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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讲武堂

新华社马尼拉 11月 17日电 （记者石
序 孟娜）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菲律

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地时间中午 12 时许，习近平乘坐的

专机抵达马尼拉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

菲律宾财政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

接。身穿传统服装的菲律宾青年向习近平

献上花环。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国驻菲

律宾大使赵鉴华也到机场迎接。

本 次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的主题是“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

好世界”。与会各成员领导人将围绕区域

经济一体化、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可

持续增长等议题展开讨论。习近平将发

表重要讲话。与会期间，习近平还将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

旨演讲，出席领导人与工商咨询理事会代

表对话会。

习近平是在结束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次峰会后抵达马尼拉的。当地时间

16 日晚，习近平离开土耳其安塔利亚。土

耳其经济部长泽伊贝克奇等政府高级官员

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抵达菲律宾马尼拉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王小龙）来自

美国和韩国的两个研究小组日前各自独立开发出一

种人造电子皮肤。该材料不但能感受到冷热变化，

还能检测出极其细微的压力，未来有望借此开发出

有“触觉”的可穿戴设备和假肢。

假肢的发展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最

新的假肢装置已能与神经系统相连，甚至能通过大

脑信号直接对其进行控制，大幅度提升残疾人的生

活质量，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自主生活能力。不过，

科学家们并不愿止步于此，他们希望开发出像皮肤

一样的材料，帮助肢体残疾人士重新获得触觉。

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师鲍哲南花了近 10年

的时间来研究电子皮肤，希望能让其具备人体皮肤

的特性。日前，她和她的研究小组用一种有机电子

材料打造出一种人工机械感受器系统。这种被称为

数字触觉的系统由两层薄塑料片材料组成。顶层含

有碳纳米管传感器，下层具有柔性电路。碳纳米管

传感器在感受到压力后，柔性电路可发射出脉冲信

号将信息发送给神经细胞。

韩国蔚山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发出一种皮状物

质，能检测出微弱的压力和热量，主要由塑料和石墨烯

聚合物制成，在原理和结构上和美国的大体类似。研

究人员称，他们开发出的电子皮肤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能检测出水滴产生的压力和头发瞬间掠过的情形。

除假肢外，这些材料在可穿戴式医疗诊断领域

也有着广泛的应用，鲍哲南团队将数字触觉系统集

成到一副手套当中，使其能精确反应出手在抓握时

压力的大小；韩国的团队则用他们开发出的电子皮

肤制作了一种能够监测血压的腕带。

地球生物用了几十亿年，才演化出触感清晰的

皮肤；现在，智慧的人类用新材料来模拟自然。塑料

片、碳纳米管和石墨烯都是近一百年才发明的碳基

物质。我们还不知它们能不能接近乃至超越生命奇

迹，但科学家走出这

一步已够让人惊叹

了。从机械科技时

代前进到生命科技

时代，离不开这类敏

锐的新工具。

人造皮肤能知冷知热并分出轻重
可助开发有“触觉”的假肢和可穿戴设备

“私人定制”的无人机、高精度的

六轴焊接机器人、自动避障引路并可

以进行人脸识别、对话的迎宾机器

人、可以吹拉弹唱的教育机器人……

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展示厅，各种机

器人成为黑龙江机器人产业的“形象

代言人”，为“龙”字号机器人挣足了

面子。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对龙江

“智”造纷纷竖起大拇指。

在位于北疆重阵的东北老工业基

地黑龙江，机器人产业被寄予厚望，以

坐拥机器人领域3万余核心科研成果

“大户”哈尔滨工业大学为首的龙江机

器人科研团队携手并肩，抱团发展，共

迎中国2025“智”造新时代。

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坐标所在

的哈尔滨地铁一号线上，分布着一

条机器人智能装备高度密集的产业

线。这条线上的学校都是在机器人

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理工类优等高

校。2014年 12月，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哈工大三方联合组建的哈工大

机器人集团应运而生。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下设智慧工

厂、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

机器人、新兴智能装备、智能云、机

器人实业开发七个事业部。“企业在

发展时不能一味靠政府，我们应该

有所承担。”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副总

裁白相林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哈工

大承担的责任分为两个层面，对内

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

求研发设计；对外要打通国际互动

通道，让哈工大机器人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哈工大机器人。

“我们的智慧工厂项目就是在

深入了解了生产制造类企业生产工

艺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自

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记者在智慧工厂事业部看到了

胶类中药提纯数字化车间的模型。这套系统帮助阿胶

制造行业结束了一千多年来手工熬胶的历史，将机器

人与智能装备技术融合到一起进行工艺优化。目前该

系统已全面投入东阿阿胶的胶类提纯应用。

“我们将用智能云为中国再造 3000 万生产力。”面

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用工荒等问题，哈工大机器人集

团瞄准市场需求，运用智能云远程操作让老年人、残疾

人也可以发挥出与青壮年劳动力一样的价值。白相林

向记者介绍，哈工大智能云质量检测系统将传统质量

检测方法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移动终端将当前不具

备劳动能力的人群的智力映射到工业现场，突破空间

局限。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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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之美，在乎山水；绿水青山，在乎可持续发展。

绿色的理念、绿色的生态、绿色的产业、绿色的方

式……“绿色发展”，是安吉生态文明之魂。形成有活

力的“绿色生态体系”，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

设重要的成果。

从 2009 年到今年，安吉进行了 5 年多时间的国家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带给百姓的是一个充满生机

和活力的“生态安吉，美丽乡村”。

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验收组专家，科技日

报记者 10月底来到安吉。只见山峦青翠、河流清澈、空

气清新，经济结构合理、社会和谐稳定、人居环境优

美。安吉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

和谐，科技创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的“绿色发

展”之路。

放弃“灰色”，选择“绿色”

安吉县委、县政府放弃“污染的 GDP”，毅然关闭

了 33 家污染企业，包括占全县 1/3 税源的孝丰造纸厂

制浆生产线。开山挖矿，关闭矿山企业，243 家矿山企

业只剩下达标的 17 家。安吉县还规定不符合规定的

企业一律不准落户。印尼金光集团一个投资近 50 亿

元的造纸项目，投产后年税收可达 10 亿元，然而因为

环保问题被淘汰……

如 今 ，安 吉 境 内 西 苕 溪 的 水 逐 渐 由 五 类 、劣 五

类，变成了二类、一类水质。梅溪渔民张有根说：“现

在水变清澈了，鱼又有人吃了。白鱼、鲤鱼啊，什么

鱼都有……”

安吉县选择了绿水青山，选择了“绿色 GDP”。

石矿曾是余村最大的收入来源，村里大多数人的

生计都靠它。

当今天村里千年银杏树和娃娃鱼成了游客眼里的

“香饽饽”，美丽环境变成了“摇钱树”时，村民真切感受

到了拥有绿水青山的幸福感。

如今，矿山被绿色环绕，一幅原生态的美景。村资

产达到了 4500 多万元，建起了文化礼堂、文化大舞台、

灯光球场等文体设施。

安 吉 目 前 已 建 成“ 中 国 美 丽 乡 村 ”精 品 村 164

个 ，12 个 乡 镇 实 现 全 覆 盖 ，创 建 总 覆 盖 面 达 到

95.7％，呈现出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大

格局。大竹海、生态游、农家乐……环境美了，安吉

大做旅游文章。2014 年接待游客 1204.8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 127.5 亿元。

（下转第八版）

“ 绿 色 发 展 ”安 吉 示 范
——写在浙江安吉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通过验收之际

本报记者 宦建新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付毅飞）电影

《变形金刚 2》中，游弋在大洋上的美军战舰发射出超高

速炮弹，对金字塔顶的“大力神”予以毁灭性打击。科

幻大片中的神秘兵器能否在现实中出现？记者 17日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获悉，其二院 206所一群年轻人

正在开拓此项新概念发射技术——电磁发射技术，目

前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航天科工集团网站消息，206 所“高能电磁发射

技术”青年创新工作室（简称“青创室”）依托集团公司

重大自主创新项目研究，将“导弹通用电磁发射技术”

和“用于近程弹幕防空的电磁发射技术”作为重点研究

领域。该技术利用电磁力将载荷推进到一定速度，可

显著提高导弹发射性能及出口速度，减少导弹运载机

构质量，压缩发射装置的运行和维护费用，并构建导弹

电磁发射装置通用化平台，实现多次循环发射和导弹

发射快速响应，从而降低发射成本，大幅提高武器系统

作战性价比。该技术适应未来舰船、陆基、空间发射等

武器装备系统全面电气化的发展趋势，将成为引领军

事技术革新的方向之一。

青创室负责人李艳明介绍，化学能发射技术爆发

力卓越、毁伤效能高，在现代战争中广泛应用，但是存

在发射过程不可逆，控制应急性差的缺点，而且受火药

性质限制，传统发射方式炮弹出口速度已接近极限。

随着人类使用能量技术的提高，将电能应用于武器装

备是武器发展的必然。

在航天科工集团大力开展“五个新一代”技术的关

键时期，电磁发射技术作为一种在速度、射程、杀伤力、

反应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革命性的新型先进发射技

术，无疑是新一代航天发射与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

据悉，该技术涉及多个技术领域，难度、跨度很大，

目前国内没有可借鉴的成熟方案。青创室成员“白手

起家”，经过漫长的初期探索，从最初方案论证到协调

样机生产的每一个流程，一项项亲自动手，实现了看上

去“不可能”的任务，使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电磁发射技术距离完成技术成果转化、实

现跨越式发展，仍有一段探索的路程要走。

我国电磁发射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尚在探索实现技术成果转化

科技日报长沙 11月 17
日电（记者俞慧友 特约记者

王握文 通讯员于东阳）记者

从国防科技大学获悉，17 日,

在美国奥斯汀市召开的“2015

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国际

TOP500 组织发布了第 46 届

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行

榜，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

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再次夺

魁，获“六连冠”殊荣。这是世

界超算史上首台连续 6 次夺

冠的超级计算机，创造了超算

领域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国际 TOP500 组织是发

布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

性能排名的权威机构，以系

统的实测速度为基准进行排

名，每年发布两次。

天河二号总设计师、国防

科大计算机院院长廖湘科介

绍，天河二号是国防科大承担

完成的国家 863计划和“核高

基”国家重大专项项目成果，

2013年 6月研制成功，其峰值

运算速度为每秒5.59亿亿次，

实 际 运 算 速 度 达 3.39 亿 亿

次。它在异构体系结构、自主

定制高速互连网络、新型并行

编程模型框架等方面实现了

一系列创新突破，使之成为了

当今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

天河二号 2013年在国家

超算广州中心投入运行后，

研制单位与用户密切合作，

构 建 了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 计

算、生物计算与个性化医疗、

装备全数字设计与制造、能

源及相关技术数字化设计、

天文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

智慧城市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6个应用服务平台，为国内外

近 500 家用户提供高性能计

算和云计算服务。

目前，天河二号在基因分

析与测序、新药制备、气象与

环境、大型飞机和高速列车气

动数值计算、汽车和船舶等大

型装备结构设计仿真、电子政

务及智慧城市等领域获得一

系列应用。如：中科院上海药

研究所在天河二号上就已开

展面向埃博拉病毒的虚拟药

物筛选，一天时间内就完成了

世界上已知结构的 4千万分子化合物的筛选工作，为针

对未知突发性病毒的快速虚拟药物筛选提供了有效手

段。由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专家领衔的宇宙中微子数值

模拟团队，在天河二号上完成了 3万亿粒子数宇宙中微

子和暗物质的高分辨率数值模拟，揭示了宇宙大爆炸

1600万年之后至今约137亿年的漫长演化进程。

此外，天河二号还适配了广州市电子政务数据管

理系统、云盘存储系统等关键业务系统，而天河二号构

建的云超算平台，还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转型发

挥积极促进作用。

记者还获悉，为应对美国对我实施的芯片限售，目前

国防科大“天河”高性能创新团队正加紧研制具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一代“飞腾”CPU和众核加速器，有望在明年推

出基于自主众核加速器的10亿亿次天河二号升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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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最显著的标志是旋翼，即“旋转的翼”。旋

翼系统是直升机无可争辩的核心，它的每一次技术突

破都引人关注。中国航空新闻网近日报道称，中航工

业直升机所专家攻克了无轴承旋翼技术，而这项技术

是第四代直升机的关键技术。那么，什么是第四代直

升机？无轴承旋翼技术究竟有什么技术上的优势？科

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军事专家江河。

“应该说，我国直升机无轴承旋翼技术的发展，对

我军用直升机发展起到了促进和示范作用。无轴承旋

翼技术在新一代直升机上的成功应用，标志着我国直

升机旋翼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江河说。

“准确地说，无轴承旋翼技术是第四代直升机的关

键技术之一。”江河指出，实际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直升机技术发展就进入了第四代，也是当今最先进

的一代。第四代直升机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较快的飞行

速度，良好机动性、先进的电子设备和强大的武器系

统，它在设计和材料使用上都有了大的变化，有较强的

生存能力和隐身能力，最大飞行速度已达 350公里／小

时。其最明显的技术特征是安装第三代发动机；装有

进一步优化的翼型、桨尖和先进的复合材料旋翼桨叶，

无轴承或弹性铰式等新型桨毂；机体结构大部分或全

部使用复合材料；操纵系统改为电传操纵，机载电子设

备采用数据总线、综合显示和任务管理；先进的飞行控

制、通信导航等系统。

众所周知，直升机旋翼相对机身以恒定的速度转

动。这样就造成旋翼桨叶的工作环境要复杂得多，也

就使得直升机旋翼的结构比固定翼飞机复杂，并导致

直升机研制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

江河介绍道，在 20 世纪早期国外就开始研究无轴

承式旋翼技术，到 90年代开始应用无轴承式旋翼技术，

典型的有美国研制的 RAH-66“科曼奇”和 S－92，法、

德、意和荷研制的 NH－90，英、意研制的 EH－101直升

机等。

到目前为止，已在实践中应用的旋翼形式有铰接

式、跷跷板式、无铰式和无轴承式。无轴承式旋翼是在

无铰式旋翼基础上发展而来，无铰式旋翼尽管有许多

优点，但从根本上看无铰式旋翼还没有大的改观，只是

没有了挥舞铰和摆振铰，却仍然保留了变距铰，因此也

还不是真正的“无铰”。这使得无铰式旋翼结构重量难

以减轻，结构简化也受到了限制。 （下转第八版）

无轴承旋翼技术催生我国第四代直升机
本报记者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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