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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据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总工

程师刘文华介绍，Mont－SH6修复材料适合珠

三角地区典型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

事实上，我国很多机构都在研究重金属

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而在很多专家看来，这

些土壤修复技术仍以理论探索为主，成熟的

技术示范点屈指可数，推广应用仍尚需时

日。同时，国外也缺少大规模农田土壤修复

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可喜的是，现在利用蜈蚣草所建立的植

物修复技术，已经在广西、云南、湖南、河南、

北京等地开始示范推广。陈同斌说：“从 10

亩到 1000 亩，再推广到 10 万亩，甚至更多。

随着土壤修复面积的不断扩大，我们必须考

虑一些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育苗、移

栽、运输、农田杂苗控制、田间管理、收获，以

及吸收了大量重金属之后的蜈蚣草的安全焚

烧和废渣的安全处置，等等。”

“在环江土壤修复中，我们建立了‘政府

引导、科技支持、农民参与’的农田修复模

式。其中，农民的参与在技术上是最难的。”

陈同斌解释道，修复 1280 亩污染土壤的蜈蚣

草都让科研人员来种，那是种不过来的，需要

农民参与这项工作。但是，农民并不掌握种

植野生蜈蚣草的技术。因此，需要把这项技

术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把复杂的技术转化成

简单的、农民可以操作的成熟技术和工程方

案。同时，为了照顾农民的收益，还需要研发

蜈蚣草与经济作物的间作模式，使蜈蚣草不

与间作的桑树抢光、抢水、抢养分，并且保证

桑叶的重金属不超标，产量和氨基酸含量、蛋

白质含量、适口性等品质指标达到正常标准，

实现“边修复、边生产”的工程目标。

“这些细节直接影响着土壤修复工程的

成败。”陈同斌说。

示范推广，要从点到面

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

五”期间我国用于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

资金为 300亿元。而在日前已获环境保护部

原则审议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中，湖南省石门县等 6 个重污染地区则被列

入土壤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示范区，预计单个

示范区用于土壤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

在 10亿—15亿元之间。

业内专家指出，面对如此之大的污染土

壤修复的市场需求，我国的技术储备、工程经

验和人才储备都显得不足。土壤修复从点向

面铺开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陈同斌举例说，不同地区的污染土壤的

特性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地方

的修复方案直接照搬到其他地方。要修复被

污染的土壤，科研人员首先要给它“看病”，然

后根据土壤的“病情”选取适宜生态型的蜈蚣

草。这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优化的过程。

采用最合适的蜈蚣草，才能更加高效地开展

工程化推广。从点到面，科研人员还要根据

区域内污染特性和污染程度的不同，编制污

染土壤的环境风险和修复区划，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的工程设计方案，对那

些已经受到污染但污染物并没有超标的地

块，要采取措施进行环境质量跟踪监测和风

险管控，预防其进一步受到污染。

陈同斌认为，土壤修复从点到面推广，制

定非常详细的土壤修复区域总体方案至关重

要。他指出，土壤修复其实是综合的社会经济

活动，从只有一棵草到工程化运行，再到产业化

推广，最后要与行政管理匹配起来，建立土壤修

复产业链，建立综合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污染土

壤修复工作才有地方着手，政府也才能对整个

区域的土壤修复工作实现有效管理。

“土壤污染的工程修复需要技术的积累，

人才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人才队伍的培养，

工作机制的建立，配套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产业

化模式的探索，这都需要时间。”陈同斌说。

（上接第一版）
王 亚 男 表 示 ，从 被 动 声 呐 技 术 本 身 来

看，我国并不落后，开展过很多研究。但在被

动声呐装备的实用性开发方面，中国确实落

后于发达国家。“这次搜救也给我们提了个

醒。”他说，今后在海洋搜救及航空海上搜救

等方面，国家应大力推动国产装备的采用。

“尤其是海监、海巡、海警等机构，应更多采用

我们自己的设备，推动国产设备走向成熟。”

承载了国人期望的“蛟龙”号深海载人潜

水器，目前尚未在搜救中“一展身手”。据洛杉

矶时报报道，“蛟龙”号 5000 米海试现场副总

指挥崔维成认为，这是由于搭载“蛟龙”号的向

阳红 09船引擎有问题造成的。

对此一些专家并不认同。国家海洋局有

关人士指出，要动用“蛟龙”号，需先获得马航

飞机失事位置的确凿证据，然后用适合大范围

作业的深海水下机器人搜寻，逐渐缩小范围、

精确目标。找到飞机失事的具体位置后，才能

让“蛟龙”号下去勘察。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刘峰在此前

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也指出，“蛟龙”号擅长的

是“捞”而非“搜”，其特点是能应对复杂的地

形，并在打捞黑匣子或残骸的同时，评估水下

状态和打捞模式，起到“现场指挥”的作用。但

在精确目标位置之前出动“蛟龙”号过于盲目，

要与各类潜水器协同作业，才能取得更好效

果。他透露说，目前相关人员正在进行准备，

待条件成熟，接到了命令，“蛟龙”号便能出发。

由此看来，目前“蛟龙”号“按兵不动”并

非完全受客观条件限制，主要原因还是“时

机未到”。然而，同样被期待的“潜龙一号”

无 人 潜 水 器 至 今 仍“ 缺 席 ”，则 有 些 令 人 遗

憾。据了解，“潜龙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制、

服务于深海资源勘察的实用化深海装备，曾

于 2013 年 10 月在东太平洋 5000 多米深处持

续工作近 10 个小时，初步取得了试验性应用

的成功。但有关人员承认，对于搜索马航失

联客机这样的任务，“潜龙一号”还远未达到

实用的阶段。

王亚男表示，与被动声呐技术一样，我国

的潜水器目前也主要用于科研领域。而西方

国家的深潜器，除科研领域还用在了很多实用

作业中，比如法航事件的搜救等。

“我国的深海装备虽然参与了很多科学研

究，但实际应用方面却远不如美国的蓝鳍金枪

鱼、TPL－25型水声定位仪等。今后应将更多

的装备从科研领域向应用领域推进。”王亚男

说，“此外本次搜救还暴露出我国缺少大航程

的水上巡逻机，这也是今后需要加快发展的一

个方面。” （科技日报北京4月18日电）

专家：外媒“中国妨碍搜救”论站不住脚

海洋六号自从进入南海中央海盆的试验

区，老天爷就倍儿关照，天气简直好得“没有一

丝儿的理挑”。白天艳阳夜晚皎月，海水清澈

到了晶莹剔透。透过高清的深海摄像，在几千

米的海底，居然还看见一只浑身火红的大虾昂

然而游，我惊讶地问旁边的兄弟，“熟的吗？”

清晨，来到船头，一群海鸥上下盘旋翩然

起舞。出发时，倒是看到有一只海鸥随船而

飞。我还有点纳闷，咋就放了单儿了？千里

孤鸟，无语翱翔，独宿高桅，去留无意。生活

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船长蓝明华见我

心有戚戚焉，就说上个航次来过许多海鸥，每

天直升机平台上都被拉了许多鸟屎。水手们

宁可辛苦清理鸟屎，也不会驱赶海鸥。

才过去一天，突然就群鸥曼舞了。难道

那只独鸥是打前站的？海鸥绕船而飞的姿态

是各式各样的，有急拍双翅加速向上豪气干

云；有缓舒双翅优雅轻盈风情万种；有双翅紧

闭激射而下义无返顾；有双翅平展纹丝不动

滑出天禅……

海鸥在海面捕鱼，特别精彩的是飞鱼跃

出水面瞬间。海鸥电光石火飞掠而过，飞鱼

尚未入水之际就被抢入海鸥之口。有时，海

鸥是拦腰衔鱼，飞上半空之后摇头一甩，在飞

鱼下落时稳稳张口直落腹中。为生存而捕食

的本能，一旦玩出了花样，那不就是精神层面

的艺术吗？

船上有一位从事海底探测的科学家，在

海洋科考之余酷爱摄影，并配备了长焦镜头，

一有闲暇就会伫立船头抓拍飞鸟游鱼。在他

的镜头里，拍出来的是海洋精灵！海洋六号

的兄弟告诉我，去年大洋科考，从夏威夷到关

岛，横贯太平洋几十天，有三只海鸥随船而

飞，白天海面飞翔捕食，夜晚就栖息船头桅

杆，和海洋六号相伴而行……

海鸥无需一语。来，就不离不弃。走，就

相忘于海。下次再见，亦或是我，抑或不是，

这又何妨？缘起缘灭岂在你我之间，有鸥、有

船、有海、有天，就有千古情缘……

船上的科考队员，对此禅意早已参透。

大家每天手脚不停地忙着科考任务，与海鸥

相望一瞥，已是心到神知了。相安无事，相敬

如宾，相守与此，相别与彼。人与鸥，都是这

般地潇洒。

科学家们对几千米之下的海底，熟悉得

犹如农民耕耘自家农田。哪里有矿？哪里有

油？哪里有气？哪里有宝？走则上万里，潜

则数千米。打下海底探针，戏称量量体温；开

动多波束探测，笑言测测体型；用地震气枪号

号脉，用无人深潜查查体……

今天是我们开展海试的第二天，蔚蓝蔚

蓝的蓝天，湛蓝湛蓝的深海。海试设备在后

甲板的船尾入水，各个科研单位与相关大学

的科学家们，刻意换上各自单位的工作服，照

相机和摄像机的镜头里，立马集聚了一群来

自四面八方的“国宝”，每一次海试，每一个项

目，都是许多科学家智慧和心血的凝结！

问一位参与研发的女教授，您如何看待

这个设备？她深情地凝视了片刻说，就像我

的孩子……共和国的科技战舰，就是这样铸

就的。一声号令，海试设备缓缓起吊，稳稳入

海。全体人员的目光都聚焦在那翻腾的浪

花，目送他们的孩子和勇士深潜大海！

大海之于他们，是生命与母体的观照，是

今天与未来的对话，是永恒与短暂的哲思，是

辉煌与默然的平衡……鸥群远去，海天之间

隐隐留下一丝鸥鸣。

与大海相视一笑，我释然许多。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 实习

生阴浩）4月 12日，黑龙江省科技创新

协会学生创新创业分会揭牌成立。

该会秘书处设在哈尔滨工程大学。

这是记者从当日召开的黑龙江省科

技创新协会理事会暨第二届四次年

会获悉的。

黑龙江省拥有 70 余所大中专高

校、二级学院、民办高校等教育资源平

台，在校大学生超过 103 万。该分会

将依托黑龙江省优良的教育资源，依

托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协会的优势资源

和分会的组织优势，通过培养一批高

校创新创业骨干教师，构建大学生创

新创业协作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

创业环境，为黑龙江培育一批优秀学

生创新创业骨干精英、产生一批优秀

的学生科技创新研究成果、孵化一批

优秀的学生创业实体企业，促进黑龙

江省高校学生创新创业事业的振兴与

发展。

黑龙江科技创新协会
为大学生搭建创业平台

科技日报讯 （记者胡左）“准确把握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要

求，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研究符合内蒙古实际

的改革实施方案。到 2017 年，通过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使内蒙古的科技创新综合能力

由现在的第三梯队上升到第二梯队。”在 4 月

15 日召开的内蒙古全区科技工作会议上，自

治区副主席白向群如是强调。

今年，内蒙古将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意见和规划，确定稀土、煤化工、有色金

属、农业、畜牧业、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定位

和技术路线图。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厅长李秉荣说，今年

要在全区选择 30 项以上特色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的重大科技成果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各

盟市至少完成 10项重大适用技术的转移转化

任务。在新能源、煤化工、信息技术、新材料、

装备制造、现代农牧业、生物技术、绿色农畜产

品、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 30 项关键共性技术

的科技攻关，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瓶颈。加大科

技资源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培育

30—40家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建设 8—10家孵

化器。把京蒙高科孵化器建成内蒙古科技创

新园。围绕优势特色学科新建 5 家自治区重

点实验室。支持培育 10家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的重点实验室，重点支持 1—3 家重点实验室

提升为国家级平台。新建 5—10 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 30家企业研发中心。新建 2—3家

自治区级特色产业化基地，年内自治区农业科

技园区达到 50个。培育和建设 15—20家体制

新、质量高、功能强的自治区级示范生产力促

进中心。

内蒙古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伟 实习

生向定杰）武汉市企业去年发明专利

申请占 47%，首次超过高校所占 36%

的比例。这是记者从 4月 15日武汉市

知识产权局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局长董宏伟

介绍，七八年前，武汉地区的发明专利

60%由高校申请，发明专利授权量高

校占 70%，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创新能

力不够。

近几年来，武汉市市委市政府通

过开展优质企业的培育工程，重点支

持企业发明专利的创造，使企业的专

利意识不断增长，2012 年企业发明专

利 申 请 占 全 市 40% ，2013 年 上 升 到

47%，预计今年企业的专利发明申请

及应用情况将会进一步提高。

截至去年年底，武汉市年发明专

利申请达到 9735 件，同比增长 20.6%；

累 计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12233 件 ，增 长

23.8%。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 12.0件，位于同类城市前列。

武汉企业发明专利
申请首超高校

科技日报讯 （白水 王海亮）4 月

14 日至 18 日，由中国科技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

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二届

中国核酸适配体学术研讨会暨筛选

技术培训班在合肥举行。来自国内

50 多家科研院所的 150 名专家学者

参加了研讨。

核酸适配体是经过 SELEX 技术

筛选获得的一类单链 DNA 或 RNA

分子。该类分子通过自身卷曲折叠形

成一定的三维结构与靶分子特异结

合，具有类似抗体的性质，能够识别特

定的靶标并与之结合。由于核酸适配

体本身具有许多独特优势，在新生物

标志物筛选、生物传感器、分子影像、

靶向治疗、食品安全检测等方面将会

有广泛应用前景。

据 介 绍 ，我 国 学 者 在 核 酸 适 配

体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于 2011 年

超越美国，成为该领域发表论文最

多的国家。此次研讨会采取学术交

流和筛选技术培训两个阶段，军事

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邵宁生

研究员作为会议发起人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 29 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

学术报告。

第二届中国核酸适配体
学术研讨会举行

日前，河北平泉县百合花卉基地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研发的百合脱毒种球组织培养试
验项目，已成功组培百合种球25万粒，有力地推进了百合种球国产化进程。图为县种苗站两
名技术人员在百合实验基地观察百合种球生长情况。 陈彦华 咸力东 杨双剑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大庆）记者从中科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在日前国际电器工

业协会（IEC）二次电池技术委员会和燃料电

池技术委员会联合召开的液流电池标准工作

会议上，该所研究员张华民当选《液流电池通

用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国际标准项目负责

人，全面负责液流电池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IEC 国际标准制定的工作程序相当复杂，

一个标准需经过预工作、新项目提案、工作组、

委员会、询问、批准、出版 7 个阶段，一般起草

周期至少为 3年。

2012 年 10 月，张华民首次向 IEC 提出制

定 IEC 液流电池国际标准的建议。由于 IEC

此前没有主管液流电池的技术委员会，在中国

国家标准委员会和国家能源液流电池标准技

术委员会秘书处的支持和交涉下，2013 年初，

IEC 同意由二次电池技术委员会和燃料电池

技术委员会成立联合工作组，统筹液流电池国

际标准的制定。2013 年 9 月，张华民组织团

队，以科技部 863“液流电池性能测试方法标

准”研究工作为基础，起草了《液流电池通用技

术条件及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提案，并正式

提交 IEC。经过各成员国的投票，该提案顺利

获得通过。今年 4 月 8 日，张华民向成员国介

绍了我国液流电池的技术、标准化进展及标准

的框架和内容，得到了成员国的一致认可。

迄今为止，由我国专家在一个新的技术领

域向IEC建议成立新的工作组以制定国际标准

并获得同意，以及由我国专家牵头的通用技术

要求和测试方法核心标准的制定都尚属首次。

我国科学家牵头制定液流电池国际标准

在南海中央盆地海试时，记者发现参加海

试的人员中，有些是深海探寻技术方面的专

家。记者就马航 MH370 航班的搜寻问题，请

教了一些专家。现将专家的部分观点整理如

下，以飨读者。

不是任何种类的深潜
器都能大范围搜寻

这次赴南海参加海洋六号海试的专家，有

的就参加过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的研发与海试，

话题就从这里聊开了。国内外一些知道中国

“蛟龙号”的读者，有人提出为什么不派中国的

“蛟龙号”去印度洋找马航飞机黑匣子？对此，

专家为我们做了一番科普。

专家说，现在，全世界的深潜器分为载

人与无人两大类。中国 7000 米的蛟龙号载

人 潜 水 器 ，目 前 属 于 世 界 同 类 型 深 潜 器 第

一。此外，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等国家

也有不同深度的载人深潜器。载人深潜器

由 于 种 种 条 件 限 制 ，常 常 只 能 在 小 范 围 内

游 弋 搜 寻 ，而 且 作 业 时 间 也 不 能 太 久 。 况

且，海底地形条件非常复杂，许多地方都是

海 山 ，复 杂 的 海 底 地 形 也 会 影 响 到 深 潜 器

的搜寻。

专 家 告 诉 记 者 ，无 人 深 潜 器 大 致 分 为

有 缆 和 无 缆 ，有 缆 无 人 遥 控 深 潜 器 因 为 靠

缆 绳 连 接 母 船 供 应 动 力 ，可 以 工 作 时 间 较

长。但是海水的深度和缆绳的长度都制约

着深潜器的活动范围，只有精确定点之后，

深潜器才可能发挥作用。而无人无缆深潜

器，如无人自治式潜水器、水下拖曳系统，

则 可 以 进 行 大 面 积 搜 寻 。 目 前 ，澳 大 利 亚

已经组织了有关国家利用上述手段正在进

行搜寻。

海底搜寻难于上青天

对于海底搜寻黑匣子，专家们告诉记者，

海底搜寻只有靠声波通讯。海底不同于蓝天

甚至太空，空天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输进行搜

寻和通讯，几千米深的海水中除了超声波之

外，很难进行任何远距离通讯。黑匣子一旦耗

尽电能，马上就隐身在茫茫海底，几乎没有可

能找到。若干年前，日本的一艘万米级的深潜

器失落海底，至今也没有找到。

这一次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参与的协同大

搜寻，充分展示了各国的太空卫星技术和深

海探查技术。我国近 20 年来深海探测技术

也有长足的进步，但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受到

诸多方面的限制，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

还是较大的。许多高精尖的技术与装备的研

发，还处在起步阶段，距离工程应用和产业

化，还有较长的路程。对此，我国的海洋专家

非常清楚和冷静，正在全力以赴地学习世界

先进的海洋技术。同时，坚持自主创新努力

研发和完善我国的深海探测体系，为建设海

洋强国做出不懈的努力。

南 海 深 处 话 搜 寻
——海洋探测专家观点集萃

本报特派记者 左朝胜 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陈惠玲

科技日报讯 （记者胡兆珀）目前，终端消

费电子产品越来越注重视觉体验，对显示屏分

辨率的要求逐年提高，这在中小尺寸显示领域

尤为突出。近日，维信诺对外发布了其自主开

发的可以实现 570PPI 高分辨率的 OLED 像素

排布技术，应用该技术维信诺成功点亮了 4.3

英寸 AMOLED 显示屏，目前正在进行更高分

辨率的样品验证，该项技术已经申请了国内和

国外发明专利。

相较于 TFT-LCD, AMOLED 拥有超轻

薄、色彩绚丽等显著优点，但其在分辨率方面的

表现不占优势。维信诺通过对该项技术的应

用，将突破 AMOLED 技术在分辨率方面的局

限，把 AMOLED 产品的分辨率大幅提高到与

目前最高端的TFT-LCD产品相当甚至更高的

水平，为 AMOLED 的大规模量产和大范围应

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中国 AMOLED

技术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重大突破，在高分辨

率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当前，AMOLED 作为新型显示的代表技

术，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竞相发展的重点，

产 业 化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据 全 球 知 名 机 构

DisplaySearch 预测，AMOLED 拥有广阔的市

场空间，2019 年 AMOLED 市场将达到 326 亿

美元。

中国 AMOLED高分辨率技术自主创新实现突破

科技日报讯 （记者管晶晶）4 月 17 日，得

力公司在京举行 2014 品牌战略升级新闻发布

会，正式宣布其品牌由“得力文具”升级为“得

力办公”。得力的业务范围也将从供应综合文

具产品升级为提供办公整体解决方案，进行办

公行业全产业链布局。发布会现场独具匠心

地再现了一个完整的办公空间，真实演绎了

“办公整体解决方案”，得力丰富的产品线和强

大的整合实力在现场得以全面展现。

拥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得力，近年来始终保

持着 20%以上的销售增长率，即便在去年国内

宏观局势错综复杂、市场经济整体紧缩的困境

下，仍逆势增长，销售增长高达 40%。

得力不断扩展产品品类的同时加大研发

创新，目前得力拥有 3 大海内外设计研究机

构、7 大产品研发中心和一支 300 人的研发团

队，展开对电脑耗材、IT周边产品、办公家具等

领域的布局。多品类领先战略的实施加快了

得力品牌的全面升级。得力整合了办公产业

链上下游各个环节，依托其强大的研发制造能

力、完善的销售网络和物流配送体系，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采购。得力集团总经理娄甫安

介绍说：“企业用户对于办公产品的需求不再

局限于文具，市场已从‘点’的需求转向‘产业

链’的整合需求，得力拥有强大的多品类研发

能力、辐射全球 150 余个国家的销售渠道，我

们已经做好了向‘办公整体解决方案’全面升

级的准备。”

“得力文具”升级为“得力办公”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8日电 （记者彭玲玲
徐玢）18 日，2014 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召

开，800余位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议中国科学

仪器行业发展之道。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秘书长闫增序在

大会报告中表示，科学仪器专业板块发展参差

不齐，盈利能力普遍下降，进出口走势创历史

新低。尽管 2013 年科学仪器全行业的主营收

入有 8256 亿元，同比增长 15.09%，利润总额达

到 725 亿元，同比增长 16.53%，但贸易逆差却

仍然维持在 166亿美元的高位，仅比 2012年的

170亿美元略微下降。

面对 2013 年的营收，天美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徐国平用“苦”来表达：“国内竞争太大，尽

管我们也出口，但基本都是中低端产品。”相

反，沃特世公司在中国市场尝到了甜头，其中

国北方区总经理薄美萍表示，这得益于企业的

技术创新和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

虽然对科学仪器行业的利润前景持不

同 态 度 ，但 与 会 代 表 对 食 品 、环 保 、科 研 市

场、制造业以及工业等领域的仪器仪表需求

市场持乐观态度，尤其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

护领域。

据了解，2014 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共

开设仪器及核心零部件研发论坛、国产科学

仪 器 发 展 论 坛 等 8 个 分 论 坛 ，并 颁 发“2013

年度科学仪器优秀新产品”“2013 年度绿色

仪器”等 13 项大奖。本次年会由中国仪器仪

表行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仪器

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仪器信息网联合主

办。

产学研各界对中国仪器仪表市场前景乐观

■海洋六号南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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