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张玉清 李宣良）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4 日专

程到空军机关就空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进行调研，代

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加强部

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

坚强力量支撑。

上午 9 时 15 分许，习近平来到空军机关指挥楼，了解

部队战备值班情况。他看望了指挥所值班人员，同在场官

兵亲切握手，向他们询问值班工作情况，并观摩空情处置

课目指挥演练，对战备值班部队高度戒备、反应灵敏，展现

出的良好军政素质和战斗作风给予高度评价。

习近平对马航失联客机搜寻工作进展情况十分牵挂，

对我国参与执行搜寻任务官兵十分关心。习近平专门通

过视频听取空军航空兵某师有关搜寻工作情况汇报。他

指出，马航客机失联是一起非常不幸的事件，令人痛心。

目前，搜寻工作正处在寻找黑匣子的关键阶段。要加强组

织领导，搞好同有关方面的协同配合，毫不松懈做好后续

搜寻工作。

习近平接见了空军机关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听

取空军建设发展情况汇报。之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空军贯彻党中

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扎实推进部队全面建设和军事斗

争准备，取得了明显成绩和进步，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建设强大空军是党和人民的不懈追求，

是实现强军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强化使命担当，以只

争朝夕的紧迫意识、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搏击空天的凌

云壮志，埋头苦干，加快空军现代化建设步伐。要强化实

战准备，牢固树立练兵打仗、带兵打仗思想，牢固树立随时

准备打仗的思想，牢固树立立足现有条件打胜仗的思想，

狠抓各项战备制度落实，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确保

遇有情况能够快速有效处置，坚决完成空军担负的各项军

事斗争任务。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进一步提高军

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改革创新，认清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自觉拥护改革、支

持改革、投身改革，坚决完成好担负的改革任务，为空军建

设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强改革相关问

题研究，优化空军力量结构，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尽快

实现向攻防兼备型转变。要在健全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上

下功夫，大力吸引、培养、保留、使用好各类人才。要坚持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推进管理理念、机制、方法手段创新，

提高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水平。 （下转第三版）
左图 习近平接见空军机关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习近平在空军机关调研时强调

加快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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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关注马航失联客机

■关注重金属污染②

科技日报成都4月14日电（记者盛利）一边夹着手

机打电话，一边飞快在键盘上打字，这种现代常见的工作

场景，其实需要人类大脑精确分工。记者14日从中科院

成都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行为及其神经机理学科研究团

队首次证实，已诞生3亿年的两栖爬行类动物也存在明显

左右脑分工，危险信号由右脑处理，日常信号由左脑处理。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爬动物研究室主任唐业

忠说，科学家们早就发现，人都偏爱用右耳接收和处理

语声音信息，而且处理得比左耳更为准确。这被称为

“右耳优势”，主要是人脑存在着明显的分工所致，即左

脑主要负责包括语言、文字记忆、逻辑时间、分析、推理

等在内的抽象逻辑思维，右脑主要负责图画直觉、情

感、想象、音乐、美术、创造、身体协调等在内的感性形

象思维。但“右耳优势”究竟是高级动物特有的本领，

还是在地球生命的较早阶段就存在？

为揭开这一谜底，成都生物研究所方光战研究员率

领课题组，选择了40多只峨眉仙琴蛙，在相同环境内，从

动物正后方施以求救、求偶、危险等“负性面情绪声音”

和“正性面情绪声音”刺激。观测发现，73.963%的蛙听

到“负性面情绪声音”后，身体表现为向左跳跃转身；76%

的蛙听到“正性面情绪声音”后，表现为向右跳跃转身。

脑资源的分工和优化配置非常明显。同时，课题组还利

用脑电研究了蛙类的“右耳优势”神经机制，发现其为大

脑结构非对称性和注意调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左脑负

责身体右侧感官、动作，右脑负责左侧。

“这意味着动物的大脑分工可能在上亿年前的生

命形态中就已开始形成并传承至今。”唐业忠认为，该

研究在动物仿生学领域将有广阔的发散空间。

青蛙也能“边聊电话边打字”
我科学家证实左右脑分工可追溯到两栖动物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小龙）“真的假不

了，假的真不了”，日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科学家开发出的一种防伪颗粒，有望最大限

度减少非法贸易，让假冒商品立即显出原形。

这种防伪颗粒由一种聚合物制成，上面

蚀刻有能够在近红外光源下发光的纳米晶

体。其大小只有几百微米，可通过智能手机

识别，适用于包括纸币、电子零件和艺术品

在内的几乎所有物品。与其他防伪技术相

比，具有难以伪造、便于识别、成本较低的特

点。相关论文发表在 4 月 13 日出版的《自

然·材料》杂志上。

麻省理工学院网站 4 月 14 日（北京时

间）报道称，该技术由该校化学工程教授帕

里克·道尔和林肯实验室阿尔伯特·威斯顿

率领的研究团队研发。这些粒子容易制造

并集成到各种材料中，能承受极端温度、阳

光暴晒和严重磨损。它们也可以配备传感

器，用于记录所处的环境指标。如当这些标

签被用于疫苗的包装上时，就能获得这些疫

苗在储运过程中的温度信息。

这些防伪颗粒每个长约 200 微米，由不

同条纹的纳米晶体组成，这种晶体被称为稀

土转换纳米发光晶体。晶体掺杂有镱，钆，

铒，铥等等金属元素，当暴露在近红外光下

就会发出各种颜色的可见光。不同颜色的

排列顺序可以让每个颗粒具有唯一性。通

过改变这些元素的比例，研究人员可以让晶

体发出任何颜色的可见光。

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名为软光刻的技术，

在微型聚合物颗粒上印制、成型出微结构。

每个聚合物颗粒中包含的纳米晶体会发出

不同的颜色，使研究人员能够制成具有条纹

状的聚合物纳米颗粒。到目前为止，研究人

员已经能够制造出同时包含 9 种颜色的纳

米晶体，未来还有望制造出更多颜色。

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可以生成数量

庞大的独特标签。如果在每个颗粒上刻上

6 种条纹，按照宽度和排列顺序的不同就有

100 万种可能的颜色组合。当增加新的颗

粒后，这种组合又会以指数级增加。

与其他防伪技术相比，这种防伪颗粒不

需要昂贵的解码器和识读设备。通过使用

智能手机的镜头或具有 20倍放大率的放大

镜，在近红外光源下，就能看到这些防伪颗

粒。研究人员还正在开发一款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以便让识读的过程更快更准确。

还记得多年前，判断真假钞的方法真

的很简单：对着阳光，看看有没有水印。如

今，不光是钱币，千奇百怪的防伪技术早已

遍及四周，以至于我们有时候甚至需要判

断某种“防伪标识”本身的真伪。新方法用

到了“高大上”的纳米技术，却以“排列组

合”的古老方式呈现，通过手机摄像头就能

识别，新颖特别。不过，关于它也还有一些

疑问，比如怎样防止仿制，如何将抽象色块

和具体商品一一对应等等。总之，不管是

防是罚，作为消费者，我只希望所有的假冒

伪劣无处遁形。

智能防伪颗粒让“假的真不了”
假冒商品或将无处遁形

云南曲靖铬渣污染、镉铊导致广西贺江

水污染，湖南石门土法炼砒霜造成河水砷超

标……面对频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人们反

思并寻求治本之道。

“在重金属治理手段上，应逐渐从过去单

纯的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过程阻断、清洁生

产和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综合防控理念转变。”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湿法冶金清

洁生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齐涛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重金属污染大多在冶炼中产生，

要阻断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推行全过程污

染控制的清洁生产是当务之急。

不能再走边治理边排
放的老路

3 年前出台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

二五”规划》中，汞、铬、镉、铅和类金属砷，成

为中国重点防控的 5 类重金属；到 2015 年，

“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

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 2007年削减 15%。

《2013年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显示，

12个地表水国控断面（点位）共出现 22次重金

属超标现象，其中长江和黄河流域重金属污染

较重。从污染指标看，汞超标频次最多，占总

超标次数的50%；其次是砷，占36.4%。

“近些年发生的几起突发性重金属污染

事件都来自冶炼厂，主要特点是污染严重、影

响恶劣、处理难度大。”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总

工程师、矿物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

发钰称，防治重金属污染需从采矿、选矿、冶

炼和使用等多方进行控制。

“我们不能再走边治理边排放的老路，修

复的速度肯定赶不上污染物的排放。”中南大

学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柴立元直言，如果点源控制得当，后端的环

境问题可能会得到有效解决。从资源角度而

言，清洁技术的研发、推广尤为迫切。

20年前的“觉醒”

清洁生产理念，科技部早在 20 年前就用

项目支持进行诠释。1994 年起，中科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张懿院士领衔的团队，以化工、冶

金系统突出的重污染行业铬化工为突破口，

开拓了铬盐清洁工艺与集成技术，成为国家

科技攻关立项的第一个清洁生产项目。

“铬污染主要来源于铬盐生产、电镀和鞣

革等行业。我国目前多数铬盐产能采用传统

的有钙焙烧工艺生产，铬渣是铬盐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含有少量铬酸钙等六价铬的废渣，

属危险废弃物。”齐涛介绍说，国家有关部门

和科研单位及铬盐企业，都在积极推动铬盐

行业清洁生产实施计划。 （下转第三版）

清洁生产：能否洗净重金属的“污垢”
本报记者 刘 垠

研究人员展示在一张纸币上使用这种
防伪颗粒的效果。

科技日报北京4月14日电（记者陈瑜）对

马航 MH370 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进入第 38

天，搜寻人员再未探测到新脉冲信号。媒体报

道，澳大利亚搜寻马航 370 航班联合协调中心

官员表示，14日17时左右投放“蓝鳍金枪鱼”自

主水下潜水器搜索，首次搜寻区域 40 平方公

里，作业时长 24小时。“潜龙一号”项目负责人、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刘健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我国首个实用性 6000米水下无人无缆潜

水器“潜龙一号”同样具备在该区域作业能力。

“‘蓝鳍金枪鱼’其实就是一种有螺旋桨的

AUV，最大特点是可以执行局部海域精细调

查任务。”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海洋技术装备

研究室副主任俞建成研究员告诉记者，水下机

器人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其中载人潜水器、

有 缆 潜 水 器（ROV）、水 下 无 人 无 缆 潜 水 器

（AUV）是三类最重要的潜水器。

AUV“家族”成员也有分工。他介绍，“蓝

鳍金枪鱼”专为深海探测开发，拥有螺旋桨，搭

载声学、光学探测设备，在水下可水平航行，执

行精细调查任务时能派上用场。通常情况下，

它首先使用声呐设备进行较大范围的声学探

测，发现可疑目标后，改用光学照相或摄像机

进行直观的光学探测。

此前专家初步分析，疑似黑匣子所在区域

水深在 4500米内。

“‘潜龙一号’同时搭载测深侧扫声呐和

照相设备。”刘健告诉记者，“潜龙一号”以锂

电池为动力，最大续航能力 24 小时，配有测

深侧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等探测设备。“潜

龙一号”有三种工作模式：声学探测模式、光

学 探 测 模 式 、声 学 和 光 学 综 合 探 测 模 式 。

2013 年在 5000 多米的我国多金属结核详细

勘探区近海底潜行作业将近 30 小时，顺利完

成应用性试验工作，获得了一批测深侧扫、浅

地层剖面、水文等资料。

刘健介绍，潜水器能完全进行自主控制、

航行、定位等作业，下水前可按设置参数自动

或人为生成水下航行路径，并按照规划路径航

行。当遇到水下障碍时，会采取避碰措施进行

避障航行。他同时谨慎地表示：“如果地形特

别复杂，AUV 在复杂海底航行也有一定风险，

需要根据船载多波束的探测结果精心设计航

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它不需要人员下艇

（水）即可在母船甲板回收，试验时海域普遍处

于四级海况（五级风力，浪高在 2—2.5米间）状

态，均实现安全回收。

搭载“蓝鳍金枪鱼”的“海洋之盾”号上还

有一种先进的搜索设备——声波定位仪。同

一时间内，声波定位仪的搜寻面积相当于“蓝

鳍金枪鱼”的 6 倍，但由于“蓝鳍金枪鱼”在搜

索过程中会发出脉冲信号，可能会对声波定位

仪的探测工作造成干扰，因此两者不能同时参

与搜索。之前声波定位仪已捕捉到 4 次可靠

的黑匣子信号。

中船重工测控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琼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搜索人员不会一下子把

“蓝鳍金枪鱼”放到极限深度，可能先放两千米

三千米，除非看到已经很像飞机的残骸或者是

某个人工部件，它才会潜到 4500 米。“难度还

是很大的。”她表示，海底地貌很复杂，海底的

洋流和速度都可能影响“蓝鳍金枪鱼”的速度

和方向。

澳大利亚搜寻马航 370 航班联合协调中

心总协调人休斯敦说，虽然暂未侦测到新的脉

冲信号，但之前侦测到的 4 次信号提供了一些

可靠线索，将进一步分析这些线索，以缩小搜

寻范围。他还说，“海洋之盾”在 13 日打捞上

来一些物品，同时发现了一些油迹，需要进行

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蓝鳍金枪鱼”潜海寻找黑匣子
我国“潜龙一号”具备在疑似海域作业能力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白阳 顾瑞
珍）记者 14日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水专项第一

阶段主题评估会上了解到，我国正在构建流域突

发性水环境风险评估预警技术体系，该体系预计

将于2015年全部建成并向全国推广。这意味着

我国水环境风险应急管理能力将获得有效提升。

2010 年大连新港溢油事故、2012 年广西

龙江镉污染事件、2014 年兰州水厂苯污染事

件……近年来，我国水环境事件频繁发生。水

专项技术总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

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表明中国已经进

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高风险阶段，过去工

业布局不合理，工厂过分靠近取水口造成的历

史欠账正在逐步凸现。

据悉，我国现有流域水环境监测体系不完

善，流域风险评估预警能力薄弱，可满足现场、

快速和应急的监测技术不足。为此，水专项从

“十一五”期间开始构建流域突发性水环境风

险评估预警技术体系，着力加强“从水源地到

水龙头”的全过程管理、预警、监控。

孟伟介绍，经过 5 年实施，相关技术已在

部分流域开始应用。从三峡库区的水环境风

险预警平台的运行情况看，水环境监察应急管

理效率提升显著，平均出警时间由原来 30 分

钟以上缩短至 10 分钟以内，水环境应急处置

时间从 1－2 天缩短至 1－2 小时，累积避免和

减少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超过 1亿元。

“水专项已进入中期爬坡的关键阶段。”孟

伟表示，项目形成的《突发性污染事故保护水

生态系统的特征污染物风险控制阈值确定技

术规范》等技术规范已被纳入 2011 年国家环

境标准制修订计划，相关成果还有望在近期出

台的国务院“水十条”中得以体现。

我构建水环境风险评估预警技术体系
提升突发性水环境事件处理能力

□李克强会见
德国外长施泰因
迈尔

□张德江主持
召开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委员长会
议，决定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4月
21 日至 24 日在
京举行

□张德江与巴
西众议长阿尔维
斯举行会谈

□刘云山在湖
北调研时强调，
对准人民群众关
切 期 待 改 进 作
风，用解决问题
的实际成效凝心
聚力

□王岐山在中
央直属机关工委
和中央国家机关
工 委 调 研 时 强
调，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中央
和国家机关要当
表率作示范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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