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把硅基光电子作为长远

发展目标。由于可以实现超小体积、低能耗、

CMOS兼容的单片高密度光电集成，基于硅基微

纳波导的硅基光子学，已被各国公认为突破计算

机和通信超大容量、超高速信息传输和处理瓶颈

的最理想技术之一。多年致力于硅基光子学、光

子晶体研究的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教授江伟，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成果。

“利用硅基电子器件可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光

子集成，并可与硅基光电子器件实现光-电同片

集成，可以在光互联、光通讯、光信号处理等方面

带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江伟告诉本报记者。

长期以来，作为硅光子芯片中最常用的组

件——硅波导，由于相邻波导靠近时强烈耦合产

生的信号串扰而不能进行亚微米或亚波长间距的

高密度集成。这是光子集成领域的一个经典难题。

此问题貌似简单，却突破点难寻。针对此难

题，江伟创造性地提出了“波导超晶格”的方案。该

方案将包含若干不同宽度波导的“超元胞”在空间

中周期性重复形成波导超晶格，通过控制超元胞中

各个波导的宽度来抑制波导之间的相互耦合。

而他的这项研究工作始于 2009 年。在此过

程中，他的研究团队遇到了理论、模拟、加工等诸

多挑战。比如在加工过程中，一个微小的颗粒或

缺陷就可以让两个波导（“光学导线”）“短路”，进

而破坏整个结构的耦合抑制特性。在测试中，一

个结构中往往有超过 100 个串扰通道需要去测

定。有时候，顺序测完 90 多个理想的通道才发

现一个由于缺陷造成的强串扰通道，几个星期的

努力就都白费了。

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通过

发展新理论与模拟工具、提高加工工艺、完善测

试技巧，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串扰低

于-20dB 的半波长间距的波导超晶格。这项突

破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

由于高密度波导集成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在

硅基光子芯片降低成本、提高性能、降低能耗等

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可用于大幅度

提高波分复用、空分复用、光谱仪、光学相控阵等

相关器件的性能，或降低其成本，并为创制硅基

高速空间光调制器等新型器件提供了可能。

“硅基光子技术不但是学科前沿，也是未来

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我们的研究还将

继续。”江伟说。

江伟：用新型芯片探路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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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点击

文·本报记者 陈 莹

欧阳晨曦的微信昵称叫“功夫熊猫”。圆圆

的一张娃娃脸，笑起来一团和气，当记者 11月中

旬在北京阜外医院的办公室里见到他时，他给人

的第一印象的确很像好莱坞大片里身怀绝技却

“软萌”的功夫熊猫“阿宝”。

刚坐下聊了没十分钟，记者就发现，欧阳晨

曦的性格也像“功夫熊猫”一样憨厚、实在。

“我并没有为叶利钦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是

我在德国的导师 Haverich做的。”

“我和裘法祖老先生不是通过人造血管结缘

的，裘老先生是一直关心我成长的老前辈。”

“ 研 究 人 造 血 管 的 初 衷 ？ 起 初 没 想 那

么 多 ，就 是 为 了 要 评 职 称 ，才 找 到 这 个 科 研

项 目 。”

一开始，欧阳晨曦就“更正”了履历中的几个

“爆点”，“那些都是误传和误读，请你一定帮我澄

清。”他一脸严肃。

“我只是很幸运，一路走来都很顺利。要非

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概是我‘爱折腾’的性格。”

欧阳晨曦说。

欧阳晨曦的三次“转身”

■周三有约
文·本报记者 姜 靖

阿里巴巴集团正

考虑从嘉里集团手中

收购南华早报集团的

控股股权。也有报道

称，收购南华早报集

团的并不是阿里巴巴

集团，而是该公司创

始人马云。彭博社援

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谈判已进入预付款

阶段，”预计双方最快

将于本周宣布这一交

易，但不会公布收购

金额。马云当前的个人净资产约为 220亿美元。

如果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确实收购了《南华早报》——曾经

是世界上最赚钱的报纸——这一做法将与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
贝索斯的做法有点异曲同工之处。2013 年，贝索斯曾个人出资 2.5

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

一些《华盛顿邮报》的员工和读者最初曾对贝索斯的收购感到惊

讶，但是在收购完成之后，《华盛顿邮报》的财务状况已得到改善，并

且受益于与亚马逊金牌会员捆绑在一起，它还扩展了网络存在。

与贝索斯一样，如果马云考虑收购《南华早报》，他必须把自己的

经营理念和构想输入到这家公司当中。

曾归属于新闻集团的《南华早报》，在 1993年被马来西亚富豪郭

鹤年通过控股公司嘉里集团接手。在过去的几年中，《南华早报》的

订阅用户和营收一直在持续下滑。2013年，在南华早报集团报道公

司利润下滑 25%之后，该公司的股价曾终止交易。在最近半年时间

里，《南华早报》已有包括主编在内的 35名员工离职。

马云：
考虑收购南华早报集团控股权

11 月 24 日，获得

海航 5 亿美元注资的

途牛在今天也公布了

其第三季度财报。途

牛 总 裁 严 海 峰 与

CEO 于 敦 德 发 内 部

邮件，称“让途牛成为

‘世界级公司，旅游入

口’”，释放保持独立

发展的信号。

近段时间来，随

着 OTA 巨头格局已

定，围绕在线休闲游

市场也传出诸多传闻，前有途牛与同程将换股合并；后有携程将收购

途牛上市度假业务。随着途牛获得海航的 5 亿美元注资，围绕途牛

的传闻也宣布告一段落。

作为在线休闲游市场的先行者，途牛在取得业绩大幅增长的同

时，也出现巨额亏损，途牛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三季度净收入同比增

长 127.5%，跟团游和自助游交易额同比增长 122.2%，同时运营亏损

扩大到 3.587亿元人民币。

在巨头压境当前，途牛获得海航投资则为自身独立发展补充了

弹药，也给了途牛管理层独立发展的信心。

于敦德：
让途牛成为世界级公司

这两天，五星坪

隧 道 进 口 洞 门 刚 完

工，架子队队长朱豪

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他 们 为 确 保 隧 道

2016 年 5 月份贯通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宝（鸡）兰（州）客

专兰州枢纽的五星坪

隧道全长 6449 米，属

于长大黄土隧道，施

工安全风险巨大。进

口段 20 米埋深最浅

处仅 2 米，地质情况差、偏压严重、岩体结构松散、稳定性差，陷穴较

多，随时可能发生大坍塌或滑移，安全风险巨大。

朱豪参加过定远试车场、福宁高速公路、宝兰客专 11 标等项目

施工，此次在中铁四局宝兰客专兰州枢纽 3标，负责五星坪隧道进口

1268 米的施工任务。朱豪了解，五星坪隧道进口属于 IV 级围岩，局

部围岩很硬，掌子面围岩挖机斗齿根本挖不动，其他隧道用的是一台

挖机带破碎锤配合另一台挖机开挖掌子面，但黄土隧道垂直节理发

育，破碎锤对围岩扰动大，容易发生掉块伤人的情况。积累的机械知

识派上了大用场，朱豪主动联系机械厂把快速转换器改装到挖机上，

仅用 15 秒的时间就能完成挖机斗子和松土器之间的转换。这一改

进，不仅大大减少了开挖过程中对围岩的扰动，又避免了两台挖掘机

之间的施工干扰。这样，掌子面开挖时可节省一台挖掘机，每年至少

可以节约成本 50万元。由于管理到位，五星坪隧道进口的标准化管

理和施工进度一直领跑全线，并且在全线创下了单口单工作面月成

洞 110米的纪录。

朱豪：
15 秒完成挖机斗子和松土器之间
转换

近日，北京南江空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临近空间飞行器创新

团队负责研发的我国首个临近空间飞艇在内蒙

古锡林浩特市试飞成功。

“圆梦号”临近空间飞艇试飞成功的那一刻，

站在地面上的飞行器创新团队核心成员——祝

明、刘东旭、陶国权、孙康文、郑泽伟、李保国、郭

虓、梁浩全等人内心澎湃，激动的波澜在寒冷的

锡林浩特夜空中温暖地涌动。

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创新团队在 36小时内完成了全系统集成和

测试，按预定程序完成了放飞和临近空间飞行

测试，高度达到 2 万米，并实现了昼夜持续动力

飞行，完成了定点着陆和完好回收。

这是全球首次成功完成的、具备完整功能

的临近空间飞艇飞行试验。本次试飞实现了快

速组装、持续动力、循环能源、可控飞行、定点着

陆、可重复使用的目标，其综合技术指标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这是我国临近空间科技领域取

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临近空间飞艇是航空航天科学皇冠上的一

颗明珠，也是世界性难题。临近空间是指距离

地面 20km 至 100km 的区域，它包含了大气层中

平流层绝大部分区域、中间层的全部和热层的

底部。

全新飞艇设计理念

“我们终于不用跟在美国后面走了，终于有

一种飞行器可以跟美国齐头并进，甚至是超前

的，”对于核心团队成员孙康文来说，这个梦想

使他激动，他毅然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的机

会，为的就是使中国的临近空间飞艇在世界上

不落后、甚至是超前发展。对他而言，比起出

国深造，为飞艇设计太阳能循环能源系统及核

心部件的研制、测试和集成，更加迫切、更加需

要他。

2015 年“圆梦号”的研制，团队在多年积累

基础上，采用全新的飞艇设计理念，从总体布局

到内部结构都采用创新方案；特制了新型的多

功能层蒙皮材料；采用高效的自封装半柔性太

阳能电池，解决了太阳能电池效率较低的问题；

引入增强机器学习技术，使无人值守飞行成为

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每天都在进行头脑风暴

经过多年发展和技术积累，临近空间飞行器

创新团队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科研队伍，核心成员

主要来自北航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化学院、

仪器仪表学院和机械工程学院，是一支融合了多

个学科的飞行器综合研究团队，同时这支团队也

是航空科学与国家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队核心成员中最小年龄只有 29 岁，平均

年龄 32 岁，团队的技术开发以博士生和硕士生

为主，平均年龄只有 24 岁，他们年轻却扎实，思

想活跃而又细致认真。

陶国权进入大四就接触了临近空间飞艇的

研制，他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飞行器。“从 06 年

到现在，我们面对过挑战，付出了很多，也亲身

见证了我们的梦想和理想逐步成为现实。临近

空间飞艇有很多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每次看

到它试飞成功，我都无比激动和欣慰，感觉一辈

子就值了。”如今，他已经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

顶尖专家，负责的临近空间飞艇结构和推进系

统经历的数次高空飞行的考验。

郭虓和梁浩全都是 86 年出生的博士，接触

临近空间飞艇是他们的大三时光。如今，郭虓

是飞艇软件系统的总设计师，梁浩全是飞艇航

电硬件系统研制的负责人。

“在团队中，我可以充分、自由发挥我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梁浩全说。

“有了这个平台，就可以将理论和实践结合

起来，每天都在进行头脑风暴。”郭虓说。

团队的每个核心成员都身兼多职。他们既

要完成高校教师讲课、指导学生、学术研究等各项

基本工作，还要担负繁重的工程技术攻关、生产管

理、试验组织等任务。例如，刘东旭负责飞艇平台

的总体设计、飞艇蒙皮材料开发、飞艇囊体分系统

研制以及试飞试验的组织实施；郑泽伟负责飞艇

的飞行控制技术研究和验证试验；李保国负责飞

艇导航技术的研究，负责试飞场的建设与试飞保

障。祝明负责团队整体管理、运行和对外合作，以

及临近空间应用系统与电系统的总体设计。

“我们集中办公，每周都开例会，对周进度

进行追踪，同时对创新灵感进行深入探讨；通过

产学研合作，获得了从北航航空科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多方面支

持。”祝明说。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追梦团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同济医科大学第一届

本硕连读医学硕士，27 岁

获得德国“艾伯特”奖学

金，因人造血管研究被裘

法祖老先生收为关门弟

子，武汉协和医院血管外

科副主任医师，同济医学

院血管外科副教授，国内

首例小口径人造血管发明

者，武汉杨森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虽拥有

这“开挂”般的“学霸”履历

和长长一串头衔，但他却

不是想象中的“高冷范”。

在一长串耀眼的头衔中，最夺目的是一个永

远也不会被冠以“曾经”的“荣誉标签”——国内

首例小口径人造血管的发明者。

欧阳晨曦萌生要研制人造血管的念头，是在

2005 年。2000 年自德国学成归来，他一直在武

汉协和医院的血管外科做主治医师。在国内的

职称晋升体系里，没有课题、论文等科研成果，就

很难更进一步。“我不想做一个太普通的人，稳定

的收入、安逸的生活，这些都不是我最想要的。”

不愿就此单纯做一个临床医生的欧阳晨曦暗暗

决定，要选个方向搞科研。

在德国深造期间做过大量心脏搭桥手术的

经历，对欧阳晨曦的触动很大。欧阳晨曦介绍，

心脏搭桥手术要用到小口径血管，但当时市面上

还没有符合要求的小口径人工血管，手术时医生

只能从患者的腿上划开一道口子，取一条大隐静

脉做心脏搭桥。回国后，欧阳晨曦发现，目前国

内也没有自主制造的人造血管。目前医院使用

的人造血管都依赖于国外进口。虽然用量不多，

但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成本仍然很高。

“我不想做太基础的研究，要做就做能应用

于临床实践、别人没做过的领域。”抱着这个信

念，欧阳晨曦开始了人造血管的攻关之路。

准备工作就花了一年时间。“那时我只是一

个临床医生，会开刀，根本不会做科研，都不知

道研究该从哪方面入手。”通过阅读大量的资

料和别人的研究成果，欧阳晨曦意识到，人造

血管之所以难以研制成功，最大的技术瓶颈是

材料问题。

欧阳晨曦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上实验人造血

管的材料主要有两种：涤纶和聚氨酯。国内主要

以涤纶为材料，在预凝涂层方面做得不够好，无

法解决渗血问题。国外最热门的材料是聚氨酯，

这种材料的弹性很好，但质地太软，防切割的能

力很差，缝合起来也容易渗血。

对材料学并不在行的欧阳晨曦找到了武汉

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徐卫林是搞材料的，没

见过人的血管，我就给他切了一部分从人体截肢

下来的废弃血管，请他去检测血管的弹性数值、各

种物理性数据，以便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为我们的

研究奠定基础。当我们把检测数据发表在网上时

才发现，全世界竟然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人体动脉

血管弹性数值检测，我们是首创。”谈起这段意外

得来的“首创”成果时，欧阳晨曦很“得意”。

有了数据参照，半年多后，经过反复实验，他

们发现，把涤纶和聚氨酯结合起来，在聚氨酯中

间增加一层涤纶织物，能起到加固作用，解决了

渗血的难题，检测后发现其生物、血液相容性指

标也都远远高于单纯用涤纶和聚氨酯材料制作

的人造血管。“我们是第一个提出用‘夹心饼干’

的方式去做人造血管的，它的物理性能很像真的

血管。”欧阳晨曦骄傲地说。

为了验证实验效果，他们将一段长 5 厘米、

直径 4 毫米的人造血管植入 9 只小狗的颈动脉。

一年后，取出的血管仍十分通畅，且其生物相容

性、血管栓塞检测等均基本符合临床要求。

2008年，欧阳晨曦团队研发的小口径人造血

管技术获得国家认可，接连拿到“国家科技发明二

等奖”和“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一

等奖。2009年，这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认证。

从当大夫到搞科研

小口径人造血管有了“中国造”

用欧阳晨曦的话说，走到今天，多半是性格

使然。“我是一个‘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他

的履历看，无论做什么，他的确是始终在赶第一

波潮流的人。

2009 年 2 月，武汉出台“3551 光谷人才计

划”。看到政策出台，本来还在犹豫是否要卖掉

人造血管专利技术的欧阳晨曦决定，利用政策扶

持自行创业，把自己研发出来的技术转化成产

品。2009年 4月，欧阳晨曦注册成立武汉杨森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从科研院所走向企业，我们根本不清楚‘游

戏规则’，走了很多弯路。”回忆起公司刚成立时

的情景，欧阳晨曦感慨地说。

“在实验室做出的成果只是一个‘手工样品’，

从搞科研到开公司

“第一个吃螃蟹”的科研创业者

所有数据都不会被采纳，所有操作条件我们也全

都不具备，一切都要从头来过。”欧阳晨曦并不清

楚到哪里去找检测机构、外包服务和投资商，一

个人单打独斗摸索了两年，公司毫无起色，“头几

年公司只有两个人，我和文员。”

转机出现在 2010 年，欧阳晨曦受邀到美国

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客座教授。受那里创业氛

围的影响，通过和投资人、华人创业圈去接触，他

慢慢“开窍”了——“做企业不是一个人的事，要

让更多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

回国后，他开始“恶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各种创业课程培训，也认识了很多创业圈的人。

2014年，公司成功融资 2000万人民币，公司也最

初的两个人，变成了一个拥有生物技术、药学、管

理学等几十位专业人才的团队。“杨森”的下一个

目标，是在新三板上市。

目前，人造血管的标准化生产也在步入正

轨。“杨森”已经拿到了国家的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预

计到 2018年，就可以拿到产品资质认可，正式投

入生产。一旦成功，“杨森”将成为国内第一家实

现小口径人造血管商业化的生物技术企业。

“我的成果就像是我的孩子，实验室做出的

‘模型’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把他丢弃给别人‘领

养’，不如亲自培养他到 18岁，再放手让他去闯。

如果当初把技术卖掉，我就不会参与到成果的后

期转化中去，这个项目很有可能会‘死掉’——而现

在，我的‘孩子’已经18岁了。”欧阳晨曦欣慰地说。

就在“杨森”的运转步入正轨之时，欧阳晨曦

辞去了总经理职务。现在，他只以创始人和顾问

的身份为企业把控方向。

欧阳晨曦告诉记者，他未来的工作将“上到

另外一个高度”。现在，他的最新身份是北京阜

外医院的医生。

“我希望利用北京阜外医院在全国心血管诊

疗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影响力，搭建起一个创新孵化

平台，让更多的医生、科研人员能够顺利走上创业

之路。”欧阳晨曦告诉记者，他希望组建专业化的服

务团队，并引入社会资本，为有创业愿望的科研人

员提供人才、资金和成果转化服务方面的支持。

和 2009 年决定创业时一样，这一次，在北京

重新出发的欧阳晨曦又借上了好政策的“东风”。

“今年 10月，新修订的《促进成果转化法》正

式出台，加强了科研机构积极转化科技成果方面

的引导和激励，这对科技创业者来说，是个好消

息。”欧阳晨曦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成果

转化、自主创业的浪潮中来。他表示，在医学、材

料学等专业性强、科技含量高的领域，科研人员

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能对创业起到事半功倍

的积极作用。“科研成果转化，也是科研人员的本

职之一。国家为科研项目提供经费支持的目的

是为了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价值，从而造福社

会，如果科研成果只以论文、项目专利的形式，锁

在学校的档案柜里，是对国家资源最大的浪费。”

欧阳晨曦希望，他正在酝酿搭建的创新孵化

平台能帮助更多的科研人员顺利实现成果转

化。“在我看来，帮助与分享是更快乐、更有意义

的事情。”

从开公司到搭平台

期望帮更多人实现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