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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种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8日在京发布，SH6红外雷达

隐身复合多元膜研制成功，已申请国防专利。国家权

威机构多次检测，发现 SH6复合多元膜可使 8—40GHz

频段内的雷达波衰减达 10—15dв，而每平方米的重量

仅为 0.7 公斤，还可极大降低红外辐射波，综合性能明

显优于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雷达隐身涂料，将为提升

我军作战效能和极大提高武器生存能力作出贡献。

当雷达隐身涂料施工到各种武器装备上时，涂层

厚度需在 1毫米以上，每平方米重量在 3—5公斤以上，

不仅施工周期长，而且因涂层厚，容易开裂脱落，维修

困难，加之隐身频带窄，不能与红外隐身材料复合使

用。这些不足之处多年来没有明显改进，使得飞行器

及许多先进武器装备无法采用。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

广泛应用，军事侦察技术手段已经实现了高技术化。

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应用，意味着战场目标“发现即可

命中”，使武器装备系统、军事设施、作战部队生存能力

及作战效能受到严重威胁。伪装和隐身技术作为反侦

察手段已成为战场上必不可少的部分。

SH6 红外雷达隐身复合多元膜是由多层具有红外

和雷达隐身功能的材料经精确计算和科学配置生成的

复合材料构成，其中红外和雷达隐身技术已经批领了

国防发明专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作为当今最具有领先水平的隐身遮障物，这种膜

只须简单地遮盖到各种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表面上，

就使天空、地面上的各种红外及雷达侦察设备发现不

了和识别不了。

只须简单遮盖 各种红外及雷达都发现不了

SH6红外雷达隐身复合多元膜研制成功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甲午年三月初十 总第 9889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http://www.stdaily.com 2014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三 今日 12 版

■时政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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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2011年度诺贝尔

物理学奖由索尔·佩尔穆特、布赖恩·施密特和

亚当·里斯分享，以表彰他们观测 Ia 型超新星

并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那么，宇宙的膨胀速

度 究 竟 是 多 少 ？ 参 与 重 子 振 荡 光 谱 巡 天

（BOSS）的天文学家们通过对 14 万颗遥远的

类星体的位置和星系间氢气的分布进行观测

和分析，测量出了宇宙年龄为现在 1/4 时的膨

胀率。这是迄今为止对宇宙膨胀进行的最精

确的测量，将有助于科学家们进一步厘清暗能

量的属性。

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 8日（北京时间）报

道，BOSS 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使用类星体来探

测星系际的氢气分布，从而获得年轻宇宙的结

构以及暗能量的作用。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

解释说，来自遥远类星体的光穿过星系间氢气

时，氢气团会吸收类星体光谱上对应中性氢特

征波长的位置上的光，气体团的密度越高，吸

收的光也越多。随着宇宙不断膨胀，类星体发

出光的波长被不断拉伸（红移）。随后，这种光

遇到的每个气体团会在不同的相对波长处留

下吸收印记，最终，类星体光谱上就包含了其

发出的光遇到的所有气体团的印记。“就像年

轮揭示了树木的年龄一样，类星体的光谱也记

录着宇宙的历史。我们可通过类星体光谱，测

量出光穿过每个氢气团后，宇宙膨胀了多少。

结果表明，108 亿年前的宇宙膨胀率为每 4400

万年膨胀 1%，精确度为 2.2%。”研究人员表示。

另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4月 8日（北京时间）

报道，最新结果结合了两种不同的分析技术。

第一种技术由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物

理学家安德鲁·佛特-里贝拉领导的研究团队

提出，主要比较类星体和氢气的分布；第二种

方法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提姆思·德鲁

巴克领导的团队完成，该方法通过研究氢气本

身的分布模式来测量年轻宇宙中的物质分布。

佛特-里贝拉说：“最新结果意味着，在宇

宙诞生 30 亿年左右，我们会看到，随着宇宙的

膨胀，一对相距一百万光年的星系正以 68 公

里/秒的速度背离对方。”

研究人员说，测量宇宙各个时期的膨胀率

是探索暗能量本质的关键。科学界一致认为，

正是暗能量使宇宙在过去 60 亿年中不断加速

膨胀。

佛特-里贝拉补充说：“最新结果也使我

们能研究早期宇宙的结构，结合其他天文学实

验，我们更加确信，宇宙是平的。”

每 4000 多万年才扩张 1%，宇宙膨胀比通

货膨胀客气多啦。不过“宇宙牌”气球实在太

大，稍微吹胀，球面任意两点之间，路途就远了

一大截，让星际旅行者徒唤奈何。想当年，天

文学者发现宇宙红移（暗示一切发光体都在远

离我们）时，大吃一惊——原来所有星系都在

一个吹胀的天球上，原来宇宙有出生一刻，原

来它被看不到的手操纵……现代宇宙学就此

诞生。尽管刚刚得到了重要测量值，膨胀率问

题还不能说搞清了。宇宙生灭悬案仍需要几

十年的探索。

天文学家获迄今最精确宇宙膨胀数据
108亿年前宇宙每4400万年膨胀1%

宇宙的演化历程：从大爆炸到现在

“不管是搞科研还是做企业，都必须专注

地做出最好的成果或产品，基础研究更是只有

第一，没有第二。”45 岁的中科院化学所研究

员宋延林有一股书卷气，声音不高，眼镜片后

的那双眼睛永远带着笑意。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到改变整个印刷行业的绿色制版

技术开发者，再到中科纳新公司创办者，10 多

年的科研和产业化实践才让宋延林有感而发。

“不管是一张纸，还是一块塑料膜，我在上

面打印出一条线，它就能导电；还有这只漂亮

的蝴蝶，它的色彩不是靠色素而是靠纳米结构

产生的，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说起纳

米技术将给印刷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宋延林

滔滔不绝。让人感觉他就像一个魔术师，能让

一个个纳米颗粒乖乖听话，打印出此前人们想

象不出的神奇世界。

10 年前，当宋延林带领自己的团队闯入

印刷领域时，远没有今天这般自信，也没有想

到会开辟如此广阔的空间。2004 年，他在国

家项目支持下开发出可与国外知名品牌媲美、

但价格仅为其 1/10的打印墨盒。

他本可以在交出一份漂亮的结题报告后申

请下一个课题，但随着对印刷行业的深入了解，

他意识到，我国印刷行业污染严重且核心技术长

期被国外企业垄断。能否用纳米材料通过打印

研发出绿色制版技术？宋延林开始新的思考。

通俗地讲，传统的激光照排相当于“胶片

照 相 机 ”，较 先 进 的 计 算 机 直 接 制 版 技 术

（CTP）相当于“拍立得”，而绿色制版技术就像

是“数码相机”。

具体说来，激光照排需要两次曝光显影，

过程繁琐，而且使用的显影、定影液等化学物

质会产生大量污染。即使目前国际上最先进

的 CTP，也需要感光预涂层和化学处理过程，

而且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设备和耗材价

格昂贵，让国内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

更重要的是，如果走已有技术路线，想实

现印刷技术突破，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发

展，可谓希望渺茫。“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从原

理上实现突破。”宋延林说。（下转第三版）

宋延林：用纳米材料打印精彩世界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2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编者按 1994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科技界习惯称其为“杰青”。杰青设立

之时，我国科研队伍建设正面临“青黄不接”的巨大难题。于是，“促进青年科学和技术

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

带头人”成了杰青的使命。20 年过去，获得杰青资助的科学家已达数千名，他们中走出

了白春礼、陈竺、刘德培、卢柯、王贻芳、薛其坤、姚檀栋、杨焕明等许多各自学科领域的

将才、帅才。在杰青支持下，一大批创新性研究获得突破，其中不乏比肩国际最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

杰青设立 20 年之际，本报在“科星灿烂”栏目中陆续向读者介绍十余位获得杰青支

持、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试图从他们的成长历程、创新故事中，探寻科技才俊培养、

人才强国建设等规律性命题。

4 月 8 日，伴随了用户 13 年的 Windows

XP（以下简称 XP）正式隐退。我国尚有约 2

亿 XP用户，此次停服危及公民财产和信息安

全，网络安全谁来保卫？升级到新系统，安全

加固后继续使用，还是加速国产软件的替

代？新华社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XP停服影响中国2亿用户

“XP停服，Win8不仅难用，对电脑配置要求

还高，我们的网络安全谁来保护？”一些网友在微

博上抱怨，对“后XP时代”的网络安全忧心忡忡。

微 软 在 4 月 8 日 停 止 XP 以 及 OFFICE

2003等技术支持，并向用户推送全新的 Win-

dows 8.1 系统。4 月 9 日凌晨，微软将最后一

次提供 XP安全补丁更新。这意味着虽然 XP

系统可以继续使用，但一定程度上存在安全

威胁以及不能进行更新。

相关数据显示，XP 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

份额约为 25％，而我国 XP市场份额更是高达

70％，装机量约 2 亿台。除了个人用户外，由

于大规模的国家和行业信息化建设始于十多

年前的 XP 时代，所以目前在我国政府机构、

重点行业和企业中，XP系统的比例相当高。

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出

于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考虑，中国 2 亿 XP 用

户中，仍有六成表示将坚守 XP系统。

微软停止 XP安全服务后，从国家到个人

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表示：对中国而言，XP 停止服务是一

个“重大的信息安全事件”。

XP事件危及信息安全

XP 停服前三天，一场由民间安全公司

组 织 的“XP 挑 战 赛 ”在 网 上 掀 起 舆 论 高

潮。由于腾讯电脑管家、金山毒霸 XP 防护

产品不到 3 分钟均被攻破，引发网民对于国

产安全防护软件的担忧。

事实上，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腾讯公司

副总裁丁珂说，把 XP系统比作一座长长的江

堤，安全软件就是护堤员，通过不停地巡视，

一方面及时发现新的漏洞，修补漏洞，一方面

保证旧有的漏洞不再复发。整个体系是在挖

和补的博弈中，形成动态的生态安全。

记者调查了解到，操作系统是最底层的

软件，是其他一切软件运行的平台，操作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计算机的安全性。

微软的 Win8采用微软的“可信计算”架构，在

这种架构下，没有微软的许可，其他软件不能

运行，硬件配置不能修改。这使微软和美国

国家安全局可以轻易地控制用户的计算机。

不仅如此，Win8 还捆绑了微软自己的

杀毒软件 Windows Defender，这样第三方

杀毒软件将被扼杀。更严重的是，这使微软

可以借“杀毒”之名，随时扫描用户计算机，

并随时发布“补丁”，这样将大大加强对用户

计算机的控制。 （下转第三版）

应对XP停服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业内人士：急盼国产政策放行
新华社记者 南 婷 程士华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本着“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注重实效”的原
则，组织区内企业与相关大专院校进行
对接，组织学生和企业技术人员一同进
行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同时，为大学
生提供实习岗位和对口的就业岗位，解
决学生就业问题，形成校企双方共赢的
良好局面。图为 4 月 8 日，北华航天工
业学院学生在气密试验台与企业技术人
员（右三）交流气密性实验原理及做法。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科技日报青岛4月8日电 （记者王怡）
8 日下午 2 时 15 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科学”号海洋科学考察船，在青岛中苑码头

起航，执行中科院“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

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WPOS 专项）科学考察任务，这也是“科

学”号考察船首次综合性工作运行。

第一航次首席科学家李超伦介绍，本航

次科考任务将开展 WPOS 专项中的“深海

海洋环境与生态系统”项目海底热液系统相

关研究，对冲绳海槽热液区的热液喷口周围

海域物理化学环境进行现场原位观测和取

样分析。“在冲绳海槽地区有生物在无光、无

氧、高温环境下，依赖火山喷发出的硫化物

生存。本次科考我们从了解热液生态系统

开始，是迈入深海系统性研究的第一步。”

据首席技术负责人张鑫介绍，“科学”号

此次携带了水下缆控潜器（ROV）、深海拖曳

探测系统、重力活塞取样器、电视抓斗和岩

石钻机、万米温盐深仪（CTD）等先进的大型

深海探测和取样设备。其中，“发现”号ROV

配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深海高清摄像

系统和机械手，具备深海热液区温度、压力、

盐度、浊度、溶解氧、pH值、甲烷、二氧化碳等

多种物理化学环境参数的原位探测能力，可

以对近海底海水、热液流体、浅表沉积物、岩

石和生物样品进行可视化现场取样。

作为目前我国最先进的海洋科学考察

船，“科学”号由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

究院设计，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

造，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作为法人单位以“专

业运行、开放共享”的管理模式运行。

“科学”号在技术和建造方面整合了当

前海洋科学考察多学科、多领域的先进装备

和信息技术集成，可进行高精度长周期的动

力环境、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等综合海洋环

境观测、探测以及保真取样和现场分析，被

称为“海上移动实验室”。

下图 4月8日，“科学”号首航仪式在青
岛中苑码头举行。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科学”号海洋科考船青岛首航
第一航次将探寻西太平洋热液生态系统

■科星灿烂

□习近平同以
色列总统佩雷斯
举行会谈，强调
深化中以友谊和
合作，不断推进
以巴和谈

□习近平会见
东帝汶总理沙纳
纳。两国领导人
一致决定，两国
建立睦邻友好、
互信互利的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会见
纳米比亚总理根
哥布

□李克强同老
挝总理通邢举行
会谈，共同宣布
启动两国政府间
铁路合作协议商
谈

□张德江会见
东帝汶总理沙纳
纳

□俞正声会见
纳米比亚总理根
哥布

□刘云山在部
分省区市党委组
织部长座谈会上
强调，树立正确
导向，强化把关
责任，努力实现
干部工作的风清
气正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