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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与企业的经济发展相距太远。但我们的
实践证明，只要重视并去努力，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科学研究，包括
基础研究，的确可以变成企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长春光机所

加速吉林系列卫星发展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吉林省政府和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在长春举行民用遥感卫星和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将落
实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有关政策，围绕民用高分辨率遥感吉林系列
卫星的应用开展合作，支持优先采用吉林 1 号卫
星数据产品，共同研究制定吉林系列卫星发展规
划，建设综合服务平台，加快现代高新技术应用和
地理信息产业发展，促进吉林系列卫星数据产品
产业化，推动吉林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
战略性调整。

长春光机所以自主立项支持的重大创新项目
“星载一体化”研究成果为基础，研制我国首颗商业
光学遥感卫星———“吉林 1 号”卫星。该卫星将实现
我国高分辨民用遥感卫星零的突破，为我国民用空
间技术商业化发展开辟一条新路。长春光机所联合
地方政府、数据运营商和银行资本组建天基卫星信
息网，计划明年发射首颗卫星，到 2016 年发射 16
颗卫星，到 2020 年发射 44 颗卫星，到 2030 年将建
成天基卫星信息网，具备全球任意一点 10 分钟以
内重访的能力，提供全球最高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
辨率的航天信息产品。 （李蓉）

与郴州市人民政府共商
智慧环保产业平台建设

本报讯 日前，“郴州市智慧环保产业平台建
设座谈会”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举
行。地理资源所所长葛全胜指出，地理资源所在
土壤修复、地理信息、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期望集聚全所优势科技资源和
力量，与郴州市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

郴州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爱国表示，郴
州市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科技需求，
愿意与地理资源所、环境规划院共同推动智慧
环保产业平台建设，为郴州市发展环保产业提
供科技支撑。

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廖晓勇作了《郴州市智慧
环保产业平台建设》报告，提出该平台包括智慧修
复、智慧矿冶和智慧新区等三大模块，平台是为了
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基地、建立国内有影
响力的环保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培育并吸引一批
优秀企业和优秀人才，形成产业集群，创建独具特
色的“中国科学院智慧环保产业园”。该平台将为
郴州提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实用解决方案，成为
郴州市环保与科技智库。 （柯讯）

首套 1000 吨 / 年 DMC装置
中试成功

本报讯 日前，由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
所与上海韦福化工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的 1000 吨 / 年尿素间接法生产碳酸二甲酯

（DMC）中试装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青海盐湖集
团一次开车成功，生产出了纯度为 99.8wt%的
DMC 产品。

500 小时运行结果显示：第一步尿素与 1，2-
丙二醇制备碳酸丙烯酯（PC）的反应，尿素转化
率达到了 100%，PC 收率稳定在 95%以上；第二
步 PC 与甲醇酯交换制备 DMC 的反应，PC 转化
率为 100%，DMC 选择性大于 99%，反应塔塔顶
DMC 出口浓度稳定在 30wt%以上。第二步酯交
换产生的 1，2- 丙二醇再循环用作第一步反应的
原料时，对第一步的反应无任何不利影响。

DMC 作为一种绿色无毒化学品，被誉为有
机合成的“新基块”。其可作为溶剂、锂离子电池电
解液、汽柴油添加剂，并可在许多领域全面取代剧
毒的光气、硫酸二甲酯及氯甲酸甲酯等生产一系
列重要化学品，如聚碳酸酯、异氰酸酯、医药、农
药、精细专用化学品等，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
景，预计国内未来的市场在 430 万吨 / 年左右。

（柯讯）

2014 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
技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和国际工
程咨询公司 ARCADIS 主办，浙江康锐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土壤所污染场地修复中心承办的

“2014 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技术研讨会”在南京
召开。来自近 60 家科研院校、环保企事业单位的
15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邀请了 20 余位国内外污染场地修
复管理专家，围绕国内外污染场地产业发展现
状与前景、国内外污染场地法规与政策、国际前
沿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技术、国内外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与修复案例分析、污染场地调查与修
复数据管理、美国《超级基金》案例分析等内容
作了主题报告。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及工程师
们就政策管理、修复技术及工程实践中的专业
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目前国内污染场地修复技
术储备不足，为了满足修复技术需求，南京土壤研
究所与国际知名环境公司 ARCADIS 合作，提供
一个共同学习的技术平台，一起分享污染场地修
复先进技术，并探讨适合中国污染场地特征且经
济效益良好的关键性技术，为污染土壤与地下水
修复作好技术储备。 （柯讯）

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2013 年，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地震
后，北京德中天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德中天地）利用自主研发的八旋翼无人机进行航
飞，共获取震中超高分辨率影像 402 张，空间分
辨率达 0.02 米，影像镶嵌后覆盖区域 0.15 平方
公里。

日前，德中天地总经理张建忠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我们将震中影
像第一时间交予国家地震局现场应急队和民
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使用，获相关领导、专家的
高度评价。”

这种八旋翼无人机全称是“蜘蛛雀 DW01
型旋翼遥控飞机”，它的正射影像技术在国内
属首创，也使德中天地成为国际上首次使用旋
翼遥控器飞机测图生产正射影像的公司。

钟情于航测技术

张建忠钟情于航测技术研发，1989 年于北
京大学获得地理系硕士学位后，他来到中国科
学院航空遥感中心（现合并为中科院遥感与数
字地球研究所）从事地学遥感研究。

当年，中科院航空遥感中心配备了两架专业
科学试验飞机，由美国赛斯纳飞机公司生产的小
型公务机改装而成。“这两家科学试验飞机不仅
需要专业人员驾驶，还对天气的要求很高。”

张建忠仍记得自己和同事们曾在新疆守
候了整整两个月，就是为等到适合飞行的天
气。“我们需要在 3000 米的高空进行航拍，能
见度是一项重要指标，但这样的天气却无法人

为控制。”他风趣地说，“从有人机航测到无人
机航测，是天气逼出来的。”

2004 年，张建忠离开了中科院，来到徕卡
测量系统股份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之余，为
了能掌握更先进的航测技术，他赴维也纳技术
大学航测与遥感研究所继续深造，并获自然科
学博士学位。

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张建忠见到了各种各
样的无人低空飞行器。他惊喜地发现，无人低
空飞行器不用等候天气，在小区域和飞行困难
地区，能快速获取高分辨率影像。

2005 年以来，随着无人机与数码相机技术的
发展，无人机与航空摄影测量相结合，成为航空
遥感领域的全新发展方向。对无人机航测技术的
掌握让张建忠发现，无人机结构简单、使用成本
低，不但能完成有人驾驶飞机执行的任务，更适
用于有人飞机不宜执行的任务。

创业已酝酿多年

“我最初接触的是小型四旋翼无人
机，可以搭载200克相机，随着技术的发
展，后来出现了六旋翼无人机、八旋翼无
人机等多旋翼无人机，可以搭载1000克～
2000克的单反相机。”张建忠告诉记者。

2009 年，张建忠开始寻找飞机生产
商，那时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于是，他利
用自己的航测软件开发优势，寻找合作伙
伴，成立了一家集航测、遥感、无人飞行器
等于一体的科技公司。

时间又过了两年，张建忠不仅在德国
找到了飞机设计和生产商，并且经过反复试验，
自己开发的软件也可在无人低空飞行器上成功
运行。于是，他辞去德国宇航中心空间控制中心
的工作，正式回国创业。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观望和思考，并看到了
无人机未来的市场前景，也很清楚在这个行业必
须要有过硬技术的才能来支撑未来发展。因此，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

2011 年，张建忠带着成熟的蜘蛛雀八旋翼无
人机低空遥感航测系统技术回国，成立了德中天
地。这家公司主要研制、开发、销售无人机低空遥感
航测系统，以及提供相关的图像处理软件及服务。

2012 年 12 月，在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
球中心北京密云地面站，蜘蛛雀八旋翼无人机进
行了 5 个架次 15 条航线的数据采集飞行。随着
数据后处理的顺利进行，标志着德中天地的蜘蛛
雀八旋翼无人机低空遥感航测系统第一代产品

研制开发成功。

公司不是实验室

无人机航拍可广泛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建
设、灾害应急与处理、国土监察、资源开发、新农村
和小城镇建设等领域，尤其在基础测绘、地质环境
调查监测、精准农业、数字城市建设和应急救灾测
绘数据获取等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创业 3 年，德中天地已步入正轨，蜘蛛雀八旋
翼无人机低空遥感航测系统也于 2013 年入围北京
市第九批“海聚工程”项目。如今公司正在研制开发
高光谱无人机系统，并且投入到了实际应用中。

“虽然现在我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但我更想
做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张建忠发出这样的感叹
不无理由。“回国后，我不仅要干技术活，还要学习
运营、融资和管理。”为此，德中天地选址在海淀留
学人员创业园，希望能得到创业方面的指导。

随着公司业务量的增大，新的问题又来了：要
不要扩大经营规模？张建忠介绍道，3 年前，国产无
人机厂商仅有三五家。而今，国产无人机厂商已超
过 300 家，这一行业逐步升温，竞争日益激烈。

扩大办公区、招聘软件开发人员、寻找投融
资……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比
如，现金流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直接因素，也是张
建忠和团队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

张建忠说：“经营公司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而我还是喜欢在实验室里钻研更高端的
无人机航测技术，让公司立于竞争的不败之
地。”

塔克拉玛干沙漠，人称“死亡之海”。正是
在这 片生 命 的禁 区 之 下，富藏 着 黑 色的 黄
金———石油。几代人埋骨沙漠建成的塔里木油
田，被称为中国西部能源经济动脉。

杨海军是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勘探开
发研究院院长。找了半辈子石油的他，遇上了
难解之题。

塔里木盆地西部蕴藏着规模巨大的寒武
系白云岩。这些白云岩是杨海军他们当前的主
要勘探对象。而要实现对这套地层的准确勘
探，对其进行准确的地层划分对比是前提。

“地下的石头都是有年龄的。”杨海军指着
写字台上的一块灰色、有许多小孔的石头告诉

《中国科学报》 记者，“有些年龄的石头中有
油，有些年龄的石头中没有油。所以，我们首
先要知道石头的年龄，这个工作叫地层的划分
对比。”

塔里木盆地这套巨厚的白云岩属于寒武
系。寒武系地层的划分对比主要根据三叶虫化
石。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这套白云岩，因为其
中很大一部分不含三叶虫化石。还有一种方法
是从测石头的碳同位素组成为切入，再根据碳
同位素组成的变化划分对比地层，为此需要建

立一个划分对比的标准曲线。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几代专家在塔里木盆地建立寒武系碳
同位素标准曲线的努力都未告成功，原因是精
度达不到应用的要求。

还有一种方法是测石头的放射性强度，叫
作伽马值，再根据岩石的伽马值划分对比地
层。这种方法也需要先建立一个标准曲线。过
去是根据钻井岩心、岩屑等建立标准曲线，但
塔里木盆地寒武系钻井少、取心少，这个方法
建立的标准曲线精度也不够。

这三个方面的障碍造成了塔里木盆地寒
武系白云岩地层划分对比工作的停滞不前，并
成为阻碍勘探开发工作前进的瓶颈。

“我们必须打破它！”杨海军一挥手说。

如何打破？

为此，塔里木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请
来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
简称地质与地球所）的专家一起探讨。地质与
地球所副研究员吴亚生提出了利用地表寒武
系剖面同时建立古生物标准、碳同位素标准曲
线、伽马标准曲线来指导井下地层划分对比的

思路。
新疆是个蕴藏宝藏的地方，除了各种矿产，

在一个叫肖尔布拉克的地方，大自然还留下了一
条全世界最长、最好的寒武系露头剖面。

“用这条剖面建立标准曲线来指导地下白
云岩地层的划分对比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思路。”杨海军认为。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油田公司总地质师王
招明的支持，并由此设立了油田公司的第一个
基础性研究项目———塔里木盆地寒武系白云
岩地层划分对比研究。

塔里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抽调精兵强
将，与中科院的专家组成联合攻关团队。研究
工作的第一步是测量剖面，包括岩石特征描
述、根据岩石特征进行分层、测量每个分层的
厚度。这条总长 870 米的剖面被划分为 228 个
分层。当测量到第 55 层时，赵锐博士发现了红
色的扁平砾石。

“这就是著名的竹叶状白云岩，是潮坪环

境特有的沉积物，可以作为一个标志层。”吴亚
生对他说。

吴亚生提出，碳同位素结果准确与否不仅
取决于测试本身，更取决于样品的前期处理。
他们将所有拟作碳同位素测试的标本进行切
片，然后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结果发现很多
白云岩经历了去白云石化作用，并在白云石晶
体内部形成了一些方解石矿物。

“这些方解石晶体肯定会扭曲碳同位素测
试的结果，必须设计一种方法把它们除去。”吴
亚生说。

如何除去？尚无先例可循。于是他和大家
一起设计了一个提纯的方案，由赵锐实施。提
纯工作包括四步：酸溶、碱洗、过滤、烘干。步骤
虽然不多，却单调、耗时。为此，赵锐便泡在了
实验室。经过 3 个月苦战，终于完成了 494 个样
品的提纯工作，为获得准确的碳同位素结果奠
定了基础。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的工作，碳
同位素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建
成了一条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准、可真正应用
于井下地层划分对比的碳同位素标准曲线。将
这条曲线应用到新钻成的中深 1、中深 5 井，立
竿见影地解决了地层划分对比的问题。

思维上的突破

在没有三叶虫化石的情况下，中科院专家
发挥特长，用他们擅长的化石碎片研究方法，
建立了一条用非三叶虫化石划分对比白云岩
地层的标准。

“用这个标准，我们已经解决了两口井地
层划分对比的难题。”吴亚生告诉记者。

“还是用这条剖面，我们人工测量了 3800
多个数据，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全寒武系的伽
马标准曲线。将这条曲线应用于方 1、牙哈 5 等
5 口井的地层划分对比，使地层划分对比的精
度提高了 30%以上。”吴亚生欣喜地说。

“将地表的东西真正应用于井下，这是一
个思维上的突破，将古生物、伽马曲线、碳同位
素三种方法结合起来，互相验证、互为补充，这
是又一特色。”研究院试验中心肖中尧主任如
是评价。作为地球化学方面的专家，他为项目
的实施倾注了不少心血。

“地层划分对比精度的提高，就意味着油气
勘探准确性的提高。”杨海军难掩喜悦，“很多人
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与企业的经济发展相距太远。
但我们的实践证明，只要重视并去努力，它们之
间的距离并不遥远。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的
确可以变成企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速递

长春光机所

地理资源所地理资源所

德中天地：小飞机拍摄大影像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山西煤化所山西煤化所

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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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工程热物理所工程热物理所隗

蜘蛛雀八旋翼无人机系统

“我们必须打破它！”
———新思路助力石油勘探

姻本报记者王晨绯

自主算法精准定位风机声源
本报讯 日前，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

所研究人员自主开发了 DAMAS 算法软件
平台，并进行了算法验证，对 1.5MW 风机
现场实验数据重新进行了处理，有效抑制
了虚假声源，实现了风机声源的精确定位，
为下一步的降噪设计提供了有力依据。

风能在世界可再生能源中的比重日渐
增长，然而其带来的噪声污染问题却成为
限制其发展的一个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
在风机招标和风场运行中都会测评风机的
噪声水平，一旦噪声超过当地环境噪声标
准，就会失标和勒令停机。随着国内风电的
发展，风机噪声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但相
关领域的研究甚少。

科研人员认为，对大型风力机来说，风
电叶片的气动噪声是其主要噪声源，降噪
研究涉及一系列的关键问题，包括声源定
位和分析、声源机理研究、噪声水平预测和

降噪设计等。
准确定位声源是降噪设计的前提，目前

声源定位实验普遍采用麦克风阵列技术，
其数据算法的分辨率是影响定位精度的关
键因素之一。常用的波束成形算法虽然可
以大致定位出声源位置，但其声源主瓣尺
寸大、强度低、受旁瓣干扰强，影响降噪设
计效果。而 DAMAS 算法是最近发展起来的
声源定位算法，与传统的波束形成算法对
比，其在抑制旁瓣，增强主瓣方面有明显优
势，且其结果更趋于直观和准确。

（杨兵 薛伟诚）

譹訛DAMAS 算法验证
譺訛DAMAS 算法有效抑制了虚假声源

图譹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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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亚生在塔里木盆地肖尔布拉克剖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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