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名专栏

2013年 10月21
星期一

癸巳年九月十七 总第 9726 期 今日 12 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武云生 张爱华 吴 颖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时政简报

投资坪山投资坪山··共赢未来共赢未来
深圳坪山新区欢迎您深圳坪山新区欢迎您

07550755--8462221884622218
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能源、、
电子信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装备制造、、文化创意文化创意

最新发现与创新
据新华社长沙10月 20日电 在科技部、湖南省的

支持下，我国科研人员经过多年攻关，自主研制成功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智能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为实现可溯源的

水质监测提供了自主技术支撑。

水是生命之源。然而，我国总体水质状况不容乐观，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仅为 46％，加上水污染事故频发，亟

须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全方位的智能化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目前，我国水环境监测主要以实验室监测为主，分析

方法全面、检测参数全面、数据准确度高，但响应时间长、

检测频次低、自动化程度低、人力消耗量大，难以对水质

进行整体有效评价。

在“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支持下，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历经 4 年攻关，成功研制了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智能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这一系统克服了

当前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存在的监测参数可扩展性差、缺

少在线质控手段、对异常数据智能化识别能力不足等瓶

颈问题，可实现温度、色度、浊度、pH 值、悬浮物、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以及酚、氰、砷、铅、铬、镉、汞等 86 项参数的

在线自动监测。值得一提的是，科研人员利用发光细菌

法，可对突发性污染事件进行预警。

据悉，这一系统在长江、闽江、东江等流域以及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得到应用，在多起重大水污染事件中发挥

了作用。

这一成果近日通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的鉴定

会。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魏复盛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宋兰合总工程师等组成的鉴定

委员会认为，“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水质自动监测系

统”有多项创新，项目总体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同类先进

水平。项目创建了完善的自动监测数据在线质量控制系

统，保证了自动监测数据的质量和可溯源性。

我研发出基于物联网技术智能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善用自然的能量。

这是一个特大型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发出

的声音。没有铿锵的豪迈，没有咄咄逼人的气

势，更没有人定胜天的狂妄。这声音如清风舒

适地拂过耳畔，仿佛喃喃细语，但字字真切。

这声音发自中央企业中国广核集团。

思辨，再强大也是自然之子

在南国深圳最美的大亚湾，蓝天下碧海边

核电站静若处子，周围鲜花映衬，白鹭徜徉，更

有对对新人婚纱浪漫。

大亚湾核电基地 6 台机组年上网电量达

451 亿千瓦时，相当于广东省全省用电量的

10%，可满足约 1878万个家庭的基本用电。

如果这里是由煤发电，场景将是每天至少

要有 16列、每列挂接 50节车皮、每节车皮载重

50 吨煤的火车轰鸣进出。同时每年排放 3600

多万吨二氧化碳、35 万吨二氧化硫、23 万吨氮

氧化物。

从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人类进入电力

时代，以大量消耗石化资源为代价带来了日新月

异的发展，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污染。如今我国

一些地方常被雾霾笼罩，人们饱受环境污染之

苦，引发有关部门对不合理能源结构的重视和思

考。“美丽中国”更郑重写入十八大报告。

根据“十二五”能源规划，即使在实施能源

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措施下，2015年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也将达 40亿吨标准煤。

全国政协委员、中广核董事长贺禹清醒

地认识到，这将会把中国能源推向“有限环境

容量与刚性需求增长”的两难境地。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贺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

2020 年，即使我们实现了收入倍增、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以现在这样的环境质量也

难以让公众满意。发展清洁能源才是改善中

国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建设“美丽中国”

的必然选择。

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敬畏自然，祈望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大自然养育了人类，人类也用

自己的智慧改变和美化着自然。然而，现代人

却把敬畏自然的理念抛到了脑后。对自然掠

夺式的索取与开发行为比比皆是，大自然伤痕

累累的躯体依然要承受越来越大的人口与资

源压力。饱受伤害的大自然也在用自己的方

式提醒着人类——过量的排放已经使极地的

臭氧空洞越来越大，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灾害天气频发……蓝天哪里去

了？如何变“呼吸之痛”为“生态之美”？

中广核人的思考是，人类再强大也是自然

之子，只有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其和谐相

处，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拥有资源，是一

种财富；而善用资源、善待资源、尊重资源，则

应该是一种智慧、一种责任、一种理念。基于

此，中广核人提出了“善用自然的能量”。这是

长期思考探索后形成的理念，更是实践的总

结。用中广核新闻发言人胡光耀的话说，崇尚

并践行这一理念是中广核几万员工多年思考

后达成的共识。

践行，虽是清洁能源亦要善用

我国大陆首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业核电

站经过近 30 年发展，大亚湾核电基地已成为

中国核电事业的摇篮。中广核又相继建设宁

德核电、红沿河核电、阳江核电、台山核电、防

城港核电。在运核电装机 833 万千瓦，在建核

电机组 15 台，在建机组数量和容量均居全球

第一，在国内核电领域超过半壁江山。

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建设之初，为培

养支撑核电起步的人才队伍，中广核将 100 多

名核电站操纵员送到国外培训，每个操作员的

培养与战斗机飞行员的培养费用相当。这批

人也因而被称为“黄金人”，成为中国商业核电

站的第一批宝贵人才。贺禹便是“黄金人”中

的一员。

为确保在运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中广核

集团近年来累计对在运核电机组实施了 1500

多项技术改进，安全运营业绩保持在国际先

进行列。 （下转第三版）

清洁能源央企的谦和敬畏
—中国广核集团倾心“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刘传书

前不久，美国政府公布了新的 GDP 统计方式。在美

国GDP“魔术般地增长了3%”背后，是对技术、知识、智慧、

创新能力等无形资本的资产化，而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在

于搭建了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统计直通车”。

尽管“创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被描述为“创造

性破坏”，然而能否拥有“创新”的破坏力量却成为近代以

来国家间竞争的焦点。中国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为科技创

新的“定海神针”作用提供了例证。历史上屡屡被经济总

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

在科技落后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超级计算等一系列重大科技的

突破，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回望世界发展进程，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

而来的，是新的大国崛起和国际竞争格局的风云变幻，只

是能够抓住这种重大机遇而脱颖而出的国家却寥寥无

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新

的科学理论、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态、新的投资热

点、新的就业岗位，各种新的创新资源与传统的生产要素

之间融合互动，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将产生重大

影响，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

尽管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为我们判断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走向增加了难度，但在机遇面前需要的是决断

和胆识。这场变革就像体育比赛换到了一个新场地，如

果我们还留在原来的场地，那就跟不上趟了。这场变革

出现在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

节点上，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绝不能等待、

不能观望、不能懈怠。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绝不是赶

时髦。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

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

200 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 200 年”找回

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四化”

必须同步发展、叠加发展。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具

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世界对未来中国的发展

充满期待，也不乏忧虑。杰里米·里夫金断言“中国有机

会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而前不久逝世的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科斯曾经指出，如果中国无法显著提高创新能

力，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

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从“串联式”到“并联式”，从大国走向强国，意味着发

展理念、发展模式的变化和调整，意味着能源资源环境的

多种制约，意味着后发追赶与“弯道超车”将会同时展开，

而破解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有两大利器，一是深化改

革开放，释放改革红利；一是创新驱动，为未来发展增添

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要

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

走创新驱动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时代的迫切需

要。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跟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步伐，需要的是进一步增强创新自信，既不妄自尊

大，也不妄自菲薄，扎扎实实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书写“中国梦”的绚

丽华章贡献创新的智慧和力量。

大 势 所 趋 形 势 所 迫
—创新驱动发展系列谈之一

柯立平

10 月 19 日，2013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赛激战合肥。图为人们观看一
个参赛的跳舞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发

手机产业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技
术密集度较高，技术进步较快，促进手机产业
创新对于推动我国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

我国手机产业发展历
程和现状

我国从引进国外手机技术开始起步，目前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国和出口国，产
量占全球六成多。1997 年，我国建成第一条

手机生产流水线，之后手机产业在国内和国际
市场需求的带动下高速发展。2012 年，我国
手机产量约 11.8 亿部，占全球出货量比重超
过 60%，出口总量达 10.1 亿部，占全球出口量
约八成，出口额约 810.2亿美元。我国手机产
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三大
产业集群区，国内企业主要从事手机设计、软
件应用开发、配套元器件生产和手机组装，产
业上游环节的芯片、操作系统依赖国外企业提
供。手机终端市场中，国内已经形成了由中
兴、华为、酷派、联想等少数大品牌和众多中小
手机厂商组成的局面，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
市场，高端市场由国际品牌手机企业占据。

我国手机产业在经历成长期后，企业的技
术能力逐渐增强，在产业核心技术方面开始取
得突破。2009年，我国企业在手机核心的基带
芯片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技术能力增强
的基础上，部分手机企业开始向产业链中高端
升级。我国手机产业从最初的加工组装和贴
牌，发展到目前已经具备较强的集成创新能
力，一些具备技术、资本等优势的领先企业正
在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例如，华为公司在经
过多年的代工后，开始推出自己的品牌，向产
业价值链高端延伸，2012 年采用自有品牌的
手机出货量达到85%。

我国手机产业从起步发展到今天，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
路，主要有如下特点。

1.从劳动密集环节逐步向技术密集环节
延伸

在手机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发挥了我国
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从劳动密集环节进入产业
链，待资金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向产
业链高端升级。早期的手机企业主要是从国
外购买手机生产方案，从事加工组装，技术含
量较低。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企业开始进入
产品外观设计环节，并在手机功能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开发，技术含量逐渐提高。目前，一些
企业已经进入到手机芯片、操作系统等部分核
心技术研发领域，初步取得一些成果。

2.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拓展
国内手机产业从起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

内，主要是针对中低端市场需求开展创新。少
数国产手机厂商尝试进入高端市场，但最终未
能取得成功。 （下转第三版）

促进手机产业创新
戴建军

新华社长春10月 20日电 （记者孙阳）由

吉林大学自主设计的中国万米大陆科学钻探

钻机“地壳一号”在家乡吉林省短暂休整后继

续上路，将于 20 日晚抵达最终目的地大庆安

达，开展科研工作。

据介绍，“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

机的研制是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

项”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13 年 3 月通过

验收。该万米钻探钻机设计装机高 60 米，占

地 1万多平方米，其钻进能力达到 1万米，钻机

科学钻探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记者了解到，“地壳一号”于 15 日从生产

地四川启运，19 日晚抵达吉林省，在长平高速

公路的陶家屯服务区进行休整。20 日上午 8

时 30 分，50 辆拉载着拆分后钻机的重型运输

车整齐列队上路，前往目的地为黑龙江省大庆

安达松科 2井井场。

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院长、“地壳一

号”万米钻机课题总负责人孙友宏说，“地壳

一号”运抵黑龙江大庆安达后，经过组装调

试，将投入用于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

工程，其设计井深 6600 米，将实现国内大陆

科学钻探的重大突破。“地壳一号”诞生前，世

界上只有前苏联和德国拥有超过 8000 米的

超深孔科学钻探，我国原最深科学钻探孔的

钻探深度为 5158 米。

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说，大陆科学钻探工

程是一项集科学和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

也是多学科、多领域的系统集成，对促进我国

地球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地球探测技术水平的

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地壳一号”还可完成松辽盆地白垩

纪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开展连续高分辨率陆相

沉积记录和温室气候变化研究。

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运抵大庆
将投入设计井深6600米的科学钻探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进行环境风险

评估能有效预防环境事故的发生，但科技日

报记者近期在江苏无锡、云南昆明等地采访

时发现，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中，

环境风险评估缺乏实用型人才，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试点工作推广和环境事故的预防。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其

宗旨是利用商业保险体制分散风险，保障对

受害人给予及时、充分赔偿，提高企业环境

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缓解企业和地方政府

环境污染赔偿压力等。

无锡市环保局副局长王晓栋说，无锡绿

色保险试点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由“第三方”

对投保企业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帮助企业发

现“常见病”“多发病”及隐患等；防止“习惯

性违章”“见怪不怪”等造成的环境风险；针

对企业生产中存在的“疑难杂症”，推荐新治

理技术和工艺等。“但目前，我国没有针对企

业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污染损失评估的第三

方专业技术评估机构及人员的相应资质要

求。”王晓栋说。

无锡市环保局环境应急专家、高级工程

师刘群说，无锡目前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第

三方主要由上海、南京和无锡等地高校的相

关专业人员、行业一线专业管理人员组成。

但寻找针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合适评估专家

和管理人员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成本太

大。因此急需加强对第三方专业技术评估

机构的培育，环境风险评估专家和专业人才

的培训、能力建设，提高相关人员的理解和

操作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广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预防环境事故发生。

据 统 计 ，当 前 我 国 处 于 环 境 事 件 高 发

期，每年发生环境突发事件近 600 起。事件

诱因复杂，其中交通、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突

发环境事件分别占 40%、35%，违法排污导致

突发环境事件占 10%，对环境风险评价的现

实需求很大。

我国缺乏环境风险评估专业人才

创新驱动发展·走进中广核

科技专论

□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落实半
年多以来已出台的
促改革调结构措施，
夯实经济稳中向好
基础

□刘云山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工作座谈
会上强调，深入实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理
论支持 （均据新华社）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

刘晓莹）茫茫苍穹的浩瀚星宇引来现场

来宾一阵惊叹。在中国天文馆内，大型

纪录电影《中国星空》就以这样一部精

彩的短片开始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作为国内首部以星空为题材的自

然与人文纪录片，除了在视觉上展现

令人震撼的星空之美，本片还将讲述

星空与人的故事。“星空从来就是人类

梦想的摇篮，是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边

界，也是人类心灵与精神的出发点和

栖息地。我不仅希望将此片献给浩瀚

的宇宙，还希望将它献给仰望星空的

我们自己。”该片总导演周文说。

据周文介绍，该片将结合我国各

地具有代表性的地景，容纳山川地理、

名胜古迹、当代建筑等，涵盖以北京为

中心，北起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三

沙、西至新疆西藏、东至大海等广阔地

区，成为中国星空的一部“大集汇”。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表示：“听介

绍说该片将拍成电影以及 5 集电视片

两个版本，我也希望它能够走进天文

馆，再推出一个球幕版本，让更多的人

感受天空之美。”

中国首部星空纪实片开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