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http://www.stdaily.com 2016 年 9 月 18 日 星 期 日 今 日 4 版

丙申年八月十八 总第 10756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周末特别策划

责任编辑 胡兆珀 彭 东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武汉9月 17日电 （记者刘志

伟）全球首台常温常压储氢·氢能汽车工程

样车“泰歌号”，17日在武汉扬子江汽车厂区

奔跑起来！这标志着我国在“常温常压储氢

技术”上取得突破。

氢能是一种能量密度很高的清洁可再

生能源，理论上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动力设

备，但难以常温常压储存是其发展的一个重

要瓶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家首批“千

人计划”专家程寒松教授带领的团队，突破

了氢能在常温常压下难以贮存和释放的技

术瓶颈，成功攻克了氢能在常温常压下储运

这一世界性难题。

被命名为“泰歌号”的氢能汽车工程样

车，是由湖北省、武汉市、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共建的新型科技服务平台——武汉地质

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依托程

寒松教授原创颠覆性的“常温常压储氢技

术”，联合同济大学、江苏氢阳能源有限公

司、扬子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研制。

“泰歌号”氢能汽车通过常温常压储氢·
氢能动力系统驱动。常温常压储氢技术，具

备储氢密度大、运输成本低、方便快捷、安全

稳定等优势。可充分利用现有加油站等基

础设施，储氢材料可多次循环使用，成本优

势明显。据介绍，该车还具有零污染、无噪

音、加氢速度快、巡航里程长、使用寿命长等

突出优点。

氢能汽车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趋势，随

着欧美日韩氢能汽车相继发布，氢能汽车大

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常温常压储氢·“泰

歌号”氢能汽车的研制，将极大推动氢能在

汽车领域的产业化应用进程，助力传统汽车

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首台常温常压储氢·氢能汽车面世

为期一周的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演将于 19日

结束。关注军事的“看客”们可能早已发现，这场在中

国南海海域打响的“战斗”中，装备先进，科技含量高，

堪称一场军事高科技“盛宴”。

“中华神盾”领衔“00后”舰艇

此次演习，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广州舰、郑

州舰，导弹护卫舰黄山舰、三亚舰、大庆舰，两栖登陆舰昆

仑山舰、云雾山舰，2艘新型常规潜艇以及新型岛礁补给舰

军山湖舰等10艘海军主战舰艇。俄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

反潜舰、登陆舰、拖船、油船等5艘舰艇，2架舰载直升机。

其中，我军 052C 型导弹驱逐舰郑州舰可谓“明星”

舰，入列仅半年时间，就作为中方指挥舰，参加了中俄

“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特别是，郑州舰装备了

多套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技术含量高，是安

装四面主动相控阵雷达以及采用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

统的战舰，被外界称为“中华神盾”。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神盾”并不是我国装有相控

阵雷达驱逐舰的正统称呼，而是军事爱好者针对美国

“宙斯盾”舰起的外号，目前已发展两代 052C 型防空导

弹驱逐舰以及 052D型导弹驱逐舰。

除了郑州舰之外，我军出动的其他舰艇也都是“00

后”。特别是，904B 型岛礁补给舰军山湖舰更是“年

轻”，去年 7月才刚刚入列。

而俄罗斯海军出动的舰艇则是一水儿的“80 后”，

比起中方的舰艇来说，这些舰艇可谓老迈。

对此，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马建光介绍：“总体来看我方的舰艇均是 21世纪的新

产品，其性能已能够跻身国际先进水平，而俄罗斯的这

些舰艇均服役于上世纪 80 年代，其设计思路和基本性

能与国际一流水平已有不小的差距。”

高度信息化的指挥系统

记者了解到，此次中俄联演中，首次启用了中俄专用

指挥信息系统，能同步实时掌握演习进展和相关海空域情

报态势信息，共同指挥参演兵力完成演习任务。这套信息

化装备，分别安装在双方舰艇和各指挥所的作战平台上。

“首次启用中俄专用指挥信息系统，进一步提升了

演习的信息化水平，表明两军之间战略互信进一步加

深。”马建光认为。

实战化水平越高，就意味着战斗更加紧张，对抗更

加激烈，这对演习的信息化水平，特别是指挥系统提出

了更高要求。

指挥系统的核心在于如何在高对抗、不确定条件下辅

助各级指挥员实现高效敏捷的指挥控制。众所周知，美军

的C4ISR是当今世界上最领先的指挥控制系统。在美军近

年来发起的历次战争中，这套系统大显神威，做到了信息实

时共享与行动的协调同步，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其打击链

所需时间由海湾战争时的100分钟缩短至阿富汗战争的20

分钟左右，基本实现发现即摧毁。 （下转第三版）

一 场 军 事 高 科 技“ 盛 宴 ”
——盘点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演中的科技装备

本报记者 张 强

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

演已接近尾声。此次联演不论

岸港还是海上，图上推演还是实

际演练，中俄两军都全程采用了

嵌入式混编，并且首次以“背靠

背”方式展开对抗。这种基于双

方高度互信的“联合创新”引发

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中

俄双边框架内规模最大的海上

演习，自 2012 年首次举行演习

以来，每年举行一次，属于两军

例行性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从

区域和延续时间来看，此次演习

的规模并不算大。”国防科技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马建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2016 年 8—9 月间，俄军成批次

举行了大量军事演习和战备突

击检查，此次“海上联合”只是俄

军系列演习的一部分。

通过联演，俄军要检验的是

军队在俄周边地区“同时遂行全

域信息化作战任务”的能力。

“我们的指向性也非常明

确，就是磨砺我国海军打赢信息

化条件下海上战争以及与友邦

军队协同配合的能力，保卫祖国

的海疆。”因此，马建光认为，“不

宜以规模论态度，而应以规格观

之”。

从俄方看，“俄罗斯海军副

司令费多坚科夫中将亲自担任

俄方演习的总导演，太平洋舰队

的主力舰船也参与其中，演练科

目更贴合当下两国的地缘政治

与实战需求。从上述事实来看，

俄 军 对 此 次 演 习 是 相 当 重 视

的。”马建光说。

从我方看，除了水面主力舰

艇部队外，海军陆战队、海军航

空兵部队也参加了演习。“海军

航空兵派出了歼轰机和远程轰

炸机参与演练，重点模拟从空中

发射反舰导弹打击敌海上舰只

的科目。”马建光认为，这充分表

明信息化时代，“联合指挥、区域

协同、空海一体将是未来海战的

主旋律”。

据了解，为提高实战化水

平，此次联演在组织模式、演练

内容、导调指挥等方面都进行了

拓展和创新，即首次按“红蓝方”

形式进行编组，红方兵力由中俄

海军舰艇混编，蓝方兵力由中方

舰艇担任。演习期间，红蓝双方

以“背靠背”方式展开对抗，双方互不见面。中国海军新

闻发言人梁阳日前表示，这是我军首次在与外国海军联

演中使用的演练方式，火药味更浓、对抗性更强、实战化

水平更高。

为期一周的联合演习，中俄双方除了进行联合防

空、联合反潜和联合海空寻歼等传统作战科目的演练

外，还首次进行了联合立体夺控岛礁演练。军事专家张

军社认为，从联演的科目设置来看，充分展现出两国两

军间高度的战略互信。

反潜作战和登陆作战是海上作战的重点、难点课

题之一。记者了解到，根据中俄双方商定，此次联合

演习主要是演练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作战程序和战

术，包括两栖登陆兵力指挥、换乘以及滩头攻击等基

本战术。

马建光指出，两国舰队特别突出了联合反潜这一科

目的演练，“俄海军此次派出的无畏级驱逐舰的主要作

战功能就是以反潜为主，对水下目标搜索能力强，其搭

配的 SS-N-14 远程反潜导弹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

的”。 （科技日报北京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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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计 时 5，4，3，2，

1”。“轰”的一声，地面升

腾起一团烟雾，火箭模型

直冲云霄，降落伞缓缓打

开……“让火箭再飞一会

儿。”人群中有人这样喊

着。9月 17日，在黑龙江

省森林植物园全国科普

日现场的航空航天展区

吸引了不少观众。

“那种火箭依靠固体

燃料，进行浓缩配比，有

个冲量，想飞多高飞多

高。”哈尔滨市香坊区少

年宫航模教练李雪峰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还有

一类火箭模型，依靠气体

发射，气体在上面，水在

下面，水往下压，推动火

箭上升。”

同样是在航空航天

展区，50 余名哈尔滨市

友协一小的小学生在老

师指导下制作皮筋动力

航模，李雪峰介绍说，橡

皮筋形变产生的回复力

带动螺旋桨转动，使飞机

产生前进动力。

在现代农业展区，哈

尔滨市民王女士对展台

上的大西瓜很感兴趣，一

边拍照，一边询问“这西

瓜有多重啊？”黑龙江省

农科院技术人员董晓成

说 ：“ 这 西 瓜 有 60 多 斤

重，我们的农作物不仅对

种子要求高，在培育过程

中也精心呵护，这瓜成熟

需要 120至 140天。”在黑

龙江省工信委科普宣传

咨询区，收缴的作弊设备

和无线电干扰器及一架

无人机吸引了公众的目

光。黑龙江省工信委无

线电管理局副局长杨海

春说，目前无人机越来越

普及，但大多数无人机尚未登记备案，无线电管理局依

法对黑广播、伪基站和非法无人机进行干扰、取缔和管

理。“我们今天主要向公众科普宣传，希望民众能遵守无

线电管理规范。”此外还有黑龙江省地震局、省消防学

会、省糖尿病教育学会等 14家机构开展现场咨询活动，

并向公众发放科普宣传资料。

本次科普日活动黑龙江省共设 6大活动板块、50个

展区。此次活动还邀请了黑龙江省 13位包括院士在内

的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专家们

还与小学生“大手拉小手”，在红地毯上留下难忘瞬间。

受邀嘉宾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高会军笑着说，这是他第

一次走红地毯，感受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对科

普工作的关注。

本届黑龙江全国科普日暨金秋科普月以“创新放

飞梦想 科技引领未来”为主题，以“科技、创新、体验”

为主元素，将“实验室”搬到广场，现场生动展示我国

以及黑龙江省航空、航海、机器人方面的最新成果，为

现场观众带来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娱乐的趣味

体验，将科普活动融入公众生活，提高公众对科技的

认知与学习兴趣。

据介绍，本次活动触角从城市延伸到农村，黑龙江

省统一行动，共设 15 个主、分会场，将在黑龙江省范围

内组织开展 1000余项科普活动，其中特色科普活动 216

项，包括开展科普惠农兴村联合行动、科普大篷车百地

千场万里行活动；利用微信平台，互联网+科普与公众

形成线上线下互动活动；组织全省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

院所举行科普开放日活动，开放相关重点实验室、教学

科研设施等。 （科技日报哈尔滨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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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舰9月17日电（记者王经国 梅常伟）
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 17日进入海上联合行

动实施阶段第三天，双方参演舰艇以红蓝方“背靠背”

对抗的方式，开展了联合防空、联合反潜演练。

红方由中俄海军舰艇混合编成，分成 2 个舰艇编

队，有 1 艘导弹驱逐舰、2 艘大型反潜舰 3 艘导弹护卫

舰、数架舰载直升机及相关辅助舰船。蓝方为中方 4架

歼轰—7A飞机和 2艘常规潜艇。

9 时 30 分，联合防空演练开始。演练的情景设定

为，蓝方对红方护卫的重要船舶进行突击。蓝方 2 批 4

架歼轰—7A 飞机从沿海某机场起飞升空，采取利用地

形掩护、超低空掠海飞行等方式，躲避红方雷达探测。

航渡过程中，红方第一舰艇编队 3艘舰艇组成人字

防空队形，将由补给舰军山湖舰扮演的重要船舶围在

中心，利用舰空导弹、主炮、副炮等系统，织成一张远中

近程、高中低空紧密衔接的防空火力网。

“目标方位 XX，高度 XX……”10 时许，导弹驱逐

舰广州舰对空警戒探测雷达发现了模拟导弹实施攻击

的蓝方飞机，并模拟发射对空导弹进行抗击，蓝方攻击

企图未能实现。

随后，红蓝双方在湛江以东海域展开了多轮对抗。

联合反潜演练是在当天下午进行的。14 时左右，

红方两个舰艇编队抵达演练海域，各自组成反潜队形，

进行反潜机动，利用声呐搜潜。中俄海军舰载直升机

前出，吊放声呐重点搜索。

先于红方机动至演练海域的 2艘潜艇，一艘是被称

为“大洋黑洞”的基洛级潜艇，另一艘是国产某新型潜

艇，都具有出色的水下隐蔽能力、机动能力、突防能力

和自持力。

17 时 20 分许，红方第 1 舰艇编队指挥舰广州舰发

现目标，当即向编队指挥所报告潜艇位置，并投掷手榴

弹进行了模拟攻击。另一艘潜艇也在不久后被红方第

2舰艇编队发现。

约 20 分钟后，中俄联合导演部宣布联合反潜演练

结束。

红方第一舰艇编队指挥员翟保然告诉记者，17 日

全天的演练，都是在实战背景下进行的，红蓝双方事先

对对方的兵力部署、作战行动等毫不知情，达到了演练

预期目的。

中俄海军开展联合防空联合反潜演练
9月16日，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中，中国海军黄山舰派出陆战队员对可疑船只进行登临检查。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摄

2016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举行
9月17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20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域内，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在内的10

个国家的55家机构带来近300项科学互动体验项目，为广大观众搭建学习、体验、感受科学的舞台。
左图 参观者驻足观看辽宁号航空母舰模型。中图 一种培养动手能力的全新微型机床引起小朋友和家长的兴

趣。右图 一种全新的可以旋转大型拼插玩具引起儿童们的好奇。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