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http://www.stdaily.com 2015 年 4 月 25 日 星 期 六 今 日 4 版

乙未年三月初七 总第 10257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最新发现与创新

责任编辑 马树怀 张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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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园地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万隆 4月 24日电 （记者陈贽
霍小光）4 月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领导人会议

的各国领导人来到万隆，纪念万隆会议召开 60 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纪念活动。

4 月的万隆，鲜花似锦，春意盎然，节日气氛浓郁

热烈。主要街道高挂着欢迎亚非领导人的横幅，兴高

采烈的当地群众和学生簇拥在街道两旁，挥舞着亚非

国家国旗，欢迎贵宾们到来。

9 点左右，纪念活动开始。习近平同来自亚洲、非

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领导人从萨沃尔－霍曼饭店沿

着亚非大街步行前往万隆会议旧址——独立大厦。

习近平夫妇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夫妇等走在队伍

前列，一边走一边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挥手致意。60 年

前万隆会议召开时，与会的亚非国家领导人就是从萨

沃尔－霍曼饭店步行到独立大厦参加会议的。

抵达独立大厦后，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重温万

隆会议十项原则，观看了“亚非会议之旅 1955－2015”

纪念视频，欣赏了充满印尼民族风情的文艺表演。

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和斯威士兰

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共同签署《2015 万隆公报》。公报

正式生效。与会其他各国领导人已于纪念大会前分

别签署公报。

印尼总统佐科、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缅甸总统

吴登盛、埃及总理马赫莱卜、委内瑞拉副总统阿雷亚

萨分别在纪念大会上致辞。他们表示，当今国际社

会中不公正、不合理、不平衡现象仍然突出，广大发

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益、实现自身发展仍然面临巨

大挑战。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出席万隆会议 60周年纪念活动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大庆）记者从中

科院获悉，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科学”

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24 日在青岛市通

过了国家验收。至此，我国首艘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具有深远海探测与研究能力的

4000 吨级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达到设计

指标。

“ 科 学 ”号 核 定 总 吨 位 4711 吨 ，总 长

99.8 米，型宽 17.8 米。其续航力达到 15000

海里，自持力 60 天，可载员 80 人。自 2013

年 1 月投入试运行后，“科学”号已多次出

海，航行 6 万多海里，承担了“南海成因与

南海中南部盆地构造研究”“热液系统海

底环境特征及其影响”“主流系与西太平

洋暖池变异机制”“典型弧后盆地热液活

动及其成矿机理”“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

作用太平洋专项”等国家重大项目，取得

了诸多重要科研成果。

验收委员会指出，“科学”号总体指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它首次在科考船中采用吊舱式

电力推进，装备了动力定位系统，实现了

电 站 功 率 的 最 优 配 置 ；它 装 备 的 性 能 先

进、功能齐全的船载探测与实验系统，具

备深海大洋多学科综合立体考察等能力，

为国家深远海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和高新

技术研发提供了良好的海上移动实验室

和试验平台,引领了我国海洋科学综合考

察船的发展。

“科学”号是“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国家发改委于 2007

年批准立项，2010 年开工建设。中科院海

洋所是项目建设法人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等 4 家为共建单位。

“科学”号海洋科考船通过国家验收

4月 23日，恰逢中国（上海）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召开之

际，在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湾谷科技园，国家技术

转移东部中心（简称东部中心）

揭 牌 仪 式 的 大 厅 里 ，人 潮 涌

动。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

部长万钢和上海市副市长周波

共同为东部中心揭牌，政府、企

业、创客、媒体无不把目光投向

此处。人们都对国家技术转移

东部中心将产生的承载力与辐

射力寄予厚望——将聚焦技术

转移上下游各环节，形成技术、

服务、产业资源集聚区，构建国

家技术转移战略高地，打造全

球技术转移枢纽。

另 一 边 的 湾 谷 ，壳 牌 、宝

洁 这 样 的 跨 国 研 发 巨 头 频 频

到访，“洋科技怪咖”更是出没

频繁。

东部中心是由科技部和上

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推进设立的

区域技术转移平台，由上海市

科委全面统筹。早在去年 11

月，当东部中心落户张江国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湾 谷 科 技 园

时，国家战略就已布局：聚焦技

术源头和产业端口，先行先试

探索与高校对接、与金融结合、

与企业共赢、与国际接轨的技

术转移服务新范式，从而让引

领全球产业趋势的创新种子在

这落地、生根、发芽。

中国经济经过 30多年的高

速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的历史转

折期。完成这一历史转折的两

轮支撑，一是自主创新，二是技

术转移。随着东部中心的正式

揭牌，一系列国际化、市场化运

作的平台、机构和创新机制将

在此先行先试。目前东部中心

已搭建形成四个功能平台——

技术交易基础功能平台、全国

高校技术市场、国际创新收购平台、技术转移渠道网络

平台，分别由东部中心下属不同公司独立运作。

无缝对接，全球技术的湾谷之行

与之交相辉映的是，在黄浦江另一边的上海世博展

览馆，上交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300平方米的东部中

心展台设计样式形同一颗玫红与白色互为映衬的璀璨钻

石，以“技术转移的未来趋势”为主题，2个多小时的技术

转移接力演讲请到了全球最大的网络技术交易市场平台

Yet2.com的合伙人、日本CybeAgent全球投资总监、全球

知名的技术转移基金会德国史太白中国首席代表等技术

转移领域的绝对权威交流发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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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一号卫星还在天上飞，我们中的很多人却

已经走了。”曾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副组长的

潘厚任，在 24 日举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45 周

年座谈会上感叹。

回想起 45 年前的今天，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

技委秘书长周晓飞感觉历历在目。当时还是初中生的

他，和“大人”们一样期盼着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期待着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唱响。

在这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国际太空》杂志

社主办的座谈会上，航天专家张履谦院士以及当年参

加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研制工作的 40多名

老专家重新聚首，回顾了卫星研制的艰辛历程，讲述了

当年鲜为人知的故事。

质量居各国首星之最

1970 年 4 月 24 日 21 时 35 分，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东

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约 13 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这也使我国成为继前

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 5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

量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

该星不仅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而且质量达到173千

克，比前4个国家首颗卫星的质量总和还要多出近30千克。

同时，该卫星在跟踪手段、信号传输形式和星上温

控系统等技术方面，均超过了上述国家首颗卫星的水

平。东方红一号搭载的各种科学仪器工作时间远远超

过了设计额定要求，取得了大量的工程遥测参数，为后

来的卫星设计和研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球形设计兼顾多方考虑

东方红一号外形为近拟球体的 72 面体，潘厚任介

绍，这种设计外形主要有几方面考虑：一是可使卫星有

较大的结构利用空间； （下转第三版）

45年了，“东方红一号”仍在天上飞
——亲历者讲述卫星研制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4日电 （记者付丽
丽）“希望更多胸怀改变世界梦想的有志之士

能够充分利用大赛这个舞台，通过创新来开

辟新的发展空间，通过创业来实现自己的梦

想。”24日，在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仪式上，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曹健林说。

曹健林指出，大赛是转变政府职能、通

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是

深化体制改革、创新项目评价方式的有益尝

试，是整合创新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生

态的有效途径。

大赛采用“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运

作”的模式，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国创新创业

水平，紧密加强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创新科

技项目评价方式，大力弘扬创新创业文化，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张

志宏介绍，前三届大赛共计参赛企业和团队

31784家，通过大赛平台获得各种融资约 300

亿元。招商银行自 2012年至 2014年，连续三

年公益支持大赛，建立了招商银行创新创业

公益基金，成为大赛的重要合作伙伴。

此次大赛第一阶段主要按省区市进行地

区赛，评选出来的优秀企业和团队将在第二

阶段按照电子信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生

物医药、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环保、新材

料、文化创意 7 个领域，在 7 个不同城市进行

总决赛。

大赛由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全国工

商联指导，共青团中央、致公党中央、国家外

国专家局和招商银行支持，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中心、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

科技日报社和陕西省现代科技创业基金会承办。大赛

报名时间从现在开始到 6月 15日结束。获取更多信息

可直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www.cxcy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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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陈丹）花上79英镑

买一个脑电图描记仪（EEG），你就可以通过它实现用大脑

操控设备了。不过，这种头戴式装置看上去傻傻的，而且

缺点明显：佩戴者一活动，它就失灵。现在，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研究团队发明了一种数字纹身

式的EEG系统，用贴身、柔韧的电子“皮肤”取代了笨重的

电极、凝胶和电线。它能每天24小时监测大脑活动，持续

工作两周，游泳、跑步或睡觉都不受影响。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3 日报道，这种数字纹

身式 EEG 系统由小块的金电极构成，非常轻，可借助

范德华力粘贴在耳朵和耳后的皮肤上，壁虎的脚也是

利用相同的机制牢牢抓住墙面的。只有所附着皮肤

变成死皮，它才会脱落。

研究团队用医疗脑电图设备通常能够胜任的工

作，测试了这个粘贴式系统的性能。他们将新系统连

接到计算机上，志愿者利用自己的大脑活动，能够在

面前的屏幕上拼出单词“Computer（计算机）”。

研究负责人约翰·罗杰斯说，他们将重点从新设

备的医疗应用开始，“EEG对于检测癫痫非常重要，尤

其是早产儿”。

不过，新设备的应用潜力显然不止于此，没有人愿

意总是戴着个耳机，但如果每两个星期在耳朵后贴一次

电子纹身，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设想一下，当清晨你

的大脑活动暗示着你已经醒来，它可能就会启动咖啡壶

为你煮上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如果“读”到你正处于

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它可以告诉你的手机静音。

“到目前为止，EEG的局限性表现在，我们缺乏以

非侵入的自然方式研究大脑的技术。”德国奥尔登大

学的斯特凡·迪本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限制。”

迪本纳说：“我们需要能够在无形中悄悄地监测脑

电波。”他的实验室已经开发出了一种耳内 EEG系统，

测试中，有一半参与者忘记了自己戴着传感器。迪本

纳正在研究如何借助EEG来衡量助听器使用者的注意

力，然后将助听器调整到他们注意的声音上去。现代

助听器已经可以在嘈杂环境中集中于单个声源，但如

果有EEG的帮助，就可以发现使用者想要听到什么。

化繁为简了的EEG其实并不简单，没有大脑科学、仿

生学、材料科学的同步升级，怎能做到让用户“完全无

感”？如果有一天，它真能借助“非侵入的自然方式”对大

脑“悄悄地监测”，其应用一定不只限于医疗领域。科学是

把双刃剑，有人欢喜有人忧。在百姓“想啥来啥”的幸福感

油然而生时，保密人物的“大脑”似乎需要多层“加密”，否

则一不小心，起心

动念都可能让秘密

暴露无疑。但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这

并不影响我们对可

穿戴时代的期许。

数字纹身式脑电波描记仪面世

2015 年 4 月 16 日，我国第一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水系离子电池生产线在江苏南通——恩力能源科技

（南通）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标志着我国拥有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居世界领先水平的水系离子储能产品

和储能系统。

世界难题：能源储存综合技术

“能源问题是当今社会的重大命题。世界上一场以

‘低碳经济’为目标的清洁能源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太阳

能、风能、潮汐能、生物能等新能源备受青睐。但由于这

些新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导致上网困难，出现在世界及

我国有些地区弃风电、弃太阳能电问题相当严重，我国西

部部分光伏电站的限电量甚至接近了 50%，造成极大浪

费。”不愧是专家型企业家，见面三句话，恩力总裁戴翔博

士就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接着，他既开方子，又抓药。

直指我们所报道的内容——储能！

戴翔告诉我们，在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前

几年从上到下都关注新能源的发展，但忽视了一个重

大问题，发下的电怎么并网？怎么储存？恩力能源正

是看到这一世界性的难题，2012年由来自世界 500强企

业的骨干组成管理团队，结合自身拥有的技术，整合世

界该行业技术优势，研制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水系离子电池（简称 AIB）产品及储能系统。

与传统电池不同，该电池具有安全、低成本、长寿

命、环保等特性，突破了现有储能技术（包括铅酸电

池、锂电池等）在成本和性能上的缺陷和技术瓶颈。

（下转第三版）

储 能 ：生 机 无 限
——来自恩力能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的报道

本报记者 郭姜宁 通讯员 景 琳

左上图 4月 24日，习近平同来自亚洲、非洲和其
他地区的国家领导人沿着亚非大街步行前往万隆会议
旧址——独立大厦。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夫妇等走在队伍前列，一边走一边向
道路两旁的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右上图 4月 24日，习近平同出席万隆会议 60周年
纪念活动的领导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