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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周强、王

攀)24 日港珠澳大桥全线通车运
营后，这个“超级工程”“由建转
营”进入“下半场”。用好管好大
桥，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重
要作用，“一流桥梁”将如何实现
“一流运营”服务？

科技创新为动力

实现运维智能化

全长 55 公里的港珠澳大桥
是连接粤港澳三地，集桥、岛、隧
为一体的大型跨海通道。由三地
共同组建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负
责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以港珠澳大桥的体量，用传
统人海战术进行维养，将难以满
足提供优质服务的目标要求。”管
理局局长朱永灵表示，管理局将
从软硬件两方面着手，实现运维
管理由“传统型”向“智慧型”的转
变。一方面大力推进各业务板块
机械化作业；另一方面，建立智能
化管理平台，运用信息化及大数
据处理技术，研发实施多维度的
移动应用和信息共享。

港珠澳大桥可谓生逢其时。
2017 年，科技部和交通部联合推
动将港珠澳大桥纳入“中国人工
智能专项”技术应用示范领域。以
桥梁结构监测为例，为有效掌握
大桥结构状态及发展演化趋势，
大桥“全身上下”已安装上万个元
器件，通过健康监测系统与电子
化人工巡查系统，可实时自动采
集并分析监测数据，确保大桥结
构安全。

由中国铁塔公司负责的港珠
澳大桥主体工程“信息大桥”方案
与港珠澳大桥实现了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即使在港珠澳大桥深达近 50 米的海底
沉管隧道内，手机上的 4G 网络信号依然满格。

“为把最先进的高铁系统集成技术与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有
机衔接，项目部研发构建了专属港珠澳大桥的全寿命周期集成
BIM(建筑信息模型)系统。它们让大桥擦亮了‘眼睛’，装上了‘耳
朵’，变得畅通而智能。”中铁建港珠澳大桥项目经理蔡俊福说。

实现“建转营”平稳过渡

“自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现有工作人员 228 人，自 2017 年起，
已先后招聘到位 141 名营运业务人员。

大桥管理局运营管理部部长江晓霞表示，结合大桥运维
工作特性，为实现大桥从建设期向运营期平稳过渡，并解决原
有建设人才分流安置问题，港珠澳大桥采用了“自行营运模
式”，在保持建设期管理架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将营运筹备
工作动态叠加到各业务部门，并专门成立营运管理部。

由于大桥安全管控涉及水域通航安全保障、道路交通安
全管控、消防应急保障、防恐及社会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处置
等，为保证高效率应急救援，提供优质通行服务，港珠澳大桥
采取自营模式。

高效率应急救援、高水平维修保养是营运工作服务化转
型的题中之义。为实现“大监控、大安全”的管理理念落地，大
桥管理局自行成立路政大队，组建拯救大队，与监控、养护等
人员一起构成应急状态下的安全保障力量。

朱永灵说：“进入营运期后，所有建设管理人员都要有归零
再出发的意识。没有经验，也就没有条条框框，可大胆探索。”

激发品牌效应 实现经营市场化

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世界级跨海通道，品牌价值可开
发空间和潜力巨大，赋予了大桥更多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经营市场化有其内在现实原因和独特资源优势。”大桥
管理局副局长余烈表示，一方面项目投资巨大，有必要利用品
牌资源、通道资源和其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以弥补通行费收
入不足，减轻三地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港珠澳大桥已积
累了一大批具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管理成果。

“我们可把工程建设关键技术转化为行业标准和规范，为
行业输出‘港珠澳大桥标准’。一些研发成果可通过与市场企业
紧密合作，实现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余烈说。

靠近香港海域的东人工岛二至四层为预留商业开发及桥
梁展厅。江晓霞说，后期争取三地政府充分授权，大桥管理局
将利用“一桥两岸三地”独特优势资源，开展广告、旅游、会议
会展、通道资源等经营业务，实施综合开发策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记者陈芳、王昆)全球生命科
学的发展前景、社会各界如何参与、源头创新的灵魂在哪
里……在 29 日闭幕的 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国内外生
命科学健康领域顶级科学家共聚一堂探寻生命科学创新的源
泉，期待共同为增进人类福祉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全球经济
增长贡献新动能，实现世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物技术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

近年来，生物技术群体性突破及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向
农业、医学、工业等领域广泛渗透，引领性、突破性、颠覆性特
征日益凸显，已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核心。

中国在基因组和蛋白质科学、脑科学、灵长类动物克隆、免
疫学、诱导多能干细胞、超级杂交稻、组织和器官工程、新发传染
病疫苗、抗肿瘤药等方面呈现出一批重要的创新型成果与突破，
对国际科学进步、提高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表示，生
命科学基础研究依然是引领生物技术在各方面应用及转化的
源头，需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加大支持力度，各国科学家瞄
准生命科学前沿和生物技术重大需求，共享成果、携手合作，以
更多科学突破和创新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说，近五年，中国政府
累计投入约 600 亿元来支持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
创新。中国政府已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重点战略，

出台“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等指引性文件，近期正
在推进制定生物技术中长期发展国家战略规划。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曹文凯说，跨越国界的努力和合作在
推进生命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共同努力，通过
思想交流与合作，共同分享数据，我们可以实现更多的成就。

构建技术创新良性“生态系统”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建忠表示，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必须重视创新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设计、创新平台
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创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推动生
物技术的源头创新、重大创新的开发和产业化。

国内外专家认为，源头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一整套
良性机制。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理工学院特聘
教授阿龙·切哈诺沃向记者分享以色列高科技企业成功秘诀。

“校企合作、创投基金、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股权投资等发
挥重要作用。”他说，国际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纷纷在大学设立
孵化器或研究所，在校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项目中，企业主动
与在校学生签订劳务合同，以保证他们毕业后在企业工作五年。

辉瑞中国副总裁赵大尧、礼来中国高级副总裁王莉等认
为，中国在生物技术研究方面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专业人才
匮乏，同样的科研领域有很多类似的目标，需要政府在机制上
进行创新，避免重复造成的浪费。同时，加快生物技术领域人才
储备，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有好奇心才可能实现蛙跳式发展。

合理的评估机制可激活源头创新

197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卫·巴尔的摩表
示，合成技术的潜力是无限的，已成未来生物技术核心。共享信
息、共享知识非常重要。“一开始我们确实找到了生物系统中一
些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可以利用它去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但需
要通过科学家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来更多地了解大脑，并且把
这种理解转换到我们对于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案之中。”

“有的技术成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才能实现商业
化和产业化。在科研过程中，给予科学家一定的原创空间，不
要过多干涉他们。”1997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翰·沃克认
为，很多创新或发明来源于科学家的灵感。

201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朱尔斯·霍夫曼也
强调，减少对科学家研发自由的限制和影响，让科学家追寻属
于自己的梦想。如果的确有投资价值，再进行投资、转化。

英国阿斯利康副总裁乔基姆·赖施尔认为，企业要与科学
家思维方法紧密结合，建立科学的研发机制，在为科学家提供
资金支持的同时，打破条块分割和单打独斗的局面。

在此基础上，研究成果评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2002 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库尔特·维特里希表示，如何进行项目评
估？谁来负责评估研究成果？这是各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某一
项产品或设备在一些国家特别有前景，可能因评估不当，市场
上看不到本国品牌，研究成果要建立多角度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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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多生命科学突破应对人类共同挑战
2018 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三大看点

新华社酒泉 10 月 29 日电(记者张泉、胡喆、戴盈)10 月
29 日，中法海洋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将主要
用于海洋动力环境监测。

海洋卫星因具有全天时、全天候、长期连续观测等优势，
不受地理位置和人为条件限制，可以覆盖环境条件恶劣的海
区，已成为现代海洋观测的主导手段。

作为中法首颗共同研制的卫星，中法海洋卫星取得了哪
些突破？将为我国海洋观测带来怎样的提升？新华社记者请专
家为您解读。

海风海浪同步观测：中法优势互补造就

海洋观测新突破

海风和海浪的关系是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因其复
杂多变而成为研究的难点。中法两国优势互补使得中法海洋卫
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同时对海浪方向谱和海风速度进行测
量。有利于进一步科学认知海洋动力环境的变化规律，提高对
巨浪、海洋热带风暴、风暴潮等灾害性海况预报的精度与时效。

在中法海洋卫星上，装载有两台新型体制的微波雷达，两
台微波雷达协同工作，从而可以同时、同地获取海风、海浪探
测数据。

中方研制的新型微波散射计能够对海面风速和风向进行
高精度观测，该仪器国际上首次采用扇形旋转扫描波束体制，
可同步获取海面多方位角组合观测数据，降低数据处理复杂
度，提高海面风场反演精度。法方研制的海洋波谱仪可以开展
海浪有效波高、海浪波向、海浪波速等海浪谱物理量的测量。

“微波散射计和海洋波谱仪频率相近，研制过程中，我们
与法方密切沟通，前后开展 5 次实验，最终解决了二者互相干
扰的问题。”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中法海洋卫星总指挥、总设计

师王丽丽说。
两台载荷的探测数据通过同化手段有机组合，互为补充，

能够进一步提高海洋动力环境观测精度，为海上船舶航行、海
上作业、海岸带管理等提供有力保障。

多星在轨 优势互补：我国海洋卫星观

测体系进一步完善

“随着中法海洋卫星发射成功，我国海洋立体观测体系进
一步完善。”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
表示，中法海洋卫星探测得到的数据能够与在轨的海洋系列
卫星探测数据进行集成，弥补现有海洋系列卫星在探测手段、
时间、空间上的不足，建立起种类齐全、优势互补的海洋遥感
卫星观测体系。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射 7 颗海洋卫星(其中两颗已退
役)，形成了海洋水色(海洋一号)、海洋动力环境(海洋二号、
中法海洋)以及海洋监视监测(高分三号)3 个海洋卫星系列，
在我国海洋环境监测、海洋资源开发、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科
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海洋水色卫星以海洋叶绿素浓度、悬浮泥沙、可溶
性有机物等海洋水色信息为主要观测目标；海洋动力环境卫星
主要观测海面高度、海面风场、海浪谱等海洋动力环境要素；海
洋监视监测卫星则主要监测海冰、海上溢油等海面目标。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广袤、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提
升海洋观测水平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意义重
大。”中法海洋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刘建强说。

按照《海洋卫星业务发展“十三五”规划》及《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 年)》，我国后续将陆续发
射多颗海洋卫星，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观测体系。海洋水色卫星

星座将形成上、下午组网高性能观测；海洋动力卫星星座将形成
极轨、倾斜轨道互相配合，实现海洋动力环境要素多频次观测。

发射成功不是终点：中法合作仍将深化

“中法海洋卫星是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在航天高科技领
域开展的首次合作。”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
表示，我国科技工作者和法方研究人员开展了全方位、高水
平、实质性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充分借鉴先进成果和经验，
加速提升我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带动我国海洋高科技发展。

法国是世界上海洋监测和海洋环境预报技术比较先进的
国家，在海洋波浪方向谱雷达遥感测量方面有近 30 年的研制
经验，在遥感数据系统设计、数据获取与反演、预报模型同化
应用、微波遥感载荷研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

中法双方共同研制了卫星数传分系统，负责接收微波辐
射计和波谱仪传来的遥感数据，并根据情况“智能化”选择编
码存储或是直接将数据传回地面接收站；中法海洋卫星上的
固态存储器分区设计是特有的，设计人员将固态存储器分成
了两个区域，中方和法方分别使用，互不干扰……

“合作成果来之不易。”王丽丽介绍，中法海洋卫星是两个
航天大国在系统级上的合作，双方执行不同的技术标准给合
作研发带来很大的难度。中法科研人员密切沟通、求同存异，
并充分发挥创造性，确保了卫星最终研制成功。双方科研人员
也在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法海洋卫星数据还可提供给世界各国科学家、预报员
使用，为海上船只航行安全、全球海洋防灾减灾、全球海洋资
源调查提供服务保障。”吴艳华表示，中法双方将进一步在中
法天文卫星、空间气候观测、对地观测和空间科学等方面开展
互惠互利合作。

海风海浪同步观测 攻克系统级合作难题
揭秘首颗中法合作海洋卫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记
者胡喆、张泉)29 日，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抓总研
制的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在酒泉发
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中法海洋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了解
到，此次发射的长二丙火箭除了搭
载中法海洋卫星外，还利用剩余运
载能力，以“顺风车”的形式搭载了
7 颗小卫星。长二丙火箭副总设计
师徐勤介绍，以往长二丙火箭除了
主星任务外，最多搭载 1 到 2 颗小
卫星，这次搭载的小卫星数量创下
了长二丙火箭之最。

为了适应“一箭多星”发射任
务，研制队伍在箭体结构上进行了
改造，设置了卫星搭载环形安装平
台，便于小卫星的搭载安装，并增加
了搭载控制器，目的是接收到主星
实际分离信号后，依照时序发送给
搭载的小卫星，由小卫星自行完成
分离动作。

由于中法海洋卫星在发射完成
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变轨动作，再
加上本次搭载的小卫星数量多，每
颗小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以及先
后顺序等，都有可能影响到任务的
安全性。为此，型号队伍开展了分离
近远场分析、力学特性分析等一系
列工作，确保任务安全可靠。

长二丙火箭执行任务期间，还
运送了人类基因样本至太空。航天
科技集团一院宇航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为技术演示验证暨公益
发射项目，基因样本由《三体》作者、

科幻作家刘慈欣，物理学家、科普作家李淼，项目发起者陈
实，项目投资人李冰等人捐献，运送的基因样本装在太空基
因容器内，安装于本次任务中搭载的天仪研究院研制的立
方星内。这些基因样本随卫星进入太阳同步轨道后，将在太
空长期保存。

基因样本在发射过程和轨道保存期间的环境监测数
据将被记录并回传，充分验证地球物种基因样本在太空
保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探索与宣传地球物种基因资源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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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29 日电(记者赵鸿宇、秦婧)记者 29
日从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获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其团
队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 900(超优千号)”再创亩产
纪录：经第三方专家测产，该品种的水稻在试验田内亩产
1203 . 36 公斤。

该试验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河北省硅谷农科院
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527 . 8 毫米，
有 60% 以上的降水集中在汛期，全年无霜期 200 天以上。

此次测产由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邀请华中农业大学、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 5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在现场考

察的基础上，随机抽取了 3 块土地，面积分别为 1 . 15 亩、
1 . 13 亩、1 . 11 亩，合计为 3 . 39 亩，机器脱粒后，经除杂、称重
等，最终评测结果为平均亩产 1203 . 36 公斤。

2017 年，该品种的水稻在试验田内亩产 1149 . 02 公斤，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曾亲临测产现场，对于评测结果，袁隆
平在现场写下了：“亩产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据悉，这块试验田此次共种植水稻 102 亩。专家组组长、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涂书新说，好的种子、好的
肥料、好的管理是连续高产的基础，2018 年这里科学地增加
了种植密度，从而创造了新的纪录。

亩产 1203 . 36 公斤

袁隆平团队超级杂交稻再创纪录

▲唐山市二环路项目上跨津山铁路斜拉桥在转体中（无人机拍摄）。
10 月 25 日，河北省唐山市二环路项目上跨津山铁路斜拉桥转体成功。

据介绍，该桥总长 927 . 5 米，主桥由斜拉转体桥和转体 T 构桥组成，转体总
重 5 . 1 万吨，其中斜拉转体桥重 3 . 3 万吨，主塔高达 80 . 5 米，为曲线变截
面“双人字”形空心塔，自上而下共有 128 根斜拉索。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河北唐山：

斜拉转体桥转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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