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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澳大利亚布
里斯班 11 月 15 日电 （记

者王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九次峰会 15 日下午在澳

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题为《推动创新发展

实现联动增长》的重要讲

话，倡导做共促经济改革的

发展伙伴，落实全面增长战

略，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

复苏向可持续增长转变。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保

持经济增长势头，为推动世

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本次峰会主题是经济

增长、就业与抗风险。15

日举行第一阶段会议。与

会各成员领导人围绕世界

经济形势、促进增长和就业

等议题发言。澳大利亚总

理阿博特主持会议。

习 近 平 在 讲 话 中 指

出，过去几年，世界经济逐

步走出低谷，不断朝好的

方向发展。 同 时 ，经 济 复

苏之力并不强劲，金融市

场还存在风险，国际贸易

仍 然 在 低 位 徘 徊 。 我 们

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协

调宏观经济政策，共同破

解发展难题，减少经济风

险 ，实 现 经 济 繁 荣 、金 融

稳 定 、贸 易 发 展 、就 业 和

民生改善。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

亚太经合组织就推动亚太

地区增长作出了规划。二

十国集团也在作出努力，制

定了全面增长战略。落实

这一战略，重要的是发掘和

培育持久增长的动力，形成

各国发展创新、利益融合、

增长联动的新局面。

习近平建议二十国集

团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创新发展方式。

各国要创新发展理念、政

策、方式，特别是通过财税、

金融、投资、竞争、贸易、就

业等领域的结构改革，通过

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的结合，让创造财富的活力

竞相迸发，让市场力量充分

释放。我们要重视基础设

施 建 设 对 经 济 的 拉 动 效

应。中方在主办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互联互通作为核心

议题之一。中国支持二十国集团成立全球基础设

施中心，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并

将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途径，为全

球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贡献。

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各国要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

大市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

谈判。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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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深圳 11月 15日电 （记者刘
传书）装过爆炸物的容器清洗过四十次以

上，触摸过爆炸物的手清洗三天后……任何

接触过爆炸物的物品，最快只需 1 秒钟，“电

子狗鼻”便能查出。这种设备就是最新一代

“SRED 爆炸物探测仪”,11 月 15 日亮相高交

会，由中物功能材料研究院自主研发。

记者现场目睹了“SRED 爆炸物探测

仪”最快 1 秒测出爆炸物分子的神奇威力。

它不但可以探测制式炸药，还能探测土制炸

药，包括芳香系、硝铵系、硝芳系、呋咱系等

在内的民用及军用炸药 38 种。专家介绍，

以其探测范围宽，探测灵敏度高，达到国际

最先进水平。此外，该仪器还具有体积小、

能耗低、待机时间长，以及稳定性高、抗干扰

性强、环保无污染等特点。

该产品的成功研制，成为最新一代中国

人自主研发的“电子狗鼻”，满足了国内防恐

反恐的需要。据该产品研发团队负责人介

绍，该产品采用国际最新的荧光共轭聚合物

单分子层化学组装制备的传感薄膜为核心

技术，目前产品检测下限达到 0.1ppq,也就是

说，1000 万亿个待测分子中有 1 个爆炸物分

子出现，探测仪就能检测出，这比训练有素

的警犬还要敏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检

测装备之一。已获得 6 项专利，受到国际同

行的高度评价和关注，获得国外客户上千台

意向订单。

专家介绍，微痕量炸药的准确、快速

检测，对安全排爆反恐防恐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

“电子狗鼻”比警犬更敏感
触摸过爆炸物的手即便清洗后也能速被查出

新华社柏林11月15日电（记者唐志强）欧洲航天

局 15日清晨证实，由于电量不足，彗星着陆器“菲莱”已

进入休眠。在此之前，它已传回所有实验数据。

欧航局从其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欧洲空间运转

中心发布消息说，“菲莱”休眠前与地面控制人员进行

了近两个小时通信，其间，它把登陆彗星后开展的所有

实验数据传回了地球。

欧洲中部时间 15 日凌晨 1 时 36 分（北京时间 8 时

36分），“菲莱”与地面失去联系。欧航局表示，除非“菲

莱”的太阳能电池板获取足够光照并转化成足够电力

使“菲莱”苏醒，否则地面控制人员不可能再与“菲莱”

建立联系。

在休眠状态下，“菲莱”的所有实验设备和大部分

系统会关闭。

欧航局说，“菲莱”在“清醒”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接

受了地面控制人员指令，将机身旋转了 35度，以将身上

较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朝向阳光。

“菲莱”此前传回的全景照片显示，它落在了一

处峭壁的阴影中。科学家解释，这意味着“菲莱”在

主电池电量耗尽后，无法从备用的太阳能电池获取

足够能量。

欧航局证实，“菲莱”登陆彗星后启动了其携带的

所有科学设备，包括一个钻探设备，从彗星表面以下 25

厘米处取样。科学家们将研究“菲莱”传回的数据，以

确认所有实验是否都已完成。

“这台机器在艰难的环境下表现极好。‘菲莱’取得

了难以置信的科学成功，我们为它感到万分骄傲。”着

陆器项目主管斯特凡·乌拉迈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菲莱”11 月 12 日登陆距地球 5 亿公里的“丘留莫

夫－格拉西缅科”彗星，完成人造探测器的首次彗星登

陆。科学家希望借助探测诞生于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彗

星，进一步揭开太阳系形成乃至人类起源的奥秘。

“菲莱”因电力不足进入休眠
此前采集的所有实验数据已传回地球

“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与地球城市（巴黎）体量对比图。 （图片来自欧空局网站）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4日
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航天局

14 日公布的一份小行星进入地

球大气层的分布图显示，平均

每半个月就有一颗 1 米大小的

小行星降临地球，频率之高令

人惊讶。不过不用担心，它们

基本都在地球大气层中瓦解并

燃烧殆尽，对地球人没有威胁。

美国航天局发表声明说，

这一分布图根据 1994年至 2013

年美国政府仪器收集的数据绘

制而成。在这 20 年中，至少有

556 颗 小 行 星 进 入 地 球 大 气

层。地图表明，这些小行星在

地球上随机分布。

声明说，几乎所有 1 米大

小 的 小 行 星 都 在 地 球 大 气 层

中 瓦 解 ，它 们“ 通 常 是 无 害

的”。但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外

是 去 年 2 月 在 俄 罗 斯 车 里 雅

宾 斯 克 上 空 爆 炸 的 一 颗 小 行

星，它的直径在 20 米左右，是

过去 20 年袭击地球最大的一

颗小行星，引起了全球对小行

星威胁的关注。

美国航天局表示，寻找有

潜在危害的小行星是该机构的

一个高度优先的项目。过去 5

年，该机构在小行星探测、鉴定

和缓解威胁方面的支出已经增

加 10倍。

该机构还强调，对未来小

行 星 撞 地 球 的 威 胁 绝 不 应 轻

视。对地球历史的研究表明，

足 球 场 大 小 的 小 行 星 平 均 每

5000 年左右袭击一次地球，可

能会对地球造成“重大危害”；

而造成地区性或全球性灾难的

小行星撞地球事件可能平均每

几百万年发生一次。

今年 9 月，美国航天局总

监 察 长 保 罗·马 丁 曾 发 表 审

计报告，批评航天局“近地天

体 项 目 ”效 率 低 下 。 报 告 指

出，“近地天体项目”预算从 2009 财年的 400 万美元

增加到 2014 财年的 4000 万美元，但按目前进展，该

项目无法完成到 2020 年找出 90％危险近地天体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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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城的天空一度迎来了“APEC 蓝”，但之前

京津冀地区雾霾锁城的日子仍然令人历历在目，其中

秸秆焚烧被认为是造成秋冬之交“十面霾伏”的祸因之

一。尽管各地相继出台秸秆“禁燃令”，但因为秸秆容

易腐烂、储存难度大，且秸秆装车运输体积大、重量轻，

运费比普通货物高出近一倍，比起这样的投入，一些农

民还是选择“顶风作案”。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秸秆

捡拾打捆机将农田和牧场的稻麦秸秆和干青牧草的

收集和捆扎，方便运输、贮存和秸秆综合利用。”江苏

大学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收获机械研究所所长尹建军

说，“捆绳自动捆扎技术是解决作物秸秆收集的关键

技术之一,其中打结器是打捆机的核心部件,是衡量

其性能指标的关键装置。而打结器国产化制造是我

国捡拾打捆机生产中至今尚未完全掌握的难题。”

小小打结器 难倒中国人？

从 1870年美国人迪德罩克（Dederic）研制出世界上

第一台牧草压捆机至今，国外的打结器已有上百年的

研制历史了。据尹建军介绍，从上世纪 80年代起，我国

就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引进捡拾压捆机并开始

研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造出来大飞机，

却造不出一个小小的打结器？”

尹建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打结器之所以研发难，

首先就是设计难。“每台方草捆打捆机上都有一对给秸

秆打捆系结的打结器，它是打捆机上的关键部件，这个

部件对动作配合要求相当精确，尽管是传统机械，但是

零件非常复杂，对设计有特殊的要求。”

另外，打结器对精密铸造、精密加工的要求也非常

高。“铸造和加工的精度跟不上，研制出来的打结器装

上去还是达不到德国的水平。”尹建军说。

而在他看来，最难突破的瓶颈就是打结器的可靠

性。“一个打结器装在机器上要用三年，打结次数应达

到 10 万次，而我们的打结器通常用到 1 万次可能就出

问题了，国产的再便宜过段时间就要返修，这样的产

品农民和厂家都不愿意用，大家宁可花高价买德国进

口的。” (下转第三版)

秸秆打结器何时不再依靠进口
本报记者 刘晓莹

秸秆是一种廉价又环保的生物资源然，它既可做贮

青饲料，还可做液化发生灶的原料，粉碎后还可栽培食

用。而现实是秸秆又长又松，细菌很容易进入，一大车

也拉不走多少秸秆。“比起费时又费力地人力收集秸秆，

或者购买价格不菲的收割机处理秸秆，秋收时宁愿一把

火烧掉。”一位河北农民坦承。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

任朱立志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想要“收购秸秆

成本过高”“收益太少”的困局，“不是‘堵’的政策不好，

而是部分地区缺乏‘疏’的渠道”。

“这个时候就需要打捆机来帮忙，将秸秆压缩、打

捆。”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收获机械研究所所长

尹建军说，“使用方捆打捆机为秸秆打捆后，秸秆的平均

密度可以增大 10 倍左右，相应的储存空间可减小为打

捆前的 1/10左右，运输成本也随之降低约 70%。”

据了解，一套进口的打结器价格从三五千到上万元

不等，“由于进口部件价格较高，打捆机的价格也跟着

高，打结器的国产化可以降低整机成本，切实减少农民

的购机投入，提高打捆机的性价比，让农民愿意使用打

捆机。”尹建军说。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5日电）

我们为什么需要国产打结器
本报记者 刘晓莹

科技日报深圳11月 15日电 （李来 记者刘传书）

第八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

国政产学研金媒介相关领域的各界代表 1000 余人，就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

体制的新经验、新思路、新途径进行探讨，并发表了《深

圳宣言》。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路

甬祥等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科技部原副部长陈小

娅，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深圳

市市长许勤、副市长陈彪等出席会议。

作为中国产学研界的最高峰会，本届大会根据李克

强总理批示精神，为充分发挥此次大会在推进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特将大会主题设置为“协同创

新：制造到创造、速度到质量、产品到品牌”，并分别围绕

“产学研：示范基地、示范企业、创新联盟”“创新设计、创

新人才、媒体传播”“互联网金融产业与创新成果”“两岸

四地青年协同创新论坛”“光电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与发

展”等热点问题展开专题研讨和互动交流。

大会对获得 2014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促

进奖、创新成果奖、突出贡献奖的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和颁奖，共有 343个单位和个人荣获奖项。中国产

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是针对我国政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最高荣誉奖，

大会分别从“搭建政产学研金媒介协同创新平

台”“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创新科技服务业模式与

机制”“创新设计体制机制与人才培育”“加强军民协同

创新”“创新金产学研合作模式”“加强国际合作与交

流”等七个方面总结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方

面的鲜活经验，凝结为《深圳宣言》，为国家创新发展战

略增添了新的有益经验。

大会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与深圳产学研合作

促进会联合承办。

政产学研金媒介代表深入探讨合作创新

11月15日，珠海金湾机场迎来久违的蓝天，参加珠海航展的各国飞行表演队纷纷振翅比翼。由于空气中
含水量较高，而飞机在表演时由于常有大迎角机动动作，导致气流剥离翼面形成翼面附近的真空状态，气温骤
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为雾，所以经常可以看到飞机机翼或翼梢带着美丽的白色水雾，形如飞机的另一双翅
膀。图为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在编队俯冲时产生美丽的彩虹水雾。 新华社记者 杨光摄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李大庆）15日上午，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院士在京宣布，整合多方

资源，集聚跨领域专家的创新中国智库成立。未来该智库

将为政府、科技园区及各类企业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

创新中国智库是由中国科学报社发起，联合中国

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都经贸大学等多家科研、教育和

社团机构而成立的。它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

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

创新中国智库由王志珍院士担任主席。首批聘请

的 80 名专家中，既包括两院院士，也有我国经济、金融

等领域的知名学者。未来智库将为政府、科技园区、科

技企业、金融机构等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

有关专家指出，创新中国智库打破了当前国内智

库组织学科单一的局限，促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思想库”形成合力，满足各类服务对象多元化、全方

位的需求。

创新中国智库在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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