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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俄博览会开馆
首届中俄博览会 6 月 30 日正式开馆。博览会以“新机遇、新

平台”为主题，设国际标准展位 3000 个，展览总面积达 8.6 万平
方米，设有俄罗斯馆、农业及绿色有机食品展区、建材展区、机电
展区、文化产业展区（俄罗斯油画展区）、国际及港澳台展区和家
具分馆等。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直流输电工程
国家电网公司 7 月 3 日宣布溪洛渡左岸—浙江金华±800 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这是目前世界上输送容量最大的直
流输电工程。至此，我国已拥有“两交四直”共 6 条特高压线路，初步
构建形成连接我国大型煤电、水电、新能源基地和东中部负荷中心
的能源配置平台。

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的
中国海军潜水分队进驻潜水营地

美国夏威夷当地时间 7 月 1 日下午，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
洋—2014”演习的潜水分队携带装具离开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前
往美国希卡姆空军基地的多国潜水员驻训营地，与先期入驻的多国
潜水分队混编，并将于 7 月 22 日至 30 日进行海上实际潜水课目演
练，探摸二战期间沉没海底的战舰和飞机。

青藏高原湖泊面积20年间扩张 26%
来自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的最新消息称，长期的遥感及地面监测

表明，过去 20 年间，青藏高原内陆封闭湖泊面积由 2.56 万平方公里
增至 3.23 万平方公里，增幅高达 26%。

第二代基因测序诊断产品批准上市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了胎儿染色体非整

倍体（T21、T18、T13）检测试剂盒（半导体测序法）等一批医疗器
械注册。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首次批准注册的第二代
基因测序诊断产品。

袁隆平表示明年启动超级稻第五期攻关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7 月 3 日透露，第四

期超级稻亩产 1000 公斤攻关目标很可能于今年提前实现，2015 年
将启动第五期攻关。按照国际惯例以公顷为面积单位，第五期目标
定为 16 吨／公顷，相当于亩产 1067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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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版关注“网瘾”背后的摧花辣手
将网络成瘾看作一种精神疾病值得商榷。

15 版纵览 让超算水平转化为生产力
超算应用是一片待开发的蓝海。

16 版探索“雨人”病因：基因与环境二重奏？
自闭症的病因一直是未知数。

18 版读书 从梁思成看“中国式建筑”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不仅书写历史，更关注建筑的当下与未来。

19 版作品 江南“蒸笼”与吐鲁番“火炉”比热
江南与吐鲁番哪里更热？本文比出了结果。

20 版雅趣 甲午之殇 诉诸笔墨
张飙用书法纪念和反思着这场战争。

6 版观点 社会治理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和越位的双重矛盾。

7 版智库 我们距离世界“学术之都”还有多远
学术乃先进文化发展赓续不绝的重要源泉。

8 版博客 杭州的大运河
比起那些因为太出名而拥挤的古镇，杭州的大运河更有味道。

10 版印刻 张宏达：独我情怀寄树草
“被子植物的起源”和“种子植物系统”研究，堪称其两大杰出成就。

11 版学人 张天爵：传好“加速”人生的接力棒
我国加速器领域第一位“杰青”获得者的故事。

12 版视界 史军：舌尖上的植物学
在他的作品中，你会看到作植物研究的老饕关注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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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知识产权保护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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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龙：科研就像马拉松
这位最早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与医学的亲密接触已经超过 40 年。

17 版
文化 地质公园变形记

为“深潜梦”化缘
姻本报记者 陆琦

两年前，“蛟龙”号成功下潜至 7062 米深度并开展作
业，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载人至全球 99.8%以上海底作业的
能力。

不过，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第一副总设计师、总体
与集成项目负责人崔维成看来，这还不够。他的目标是研
制能到达海底 11000 米的载人潜水器，开创我国的深渊科
技新领域。

“我想在‘蛟龙’号成功之后马上启动 11000 米载人潜水
器项目，但这不符合原来的‘863’计划；我也希望我们研制的
载人潜水器不是一个摆设，而是能被科学家广泛使用的先进
装备，能在海洋科学研究中取得属于中国的新发现。但现行的
科研体制很难保证这两个想法的实现。”崔维成说。

没有国家项目资金的支持，11000 米载人深潜器的前
期研究经费从何而来？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崔维成选择
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他首先从家乡海门的企业家中获得近 800 万元的捐

资，为招聘团队和保证团队未来一段时间专心致力于技术
攻关奠定了基础；在上海海洋大学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
下，同时启动了载人潜水器一型验证平台（着陆器）和二型
验证平台（无人潜水器）的设计。

通过曾从事“863”计划海洋技术领域项目管理的中科
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向长生的牵线
搭桥，浙江太和航运有限公司决定投资 2.5 亿元建造 11000
米载人潜水器母船及其科考设备。科考船的建设将全权交
给彩虹鱼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根据计划，这艘名为“张謇”号的科考船今年年底将完
成设计，明年年底竣工。

“11000 米载人潜水器在支持母船、深远海综合科考、
深海石油开采水下工程服务、海上考古探险等方面的四大
功能设计是非常大的创新。将科考和海工服务结合，‘张
謇’号开创了一个先例。”浙江太和航运有限公司董事长卢
云军相信，如果建造成功，“张謇”号将成为一艘国内很有

特色的科考船。
通过与民营企业家的接触，崔维成深深地感到，“科学

家 + 企业家”的合作模式潜力巨大。
“如果一条科考船放在我们手里专门用于科考，今后

如何养活它似乎是个蛮大的问题。”崔维成说，但交给企业
营运管理，在船舶设计时再兼顾一下科学探险、海工服务
等需求，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能实现赢利的项目。

其实，科考船只是第一个产业化项目。彩虹鱼海洋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辛已将整个计划做成一个个相对独
立的业务模块，后续还会成熟一块启动一块。最后将所有
模块凑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宏伟蓝图。

“把基础研发的成果拿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开发应
用研究，直接跟产业结合，制造、生产、销售‘一条龙’做起
来。在科学家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
展。”吴辛的想法已引起不少企业家的共鸣和兴趣。

（详细报道见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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