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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星灿烂

■自主创新国企路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南京5月26日电（实习生邓凯

月 记者张晔）独居，长着“大牙”，有的头上还

有“角”……人们很难想象，弱小的蚂蚁在一亿

年前竟如此“强悍”，堪称蚂蚁中的“战斗蚁”。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博副研

究员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白垩纪恐

龙时代，蚂蚁的祖先“独角蚁”属于独居，是极

具杀伤力的捕食类昆虫。这一重大发现有望

改变人们对早期蚂蚁形态保守的传统认识。

该成果 5 月 27 日发表在《细胞》子刊《当代生

物学》杂志上。

蚂蚁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昆虫，也是最

成功的社会性昆虫，其社会行为的起源和演

化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但由于化石证据匮

乏，我们对蚂蚁早期形态和生态演化仍然不

甚了解。

王博团队与美、法等国科学家合作，对

2000余枚来自法国和缅甸的蚂蚁琥珀进行调

查研究，首次发现了这种具有大颚的捕食性

蚂蚁（黑帝斯蚁）。该类蚂蚁具有一对近乎头

部两倍长的巨型镰刀状大牙（大颚），其唇基

中部向上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角”，极像独

角兽，因此得名为“独角蚁”。

而这独特的，看似纤细的“角”，却是帮助

黑帝斯蚁捕食相对大型猎物，极具杀伤力的武

器。黑帝斯蚁利用“角”尖的球状毛囊及“角”

外侧的感觉毛，感知和接近猎物。一旦触碰到

猎物，其嘴下部的一对大牙迅速向上抬起，与

上面的“角”配合，上下共同发力，死死夹住猎

物，使猎物再无逃生可能，这一捕捉机制与生

活中的利用夹子夹东西的原理相似。

该研究认为，黑帝斯蚁的确是独居而非

群居的捕食类群。此外，独角蚁的发现也修

订了早期蚂蚁形态保守的传统认识。

有“牙”有“角”，一亿年前的蚂蚁很强悍

科技日报北京5月26日电（记者刘霞）据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官网消息，该校科学家首次证明，使用太

阳热光伏设备（STPVs），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

有望突破理论限制。

最新研究的基本原理很简单：不让太阳能电池内

无法使用的能量以热的形式散失，所有能量和热首先

被一个中间元件吸收，让元件达到能释放热辐射的温

度。通过调谐添加层的材料和构造，辐射能以合适波

长的光释放出来，而这一波长的光刚好能被太阳能电

池捕获，从而提高系统的光电转化效率并降低太阳能

电池的热生成。

研究的关键在于使用了加热时能释放出精确波长

光的纳米光子晶体。在测试中，纳米光子晶体被整合进

一套拥有垂直对齐的碳纳米管系统中，当该装置加热到

1000摄氏度时，光子晶体会持续释放出波长与近邻光伏

电池能捕获的波段精确匹配的光，光伏电池捕获此光后，

会将其转化为电流。研究人员使用一种拥有STPVs组件

的光伏电池进行了测试，结果与理论预测匹配。

1961 年起人们就知道，传统太阳能电池的光电

转化效率存在肖克利·奎伊瑟效率极限。对目前太

阳能电池板广泛使用的单层硅基太阳能电池来说，

转化极限为 32%。但有方法能提升太阳能电池板的

总效率，例如使用多层电池，或者在其中使用 STPVs

设备，在生成电能之前将太阳光先转化为热。发表

在新一期《自然·能量》杂志上的最新研究使用的正

是后一种方法。

研究作者戴维·比尔曼称，理论预测指出，让传统

太阳能电池与其他高科技材料层携手，能让转化效率

达到理论限制的两倍多。与传统光伏设备相比，这套

新系统优势明显。首先，光子设备基于热而非光产生

辐射，这意味着它将不受环境中细微变化的影响；其

次，它耦合了一个热存储系统，能持续不断利用太阳

能。“研究表明，我们实际上能突破肖克利·奎伊瑟效

率极限”。接下来，他们打算制造更大版本的这种太

阳能电池，并找到降低制造成本的方法。

一般来说，在太阳能电池上看到热能不是件高兴

事儿——这是被浪费掉的能量，还可能干扰电池正常

运作。但在这种最新的材料结构中，热能无法逃逸，

碳纳米管反而把热能转换回了光。这就起到了一边

增加面板特定区域产能，一边减少废热的效果。这项

技术现在仍处于实验

室阶段，批量制造复杂

碳纳米管也会有一定

难度，不过如此有前途

的技术，走上实际应用

只是迟早的事。

不让太阳能电池内的能量以热的形式散失

热光伏设备或使光电转换率突破极限

国内最大的通用型光学天文望远镜直径仅 2.4 米，

全球 14架 8—10米级光学望远镜均与中国无缘；

科研人员想要获得清晰的天体图像，只能去“蹭”国

外的望远镜，一晚租金高达几万美元，甚至还预约不到；

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有望率先突破，因为没有大口径

望远镜开展后随观测，一年后被国外同行率先摘得……

“LAMOST 望远镜发现的很多侯选体，因为缺乏

8—10米级望远镜的后随观测，导致很多研究工作无法

进行；从国外引进的很多优秀人才，也是因为缺少大口

径光学望远镜的支持，无法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国内

大口径光学望远镜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天文学

的发展。”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说。

“我们强烈呼吁抓住当前国际天文学与物理学重

大科学机遇，在‘十三五’期间尽快立项建设中国 12 米

光学红外望远镜。”

5 月 24 日—25 日，在南京举办的香山会议上，来自

国内天文界六十多位专家围绕大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

的科学需求、总体方案、关键技术和台址等中心议题进

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联名向国家发起倡议，早日建设

12米光学红外望远镜。

光学望远镜是最早观测宇宙起源的天文设备，而大口

径光学望远镜获取的宇宙信息更为丰富，分辨率更高。

“目前，我国口径较大的观测设备只有兴隆 2.16

米、佘山 1.56 米、丽江 2.4 米等通用型光学望远镜，以及

专用于光谱巡天的 LAMOST 望远镜，中国望远镜的集

光面积仅占全世界的 2%，与其他波段的观测设备相比

也相当滞后，光学观测设备与中国光学天文研究发展

极不相符，我国迫切需要建设大型光学望远镜。”一位

来自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的专家介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国内天文界对于大口径光学望远

镜的需求，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大口径光学望远镜

的缺乏，已成为国内天文观测研究水平提高的瓶颈。

在专家看来，建设“中国12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建成后近十年内将是世界上口径最大

的光学望远镜，可为暗能量本质、引力波源光学认证和研

究、太阳系外类地行星探测、超大质量黑洞、第一代恒星、

早期宇宙和多波段光学认证等 21世纪重大前沿科学问

题，提供在国际上最有竞争力、功能最强大的观测平台，为

中国天文学的近期和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性机遇。

据专家介绍，我国已经积累了大型光学天文观测

设备研制和运行的经验。LAMOST望远镜的研制成功

和近十多年来大口径望远镜方案和关键技术的预研，

使我国发展和掌握了国际前沿水平的大型光学望远镜

的新技术，培养了相应的人才队伍，具备了大口径光学

红外望远镜建设的能力和条件。

一旦建成，中国 12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将兼备精测

和巡天功能，采用中国自主创新的光学总体设计方案

和多项具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包括 SYZ 中继镜光学

系统、棱透镜大气色散改正镜、双层耐焦平台和预应力

环抛非球面子镜磨制技术等，它的建设将极大地推动

我国天文光学新技术的发展。

（科技日报南京5月26日电）

“蹭”不起的天文研究还要持续多久？
专家联名呼吁早日建设 12米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李亚男

初识蔡蔚，是在一车企电机项

目评审会。会议一团和气。轮到

蔡蔚发言，他轻咳一声，直奔主题：

所列性能参数，要么不可能，要么

很难做出来。做了几十年的电机，

他有说这话的底气。

一个月后，该项目再次评审，

“过去一个月，我们跟蔡老师反复

敲定各个技术参数……”车企老总

如是开场。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在中国，

为汽车电动化做出世界上最好的驱

动电机。”5月18日，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精进电动CTO蔡蔚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正是这个

目的，促使他8年前回国创业。

为什么做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机？蔡蔚的回答很直接：“因为这

才是电动车真正的核心。”

1985 年，他从哈尔滨理工大

学 电 机 专 业 硕 士 毕 业 后 留 校 任

教。1990 年,年仅 31 岁的他与美

国夏威夷自然能源研究所合作，开

发电动车电驱动系统。一年后，电

动皮卡样车路试。“某种意义上，那

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电动车之一”。

从 样 机 到 量 产 ，路 还 很 长 。

1994年，他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电机及电力电子 WEM-

PEC中心访学，也就在这期间，他

更 坚 定 了 投 身 产 业 界 的 决 心 。

1999 年，他加入了美国雷米公司，

担任汽车与卡车起动机及发电机

的首席设计师，随后升任混合动力

技术总监，这期间因发明发卡式定

子绕组永磁电机等被冠以雷米“混

合动力汽车用驱动电机之父”。

“2009 年之前，除了日本的几

款，全世界量产的混合动力车里，

几乎所有搭载的驱动电机均出自

我手。”蔡蔚说。

为何年近半百回国创业？蔡蔚

说：“在美国做得再好，那也都是‘美

国创造’，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

这么好，我们何不做‘中国创造’？”

一个是雷米混合动力汽车用驱

动电机之父，一个是通用汽车战略与

规划经理，蔡蔚和余平一拍即合，“要

做世界上最好的新能源车电机”。

2008年，蔡蔚回国。不足 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能

干什么？甚至买不起像样的设备，现如今，在精进电动

厂房里，数百万的设备比比皆是。蔡蔚更是信心倍增，

“早先的宝马、奔驰都用我做的电机，宝马奔驰都能用的

东西我国的车也能用！”

于是，在破解了材料、研发、工艺等诸多难题后，精

进电动研制的产品在单机功率和功率密度方面领先世

界，排名世界前十的汽车厂商先后走进蔡蔚的技术中心

和生产厂房。

公司创办第一年，包括蔡蔚在内只有 12 个人。如

今，在北京和上海，公司员工超过 800人。

8 年来，他们成绩斐然：首次将动力总成核心部件

批量出口到欧美，成为我国首家将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

推向量产和国际化的企业；跻身国际独立驱动电机供

应商前五强，产销和出口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均列全国

之首；在精进电动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树立了

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的旗帜，行驶在国内外道路上

的新能源汽车开始跳动“中国心”。

有人说，蔡蔚把他的一些共性技术共享，其风险度无

异于“教老虎本领的猫”。可他乐呵呵地说：“一花独放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国内一家企业在新能源领域做

得好，一枝独秀本身也很难提高产品性价比，只有整个产

业链得以发展，我国新能源车在国际上才有竞争力。”

蔡
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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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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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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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哪家火电厂从耗

水户变身为造水、供水户，那

一定是它具有了某种“魔法”。

位于天津汉沽的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旗下北疆发电厂，

以其一期淡化水 20 万吨/天、

占全国海水淡化总量 20%的

规模，为国内最大海淡项目，

也是首个大规模向市政管网

供水的海淡项目。

火电厂为何要同步建设

海淡装置？国投津能发电总

经理朱逢民解释，中国水资源

短缺形势严峻：600 个主要城

市中有 400 个缺水，其中 100

个严重缺水。京津唐地区，淡

水资源尤缺，华北平原已经形

成世界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区”。因此，向“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海洋要淡水，就成

为一个现实选项。

与此相应，国内的火电厂

相当一部分建在海边，其余热

利用，可资海淡产业经济、规

模发展。国投作为央企，愿在

这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上做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过，海水淡化，又谈何

容易。他表示，海淡关键技术

长期被国外大公司垄断，设备

和技术受制于人，是相关产业

发展的主要瓶颈。

没有技术基础，国投北疆

就从引进—吸收开始，但保证

高起点引进——一期从海淡

强国以色列引进国际最先进

的 低 温 多 效 海 淡（MED +

TVC）技术。中国电子工程设

计院副总经理郭惠平介绍，即

利用汽轮发电机组低品位抽

汽的热量将海水蒸馏出淡化

水，项目已于 2013年 9月全部

建成投产。其生产的优质淡

水，经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

网滨海监测站检验，水质 106

项指标全部符合或优于《国家

饮用水卫生指标》的规定。

引进过程中，国投北疆

并非简单地“拿来”，而是针

对 现 有 系 统 的 工 艺 结 构 特

点 创 造 性 提 出 因 地 制 宜 的

技改方案。比如，海水淡化产品水的水质较为纯净，

但 pH 值受季节及原海水水质变化而有较大波动，常

常接近或超出国标低限，却缺乏相应控制和调整手

段，不得已必须排掉，造成极大浪费。国投北疆实施

现场技改后，海淡系统可根据装置运行及产水指标

变化情况，在线实时调节淡化水水质，保证了产品水

水质的一致性。

如果说，成功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国投

北疆由耗水户变身造水户、供水户提供了可靠技术支

撑，那么，项目所采用的一套“发电—海水淡化—浓海水

制盐—土地节约整理—废物资源化再利用”循环经济模

式，则是实现华丽转身的绿色“魔法”。

其中，海水淡化工程输入原料为发电工程的余热和

部分低品位抽汽以及原海水，主要输出淡化水，副产品

为浓缩海水；浓缩海水就近引入汉沽盐场制盐，由于浓

海水较原海水浓度提高近一倍，且携带废热，可大幅度

提高制盐效率，使汉沽盐场增加近一倍（50 万吨/年）的

原盐产量，同时节省出了 22平方公里的盐田用地；制盐

母液进入盐化工生产流程，生产溴素、氯化钾、氯化镁、

硫酸镁等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 6 万吨/年，海水就此被

“吃干榨净”，全过程实现零排放。

如今，国投北疆已在曹妃甸启动三倍浓缩海水/每

天 3.5 万吨低温多效海水淡化工程技术研究，并已列入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即将在北疆电厂二期工程

实现落地示范。建成投产后，淡化水规模将达到 50 万

吨/天，占全国淡化水总量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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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26日电 （记者付丽丽）“与‘十

一五’科技成就展相比，此次展出的同种成果都发生了

实质变化，同种产品由以前的只是个概念到今天得以

形成体系化的成果，更加实用化。”26 日在科技部举办

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新闻通气会上，科技

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说。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许倞介绍，“十一五”期间展示

的只是部件和概念，现在看到的是系统化成果，包括整

车、充电设施以及如何智能化。类似项目还有量子通

讯，以前只能实现点到点、城域即某个城市的通讯，此

次展出的将是京沪线长距离的量子通讯和加密。

此次展览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为主

题，6 月 1 日—7 日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分为十个展

区，分别是总况、重大专项、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农

业科技、民生科技、区域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

人才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许倞表示，展会上，公众会看到很多“顶天立地”的项

目，如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全数字化的国产首架大飞机

C919、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基础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取得的

重大成果，以及生物工程角膜、骨科机器人、抗肿瘤新药等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接地气项目。此外还会集中展示一些高

水平、专业化的众创空间，区域创新取得的显著成效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创新展览理念，将项目展

示和人才展示相结合，首设创新人才展，除设立‘照片

墙’展示创新人才取得的成就外，还会邀请一些大家如

施一公、王贻芳等与公众互动，讲述他们回国创新创

业、科研背后的故事。”许倞说。

“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6·1开展

5月 26日，“智慧医护信息系统”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投入试运行。据悉，该智慧医护系统涉及医疗护理的多维度和多点面，在国内医院完整投入运行还属首
次。据了解，“智慧医护信息系统”包含了移动生命体征采集系统、床头信息系统、麻醉手术系统、护理交互平台、移动护理查房车、患者智能手环等多个子系统和电子
设施设备，该系统以无线局域网为网络平台，以医院信息系统为支撑平台，集合了多套移动信息终端、患者信息终端和中央处理系统为工具，形成一个交互、实时、动
态的工作平台。实现电子病历移动化，将医护人员工作站从电脑桌面应用推向移动应用和患者床旁，拉近医生、护士、患者之间的最后十米距离，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
时进一步保障了患者安全。图为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手术室，一位麻醉医生通过麻醉检测系统，实时记录患者手术中的各项信息，并实时生成麻醉记录同步到患者
病历系统。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