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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为您导读

科技日报成都10月 27日电 （记者盛利）四川农业

大学今天宣布，该校科研人员通过高通量基因测序及

生物信息分析，已完成对藏猪特有高原环境适应性分

子机理及家猪人工驯化、育种后的基因解析、对比，从

基因组学领域有力证明人工驯养、塑造、改良家养动物

的能力强于自然进化的选择。相关研究已发表在国际

知名刊物《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藏猪主产于我国青藏高原，具有极强恶劣高寒天

气适应能力。由川农大作为第一单位，该校动物科技

学院李明洲、李学伟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论文，通

过对我国 6 个代表性藏猪品种、四川盆地 4 个特有地方

猪种的基因测序和生物分析发现，家猪和藏猪的祖先

早在 690 万年前开始“分支”进化，早于人类和黑猩猩。

通过基因组分析发现，藏猪尽管拥有 268 个心肺发育、

高原病抵抗、高紫外线保护等高海拔适应性快速进化

基因，但远低于家猪通过人工强烈选择形成的肌肉生

长、脂肪沉积、免疫等基因 516 个，证明了与前者数百万

年漫长进化形成的特殊基因组相比，人类从事农业生

产仅 9000 年以来的人工驯养、改良，更容易改变家养动

物的基因组。

李明洲表示，该研究不仅对养殖、育种领域基础科研

作出贡献，还在医学、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具有一定意

义，如发现藏猪嗅觉基因仅 752 个，远低于家猪的 1240

个，证实了高海拔环境下动物嗅觉能力失效与基因退化

有关。该研究还首次证实，在距今两万年前的末次冰盛

期，由于四川盆地地质活动频繁及“胶囊”状特殊地貌，成

为野猪、藏猪甚至大熊猫等古生物的“诺亚方舟”。

我科学家揭示藏猪与家猪“基因密码”
证实“人工进化”能够更有效“塑造”家畜

艇内空间狭小，布满了高科技的仪器、设备

以及大小阀门，行走其中得小心翼翼，一名“老

潜艇”一边灵活地在前面穿梭带路，一边提醒着

我们不要碰到头。停靠在码头的这艘核潜艇舱

门虽然打开，但仍然让人觉得有些闷，时间稍微

一长，便觉得有些受不了。更别说那些动辄在

这里呆上几十天，驰骋于大洋深处的官兵们。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有幸参观了中国海军

第一支核潜艇部队——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基

地。这是我国核潜艇部队第一次向媒体开放。

42 年风雨历程，42 年纵横大洋，这支神秘

的部队不断创造辉煌：水下长航，创造世界核

潜艇一次长航时间新纪录；大深度极限深潜，

检验了我国核潜艇深海作战性能；水下发射运

载火箭，宣告中国海基战略威慑力量正式形

成；作为重点建设作战部队，具备核威慑和核

反击能力；42 年守护核安全，从未发生过核事

故……他们铸就了共和国坚不可摧的水下“核

盾牌”，被称为用生命践行使命的水下先锋。

艰难起步为了打破核垄断

1959年10月，毛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

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1970年12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68年7月，海军组建首艘核潜艇接艇队，

36名艇员经选拔脱颖而出。然而，艇长杨玺，参

军时只有小学文化；政委崔桂江是抗美援朝一

等功臣，但也只参加过速成识字班；其他人，大

都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围绕“何为核裂变”这一

问题，教员倾尽全力，艇员们就是听不懂。

令人敬佩的是，共和国第一代核潜艇艇员以

人均瘦掉 10公斤的代价，换来笔试、口试、实操

全部通过的好成绩，迈出了中国驾驭核潜艇的第

一步，被誉为中国核潜艇史上的“36棵青松”。

核潜艇的最大自给力决定战斗力、威慑

力。战时，一艘核潜艇水下待战时间长一天，

就足以让对手噩梦连连。

某年初冬，一艘核潜艇驶出港口，一个猛子

潜入深海。这是我国核潜艇的一次长航。艇内

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上千台设备日夜运转，官兵

们在高温、高湿、高噪音的环境里，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长时间水下生活，艇员们的体质明

显下降，有的人出现失眠、头晕、食欲不振、大腿

根部溃疡等。环境艰苦还算不上什么，深海之

处的寂寞最难耐，部分官兵开始烦躁、抑郁。

日历一张张翻过。第 70 天到了，已超过

了法国核潜艇 67 天的纪录，是到此止步还是

继续前行？艇上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艇

员们都选择继续航行。他们说，纵有千难万

险，也要勇往直前，为国争光！

忍受孤寂，克服枯燥，战胜恐惧。

第90天，艇员们驾驶着“巨鲸”返航，标志着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核心作战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用科学掌控高科技武器

我国第一座核电站运行发电是在 1991 年

12 月，而第一艘核潜艇服役是 1974 年 8 月，它

就像一座海上移动的核电站。核潜艇启堆、停

堆频繁，还集中了各种最先进的技术，其运行、

管理、维修难度相当大。

“无畏无敌的底气，往往来自于对新生事物的

科学认知和科学精神。”基地党委一班人说，“干核

潜艇，更需要重科学、讲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

高级工程师卢明章是战略导弹保障专

家。那年，某型导弹超出规定的寿命年限，若

返厂延寿保养，费用昂贵、时间长，部队训练将

失去重要的保障平台，若立足自身力量，风险

很大。出于安全考虑，很多人建议返厂延寿保

养，但卢明章坚持道：“作为随时准备打仗的一

线战斗部队，应当勇于承担风险，总不能打仗

时去找工厂、专家吧！正好我们以此为契机，

全面锤炼部队的科研攻关和技术保障能力。”

于是，他亲自挂帅，组织 50 余名技术骨干夜以

继日地逐系统进行分解、检测，逐部件进行维

修、调试，终于全面恢复了性能，节约了巨额经

费，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 （下转第三版）
上图 长征6号战略导弹核潜艇。

王松岐摄

大 洋 深 处 写 传 奇大 洋 深 处 写 传 奇
——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为祖国铸造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为祖国铸造““核盾牌核盾牌””纪实纪实

本报记者 张 强 本报通讯员 李 唐 郑良振

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成立以来，几乎从

未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然而正是这支神秘

的部队操控“钢铁巨鲸”，驰骋大洋，舍生忘

死，用手中的高科技武器铸就了共和国的水

下“核盾牌”！

掌控高科技武器需要勇于献身的大无畏

精神。基于国防事业的特殊地位，高科技往往

最先应用到军事领域。从“两弹一星”到核潜

艇，每一个高科技武器的出现都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科学技术是决定战争

胜负的重要基础，为让“国之重器”发挥作用，他

们开展了90昼夜长航、极限深潜等重大科研验

证工作，闯过核潜艇掌控过程中的道道难关，创

造了中国核潜艇20多项首次和第一。每一个

新武器的试验过程都有许多危险，他们不惧生

死验证高科技武器的奉献精神让人敬佩！

掌控高科技武器还需要具备专业的知

识。核潜艇集各种先进技术于一身，是当今

世界最高端的武器装备之一。俗话说，核无

小事。核潜艇官兵只有具备相关的科技知

识，按科学规律办事，才能“玩转”核潜艇，使

核潜艇安全、稳定运行，展示核威慑和核反击

能力。这支部队从“36 棵青松”开始就积极

学习相关知识，积极培养和引进人才，按照科

学规律展开训练，针对核潜艇中的各种问题

展开科研攻关。这些成果最终都直接转化为

战斗力，直接为“能打仗、打胜仗”服务。这是

科技强军的可贵实践。

用高科技铸牢钢铁长城
张 强

新疆哈密风电、光电资源丰富，截至目前，新疆哈密获得核准风电项目55个，总规模426.9
万千瓦，现已有 22个风电项目并网发电，容量达 126.9万千瓦；获得核准光伏项目 31个，总规
模66万千瓦，现已有11个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容量达21.5万千瓦。图为技术人员从新疆哈
密石成子光伏园区的太阳能电池板旁走过。 新华社发（蔡增乐摄）

科技日报南宁 10月 27日电 （记者江东
洲 刘昊）为期两天的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

坛今天下午在南宁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国民党

荣誉主席吴伯雄出席闭幕式并致辞。本届论

坛上，深化两岸科技交流合作作为论坛议题

之一，成为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俞正声代表中共中央对论坛取得圆满成

功表示热烈祝贺。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全民族的

根本利益。两岸同胞应当本着“两岸一家亲”

的理念，携手同心，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繁荣兴旺的崭新篇章。

俞正声在开幕式演讲中就扩大和深化两

岸交流合作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是加强

两岸科技交流合作，蓄积民族振兴的创新动

能。加快构建两岸科技交流合作的常态化机

制，尽早签署两岸科技交流合作协议；加强两

岸科技合作的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两岸

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着力点，不断创新合作模

式，形成合作机制，增强两岸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届论坛通过了 19 项共同建议。围绕扩

大深化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与会人士提出，

统筹规划、大力推动两岸科技交流合作，尽快

研究商签两岸科技交流合作协议，实现科技交

流合作的制度化。推动两岸科技界建立更紧

密和稳定的合作关系，更好地发挥两岸科技互

补优势，共同提高科技发展水平。研究加强两

岸科技合作的平台建设，为科技合作创造更好

条件。加强两岸科技研究发展机构的交流，鼓

励共同建立研发中心。推动建立两岸高新园

区交流合作机制，鼓励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

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两岸文化科技创

新交流，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支持两岸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合作，共同为两岸科技产业

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服务。

在论坛主题演讲中，中共中央台办特邀

嘉宾曹健林表示，在大学、研究所、企业层面

上，两岸的交流已经十分活跃，下一步希望继

续积极推动构建常态化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机

制，比如定期协商或召开会议，交流情况，总

结经验，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商定今后合作

的重点领域和方式等。

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圆满闭幕
深化两岸科技交流合作“唱主角”

要全面深刻理解“中国
经济升级版”的内涵

要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就必须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我们理
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以新增长动
力为驱动力的发展模式，实现“升级版”的经济
发展目标；就是通过创造改革的红利、激发创
新的活力和释放内需的潜力，形成经济持续发
展的内生动力，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协
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

续性发展、集约发展和普惠发展。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目的在于三大

发展目标的实现。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既
包括稳增长、增后劲，提升经济增速的可持
续性，也包括处理好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环
境可持续性。经济集约发展就是挤掉经济
增长水分，并通过提高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经济普惠发
展就是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使经济增长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关键在于实现
增长动力的转换并形成新动力。其中，创造

改革红利就是通过深化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
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制约经济可持续
发展、集约发展和普惠发展的关键制度障碍，
持续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创新活力就是以改
革的制度红利为保障，以庞大的内需潜力为
依托，形成有利于全社会创新的激励机制和
良好环境，激发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和创
造力。释放内需潜力就是以改革破除制约内
需潜力释放的制度障碍，以创新创造新的内
需潜力，在提升内需潜力的同时，可持续地释
放内需潜力。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有“升级版”
的政策体系作为抓手。“升级版”政策体系必须

有利于改革红利的释放、创新活力的增强和内
需潜力的释放。

传统产业政策已成为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
重要障碍
1.发展阶段的转换大大降低了传统产业

政策的有效性
一是由要素驱动的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

向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产品、
企业、产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将由主要依靠
价格、规模向主要依靠质量、技术、品牌转
变。以优惠的土地、财税、金融、用工政策等
压低要素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为特征的传统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大幅降低。一方面，由于
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
空间已经不大，实施成本越来越昂贵；另一方
面，传统产业政策难以有效培育以质量、技术
和品牌为核心的新比较优势，难以提高创新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下转第三版）

构建创新政策体系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赵昌文 朱鸿鸣

科技日报讯 （记者朱丽）一艘大概 3000

吨的船，每多利用 0.1 米水深，就可多装载 130

余吨货物；而如果是一艘 5000 吨的船，则可

多装载 200 余吨。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在

使用长江电子航道图系统终端后，充分利用

长江水深增加载货量，大大提高了航运效益。

长江航道测量中心副主任何明宪介绍，

长江电子航道图（3.0 版）系统功能已研发完

成，并于 10 月开始选点试运行，共有 31 艘不

同类型的船舶免费使用了该系统终端，这些

用户可在线获取最新航道地图。电子航道图

可为船舶提供准确的位置信息、水深数据、航

标位置、航道地物地貌信息、周边航行船舶信

息、雾情可视距离以及预测未来 7 天内水位

等。根据这些信息，行驶船舶能够设计出最

佳航线。

这种智能化系统平台也变革了传统的长

江航道管理模式。工作人员在电脑旁就可以

轻松了解船舶航行状态，包括航向、航速、历

史航迹等，而这些工作过去必须要开着巡逻

艇现场巡航完成。

“在川江控制河段，过去靠人工观望来往

船舶，手动发出上水或者下水信号，现在则是

通过该系统自动识别来往船舶后发出通行指

令，提示船舶按电子航道图终端接收的指令

通行。”何明宪说，电子航道图的另一特点就

是智能化指挥长江船舶通行，保障船舶安全

航行。据他介绍，目前国内内河领域还没有

统一的电子航道图标准。最早是交通运输部

于 2010 年 4 月发布过《长江电子航道图制作

规范》，长江航道局采用此规范制图，并对该

规范进行了完善。作为主编单位，该局正致

力于编写国内统一的内河电子航道图行业标

准和国家标准，从而实现所有电子航道图数

据的共享应用。目前，除长江外，其他内河航

道要素正在调研中，计划在 2014 年完成标准

的制定工作。

智能航道图让长江每一厘米水深都产生效益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7日电（通讯员蔡金

曼 记者付毅飞）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防科工局获

悉，执行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的长征三号乙

遥二十三火箭，今天从北京启程搭乘专列前往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计划11月1日抵达发射场。

长征三号乙遥二十三运载火箭为捆绑式

三级液体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与

发射嫦娥二号卫星的火箭相比，这枚火箭采用

了多项新技术，进行了多项技术状态更改，突

破了多窗口、窄宽度发射和高精度入轨技术，

进一步提高了可靠性和安全性。

火箭进场后，将陆续展开有关装配和测试

工作。已于 9 月 12 日进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的嫦娥三号探测器，目前各项测试工作进展顺

利，嫦娥三号任务准备工作正有序展开。

探月工程是我国 16 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之一，承担“落月”任务的嫦娥三号是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将实现我国

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嫦娥三号任务自

2008年 2月立项以来，先后经历了 21个月的方

案设计、26 个月的初样研制、20 个月的正样研

制，目前蓄势待发。

嫦娥三号任务运载火箭赴西昌

□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推进公司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改革，降低创业成
本，激发社会投资
活力 （据新华社）

○国际新闻
中加科技合作迎

来新机遇——访中国
驻加拿大大使馆科技
参赞王启明 （2版）

○科技改变生活
银屑病不仅仅是

皮肤病 （4版）
○大学科技

像做孵化器一样
做创业教育——走进
清华x-lab场地

（7版）
○汽车天下
“从示范运行，走

向 商 业 市 场 ”——
2013 电动汽车科技
创新国际论坛在京召
开 （9版）

○汽车新潮
我将建基于燃料

消耗量水平的奖惩制
度 （10版）

○汽车产业
长安两款战略产

品睿行、尊行上市
（11版）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禾）南京第壹有机光

电有限公司成功制备出内光提取 IES-OLED

白光照明模块，其能效达 111.7 流明/瓦（lm/

W），创同类器件世界纪录。近日，中国高科技

产业化研究会在京召开成果鉴定会认为，该项

目整体技术和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OLED是一种可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半导

体器件，照明能耗仅为白炽灯的 1/6、荧光灯的

1/2，与高质 LED 灯相当；OLED 光质接近自然

光，无热辐射，不含汞及其他重金属，无污染及废

弃物处理等问题，具有巨大的健康、环保效益。

为提高能效、延长产品寿命，南京第壹公

司还自主研发出优化的含微米颗粒的外光提

取材料配方，在国际上首先使用简便、廉价的

涂层法，通过改进材料和涂层工艺，从而制备

出 光 提 取 效 率 达 80%的 EES-OLED 照 明 器

件；开发了深蓝色磷光发光体系材料和电子传

输材料，大幅降低器件驱动电压，提高了功率

效率；研发出 EES-OLED 照明面板量产生产

工艺，并开发了防短路、高可靠封装等关键技

术，改进 OLED 器件功能并延长其寿命，建成

了产能达 2万平方米规模的量产线等。

北京交通大学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教授徐

征说，OLED 照明模块项目是企业根据市场需

求自主研发，属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OLED 照明是面光源，无

紫外线、光线柔和、均匀、无眩光，其照明适合

于青少年护眼灯及对空间要求高、使用环境严

苛、高空高压的军用设施和装备；其良好显色

性能很好还原文物本色，并对文物有保护作

用，适合博物馆等特殊场所。

目前欧盟、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都制定

了 OLED 照明发展战略，OLED 照明模块的成

功，使我国在该领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我 OLED照明能效创同类器件世界纪录

科技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