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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弯道超车”的创新动力

在我国今年年中至明年上半年间将组织实施的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任务中，最关键的就是承担未

来空间站建设多项关键技术验证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记者 2 月 29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获

悉，新的载人航天任务中，“天宫二号”有三大使命：将

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技术；验证推进剂在轨补

加技术；开展大量科学和应用实验。目前，“天宫二号”

已经做好了准备。

此前，我国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纪录是神舟十

号任务创造的15天。而在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上，2

名航天员将完成长达30天的在轨驻留。这需要一套能够

维护航天员生命健康，并且可以长期稳定运行的设备。

“天宫二号”型号总设计师朱枞鹏表示，为完成中

期驻留任务，载人飞船将携带的航天员生活必需品很

多，装载量需大大提高；同时要为航天员创造更舒适、

更人性化的环境。

从外形上看，“天宫二号”和“天宫一号”差不多，但

内容变化很大，很多为空间站建设研发的新型设备，在

今年的任务中都将进行测试。

朱枞鹏介绍，“天宫二号”上安装了机械臂。“掌握这

项技术的好处是便于开展舱外维修。”他说，“航天员到舱

外的话，对人的安全是个考验，技术难度也较大。如果安

排一些‘小机器人’出去维修，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除了今年与神舟十一号飞船交会对接，“天宫二

号”还将在 2017 年验证货运飞船的对接和资源补给技

术，这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

朱枞鹏说，后续要建造的空间站要长期在轨飞行，

推进剂会不断消耗，必须进行补加。“天宫二号”必须掌

握这项技术，将通过与货运飞船交会对接，把货运飞船

的推进剂补加到“天宫二号”。这项技术难度较大。

今年的任务还将开展大规模空间科学和应用实

验，各类实验达到史无前例的 14项，标志着我国载人航

天将进入应用发展新阶段。

这些实验任务大多处于世界前沿的空间科学探索

领域，以及国际先进的应用新技术领域。

例如，首次进入太空的空间冷原子钟，可以将航天

器自主守时精度提高两个数量级，大幅提高导航定位

精度；同“天宫二号”一起升空的伴飞小卫星，将对分离

释放过程进行近距离成像观测。这些实验具有很高的

科学研究价值，未来有可能推动我国航天新技术。

其他实验项目还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

科学、空间生命科学等。其中有两项需要航天员直接

参与操作，还有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科技日报北京3月1日电）

天宫二号：航天员将在轨驻留30天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科技日报北京 3 月 1 日电 （记

者马爱平）“我国农业科技进入领跑、

并跑、跟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土

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显著提高，为粮食生产‘十二连增’、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科

技 支 撑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蓬 勃 兴

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

生物育种、农机装备、智能农业和生

态环保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为加快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3

月 1 日，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十

二五”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成就发布会

上指出。

徐南平认为，“十二五”以来，我

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2010 年的 52%

提高到 2015 年的 56%以上；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通过组织实

施 973、863、科技支撑等科技计划项

目 ，主 要 科 技 创 新 指 标 跻 身 世 界 前

列，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多年稳居

第 2 位，被引次数农业学科从第 8 位

升至第 2 位，共有 175 项农业科技成

果获得了国家奖；农业科技有力支撑

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实施了

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五年累计增产粮

食 5600 多 万 吨 ，增 加 效 益 1000 多 亿

元，实施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示范推广总面积达 1756.9 万亩，总增

粮 33.6 亿斤，增效 24.63 亿元。

徐南平指出，“十二五”期间，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农业农村发展注

入 新 活 力 ，深 入 推 行 科 技 特 派 员 制

度，科技特派员达 72.9 万人，是 2010

年 的 5 倍 ，与 农 民 形 成 利 益 共 同 体

5.14 万个，创业企业 1.59 万家，直接

服 务 农 户 1250 万 户 ，受 益 农 民 6000

万人；科技扶贫大大提升了贫困地区

内生发展动力，开展产业扶贫和创业

式 扶 贫 ，逐 步 实 现 由“ 输 血 ”向“ 造

血”转变，自 1986 年开始共选派科技

扶贫团 28 届，累计 477 人次，2015 年

又启动了向重点贫困村选派“第一书

记”的工作；农业科技不断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全面展开与美国、加拿大、

以色列等重点国别的政府间合作以

及与盖茨基金会、UNDP 等的非政府

组织间合作，与美国农业部签署农业

旗舰项目议定书；农业科技体制机制

改革不断深化，组织凝练重点研发计

划重点专项，解决资源配置“碎片化”和创新效率不

高的问题，最终实现从科研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

徐南平强调，下一步科技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重点推动以下工作：布局实施一

批农业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和工程，建设一批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孵化培育一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县域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打

造农业农村领域众创空间“星创天地”，推动农村创

新创业，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实

施科技扶贫行动，依靠科技创新打赢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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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3月 1日电 （记者谭畅）记者从湖南

省石门县林业部门获悉，科研人员在石门壶瓶山发

现一种鱼类新物种，根据发现地命名的原则将其命

名为“壶瓶山鮡”，对于填补世界鮡科鮡属鱼类演化

长链中缺失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一发现的论

文，目前已经发表在动物分类学国际权威期刊《动物

分类杂志》上。

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康祖

杰介绍，2007年，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开展鱼类

资源监测过程中，采集到一种鮡科鮡属鱼类疑似新

种。在随后的 7年，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合作，对该物种种群和生活环境进行了连续监测、测

量、收集、整理和分析，发现该物种在口唇结构、尾柄大

小、腹鳍末端离肛门的距离和分子序列等特征上与长

江上中游生活的中华鮡、前臀鮡、壮体鮡、四川鮡有显

著区别，应为一个独立种。

康祖杰介绍，壶瓶山鮡属小型经济型鱼类，对水质

要求高，一般生活在水流清澈、溶氧较高和多岩石的山

溪河流上游。该物种之所以分布于壶瓶山，可能由于

地理分化长期隔离造成，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该新种

的发现对于填补世界鮡科鮡属鱼类演化长链中缺失环

节具有重要意义。”康祖杰说。

鱼类新物种“壶瓶山鮡”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3月 1日电 （记者陈丹）作为人体

细胞能量来源的三磷酸腺苷（ATP），也可以用来驱动

下一代超级计算机。加拿大研究人员的这个新发现

有望为研发只有书本大小的超级生物计算机打开大

门。与动辄占地数百平方米的传统超级计算机相比，

这样的设想实在诱人。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丹·尼克劳带

领的国际研究团队在近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上发表论文称，他们研制出了一个超级生物计算

机模型，能够利用与大型超级电子计算机同样的并行

运算方式快速、准确地处理信息，但整体尺寸却小得

多，能耗也更低，因为它是依靠所有活细胞内都存在

的蛋白质来运行的。

这个超级生物计算机模型的电路看起来有点像

从空中俯瞰一个繁忙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图——1.5

厘米大小的芯片就是“城市”，但在蚀刻好的“道路”上

运行的并非传统微芯片中电流驱动的电子，而是蛋白

质短串（研究人员称之为“生物代理”）。它们被 ATP

驱动着，以可控的方式运行。

这种生物驱动的超级计算机完全不会像传统的

超级电子计算机那样散热，因此无需降温处理，不仅

更节能，可持续性也更强。虽然目前的模型已经能够

通过并行计算有效处理复杂的经典数学问题，但研究

人员也认识到，距离开发出全尺寸的功能性超级生物

计算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尼克劳表示，很难断言全规模的超级生物计算机

何时能够问世，但对于处理更大、更复杂的问题而言，

将他们的设备与传统计算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混合

系统或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目前他们正在采用

多种途径推进相关研究。

其实生物超级计算机早就有了，就是大脑。不过

人类设计的新式超算机原理完全不同，是用蛋白质承

载编码。生物体提供

的现成电池和计算单

元是效率最高的，大脑

能利用，机器也能用，

说不定机器的水准能

后来居上呢。

新型超级生物计算机模型问世
三磷酸腺苷驱动 尺寸更小 能耗更低

2003 年，“长电”还只是一家以

生产晶体管为主的加工小企业。而

如今，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已经

发展成为在全球拥有七大生产基

地、六大研发中心、2 万多名员工、

3000 多项专利，敢与世界大牌企业

同台竞技的跨国公司。

长电如何锻造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非常”竞争力？

“我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前沿，重

科技人才引进与培养、重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重创新国际化，靠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自主创新的

能力，打造参与国际市场的核心竞

争力。”长电董事会秘书朱正说。

早在 1998 年，长电就建立了企

业技术中心，2006 年被认定为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他们与科研单位

紧密型合作，开展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的研发。同时，从全球引进

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为企业进入

先进封装领域打下牢固的基石。

2003 年，长电科技 A 股上市前

夕 赶 上“ 非 典 ”，大 量 出 口 产 品 遭

拒。危机来临，和国内同行一样，长

电 科 技 董 事 长 王 新 潮 投 入 1.73 亿

元，打起了价格战。但残酷的现实

也让他开始思考：以量补价、低成本

扩张的路能走多远？

其时，在高端芯片领域，中国市

场还基本被国际大牌公司所垄断。

经过反复调研，极力推进企业转型

的王新潮认为，封装领域是突破口，

而凸块加工技术则是这个突破口上

理想的切入点。

新加坡先进封装技术私人有限

公司（APS 公司），是一家具有国际

水平的集成电路封装技术研发机

构。2002 年，这家公司研发出铜柱

凸块封装技术，与国内一家国有企

业谈了 9个月，合作仍然没有结果。

王新潮听说后，马上联系该公

司总经理。“尽管担心实验室产品能

否实现产业化生产，但我们认为‘哪

怕不成功也要试试’。”王新潮说。

2003 年 8 月，由长电科技出资

75％、新加坡公司技术出资25％的合

资公司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从此，长电开始跳出行业

同质化、低水平竞争，走向高端市场。

为了抢占高端市场，长电舍得花

钱，引进用于倒装芯片研究的设备、

国外公司购买凸块专利，依托国家高

密度封装技术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以

及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领衔的科研团队，对半导体芯片

凸块技术进行二次自主开发。在国家和省相关重大科技

专项资助下，长电快速研发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实现了晶圆级芯片封装方式产业化。2015年

8月，长电以 7.8亿美元成功收购全球第四大封测代工厂

星科金朋，业内人士戏称为“蛇吞大象”。

凭借国际化的研发创新能力，长电已经成长为世

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近五年来，长电取得

的专利数量已经远超过国际封测业的前三强。圆片级

封装技术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产品还广泛

应用在便携式电子产品中，成为国际著名公司的“全球

最佳供应商”。

收购星科金朋，长电面对的财务、管理等“压力”颇

大，业内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去冒险！

“在2014年营收达到10亿美元后，我们发现公司要再

往上提升已经‘比较累了’，主要是遭遇到技术跟不上国际一

流水平、打不进国际顶尖客户两大瓶颈。因此，长电要快速

进入全球‘第一梯队’，走海外收购路径，无论是从眼前还是

未来发展考虑，这都是最直接、最好的路径。”王新潮说。

事实证明王新潮对了。收购星科金朋后，长电把星

科金朋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由此提升长

电在全球业内的地位，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江
阴
长
电
：
创
新
锻
造
﹃
非
常
﹄
竞
争
力

本
报
记
者

过
国
忠

通
讯
员

王
冠
元 3月1日，来自全国的政协委员陆续抵达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图为科技界别政协委员在两会驻地报到。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北京3月1日电（记者杨雪）全国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将于 3 日下午在京开幕，14 日下午闭幕。

这是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局局长张敬安在 1 日召开的

相关情况通报会上透露的。

张敬安透露，今年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讨论“十三

五”规划纲要草案，因此会期较上年延长一天。会议将

举办四场记者会。其中，三场主题分别为政协委员谈

“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惠及民生共享发展”。第四场记者会

将邀请企业家委员，围绕目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以

及长期向好的经济发展趋势，讨论信心、创新、转型升

级等相关问题。

在往年的某些新闻中，报道参加两会的记者人数

为 3000 余人，张敬安特别指出这一数据系误读。“其实

是参加政协和人大的记者人数分别为 3000 余人，其中

报名政协、人大的内地记者分别有 2000 余名，还有政

协、人大都参加的境外记者 1000余名。”张敬安解释，与

往年差不多，实际上，2016年全国两会共有 5000余名海

内外记者报名参加。

此外，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将于

3 月 2 日 15∶00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新闻发言人王

国庆将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

者提问。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发布会首次采用同

声传译。

讨论“十三五”开局 关注供给侧改革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3日开幕

新华社北京3月 1日电 （罗国金 周红
辉）我国首例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枫糖尿

病基因健康双胎试管婴儿，日前在解放军总

医院出生。根据新生儿出生时静脉血检测 3

月 1 日回报结果，新生儿不携带致病突变基

因。这个项目使我国在枫糖尿病这种单基

因遗传疾病的出生缺陷产前诊断及干预上

取得了新突破。

枫糖尿病又称支链酮酸尿症，是一种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单基因病，新生儿发病率

为 1 比 185000，有严重的临床表现：出生后

即发病，尿、汗和耵聍中有特殊的枫糖臭味，

婴儿期喂食困难、中枢神经受损和代谢性酸

中毒，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这一双胎试管婴儿父母之前曾生育一

女儿，半年后被诊断为枫糖尿病。这次项目

由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产前

诊断中心与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实施胚胎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即对单个受精卵

细胞——体外囊胚检测，选择正常胚胎植入

患者宫腔。孕 22 周行羊膜腔穿刺羊水核型

及基因检测再次验证胎儿无异常。2 月 16

日，一对男婴呱呱落地。

据了解，目前人类已知的单基因遗传疾

病达到 7000 多种，大部分具有致畸、致残或

致死性。PGD 是现今已知最有效阻断遗传

疾病、降低出生缺陷率的有效技术，适用于大

部分致病突变基因明确的遗传性疾病。

干预遗传基因缺陷 诞生健康双胎婴儿
枫糖尿病单基因遗传出生缺陷产前诊断及干预取得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