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磊）近日，科技部、

工信部制定并印发《2014—2015 年节能减排

科技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

提出至 2015 年末，科技创新对国家实现节能

减排目标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自主知识产

权节能减排技术和装备体系初步形成，节能

减排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体系进一步完善，

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体系初步建

立，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形成规模效应。

《方案》旨在深入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十

二五”规划》和《“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发挥科技对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缓解资源环

境约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支撑引领作用，全

面推进2014—2015年节能减排科技工作。

《方案》提出，到 2015年末，力争突破共性

和关键技术 150 项，相关关键设备能效提高

10%以上，制修订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 100

项；在重点行业组织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300

项，实施重大技术示范工程 100 项，应用普及

率提高 30%；建设 20 个国家节能减排科技创

新示范基地；形成 20 个以上节能减排相关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方案》提出五大重点任务。第一，加快节

能减排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围绕工业、能源、

交通等相关领域节能减排和优化升级的重大

科技需求，加快电力、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能

源梯级利用、源头减量化技术，交通运输工具

的燃料利用效率、尾气污染物削减技术，农业

面源污染控制、小型分散污染物处理等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第二，加强节能减排先进适用技

术推广应用，编制与产业政策、环境准入政策

等有效衔接的节能减排技术政策大纲。支持

编制重点节能减排技术推广目录，重点筛选一

批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产业化前景好的重大技

术成果，通过节能减排技术与标准信息服务平

台、技术成果推介会等形式推广应用，鼓励地

方积极探索节能减排技术推广机制和创新模

式。第三，深入实施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工

程。实施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示范工程、重点

行业节能减排技术示范工程、首都蓝天行动

等，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形成可复制的科技成

果推广模式。围绕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

重大需求，提高节能减排关键产品或核心技术

研发、制造、系统集成和产业化能力，扶持一批

研发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第四，完

善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充分

发挥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创新平台作用，

提升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完善

节能减排相关科技政策、措施和推进机制，制

定和完善节能减排技术标准体系，推动建立节

能减排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检测认证服务机制，

促进形成技术服务政策环境、投资环境和产

业环境，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能减

排技术服务基地。 （下转第三版）

科技部、工信部联合发布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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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关注马航失联客机

■为您导读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怡）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

米仿生研究所张珽研究员及其团队，近日研制出一种

新型可穿戴柔性仿生触觉传感器——人造仿生电子皮

肤。由于该器件实现了对微小作用力的高灵敏度快速

检测，因此对脉搏、心跳、喉部肌肉群震动等人体健康

相关生理信号可以实时监测，在医疗领域有广泛应用

前景。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先

进材料》。

柔性仿生传感器，是一种用于实现仿人类触觉、嗅

觉、味觉、听觉、视觉等感知功能的人造柔性电子器件。

该类器件在消费电子、军事、医疗健康等产业领域具有

极大的应用潜力。随着柔性电子学的发展，近年来，新

型可贴附、可穿戴、便携式、可折叠的柔性电子学器件的

研究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当前重要

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

据了解，该电子皮肤的原理是结合了具有微纳米

结构的柔性基底和高灵敏度的导电纳米材料，利用导

电材料受微小压力或触觉引起的电信号变化来检测人

体各项生理指标，从而实现人体健康状况的实时诊断

与评估。

张珽研究员及其团队在前期碳纳米管导电薄膜可

控制备的基础上，巧妙地以低成本的丝绸为模板代替昂

贵且制备工艺复杂的硅基模板，实现了具有微纳米结构

柔性导电薄膜的可控制备，构筑出具有高灵敏度、低检

出限和高稳定性的柔性仿生电子皮肤。

科研团队目前将该仿生电子皮肤应用于对脉搏、语

音等人体生理信号的实时快速检测，通过对人体说话时

喉部肌肉群运动产生的微弱压力变化及脉搏波形变化

分析，初步实现了语音识别和人体不同生理状态的准确

检测，有望在语音辅助输出系统、人体健康评价和疾病

前期诊断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我研制出人造仿生电子皮肤
可实时监测人说话时喉部肌肉群运动

3月 25日下午，马来西亚交通部代理部长

宣布，前一天马国总理的“失联客机 MH370消

失于南印度洋”结论，是利用“多普勒效应”分

析 得 出 。 这 印 证 了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几个小时前的专家采访内容。

“我们有的还是那几个 ping 信号，但 In-

marsat（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工程师利用叫做

‘多普勒频移’的微小差别，搞明白了飞机是飞

向卫星，还是远离卫星。”气象学家查德·迈尔

斯在 CNN节目中说。

Inmarsat 副总裁麦克劳克林告诉媒体：他

们利用多普勒效应判断出，飞机走的是南线而

不是北线。

“通过测量多普勒效应，可以确定发射信

号的飞机与接收信号的卫星的相对速度。”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的雷达专家董胜波说，“通过

分析 8 个 ping 信号载波的频率变化，可以确定

飞机相对于卫星的速度变化过程。”

董胜波说，所谓的 ping信号也就是一组脉

冲信号，含有飞机的地址码。“它仅是一个请求

信号，也叫握手信号，定时发送。当卫星收到

ping 信号时，首先对地址码进行解码，确认该

飞机是否租用了数据通道，如果是，就接收飞

机的运行参数，否则就不接收。这个过程是定

时地重复。”

“因为飞机向南飞或向北飞，它相对卫星

的速度变化过程是不同的，所以通过对多个

ping信号波的多普勒分析，可以确定是南线还

是北线。”董胜波说。

“中学课本讲过：当信号的发出者和接受

者之间有位移，信号的频率就会改变。”中科院

声学所研究员朱敏说。教科书上关于多普勒

经典例子是：当火车靠近我们时，汽笛声听起

来尖锐；远离时声音变低沉——相对位移“压

缩”，或“拉伸”了信号波。

朱敏曾参与制造一种多普勒测速仪。他

说，信号的频率改变和相对速度成正比，因此

可从频率变化推断速度。

实际上，多普勒效应早就用于监测飓风、战

机、血流等一切移动物体。同样，从失联飞机的

信号是“尖锐”还是“低沉”（尽管差异极小），可

判断那一刻飞机是在靠近还是远离卫星。

由于失联飞机出厂时装有国际海事卫星

设备，其发射器每隔一小时向国际海事卫星系

统发出 ping 信号。3 月 10 日，Inmarsat 曾根据

ping 信息研判出，飞机离开马六甲海峡后，可

能朝着西北方向的哈萨克斯坦而去，也可能飞

向西南的印度洋腹地。

查德·迈尔斯在 CNN节目中表示，以悬停

在印度洋上空的同步卫星为圆心，可根据几次

ping 信号画出几条飞机必在的位置圆弧。而

此次利用多普勒效应，则判断出飞机每次“是

飞进这些圆圈，还是飞出这些圆圈”，进而排除

了北线的可能性。

董胜波说，除了多普勒分析还有一种方

法：分析 8 个 ping 信号从飞机到卫星的信号传

输延迟时间，南北两条航迹上这种延迟变化是

不同的。但这种方法需要卫星与飞机之间有

精确的时间同步。“我个人认为，就 MH370 与

卫星之间没有其他通信链路情况下，采用这种

方法确认是哪条航迹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

迈尔斯称，Inmarsat 的工程师以前还从未

用过测多普勒频移技术。但董胜波认为，这项

技术并没有多么了不起，外方过于渲染其技术

含量，或许另有别情。他透露，在此次事件之

前，恐怕连民航界人士也未必知道 ping信号的

存在。我国很多飞机是波音等国外厂商制造

的，也会定时发送 ping信号。凭借对该信号的

分析，就能掌握这些飞机的一举一动。

Inmarsat 中国市场联络人、马航事件发言

人赵玉民 25 日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由于马

航事件调查尚未结束，他无法发表技术方面的

评论。 （科技日报北京3月25日电）

寻找失联飞机，听听“多普勒先生”怎么说
本报记者 高 博 付毅飞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5 日发表文

章质疑说：马来西亚总理 24 日 22 点的声明

后不足两小时，“实现这一技术突破的公司

Inmarsat 的一位资深管理人士就与数个国家

的新闻媒体进行了多次访谈，披露了此次调

查的其他一些重要情况。这种做法严重违

反了所有有关空难事件调查的规则”。

Inmarsat 即 国 际 海 事 卫 星 组 织 。 英 国

《金融时报》中文网在 25 日的《Inmarsat 如何

追 踪 MH370 》一 文 中 说 ：“Inmarsat 是 1979

年应国际海事组织要求成立的一家非盈利

性公司。最初，Inmarsat 帮助船只与岸上保

持联络，但不久后便开始为飞机服务。”

《华尔街日报》文章中说：“Inmarsat 副总

裁麦克劳克林接受采访时，直率地谈到了调

查中一些尚无答案的核心问题……一般在

进行空难调查时是严格禁止发表这类言论

的。根据相关规定，那些参与调查的公司的

高管应提供专业技术背景知识，但不得发表

任何公开评论……若放在美国，麦克劳克林

的言论会立即让他及他的公司在 NTSB（美

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任一调查中除名。

英国等很多国家也有类似严格规定。马航

这架飞机及引擎生产商波音公司和罗尔斯-

罗伊斯则以调查还在进行中为由一直保持

沉默，且再三拒绝回答外界的提问。”

《金融时报》提到：“由于投资者对卫星

领域的关注度不大，在英国科技企业中，In-

marsat 一直以来都是颇受冷落的一家。相比

之下，其它通信类企业，包括有线电视和电

信等公司都广受青睐，因为手机的普及让移

动数据和电视内容迅速增多。Inmarsat 向政

府部门，以及有陆地、海洋或空中业务的公

司提供音频和高速移动数据服务，并长期向

民用或军用船只和飞机提供通信连接。

（下转第三版）

卫星公司积极发言引质疑
本报记者 高 博 综合报道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罗晖）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

转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

政策进入消化期。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类

似，科学基金也面临投入增长的换挡期、项目

经费管理调整的阵痛期、待拨资金的消化期等

‘三期叠加’的形势。我们将通过‘五力共聚’

应对挑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基

金委）主任杨卫在 25 日召开的基金委七届二

次全委会上表示。

杨卫在题为《夯实源头储备 服务创新驱

动 努力开创科学基金改革发展新局面》的工

作报告中指出，迎接挑战，一是保持定力。要

准确把握定位，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稳定发展。

科学控制规模，着力提高强度，稳中求进，积极

争取拓展基金资源总量，促进主体项目健康发

展，保障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二是深部着

力。深化资助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基金管理基

础制度。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推进项目经费管

理改革，以信息化带动评审智能化。深化“三

评”改革，完善原创价值评价体系，化经费驱动

为原创驱动。三是精准发力。梳理整合项目

资助格局，优化资助工具和评审程序。审视前

沿，分类指导，加大对具有原创潜力的项目支

持力度。注重潜质，因材制宜，发现和培养新

一代青年科学家和学术领军人才。四是有序

有力。积极稳妥推进评审智能化，促进管理精

细化和品质提升。 （下转第三版）

科学基金“五力共聚”应对“三期叠加”挑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七届二次全委会

■科体改革进行时

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将来有一天，

你的手机或电脑没电了，只需拿到太阳下晒

一晒就能继续使用了，因为它们的显示器同

时也是太阳能电池。这就是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NTU）科学家发表在《自然·材料》杂志

上的最新成果，他们开发出的下一代太阳能

电池材料，不仅能把光转化成电，电池本身还

能按照需要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开发这种太阳能电池的材料来自钙钛

矿，这是一种能制造高效廉价太阳能电池的

关键材料。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3 月 25 日报

道，南洋理工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博士

后研究员邢贵川（音译）用激光照射他们正

在研究的混合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发现

它发出了明亮的光。而大部分太阳能电池

材料吸收光线的能力都很强，是不会发光

的。这让他们感到很惊讶。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材料对光照的耐受

力很强。它能捕获光子转化成电，或者反

之。通过调整材料成分，它还能发出多种颜

色的光，因此很适合做成发光设备，比如平

板显示器。

另一位研究人员、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副教授尼潘·马修说，用现有的技术就

能很容易地将这种材料应用到工业上。由

于它在制造过程中易于溶解，室温下能与两

种或更多化学物结合，比目前的硅基太阳能

电池要廉价 5倍。

“作为一种太阳能电池材料，可以把它做

成半透明的，作为彩色玻璃装在窗户上，就能

同时用阳光来发电。而利用它发光的性质，

可以用在商场或办公室外面，作为灯光装饰。”

马修说，“这种材料多功能低成本，对环保建筑

也是一种促进。我们已在研究怎样扩大规

模，将这些材料用做大型太阳能电池，改变发

光设备的制造工艺也是一条很直接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种材料具有响应激光照射的

能力，对开发芯片电子设备也有重要意义。”

目前，这种先进材料正在申请专利。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技术教授拉马

穆希·拉姆耐什表示：“该小组的研究成果清

晰地显示了新材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包

括现有的太阳能电池和激光器。”

像人体里的三磷酸腺苷那样，轻松吸收

又轻松释放能量的材料，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旦发现完美的储能材料，就能开辟出一片

新天地，比如电动车产业就在渴求更好的储

电材料。“光线银行”的理念人们并不陌生，

已有不少将白天的光线存到黑夜释放的方

法。但发现一种便宜却能高效率地储存和

释放光线的矿石，这是意外之喜。鉴于光本

质上也是电磁波，说不定研究电池的科学家

也能从中得到启示呢。

白天当太阳能电池晚上做发光板

新加坡开发出新型太阳能电池材料

实验室的新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会发光。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陈瑜）

马航失联客机疑问重重，正在奔赴目标海域的

“雪龙”号能否找到飞机疑似残骸成为揭开谜

团的关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洋环境

预报室主任刘桂梅 25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根据研判，在过去 3 天时间里，疑

似碎片可能已向东南漂移约 100 公里，建议

“雪龙”号前往该处开展搜寻工作。

“与北印度洋不同，目前有关南印度洋的研

究相对少。”刘桂梅分析说，目标海域位于南半

球“咆哮”西风带内北部边缘，东侧西澳大利亚

寒流的流系分支海域。水域内多为涡旋结构，

流向复杂多变，其南部海域以东向流为主，流速

较快。复杂的海流情况导致漂浮物漂浮方向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整体向东漂流的情况下，

漂浮物或在西澳大利亚寒流分支的影响下向东

南方向移动。海域附近海温约为 13℃—17℃，

人体难以长时间维持体温。此外，该海域位于

东南印度洋中脊上，两侧为海盆，因此海底较

深，平均水深3300米，最深可达4000米，增加了

水下搜寻的难度。

国家海洋预报台最新溯源分析表明，我国

飞机发现的疑似漂浮物可追溯到 3月 8日距发

现位置西方 500 公里左右的海域。疑似漂浮

物如果与失联航班有关，溯源分析对寻找黑匣

子有很大作用。刘桂梅解释说，这是根据我国

空军的最新发现，结合中心近年开发的全球业

务化海洋学预报系统的全球风场、流场数值预

报要素，按集装箱的重量推算出来的，“结果有

很大不确定性”。

按照预计，“雪龙”号将于 25 日到达目标

位置，但恶劣海况影响了计划。

“未来三天，该海域将遭遇 6—7 级大风，

阵风将 8 级，浪高 3.0—4.5 米。”刘桂梅告诉记

者，大风大浪叠加涌浪会让人很不舒服。

记者了解到，“雪龙”号不是专业的救援船

只，装备也不够专业。船上配备的雷达为船用

雷达，只能扫描到露出海面的物体，成像只显

示朝向船的部分，与物体的真实面貌相差很

大。此外，如果涌浪过大，也会影响到雷达的

工作。

这次对马航失联航班的追踪，从南海到马六

甲海峡、安达曼海、明打威群岛，直至南印度洋，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成果全球业务化海

洋学预报系统第一次得到大规模应用，南海中尺

度环流数值预报系统、印度洋海洋环境数值预报

系统和全球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系统为关注水域

提供海洋环境预报，从海浪、海温、海流、风场等

方面进行多要素预测。下一步还将结合现场搜

寻情况，对疑似碎片的漂移预报和溯源追踪进行

深入和细化，为海上搜救提供服务保障。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相关专家分析

疑似碎片可能已向东南漂移约 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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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5 日电
（记者陈瑜）记者 25 日从航天材

料及工艺研究所了解到，日前，该

所为嫦娥五号研发的七种新型防

热耐烧蚀材料均通过了新材料鉴

定，并成功应用于正式产品。

据了解，该所是嫦娥五号返

回舱防热结构的研制生产单位，

七种新型防热耐烧蚀材料突破了

低密度复合灌注成型、拐角环立

体铺覆成型两项关键技术。

嫦娥五号将使用七种
新型防热耐烧蚀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