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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鸿 柔宇科技董事长兼 CEO

2018 年 6 月，柔宇科技在第 50 届 IEEE
电路与系统国际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基于
该 公 司 自 有 知 识 产 权 快 充 技 术 柔 充

（RO-CHARGE）的论文《基于动态电流调
节的新型快速充电技术方案》，该公司的研发
团队在现场作论文报告。实验证明，柔充在充
电速度、安全性、终端发热量等方面的综合性
能明显优于市场主流快充和普通充电技术。
充电开始后前 5 分钟，柔充技术充电方案比
市场主流快充方案充电量多出约 20%。

7 月 16 日世界杯决赛现场，全球第一
款真正意义的高清柔性屏时尚衣帽惊艳亮
相，T 恤和礼帽中镶嵌的全柔性显示屏滚动
播放着高清的球赛信息。这其中包含了柔宇
的自主核心技术 0.01 毫米全球最薄彩色柔
性显示屏和新型柔性传感器，将超薄、轻便
的彩色柔性显示屏、新型柔性传感器与柔软
舒适的织物合二为一。

10 月 31 日，柔宇科技在北京举办 2018
全球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售具有革命性里程
碑意义的全球首款可折叠柔性屏手机———
FlexPai（“柔派”）。该产品既拥有智能
手机的便携，又兼具平板电脑的高清
大屏———可自由折叠、展开，轻松装
入口袋，采用了柔宇科技完全自主研
发并在全球率先量产的全柔性显示
屏———柔宇“蝉翼”柔性屏，其强大的
功能背后是柔宇 2000 余项核心技术
的有力支撑。

徐立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CEO

2018 年 5 月 19 日，北京科技周
主场活动中，商汤科技在现场提供了
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完成人体关键

点的快速捕捉，在 LEEDS Sport Pose 数据集
上取得了 92.9%的成绩，适用于训练及比赛
场景。它能实时捕捉还原运动员三维数据模
型，帮助教练员完成对运动员训练动作的纠
正。具有运动员无感且反馈及时、可对历史
视频进行分析、硬件兼容性高等特点。

9 月 20 日，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正式亮相，在科技部主导
下依托商汤集团建设，这是继百度、阿里云、
腾讯、科大讯飞之后的第五个国家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此次公布的智能视觉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将基于深度学
习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聚焦于计算机视
觉、语音识别和语义理解三大领域。

据悉，该平台将在四个方面发挥核心使
命，包括：通过超算系统、训练系统、智能视
觉工具链等核心基础的研发、数据系统的构
建，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与国际保持同
步研发水平；实现智能视觉底层关键技术和
共性支撑技术的突破，促进智能视觉技术与
多行业的快速结合、产业赋能；建立人工智
能国际化人才体系和培养国际化人才；通过
人工智能赋能，创造以众创空间、孵化器为

代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态环境，促
进新旧动能转换。

徐立本人还入选了《财富》杂志 2018 年
“全球 40 位 40 岁以下商界精英”排行榜。

张昌武 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 CEO

2018 年 7 月 6 日，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箭航天）举行“液氧甲烷
火箭产品战略发布会”，宣布该公司自主研发
的中型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朱雀二号”已于该
年 6 月完成全系统设计工作，计划于 2019 年
完成全部地面试验，2020 年首飞。

蓝箭航天 CEO 张昌武表示，这款火箭为
国内在研运力最大的民营运载火箭，对标世界
民营火箭公司研发的产品，朱雀二号的运载能
力将达到世界第三，全国第一。其拓展型火箭
运力将有望超越 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

9 月 27 日，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国内
首台 80 吨液氧甲烷发动机天鹊（TQ-12）短
喷管推力室在其于湖州自主建设的试车台
进行了短程点火试车并取得成功。这意味
着，全国首个民营热试车台正式投入使用。

10 月 27 日，中国第一枚民营运载火箭
“朱雀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火箭发射后飞行正常，一、二级工作正常，整
流罩分离正常，但三级出现异常，最终卫星
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失败确实令人惋
惜。蓝箭官方表示：“最终结果不完美，但已
经部分达到目标，尤其是火箭各级分离、整
流罩分离这些关键步骤均取得了成功。”相
信在分析相关数据和信息，寻找到发射异常
的原因之后，未来的“朱雀”仍然大有可为。

11 月 7 日，蓝箭航天在珠海航展上与
航天科工旗下中国华腾签署了合作协议，双
方基于蓝箭航天“朱雀”运载火箭系列型号
未来所提供的发射服务达成系列合作计划。

科技企业领军人物

高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长期致力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主要方向是史前
人类文化与生存行为，石制品类型、技术与功能；东亚人类的起
源与演化。2018 年 11 月 30 日，高星等人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
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该发现将人类首
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到 4 万年前，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
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最高、最早的记录。

尼阿底遗址保留了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古
人类最早何时扩散到高原腹地一直为学界和大众所关注。作为

“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高寒缺氧，资源
稀缺，环境恶劣，对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此次发现表明至少
在 4 万至 3 万年前先民就进入西藏高海拔地区活动，书写了人
类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新记录。

论文的 3 位审稿专家认为：“尼阿底的发现圆满地解决了遗
传学和考古学对人类最早涉足青藏高原时间的不同认知问题。”

“作为青藏高原乃至世界上最高和最早的考古遗址，尼阿底遗址极
大地提升了我们对人类适应生存能力的了解。”“文章所报道的材
料是全新的、令人兴奋的，会引起《科学》期刊的读者和研究现代人
起源、扩散与高海拔适应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此项成果会对
了解人类在高原上生存的时间和动因产生重大影响。”

罗俊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罗俊长期从事引力实验的精密测量物理研究，开展了牛顿
万有引力常数 G 的精确测量，实验结果被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
基本物理常数任务组收录；开展了光子静止质量的实验检验，实
验结果被国际粒子物理数据组收录；开展了亚毫米范围牛顿反
平方定律的实验检验，实验结果得到国际同行认可；与他人合作
开展了宏观旋转物体等效原理的实验检验等基础科学研究。

历经 30 年艰辛工作，2018 年罗俊团队测出目前国际上最精
准的万有引力常数 G 值，2018 年 8 月 30 日《自然》刊发了罗俊
团队这一最新测 G 成果。

G 值不明确，万有引力定律就算不上完美。G 值的精度在天
体物理、地球物理、计量学等领域有着重要意义。300 多年来，不
少科学家在努力测量 G 值并让它更精确。

就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提出后的 300 年，中国科学家罗俊
及其团队加入了这支寻找引力常数的队伍，此后他们几乎每十
年会更新一次引力常数的测量精度。如今，经过又一个十年的沉
淀，罗俊团队再次更新了 G 值。为了增加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实
验团队同时使用了两种独立方法———扭秤周期法、扭秤角加速
度反馈法，测出了两个不同的 G 值，相对差别约为 0.0045%。

《自然》杂志评论称，通过两种方法测出的 G 值的相对误差达
到了迄今最小。这项实验可谓“精确测量领域卓越工艺的典范”。

孙强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强团队围绕转基因猴（食蟹猴、恒河猴、绒猴）构建开展相
关技术研究和开发。今年年初，该团队突破了体细胞克隆猴的世
界难题，培育出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该成果标志中国率先开
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实现了我国在
非人灵长类研究领域由国际“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利用体细胞
克隆技术制作脑疾病模型猴，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脑疾病机理研究、
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2018 年 1 月 25 日，该成果
以封面文章在线发表于《细胞》。

体细胞克隆猴是在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脑功能联结
图谱与类脑智能研究”的支持下，完全由中科院团队独立完成的国
际重大突破。

“这个成果真正实现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弯道超车，意义重
大。”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评价称，该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开启了
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实现了我国在非
人灵长类研究领域由国际“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除了基础研究上的重大意义外，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制作脑疾
病模型猴，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脑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带
来了光明前景。“这项成果使猕猴有望成为真正有用的动物模型。”
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脑智卓
越中心主任蒲慕明说。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除了研究和教学工作外，曹则贤也在不断发表科普文
章、写科普书、开办讲座，在众多高校开设物理学、物理学史
和哲学课。在他看来，科学弥漫于整个社会，科学传播（科普）
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一棵桂花树，树上开满了桂花，香
气就自然地往外飘了，从而影响了别人。”曹则贤觉得，有了
科学，才有传播。《加油！向未来》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科
学实验节目，《加油！向未来》第三季于 2018 年 8 月 12 日在
CCTV-1 首播。曹则贤在节目第三季中延续“头脑担当”的身
份，为科学实验的原理提供生动的分析。

严谨的物理学家，却在每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时，
开办女性情感类讲座，在公众科学日与著名心灵魔术师木
春联袂上演科学魔术秀，在表演中得以尽情展现科学与魔
术的迷人魅力。曹则贤的“反差萌”让他吸引了大批“粉
丝”。

对于自己一直在坚持做科普这个说法，曹则贤说，这可
能是“一个误解或者说是误打误撞出的名声”。曹则贤坦言自
己“对科普不感兴趣，也没这个能力”，他一直坚持认为，只有
成就足够高、理解足够深的专业科学家才可以做科普，而他
只是把自己学习物理过程中的困惑和一点心得写出来，并分
享给大家，仅此而已。“不过，”他转而又说，“如果我的文字确
实有一些科普的作用，我会感到很高兴。对这些年鼓励我的
人们，我怀有深深的感激。”

林鸣 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总经理部总经
理、总工程师

它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 55 公
里，使用寿命 120 年，抗 16 级台风、8 级地
震；它是拥有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的大桥，
隧道全长 6.7 公里，全部采用沉箱预制搭
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仅主梁
钢板用量就达到 42 万吨，相当于建 60 座埃
菲尔铁塔的重量……

201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被誉为桥梁
界“珠穆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
珠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仪式并宣布大桥
正式开通。从此，一桥飞架伶仃洋，珠海、澳
门与香港实现了陆路连接。

港珠澳大桥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具
挑战性的工程”，仅岛桥隧集群工程就长达
近 35.6 公里。其中 6.7 公里的深埋沉管是我
国建设的第一条外海沉管隧道，也是世界上
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

作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总
工程师，8 年间，林鸣在建造港珠澳大桥过

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实现了中国
建设从“跟跑”到“领跑”的蜕变。他说：“不能
说超级工程就超级态度，一般工程就一般态
度。人生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种态度，那就
是不断奔跑，把每件事做好。”

马宗义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2018 年 7 月 31 日，高分十一号卫星发
射成功，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发的金属
基复合材料发挥了重要作用。航天器对材料
的要求十分苛刻，轻量化就是其中一项指
标，金属基复合材料恰好符合需求。马宗义
带领团队致力于高性能金属基复合材料的
研究，为遥感、风云、高分、嫦娥、北斗、东风、
天宫、龙舟等十几个关键型号提供复合材料
产品百余批次、万余件。

马宗义团队的金属基复合材料成果已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0 余项，先后制定
企业标准 4 项，诞生了多项国内航天、核电
等领域的“首次”“首台”“首套”关键部件，并
成功实现工业应用。

近年来，马宗义领导的课题组，与中国

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合作，在 B4C/Al 中子吸
收材料制备、模拟环境服役性能考核以及全
尺寸工程件研制等方面开展了攻关研究，开
发出适用于复合材料焊接的焊接工具与焊
接工艺，打通了从材料研制到器件成型的全
链条技术途径，为该材料的工程化应用奠定
了坚实基础。

2018 年 2 月，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中核
集团科技专项“龙舟 -CNSC 乏燃料运输容
器研制”项目原型样机通过验收，这意味着中
国核燃料贮存和运输材料实现国产化。马宗
义等科研人员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合
作，开发出适用于复合材料焊接的工具和工
艺，研发出从材料研制到器件成型的技术途
径，为该材料的国产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赵卫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与精密机械研
究所研究员

2018 年 5 月 22 日，由中国科学院西安
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
研装备研制项目“高性能条纹相机的研制”
在西安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标志着中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条纹相机进入实用
化水平。

高性能条纹相机代表了当前光电诊断
技术的最高水平。自 2012 年起，项目负责人
赵卫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在条纹相机制
备的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系列突破，获
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目前项目已实现了小
批量生产。

条纹相机是同时具备超高时间分辨（皮
秒—飞秒级）与高空间分辨（微米级）的唯一
高端科学测量与诊断仪器，每秒可以拍摄千
亿次到万亿次，在时间分辨的超快现象研究
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国产高性能条纹相机的问世，可能会为
许多科学研究打开新的世界。比如，在同步
辐射装置及正负电子对撞机中，条纹相机可
以诊断关键性能指标，为重大装置的改进和
性能提升提供参考依据；在国防安全及空间
领域，条纹相机技术是爆轰物理研究中冲击
波速度、自由面速度以及爆轰温度等常规武
器性能评估的关键测量手段；而基于条纹相
机技术的新型激光三维成像雷达，可用于水
雷搜索、海矿探测、地形地貌勘探等。

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 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杰出者

科技传播者（含科普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