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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简报

紧随“蛟龙”再探海

为您导读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9 月 3 日（北京时间）报道，澳大利亚斯

威本科技大学和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弗

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FAU）的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通过模仿蝴蝶翅膀的微观结构，

开发出一种小于人类头发丝宽度的纳米级

光子晶体设备，能同时适用于线性和圆形偏

振光，使光通信更迅捷更安全。

该光子晶体可以同时分割左、右圆形

偏振光，其设计灵感来自于卡灰蝶，也称为

黄星绿小灰蝶。它的翅膀里具有三维纳米

结构，赋予其充满活力的绿色。其他昆虫

也有可提供色彩的纳米结构，但卡灰蝶却

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斯威本大学的马

克·特纳博士说：“这种蝴蝶的翅膀包含一

个互连的纳米级螺旋弹簧巨大阵列，形成

了独特的光学材料。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开

发光子晶体装置。”

光子晶体相当于微型偏振分光镜。偏

振分光镜用于现代技术，如电信、显微镜和

多媒体。但天然晶体只适用于线性偏振光，

不能用于圆形偏振光。研究人员利用三维

激光纳米技术，使得该光子晶体具有了天然

光子晶体没有的特性，从而能适用于圆偏振

光。这种微型设备包含了超过 75万个微小

的聚合物纳米棒。

斯威本大学微光电中心主任顾敏（音

译）教授说：“我们相信已经创建了第一个纳

米尺度的光子晶体手性分光镜。它有可能

成为开发集成光子电路的一种有用的电子

元件，在光通信、影像学、计算机信息处理技

术和传感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技术为转向

纳米光子器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我们朝

着开发可以克服超高速光网络带宽瓶颈的

光学芯片更近了一步。”

该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

然·光子学》杂志上。

自然比人的想象更丰富。看似无奇的

绿光，来自一种光学装置设计者从未见过的

复杂结构。卡灰蝶翅膀里的天下无双的怪

异阵列，是纯属偶然的基因变异数亿年积累

的产物。而有想象力的科学家，在它的启发

下，制造出地球上从未存在过的光学奇观。

模仿自然的美，是人类创造的原动力。

模仿蝴蝶翅膀的微观结构

科学家开发出纳米尺度光子晶体

科技日报“向阳红 09”船 9月 3日电 （特

派记者付毅飞）“蛟龙”号今天在西北太平洋中

国大洋协会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采薇海山区

实施了第 69次下潜作业，这也是“蛟龙”号首个

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三航段的首次下潜，采回一

块富钴结壳样品。国家海洋局二所地质学博

士唐立梅认为，该样品对研究其成矿机制，以

及与不同产状的结壳对比有重要意义。

唐立梅介绍说，富钴结壳在西太平洋分布

广泛，主要集中在海山、海脊和海台（具有比较

平坦、宽阔顶面的海底高地）的斜坡。太平洋

约有 5万座海山，其富钴结壳贮存量最丰，但经

过详细勘测及取样的海山却寥寥无几。

她表示，富钴结壳物质来源具有多样性，

一般认为是铁锰混合胶体吸附金属元素沉淀

而成，细菌活动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壳一般以每百万年增长几毫米的速率形成，

而变成一个厚厚的结壳，可能需要数千万年之

久，是地球上最缓慢的自然过程之一。

据了解，富钴结壳中所含的钴、锰、镍等金

属用于合金，可为其增加硬度、强度和抗蚀性

等特殊性能。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大量的钴被

用于航天工业中的超合金生产。在化工和高

新技术产业中，钴也能用于生产光电电池、太

阳能电池、燃料电池、超导体、高级激光系统、

催化剂、强力磁以及切削工具等产品。

本次下潜还取得了 1 只六腕海星、4 块海

山岩石和 2 管沉积物样品，拍摄了珊瑚、海绵、

海星、深海鱼等海底生物资料。

现场首席科学家王春生介绍，通过此次

下潜，发现该海域巨型底栖生物丰度低于上

月中旬“蛟龙”号探测过的魏源海山，符合该

海域寡营养特点；在此区域发现六腕海星等

巨型底栖生物，进一步说明巨型生物具有分

布广的特点。

上图“蛟龙”号采回的富钴结壳样品。
本报特派记者 付毅飞摄

“蛟龙”取回富钴结壳样品

科技日报成都 9月 3日电 （胡兴雨 张鹏程记者

唐先武）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低速所再传捷

报，该所自主创新研究的基于线阵 CCD 的高精度实

时空间位移测量系统成功应用于某型号试验，标志着

该系统具备了型号试验能力。该系统的研制，成功解

决了低速风洞试验中的瓶颈问题，提高了模型位移、

姿态角、轨迹、振动等参数的实时测量能力，为天平校

准和有关型号低速试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风洞试验中，由于模型风载时的姿态与零载时

的姿态不一致，造成数据误差，比如某大型飞机阻力

系数 0.0001 的不确定度，在远程巡航中将改变 1%的有

效载荷。采用光学非接触方法进行实时位移测量，准

确获取模型姿态角、轨迹、振动等参数，是提高风洞试

验精细化程度的一项关键技术。

该所研制了基于线阵 CCD 的高精度实时空间位

移测量系统，满足了低速风洞试验中模型位移、姿态

角、轨迹、振动等参数的测量需求，建立了低速风洞实

时空间位移测量试验技术，满足型号试验的工程实用

要求。

该系统具有实时性好、精度高、灵活方便、性价比

高的特点，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据悉，该技术还可

推广应用于工业在线检测、运动分析等其他实时高精

度位移测量领域中，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应

用前景。

我国风洞试验关键技术实现新突破
基于线阵CCD的高精度实时空间位移测量系统研制成功

最新发现与创新

新华社南宁9月3日电 （记者陈二厚 侯
丽军 熊红明）3 日上午，第十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

宁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克强在演讲中说，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

平发展道路，为本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作出积

极贡献。周边地区始终是我国外交的重点，中

国新一届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更加主动地实现中国

发展战略与周边各国发展目标的对接，有效构

建共享和平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指出，本地区还存在一些不利于稳

定与发展的干扰因素，但这不是主流。对于南

海争议，中方一贯主张，应当由直接当事方在

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磋商，中

国政府是有担当的，也愿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妥

善解决之策。中国对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绝

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选

择。中方将坚定不移地把东盟国家作为周边

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和东盟国家你帮我，我

帮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共同推动双方

长期友好互利合作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表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

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中。亚

洲各国应当坚持经济优先、发展优先、民生优

先的大方向，并把焦点聚集在这里。继续发扬

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精神，携手应对风险和

挑战，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国与东盟携手走过了不平

凡的历程，开创了合作的“黄金十年”。中国与

东盟的经济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

依。作为天然的合作伙伴，双方要继往开来，

推动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创造新的“钻石十年”。

李克强就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提出五项倡议。一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

升级版。双方应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

措施，积极开展新一批服务贸易承诺谈判，推

动投资领域的实质性开放，力争到 2020 年双

边贸易额达到 1 万亿美元，今后 8 年新增双向

投资 1500 亿美元。二是加快推进公路、铁路、

水运、航空、电信、能源等领域互联互通合作。

启动新一批贷款专项，发挥好中国—东盟投资

合作基金的作用，并积极探讨构建亚洲互联互

通融资平台，促进基础设施便利化。三是加强

金融合作。中方愿继续与东盟成员共同努力，

强化多层次区域金融安全网，完善金融风险预

警和救助机制。双方携手合作，相互帮助，一

定能够保持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四是开展海

上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东盟海洋伙伴

关系”。五是增进人文交流。中方倡议，把

2014年确定为“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

缅甸总统吴登盛、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

理通辛、泰国总理英拉、越南总理阮晋勇、新加

坡副总理张志贤、东盟秘书长黎良明出席开幕

式并分别致辞。致辞结束后，李克强与东盟国

家领导人共同播撒稻种，浇灌合作之水。中国、

东盟、东盟秘书处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工商界

和政府部门代表共约1100人参加了峰会。

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开幕
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科技日报南宁 9月 3日电 （记者江东洲
刘昊）今天上午，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大会在广西

南宁举行。作为中国与东盟的最新合作成

果，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在开幕大会上

同时成立。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部长共同为

中心揭牌。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是中国—东

盟科技伙伴计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去年

9 月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召开

的首届中国—东盟科技部长会议上，中国和

东盟十国科技部长共同启动了《中国—东盟

科技伙伴计划》。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家

面向东盟的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中国—东

盟技术转移中心将在科技部和东盟国家科

技部的推动和支持下，共同建设覆盖中国和

东盟各国的一体化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培养

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通过挖掘各国企业的

技术需求，组织企业对接交流洽谈，开展先

进 适 用 技 术 示 范 与 培 训 ，促 进 各 国 企 业 间

技 术 合 作 ，推 动 先 进 适 用 技 术 的 转 移 和 推

广应用。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成立

科技日报南宁 9月 3日电 （记者江东洲
刘昊）作为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的年度

标志性活动，“首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

新合作大会”今天下午在广西南宁举行。本

届大会由科技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大会通过举行高层论坛、对接洽

谈、先进技术展示、科技园区考察等系列活

动，进一步汇聚、展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优秀

创新成果，促进构建中国—东盟技术转移协

作网络，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技术需求对接

及创新合作。

在高层合作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

技部部长万钢以及柬埔寨、印尼、老挝、缅甸、

泰国、越南等国科技部长分别就中国—东盟技

术转移与创新合作中的政策环境与举措、机遇

与诉求、机制与模式三大主题发表了主旨演

讲，从国家层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与东盟各国

开展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的历史、现状和发

展。万钢介绍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最新进展，总

结了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重点工作的实

施进展，并就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科技

合作提出了三点倡议：一是大力开展科技创新

政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各国在科技创新政策

方面的相互了解，共同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技

术转移等； （下转第三版）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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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阿什哈巴德9月3日电 （记者程刚）国家主

席习近平 3日在阿什哈巴德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

梅多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土关系发展，共同

规划两国未来合作，决定建立中土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表示，中土友谊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近

年来，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贸、能源、人文领域合作成

果丰硕，中国成为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

最大的天然气合作伙伴，为两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为世界能源合作树立了良好典范。中土是真正意义

上的战略伙伴。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对土友好合作政策，

永远做土库曼斯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中是友好近邻，古老的丝

绸之路很早就将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两国各领

域合作高水平发展，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建立了稳定可靠的

合作伙伴关系。土方感谢中方尊重和支持土库曼斯坦内

外政策。事实证明，中国是土库曼斯坦可信赖的伙伴。不

管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幻，土方都把发展土中关系作为

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中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实现共同

发展。相信习近平主席到访必将有力促进两国合作，开启

土中关系新篇章。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土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

系，相互支持、互利合作、世代友好。

习近平就深化两国合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支持对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根据本国

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支持土库曼斯坦奉行永久中立

政策。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扩大政府、立法机构、政党交流。

第二，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C 线建设并尽

早启动 D 线建设，实施好阿姆河右岸气田和“复兴”气田开

发项目，扩大合作规模，拓展合作领域。

第三，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扩大非资源领域合

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通信、电力、医疗卫生、高新

技术合作，积极推动互联互通，便利企业人员往来。

第四，促进文化、教育、体育交流合作，加强民间特别

是青年学生往来，共同搞好今明两年互办文化日活动。

第五，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打击包括“东

突”在内的“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维护两国共同

安宁，确保大型合作项目安全实施。

第六，加强在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抵御外部

势力破坏中亚安定和稳定，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阿

富汗和解进程，为本地区发展繁荣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两国合作建立在平等互

信互惠基础上，有助于土方发挥资源优势，实现经济多元

化。土方愿增加对华天然气供应，并加快实施有关天然气

管道建设。土方希望扩大两国经贸、农业、纺织、化工、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双方要

开展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两国在打击“三股

势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要加强执法安

全合作。土方希望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同中方保持协调

和配合，支持中方明年承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外

长会议。 （下转第三版）
左图 习近平在阿什哈巴德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

穆哈梅多夫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开始五国之行 抵达阿什哈巴德

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建立中土战略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