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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9月 30日 13时 34分，中国极轨气象卫星

“风云三号”C 星携带的新一代微波湿度计向
地面接收站传回首批大气监测数据。这标志着
我国成为国际上首个利用同一台设备实现大
气湿度与温度探测的国家。

这台微波湿度计是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
中心微波遥感技术院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升
伟、王振占团队历时两年的研究成果。面对《中
国科学报》记者的提问，两人谈起了这台仪器
的创新之处。
“这台微波湿度计每 2.667 秒就可以扫描

2700公里的地表宽度，约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围
绕地球转一圈。”担任此次微波湿度计主任设
计师的张升伟向记者介绍说，“作为卫星主载
荷之一，与‘风云三号’A、B 星相比，C 星微波
湿度计的探测频率从原来的两个增加到四个，
探测通道数量也由原来的五个增加到十五个，
这是 C星微波湿度计区别于 A、B星的最大特
点。”

据了解，“风云三号”A、B星微波湿度计包
括 183GHz和 150GHz两个探测频率，主要负
责对大气垂直高度的水汽分布进行层析探测。
C 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89GHz 和 118GHz

两个探测频，是国际上首次在极轨气象卫星上
搭载 118GHz辐射计，该频段能够测量大气温
度的垂直分布，使 C星可以实时获取大气同一
时间、同一地区的温度和湿度廓线。
“而利用多个探测通道可以对大气垂直层

面进行类似于‘CT扫描’式的分层探测。通道
越多，分层就越精细，探测精度也就越高，有利
于提高中长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微波
湿度计副主任设计师王振占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然而，通道多了两倍，问题也随之而来。如

何在 20兆赫的带宽下实现高灵敏度指标具有
很大挑战，项目组技术人员通过反复计算、多
次设计，终于高标准完成任务；同时，由于仪器
在真空定标过程中真空罐每打开一次要耗费
上百万元，为了节省费用，负责定标工作的王
振占等人还设计了一款自动升降机，减少了原
来定标过程中重复开启真空罐的花费。

从 2003年“风云三号”A星微波湿度计开
始研制到 2013 年 C 星微波湿度计的升级换
代，十年来，我国微波湿度计实现了从无到有
以及技术攀升的过程，推动了我国气象卫星微
波遥感技术走向国际领先水平，也为未来“风
云四号”卫星以及其他型号的亚毫米波、太赫
兹辐射计研发提供了技术基础。

“我国微波湿度计虽然比美、欧起步晚了近
20年，但起点却很高，具体表现为‘三高’：高频
率、高精度、高分辨率。”张升伟说。而这中间无不
浸透着该实验室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的心血。

作为我国微波遥感技术领域创始人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景山以战略发展的眼光，在
2000年布置了微波湿度计的预先研究和技术
攻关，并且 A星微波湿度计在国际上首次实施
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双通道探测方案，提高了
降雨预报的准确性。

同时，在 A星微波湿度计之前，国内星载
微波辐射计尚无真空定标的先例，王振占带领
的真空定标小组“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多次摸
底试验，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操作方法，在国内
首次实现了星载微波辐射计上天前的真空定
标，为我国其他航天工程型号，如探月工程嫦
娥卫星、“海洋二号”等微波辐射计的真空定标
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从 2008年至今，通过全天时、全天候地探
测全球大气水汽含量，“风云三号”A、B星的两
台微波湿度计为预测预报台风、暴雨等灾害性
天气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风云
三号”A、B星微波湿度计的出色表现，其科学
数据已被同化进欧洲中长期数值预报模式。随
着第三台微波湿度计在轨组网运行，我国气象

监测水平和天气预报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谈起微波湿度计创新成功的“秘诀”，张升伟

告诉记者：“航天仪器要拿产品说话，务实求真、
周到细致的航天精神就是我们的工作理念。”
“1×X=Y。在这个函数公式中，地面上工

作是 1，上天后的工作是 X，如果 X=0，所有的
工作结果就是零。因此我们一切地面工作的目
标就是确保‘X=1’。”王振占说。

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微波遥感技术重点实
验室已经为我国航天任务培养了一批年轻的
科研骨干人才。发稿前夕，王振占荣获 2013年
度“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面对未来，两
位研究员表示，中科院的目标是引领创新，而
国际航天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因此人才队伍的建设将是未来实验室发展重
点之一。

两位研究员还向记者透露，尽管当前我国
微波湿度计等仪器整体已可以实现创新，但鉴
于当前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差距较大，一
些关键微波部组件，尤其是 100GHz以上频率
的部组件国内尚无航天级产品。因此，要实现
整个国产仪器设备的创新任重而道远，还需要
从根本上实现我国高频率微波元器件的国产
化，高精密组装、测试等生产、工艺水平还需进
一步提高。

本报讯（实习生王威 记者甘晓）10月 21 日，2013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该基金
会名誉主席李岚清，基金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原副主
席徐匡迪，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成思危为获奖者颁奖。

本年度“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由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教授陈国权、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新春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获得，以表彰他们在研
究和实践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被誉为我国“技术经
济和创新管理学科奠基人”之一的清华大学教授傅家
骥获得“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吴
启迪在颁奖典礼上指出：“应尽快启动大数据管理，
推动中国管理创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体系。”

2013年复旦管理学
奖励基金会奖项颁发

国际知名研发机构
重庆行动启幕

本报讯（通讯员崔瑛 记者杨清波）由科技部和
重庆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3 年“国际知名研发机
构重庆行动”10 月 21 日启幕，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600 余家研发机构、500 余所大学的
3000 余名专家齐聚重庆，展开为期 4 天的科技研发
交流与合作。

本次重庆行动的主题是“合作·创新·发展”，包括
高新技术对接、新产品开发研讨、产业创新论坛、国际
学术交流、政府高层论坛等五个部分，吸引了包括克
雷格·梅洛、铃木章、阿龙·切哈诺沃等 3 名诺贝尔奖
获得者在内的众多专家。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余果称，在本届“重庆行
动”策划部署的 44 项活动中，1 至 9 月已成功举办
“中国—中东欧科技与创新合作专题论坛”等 22项活
动，引进并运用先进、实用技术 268 项，形成联合研发
团队 65 个，助推开发新产品 56个，共建联合创新中
心 46个。

作为科技部和重庆市共同打造的重大国际科技
交流与合作品牌活动，“重庆行动”自 2009年来已成
功举办两届，万余名海内外专家在这里开展技术交
流，20 余个境外研发机构先后落户重庆，100 余个境
外研发机构与重庆展开合作，2000 余项境外技术引
进到重庆。

王余果透露，“十二五”期间，重庆市将力争通过
“重庆行动”这个平台实现“555”目标，即 50余个境外
研发机构落户重庆，500 余个境外研发机构与重庆合
作，5000余项境外技术引进重庆。

金属中发现超硬超高稳定性纳米层片结构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记者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获悉，沈

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卢柯研究组在超硬超高稳定性
金属纳米结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他们利用自行研发的新
型塑性变形技术，在金属镍表层成功突破了这一晶粒尺寸极
限，获得纳米级厚度并具有小角晶界的层片结构，同时发现这
种纳米层片结构兼具超高硬度和热稳定性。这种纳米结构突
破了传统金属材料的强度—稳定性倒置关系，为开发新一代
高综合性能纳米金属材料开辟了新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于 10月 18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

据介绍，对金属材料进行严重塑性变形可显著细化其微
观组织，使晶粒细化至亚微米（0.1~1 微米）尺度，从而大幅度
提高其强度。但进一步塑性变形时，晶粒不再细化，材料微观
结构趋于稳态，达到极限晶粒尺寸，形成三维等轴状超细晶结
构，绝大多数晶界为大角晶界。

如何突破这一晶粒尺寸极限，进一步细化微观组织，在继
续提高金属材料强度的同时提高其结构稳定性，是当今纳米
金属材料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科学难题。

研究表明，塑性变形过程中提高变形速率和变形梯度，可
有效提高位错增殖及储存位错密度，从而促进晶粒细化进程。
为此，卢柯研究组利用表面机械碾磨处理在金属纯镍棒表层
实现了高速剪切塑性变形，这种塑性变形可在材料最表层同
时获得大应变量、高应变速率和高应变梯度。随着距表面深度
增加，应变量、应变速率和应变梯度呈梯度降低，形成呈梯度
分布的微观结构。

纳米尺度的层片厚度是超高硬度的本质原因，而高热稳
定性源于其中的平直小角晶界和强变形织构。这种新型超硬
超高稳定性金属纳米结构有望在工程材料中得到应用，以提
供其耐磨性和疲劳性能。

微波探测：给大气做“CT”
中科院微波遥感技术十年“风”光无限

姻本报记者 黄辛 实习生 俞雯艳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宝库，海洋生物

的多样性以及独特的生理代谢功能为新型药物

开发提供了可能。
“陆地微生物的多样性成为天然药物的第一

宝库，那么海洋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宝库。”在
近日举行的上海东方科技论坛上，中科院院士邓
子新如是说。
“共生是海洋低等生物繁衍和生存的保障。”

由于海洋低等生物缺少主动防御的能力，一般都
是依靠产生有毒化学物质达到防御目的，芋螺毒
素和海葵毒素就是如此。目前已知的 2万多种海
洋天然产物，大多数是珊瑚、海葵、海鞘等低等海
洋生物。

随着探索和研究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化学和
生物证据提示，海洋低等生物中分离的天然产物
其实是由共生微生物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我们
甚至可以这样说，与海洋低等生物共生的微生
物，才是许多海洋药源天然产物的真正制造者。”
邓子新进一步解释说，“药物产生是生物共生的
需求，也是人类资源的外延。”

海洋生物分离的活性物质的化学结构极其

复杂，很难化学合成，因此不能满足毒理、药理和
临床等研究的需要。
“如果能够从海洋共生微生物入手，找到或

克隆出相关化合物的生物基因簇，那么就可以解
决药源限制的瓶颈问题，从而促进海洋药物的发
展。”邓子新说。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海洋共生体研
究及海洋药物研发还处在初级阶段，存在着很
多的不足和限制。邓子新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有
着冷静的分析：“首先是由于生物模型欠缺和遗
传操作体系不完善等造成的学科薄弱，还有研
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学科交叉缺陷带来的困
难，以及深海采样、生物养殖、微生物培养等技
术或条件的不足，这些都使得海洋共生体研究
困难重重。”

对此，邓子新认为，应该鼓励陆地微生物学
和化学生物学家“下海”，加强对海洋共生微生物
代谢产物和功能基因簇的克隆。针对样品采集过
程中各自为政、重复研究而造成资源浪费甚至破

坏的情况，邓子新建议，“强化海洋生物采集技术
与设备的投入，提高采集效率，同时统筹规划样
品采集的利用和保护，加强相互协同，并且借鉴
陆地微生物，如放线菌的研究经验，优化和完善
整个体系的研究”。

由于 99.9%以上的共生微生物还不能被分
离培养，同时海洋微生物都是未经驯化的野生
菌，因此药源制备非常费力，难以规模发酵。对
于野生型微生物的特点，邓子新也有独特的理
解，他认为，可以优化培养装置、发酵与代谢调
控技术，或者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其“驯化”
为易于遗传操作、发酵性能良好的微生物药物
工业产生菌。

目前我国从事海洋药物研发的单位非常
有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几
个城市。邓子新表示，期待国内外陆地和海洋
领域的学者能够共同加入，利用学科交叉的优
势，协同作战，共同促进我国海洋药物的进一
步发展。

中科院院士邓子新：

期待陆地海洋领域学者一同“下海”

院士之声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为侦破一系列发生在山
东滨州市滨城区的学生宿
舍盗窃案，近日，山东滨州
学院 5000 名男生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滨城区公安分
局集体安排采血验 DNA。
警方称，今年滨城区已发生
38起宿舍盗窃案件，被盗电
脑 35 台、手机 20 多部，涉
及资产 20 多万元，“从侦查
的情况看，不排除学生盗窃
的嫌疑”。此举引起学生和
社会各界广泛质疑。
为了寻找一个或者几个

嫌疑人，警方竟然让 5000
名大学生集体采血。这样的
行为看上去有些道理，但稍
加考量，不管是从法律还是
人情上讲，都完全经不住推
敲。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 130 条的规
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
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
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
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
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
物样本。
按照这一规定，警方只

能对嫌疑人进行 DNA 采
样，难道 5000 名学生都是
犯罪嫌疑人？显然，法律并
没有规定警方可以无理由
拉人验血。此前国内其他地
区的警方，也未有类似做
法。滨州区公安分局此举，
明显有违法嫌疑。

为 5000 多名学生验血花费约 50 万
元。这些钱由谁来出？如果由政府出资，显
然有浪费纳税人血汗钱之嫌。

另外，法律赋予了每个公民正当的隐
私权，这一权益自然包括公民的血型、
DNA信息。尽管警方收集学生的 DNA信
息是为了破案需要，但在学生不知情的情
况下，用隐瞒或者欺骗的手段，未获得他人
同意，擅自验血采样，显然侵犯了学生的隐
私权和知情权，理应被叫停。

从根本上来说，当地警方试图通过验
血查找嫌疑人，明显是乱作为，是一种简单
粗暴的办案手法，体现某些地区的公安部
门长期以来对公众的轻视和傲慢。检验
DNA只是警方查案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全
部，更不能作为主要手段。要及时侦破案
件，找出真正的窃贼，需要警方加派人手，
从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犯罪现场所留痕迹
等多方面入手，进行严肃、严谨、科学的调
查和办案，而非靠欺瞒公众、采用明显违规
的手段来进行。

鉴于此，建议当地公安局第一时间向
当事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公开道歉，并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这样才能维护警方的
公正、权威，挽回给公众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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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学生们在园林科技周上观看新培养出的花种子。
当日，以“科技创新、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北京园林科技周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幕。园林科技周通过丰富多彩的展示和

互动体验活动，将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的重点课题和重要研究成果向社会各界宣传展示，其中包括低损伤树洞测量技
术、植物组织培养、杨柳飞絮抑制剂、屋顶绿化种植、屋面用防水卷材耐根穿刺等技术成果。 郑永摄（新华社供图）

本报讯（记者黄辛）在美国当地时间 10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召开的第 43 届美国医学科学院年会
上传出消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和
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学教授沈晓明、第四军
医大学教授樊代明当选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沈晓明是国际知名儿科医学专家，为上海市委常
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樊代
明是著名消化病学专家。

我俩专家当选
美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http://www.sciencenet.cn
mailto:rqiu@stime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