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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年 4 月，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材料》的主

编给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CGIA，简称

“联盟”）致电约稿，理由是在中外石墨烯各种重大活

动中频现的 CGIA，在促进中外石墨烯产业发展中起

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联盟的李义春、萧小月、刘兆平等专家以“石墨烯

商业化”为题，欣然撰写了联盟在石墨烯商业化道路

上探索的专文。两三个月后，《自然—材料》将全文刊

出。那么，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究竟有

何独到之处？科技日报记者近日为此采访了联盟秘

书长李义春。

天时：时运所致 贯通中外

自石墨烯“诞生”于欧洲，犹如一粒种子找到了孕

育的温房。欧盟率先在 2013年启动石墨烯旗舰计划，

猛砸 10 亿欧元，随后发布石墨烯在 13 个重点应用领

域的科技路线图。尽管如此，各种高端研发的尝试却

始终“宅”在实验室，没有商业化的产品迈过市场门

槛。

这难免让政府和公众困惑，投入了大把银子的石

墨烯到底有啥用？而欧洲研发者大有苦衷，没有实体

经济、缺乏强大的制造业支撑，理想变得越发骨感。

业内人士指出：“没有量化生产，试验性材料将不会有

生命力。”

李义春说：“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有着夯

实的实体经济，拥有全球第一和第二条石墨烯规模化

生产线，将石墨烯制造成本从每克 5000 元降至 3 元，

在石墨烯商业化应用方面处于世界引领地位。值得

一提的是，去年 10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参观

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时，指出要进一步推

动石墨烯等新兴科技创新产业的国际合作。显然，中

外各有所长，形成互补之势，时运所致，可以强强联

手。而这之间尤其需要融合贯通。”

对此，联盟提出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战略——全

球并购、中国整合，搭建起全球性石墨烯产业促进平

台，即每年秋季举办全球石墨烯产业创新大会，其并

非学术会议，而是针对石墨烯可应用的领域设置数十

场论坛，汇聚全球顶级专家、知名企业，针对商业化、

产业政策洽谈合作。另外，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联

盟还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分别在国内建

立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韩国和瑞典的双边合作创

新中心。

地利：引导政策 适宜布局

对于“新材料之王”石墨烯，一些国家发布或资助

了一系列力促本国石墨烯技术及其应用的计划和项

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

究计划署开展了多个石墨烯研究项目，重点布局石墨

烯在超级电容器和下一代更小、更快电子器件等前沿

方向的应用；日本政府自 2007年开始对石墨烯技术开

发项目的资助；韩国政府积极支持科研机构和公司开

展石墨烯技术研发及商业化应用研究。

而石墨烯在中国发展的氛围和态势很好。到

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石墨烯研发上共

资助 6000 万美元；2015 年被称作“中国石墨烯产业的

爆发元年”；石墨烯进入 2016年《新材料产业“十三五”

规划》几无悬念。李义春指出其动力源于：一是传统

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石墨烯如同“工业味精”，少许添

加就使一些材料的性能大为增强；二是我国迄今在全

球发表石墨烯相关论文和申请专利数量均居世界首

位，石墨烯有望成为中国一项称霸世界的重大自主创

新技术。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我国在石墨烯领域早期研

究投入方面落后于西方，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特

别是一些颠覆性技术缺乏精准支持。为改变现状，联

盟协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石墨烯发展的相关政

策；严格挑选有实力的、创新能力强和周边有产业基

础的区域，建立了 9个石墨烯创新基地，避免全国各地

一哄而上的局面；在全国因地制宜地布局，为地方政

府建立石墨烯产业园区提供支持，为在常州、无锡、青

岛、唐山、德阳等地发展石墨烯产业奠定基础。

人和：提振信心 广纳人才

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把期待寄予中国，希望

能生产令人眼前一亮的石墨烯产品，打造出一个巨大

的赢利产业，从而提振政府、投资人和公众的信心。

为了实现石墨烯在新能源、电子信息、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突破，联盟从 2014 年开始，每年组

织 2 到 3 次企业代表团遍访国外著名的石墨烯研发机

构，发掘引进最有应用前景的技术，带动产业发展。

同时，通过引入十几个项目或以投资的形式吸引国外

顶尖科学家为科学顾问。如东旭光电在西班牙加泰

罗尼亚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研究所建立研发中心等。

此外，联盟组织专业团队还发布年度《全球石墨

烯产业研究报告》，对内指导石墨烯的发展方向，分析

热点和产业价值；对外塑造中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吸引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再有，目前国际上还没

有权威机构制定石墨烯行业的相关标准，联盟率先推

动石墨烯国际标准的形成，旨在提升国际话语权。

李义春说，一言以蔽之，联盟旨在让发展石墨烯

的天时地利人和齐俱，以促进中国石墨烯产业有序、

规范和健康发展，如同灯塔引领世界石墨烯商业化。

让石墨烯发展备齐“天时地利人和”
——访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李义春

本报记者 华 凌

重庆研究人员制备的国内首片15英寸单层石墨烯。 新华社发

科技日报北京 8 月 31 日电
（记者张梦然）本周出版的英国《自

然》杂志发表的一项神经退行性疾

病研究显示，一种抗体疗法可以减

少轻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内

的β-淀粉样蛋白斑块。该研究

提供了临床前数据和Ⅰ期临床试

验初步结果，二者皆支持进一步开

发该抗体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β-淀粉样蛋白在大脑内逐

渐累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标

志。一般认为是β-淀粉样蛋白

相关毒性引发突触功能障碍和神

经退行，这二者会导致阿尔茨海默

病发病，但是，目前针对β-淀粉

样蛋白的临床疗法一直不成功。

此次，美国著名生物科技公司

百健的研究人员阿尔弗雷德·桑多

克及其同事，报告了人类单克隆抗

体“Aducanumab”的开发情况，这

是由百健开发的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的药物，可以有选择地针对β-

淀粉样蛋白，被称为“战胜阿尔茨

海默病的新希望”。现在，研究人

员表示，在基因改造小鼠模型中，

“Aducanumab”可以进入大脑，剂

量依赖性地减少可溶和不可溶的

β-淀粉样蛋白。

论 文 作 者 还 开 展 了 双 盲 随

机 安 慰 剂 对 照 Ⅰ 期 临 床 试 验 ，

以 评 估 每 月 向 存 在 轻 度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或 轻 度 痴 呆 并 且 脑 内 存

在 β- 淀 粉 样 蛋 白 沉 积 物 的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患 者 注 射“Adu-

canumab”后 呈 现 的 安 全 性 和 耐

受 性 。 在 1 年 的 时 间 里 ，165 位

病 人 每 月 注 射 安 慰 剂 或“Adu-

canumab”。 在 治 疗 54 周 之 后 ，

注 射“Aducanumab”的 病 人 脑 内

β-淀粉样蛋白显著减少，剂量

越高，斑块下降幅度越大；而注

射 安 慰 剂 的 病 人 的 大 脑 无 明 显

变 化 。 期 间 有 40 位 病 人 中 断 治 疗 ，其 中 20 位 是 因

为出现不良反应，包括剂量依赖性淀粉样蛋白相关

成像异常。

该论文的观点文章作者总结说，证实抗β-淀粉样

蛋白疗法可以延缓认知衰退，将彻底改变我们理解、治

疗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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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柏林8月 30日电 （记者顾钢）德国总理

默克尔 30日应邀出席了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成立仪

式并发表讲话，同时还与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国家

汉办主任兼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一起为施特拉尔

松德孔子学院揭牌。

默克尔总理在致辞中表示，很高兴看到施特拉尔

松德应用科学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新学院以传播中国

传统医学为特色，她本人也喜爱中国医学。她希望孔

子学院能促进施特拉尔松德这个传统汉莎同盟商业城

市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也在成立仪式上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他感谢默克尔总理出席此次成立仪式，并

高度评价中德两国近年来在人文交流领域取得的丰硕成

果。今年是中德青少年交流年，在“交流、友谊、未来”的

主题之下，两国青少年的频繁互访与交流为两国关系的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不竭的源泉。

去年 10月 30日，默克尔总理访华期间，在李克强总

理的陪同下访问了合肥学院，并与李克强总理共同见

证了施特拉尔松德应用科学大学与合肥学院签订“合

作设立德国施特拉尔松德应用科学大学孔子学院”协

议。该院将以传统中国医学的传播和培训为主要特

色，并致力于打造成德国东北部的中国语言和文化交

流中心。据了解，以中医为特色的孔子学院全球仅有

三家，施特拉尔松德孔院系德国第一家。

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空间巨大，该院

的课程设置和活动服务将面向本州和相邻州，以及波

罗的海区域邻国的学生及其他社会人士。通过该孔子

学院的设立，增进当地民众对中国语言、社会和文化的

理解与认知，促进中德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同时促

进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交流。

下图：德国总理默克尔、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
以及国家汉办主任许琳等一起为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
院揭牌。 本报记者 顾钢摄

默克尔为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揭牌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 30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回收的“二手”火箭终于有了第

一个用户。该公司与欧洲卫星公司 30 日联合宣布，

将利用此前回收的一枚“猎鹰 9”火箭发射一颗地球

同步卫星。

两家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发射计划在今

年第四季度进行，将把欧洲卫星公司的 SES-10卫星

送至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卫星在轨运行后将为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用户提供通信服务。声明没

有说发射的具体时间。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运营官格温·肖特韦尔

说：“把一枚曾把载荷送至轨道的火箭再次发射，是通

往完全、快速可重复使用之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欧洲卫星公司首席技术官马丁·哈利韦尔说：“我们

相信，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将开创太空飞行的新时代。”

据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首次商业卫星发射

活动，就是 2013 年为欧洲卫星公司发射通信卫星

SES-8，今 年 3 月 又 利 用“ 猎 鹰 9”火 箭 发 射 卫 星

SES-9。现在，卫星 SES-10 又将支持“二手”火箭的

第一次发射。

美公司“二手”火箭将首次发射卫星

据新华社莫斯科 8月 30日电 （记者栾海）“低

些、再低些”——这是各国大多数巡航导弹在飞行高

度上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一种即将研制完成的俄超

音速巡航导弹却另辟蹊径，以“高空高速、俯冲打击”

的方式主攻敌方航空母舰。

据俄军方“五角星”电视台网站报道，这种新式

巡航导弹的型号为 Kh-32，由位于莫斯科附近杜布

纳市的“彩虹”机器制造设计局研制。目前该导弹的

研发测试即将结束，俄军工专家认为这种导弹在技

术完备性方面已具有很高水平。

这家媒体援引“军事·俄罗斯”网站主编科尔涅

夫的话报道说，由图-22M3 型战略轰炸机携带的

Kh-32导弹，在点火后会先向上爬升，飞到地球大气

对流层上方的平流层中，在距地表 40公里的高度，水

平巡航飞行。该导弹的飞行时速可达 5400 公里，约

为音速的 4.4倍。对于如此“高空高速”的飞行物，很

多水面及地面防空雷达难以确定其准确方位。

在接近目标后，Kh-32导弹会以相对于地面的很

大角度俯冲，突破防空火力网，由上至下攻击目标。

它的打击清单包含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队、正在抢滩

的海军陆战队、海军基地、雷达侦测站及利用杂波实

施雷达干扰的站点、发电站和重要桥梁等设施。

俄打击航母的新式巡航导弹呼之欲出

科技日报北京8月 31日电 （记者李钊）美国搜索

外星文明（SETI）研究所 31 日称，连续两天动用艾伦射

电望远镜阵列，探测武仙星座内某个星系是否发出无

线电信号，即使扩大探测频率范围，依然没有结果。

这一轮探测缘起于一批俄罗斯天文学家的声明，

他 们 称“ 俄 罗 斯 科 学 院 射 电 望 远 镜 -600”

（RATAN-600）探测到波长为 2.7 厘米、波束宽度水平

方向大约 20 弧度秒、垂直方向大约 2 弧度分的无线电

信号，来源于武仙星座内 HD164595 恒星系，距地球大

约 95光年。这意味着那里的光束或无线电波抵达地球

只需 95 年时间，如果信号确实来自 HD164595 恒星系，

可以想象那里的外星生命文明程度有多高。

RATAN-600 射电望远镜建在俄罗斯高加索山脉

北麓，1974 年启用。俄罗斯天文学家认定探测到信号

是在 2015年 5月 15日，随后一直没有对外发布消息，本

月 28日才由一家网站披露。

针对俄天文学家的声明，SETI 研究所两名研究人

员先后发表文章，给所获无线电信号来自外星智慧生

命的可能性“泼凉水”。

按照 SETI 研究所资深天文学家塞思·肖斯塔克的

解释，HD164595 恒星系内已知有一颗行星，运行轨道

相距恒星过近，不利于生命产生和延续。另外，据所获

无线电信号的强度推算，如果信号源对所有方向发射，

单位时间内所需功率超过地球所获全部太阳光照射的

几百倍；如果其对地球定向发射，所需功率将与人类全

部能源消耗处于同一数量级。肖斯塔克说，俄罗斯天

文学家探测 39 次，只有一次接获信号，可以有多种解

释，包括地面信号干扰。而且他们并没有立即通报同

行，失去了在最初阶段验证来源和排除信号干扰可能

性的时机。

SETI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兰克·马尔基斯也提出

多项疑问，包括信号没有重复出现和 RATAN-600 射

电望远镜容易受到地面信号源干扰。他认为确认所获

信号来自外星文明需 3个步骤：世界其他地点至少一台

射电望远镜必须探测到相同信号，对信号所作分析必

须排除它来源于人类活动，重复获得的信号附带某种

内容信息。

缘起俄天文学家声明 欲小心应对“外星文明”

美机构试图验证“外星人”信号未果
艾伦射电望远镜阵列

据新华社东京8月31日电（记者华义）日本原子

能规制委员会31日召开会议，出台关于核反应堆废弃

物填埋的处置标准草案，核心内容包括将核反应堆报

废后部分高放射性废弃物深埋到地下70米以下等。

草案还要求，电力公司等有关责任方应在填埋

后的三四百年持续监测放射性物质有无泄漏。不

过，在草案附带的征集意见中有对这一要求的质疑

之声。也有意见认为，70 米的填埋深度标准不足以

保证安全。

日本有不少老旧核电机组需要报废，相关核废弃

物的处理标准亟待确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根

据这一草案，在明年春天推出相关的具体处理标准。

日本将长期深埋高放射性核废弃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