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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

■行进中国·创新故事

从图纸到产品，制造技术是检验一家企业，甚至一

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试金石。玉柴深知，先进的制

造技术是玉柴发动机跻身世界强手之林，跟国际大品

牌竞争的基础。作为民族工业企业的玉柴，一直在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不断升级发动机制造水平，通

过快速制造、绿色制造、精密制造、精益制造等技术和

管理手段，引领国内发动机行业制造力的提升。

快速制造：助力新品试制

3D 打印技术已经是国际最热门的前沿技术，已开

始广泛应用在工业领域，尤其是数码产品开模。

面对新技术，玉柴股份选择紧跟时代步伐，建立

了一支高水平的 3D 打印技术应用开发队伍，应用如

热态成型、冷态成型等多种 3D 打印技术于发动机零

件无模快速铸造上，先后完成了多种新产品缸体、缸

盖等发动机零件的试制任务，使该技术在玉柴顺利

推广应用。

2010 年，玉柴股份与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实施

一期攻关《大型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成型关键技术及

装备》项目。当时玉柴股份按照子课题目标“实现柴油

机缸体、缸盖等零部件无模铸造”要求，开展无模铸造

精密成型工艺应用研究；进行铸铁、铝合金等多种材料

浇注实验、铸件性能测试及新产品试制应用验证，形成

了相关研究报告，建立了有关工艺规范。

至 2014 年 9 月，玉柴股份完成了《无模数字化成型

专用砂块工艺开发》等多个专项研究项目。玉柴股份

应用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成型快速制造技术，成功试

制出结构复杂的某 6缸 V 型机，整个开发过程从产品设

计到样机试制完成仅用了 100天时间，是玉柴产品开发

史上速度最快的机型。还试制出某 16缸 V 型机大型气

缸体，是国内目前采用快速制造技术试制出的最大最

重的铸件。

10 月 24 日，玉柴股份和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双

方共同建设的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玉

柴快速制造基地，为我国南方首家。基地建设将进一

步提升并增强玉柴在数字化成形技术、先进成形工艺、

先进成形装备上的优势，扩大玉柴快速制造的产业化，

进一步夯实玉柴在行业的竞争力。

绿色制造：推动产业转型

为迎接经济结构升级，助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玉柴推进一场“绿色制造”，其中

制造环节中的铸造尤为明显。 （下转第三版）

玉柴：升级制造力 夯实竞争力
本报记者 江东洲 通讯员 陈潇潇 杨明泽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胡志宇的办公室里，爱因斯坦

在海报中调皮地“吐”着舌头“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

要！”墙对面，“天道酬勤”的书法遒劲有力。书橱里摆放

着胡志宇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荣获的嘉奖和荣誉，包括

美国能源局局长的亲函嘉奖。胡志宇看着爱因斯坦像

说：“超富想象力、对自然的好奇心和对人类生活水平提

高的期望，这些是作为一名学者最需要的素质。”

胡志宇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微米

纳米加工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大学纳微能

源研究所所长。在纳米的世界里，胡志宇颠覆了“火能伤

人”这一常识：他发现了一种室温下在纳米尺度下燃烧的

火，即使被捧在手心，也丝毫不会灼烧皮肤。

没有火，也能“燃烧发电”！从世界首创的用“纳米

火”实现全固态发电芯片，到自主设计国际领先的中国

牌红外显微热像系统，胡志宇和他的团队要从根本上

改变人类用燃烧产生能源的方式，将科研成果产业化

做大、做强。

“取下你的灵魂，把它当做火把；取下你的心，把它

当做火种”。室温纳米催化燃烧不会产生如 NOx 等污

染物，为当今饱受雾霾困扰的社会带来节能减排新思

路，胡志宇如同给人类带来火种和希望的“普罗米修

斯”式的筑梦者。

纳米尺度下的“温柔火种”

实验室里，胡志宇手中躺着一片“温柔火种”——带

有纳米颗粒的棉花球在碰到了甲醇之后，立刻燃烧了起

来。但胡志宇依然神情自若，丝毫没有被烫到的模样。

点火除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氧气、燃料和点

燃过程之外，胡志宇给我们补充了第四个条件：尺度。

当火的尺寸太小（通常小于 1 毫米）时，它很快就会熄

灭。在比毫米还小 100万倍的纳米尺度下，如何点火更

是大问题。为何要将燃烧“微缩”到这样的尺度？胡志

宇教授解释，主要是为了让燃烧可以在室温下进行。

“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没有问题”。从能量产

生的科学原理出发，从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胡志宇

要为中国乃至世界开出一副灵丹。2005年，实验室中一

起“意外事故”，让胡志宇发现纳米颗粒在催化剂作用下

可以在室温中燃烧。从这小小的“纳米火”之中得到灵

感，胡志宇提出了全新的室温纳米尺度能量转换方法。

“如果把传统的燃烧比作一整个足球场在起火，那

么纳米尺度的燃烧就相当于在这足球场中间点燃一只

桔子大小的煤球，这样看台上的人还会觉得灼热吗？”

这正是燃烧的“棉花球”不烫手的原因。值得一提的

是，这火种虽不烫手，却能产生和正常燃烧一样的能

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以纳米精度控制它燃烧的范围

与大小。在红外显微镜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观察到厚

度仅仅为几十个纳米显示为“SH”的两维燃烧图案，这

使得其与微米纳米加工技术相结合成为可能。在全球

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这“温柔火种”蕴含了巨大

能量和应用前景。

纳米火或带来能源领域巨大变革

“在能源领域填补世界级空白”，这是胡志宇认定

的一条艰辛的“开荒”之路。

2008 年，看到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有 16

个在中国，当时还在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担

任正研究员的胡志宇十分痛心。他辞去了优渥的工

作，举家迁回中国。 （下转第三版）

燃起“纳米火”的普罗米修斯
—纳微能源研究专家胡志宇的创新故事

本报记者 王 春 实习生 钱洛滢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25 日
电 （记者张盖伦 陈磊）经过半

个月的旅程，北调而来的长江

南水将于 27 日抵达中线干线终

点——北京。25日，北京市南水

北调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作出了

预告，并透露了未来一年的调水

用水计划：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北京计划调水量为 8.18

亿立方米，通水第一个年度即达

到分配水量的 77％；根据目前的

监测数据，到北京的南水能达到

地表水Ⅱ类标准，符合饮用水水

质标准。

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孙国升介绍，

北京参与接水的首批项目如期

具备接水条件，现已全部投入运

行，其他各项配套工程正在按计

划推进。根据 2014、2015年来水

接纳方案，将优先使用南水北调

来水作为自来水厂水源，届时除

延庆之外北京各区县的居民都

将用上南水。

此前，率先投入（试）运行的

郭 公 庄 水 厂 已 让 277 个 小 区 、

56.08 万 首 都 居 民“ 尝 鲜 ”长 江

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新闻发

言人梁丽介绍，郭公庄水厂先期

试验运行两周以来，没有出现

“水黄”现象。自来水集团早在

丹江口水库现场建设了水质试

验基地，提前开展管网适应性和

制水工艺研究，并制定了 30多套

制 水 方 案 和 多 套 风 险 控 制 方

案。在通水初期，为防止管网

“南水不服”，全市将按 1∶4 比例

勾兑江水和本地水，运行顺利之

后该比例将进行动态调整。

目前，北京已在关键部位设

置水污染突发事故防治三道防

线，确保问题水“不入京、不入

城、不入厂”，并利用全市水资源

监测平台实现水务、环保等 6 部

门的水质信息共享联动，与沿线

省市以及南水北调中线局建立

了联合监测机制。

对于社会关注的水价问题，

孙国升说，今后水价是否变化需

要按照水价调整程序进行。不

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从他个人来看，目前中国水价仍有上

调空间，但通水初期水价不会太高。“估计最终水

价不会超过 6元，请大家放心。”

孙国升表示，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

水后，将按照“外部调水有通道、水源储备有空间、

水系河网有连通、供水安全有保障”的要求，以供

水安全为第一要务，强化已建工程的管理和保护，

推进后续配套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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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徐玢）12

月 23 日，中国宋代星图在中国虚

拟天文台发布。通过与西方星图

中的恒星一一对应，此次发布的

中国宋代星图可以方便天文爱好

者和专业天文学家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开展专业或业余研究。公

众可以登陆万维天文望远镜系统

（WWT）免费查看和使用该星图。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了解

自己的星空。”《漫步中国星空》作

者之一、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对外合作处副处长齐锐表示，大

多数公众对西方星座的“天蝎”

“猎户”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能

说出“三垣二十八宿”的涵义。“先

人把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映射到

漫天星斗，建立了与西方星座完

全不同的星官体系，是历经千年

相传的世界文化瑰宝。”齐锐说。

古希腊星图与我国古代星图

是人类历史上较完整的两大星图

体系。前者逐渐演变为目前国际

通用的 88 个星座，我国古代星图

则自清末逐渐淡出主流。此次发

布的中国星空以《漫步中国星空》

一书为基础，最大程度恢复和重

现了中国宋代传统星空原貌。

《漫步中国星空》合作者、北

京古观象台助理研究员万昊宜

说，为恢复宋代星图数据，研究人

员比对了中西星图中 1400 多颗

星，并参考宋代皇祐年间所观测

的恒星数据，耗时五六年。

与 中 国 宋 代 星 图 整 合 发 布

的，还有 170 多个形象的星官图

案。“西方图案式星座对其星座文

化传播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我

国古代星图只是抽象的星点连线

和文化。”星官绘制者徐刚说，形

象的星官图案有助于公众更好地

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星空及其丰

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虚拟天文台是整合天文数据、天文文献、

天文望远镜等研究资源的在线系统。依托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科研和技术实力，以万维天文

望远镜数据可视化环境为平台，中国虚拟天文台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展基于科学数据的教育和科

学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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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成都 12月 25日电 （罗新荣
记者盛利）记者 25 日获悉，由中国石化西南

油气田承建的世界最深海相大气田、我国首

个超深高含硫生物礁大气田——元坝气田

（一期）已在四川盆地北部山区建成投产。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天然气开发史上第一个

气藏深度达 7000 米的高含硫特大型整装气

田，填补了我国开发超深海相天然气田的空

白，标志我国超深气藏勘探开发技术跃居世

界前列。

元坝气田位于四川省广元、南充、巴中

三市交界处，拥有天然气资源量 1.77万亿立

方米，已探明天然气储量 2194 亿立方米，是

我国第二大酸性气田。作为世界上罕见的

超深高含硫生物礁气田，其主力气藏平均埋

深 6700 米，地层温度高达 160 摄氏度，平均

硫化氢含量 5.77%，具有超深、高温、高含硫、

多压力系统、气水关系复杂等特点，是世界

上建设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气田之一。

2011 年 7 月以来，中国石化气田建设者

先后创新形成生物礁发育模式及精细刻画技

术、水平井优化部署技术、超深水平井钻完井

和储层改造技术等系列技术；创造国内最深

水平井、最深空气钻井、最高日进尺等 40 项

钻井施工新纪录，10口完钻水平井均“蛇行”

穿越多个礁盖优质储层，使一大批井获得高

产。其中，元坝 101-1H 井创超深水平井井

深 7971 米最深世界纪录，元坝 121H 井创超

深水平井垂深6991米最深世界纪录。

据资料显示，元坝气田一期工程将形成

年产能 17 亿立方米，相当于四川省成都市

1400万人口一年的用气量。按照规划，元坝

气田二期将在 2015 年底全面建成，届时产

能将翻一番达到 34亿立方米。

世界最深海相大气田四川投产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5日电 （记者陈磊）25 日，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14》正式对外发布，与 2013

年相比，2014 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总体格局略有

变动，但前 9名地区排名稳定，依次是江苏、广东、北京、

上海、浙江、山东、天津、重庆和安徽，湖北由去年的第

12名上升至第 10名。

报告显示，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是甘肃，由 2013年

的第 25名跃至 2014年的第 18名，主要是由于知识获取

和企业创新能力排名大幅提升；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

是内蒙古，由第 18 名下降至第 27 名，主要原因是其知

识创造排名位居全国末位。

“2001 年至 2014 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一直位

列区域创新能力的前 4名。”该报告课题组组长、中国科

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分析，北京的知识创造

能力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上海的知识获取能力排名

第一；江苏的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排名第一，且优

势扩大；广东的创新绩效排名第一，但创新环境排名从

去年的第一下滑到第三。

此外，各地区的创新实力、效率和潜力存在较大差

异。其中，江苏、广东的创新实力远领先于其他地区；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的创新效率遥遥领先；重庆、海

南、安徽的创新潜力最大。

从全国整体格局分析，东部仍然是我国创新能力

较强地区，且领先地区的优势逐渐扩大；中部地区排名

稳步提升，山西、湖北进步大；东北地区创新能力排名

整体下滑，东北三省排名均有所下滑；西部地区整体的

创新能力仍然偏弱，呈现周期性波动，重庆仍是该地区

领头羊，自 2013年以来继续排名第八。

课题组通过研究认为，当前阶段，工业企业仍然是

拉动本地创新的重要力量；对教育、研发的重视和高投

入，为本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基础和创新动力；发

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并非严格的线性关系，均衡发

展对提高本地创新能力极为重要。

该报告今年还选择了钢铁和生物医药为产业典

型，以广东为案例区域，推出了“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

升级”的主题研究报告。

此项工作由科技部政策法规司资助，中国科技发

展战略研究小组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

理研究中心承担，从 1999 年开始，至今已经连续开展

15 年。

2014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出炉
苏粤京沪浙鲁津渝皖鄂位列前十

12月 23日，正在西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活动的“科学”号科考船上搭载的“发现”号ROV深海机器人（水下缆控潜水器）下潜至雅浦海山海域接近4200米深处，挑战设
计极限。“发现”号ROV机器人装备了温度计、生物采集器、采泥箱等，是开展深海探测研究的先进工具。图为“发现”号刚刚出水。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摄

12月25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蒸汽机车旅游摄影节启动。图为运行中的蒸汽机车。
新华社发（孙国树摄）

““发现发现””号号ROVROV深海机器人挑战极限深海机器人挑战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