矿石码头工程等多项工程中应

用，累计整平面积 6 万多平方米，创造了可观

的社会经济效益。

被“逼出来”的水下挤
密砂桩技术

除了基床整平，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自主

创新故事，便是洋山港建设过程中，被“逼出

来”的水下挤密砂桩技术。

“水下挤密砂桩作为软土地基的加固手

段，在国际上有着成熟的应用，主要是日本和

韩国。最初，我们也是想引进他们的全套施工

设备和工艺。”子课题负责人、中交第三航务工

程局副总工程师尹海卿说。

然而，中方的意愿，对方以技术封锁作为

回答。他们把与挤密砂桩相关的设施进行了

破坏，把自动化控制网络拆除，软件进行了卸

载和粉碎性加密。

这 种 情 况 下 ，中 国 人 只 能 进 行 自 我 创

新。从 2004 年开始研究，中方成功开发出远

程的 GPS 定位系统，空气压力控制系统，砂

料的计量输送系统，端部结构以及施工管理

软件等，并研发出第一代挤密砂桩船及成套

施工工艺。

2008 年，洋山深水港第一次成功采用中

国人自己的挤密砂桩作为软土地基的加固手

段，后来，又推广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初步

设计中。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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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晓亮

4月 15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首席
科学家王俊杰（左）在与西藏大学宇宙线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天禄副教授（右）讨论
西藏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亚毫米波望远
镜调试阶段中所遇到的问题。

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以其世界最佳的高
山站址优势，和能够同时开展气候、空间天气
等方面研究的综合性能，在科研观测和国际
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2年被科技
部列入首批25个野外试点台站之一，2009年
10月被授予“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新华社发（刘坤摄）

□习近平就波士
顿爆炸案向美国总
统奥巴马致慰问电

□习近平会见冰
岛总理西于尔扎多
蒂时指出，发挥互
补优势推进两国合
作

□习近平致电祝
贺马杜罗当选委内
瑞拉总统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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