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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7 月 25 日，国家航天局在京举

办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和陆

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两颗科研卫星的投入使用

仪式。

作为世界首颗采用激光主动探测手段的高精

度大气环境遥感卫星，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可对大

气细颗粒物、污染气体、温室气体、云和气溶胶以及

陆表、水体等环境要素，开展大范围、连续、动态、全

天时综合监测，并首次实现了全球全天时 1ppm（百

万分之一）高精度二氧化碳柱浓度探测。发布的首

批应用成果，包括首个高精度全球全天时二氧化碳

柱浓度分布图、首个全球二氧化氮柱浓度遥感图、

全球臭氧柱浓度遥感图、全球 PM2.5 产品分布遥

感图等 20 余项产品。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又称“句芒号”，

是世界首颗森林碳汇主被动联合观测的遥感卫

星，可探测植被生物量和植被生产力，同时满足

地理测绘、灾害评估、农情遥感等需求。该卫星

实现了对森林植被高度、生物量、叶绿素荧光的

定量遥感探测，提升了我国和全球森林碳汇监

测能力。发布的首批应用成果，包括海南岛叶绿

素荧光空间连续产品、东北虎豹公园生物量反

演产品、京津冀地区冬季小麦产量和夏季玉米

生物量等 20 余项产品。

两星在轨测试期间均展示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它们投入使用后，将对大气环境与陆地生态系统开

展监测，为建设美丽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付毅飞

两颗“世界之首”科研卫星正式投入使用

炎炎盛夏，走进中车永济电机公司研

发大楼，公司研究院研发工程师倪伟正和

团队一起针对新型材料在高速列车牵引电

机设计技术中的应用进行技术攻关，旁若

无人，全神贯注，令人肃然起敬。

作为中车永济电机公司高速电机技术

研究主要带头人、中车技术专家，倪伟先后

荣获公司“劳动模范”“优秀科技工作者”等

称号，获授权发明专利 13 项、城市交通运

输协会科技奖、中车科技奖、铁道科技奖等

多项荣誉。他从一名基层技术人员做起，研

发项目从轨道交通板块延伸到新产业业

务，见证着公司的变迁与发展，贡献着自己

的智慧和汗水。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首先要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善为

善成的专业能力。”倪伟说。技术研究工作更

要聚焦市场需求，敢闯“无人区”，能坐“冷板

凳”，加强基础技术研究，围绕“卡脖子”工程

攻坚克难，在攻难题、闯难关中不断提升创

新能力，为产业发展、市场拓展提供支撑。

倪伟进入公司研究院后的第一个研究

方向，是高速电机关键技术研究与样机开

发，此前他从未接触过相关领域，但他并未

退却，排困扰、解难题、凝要点、重总结是他

的工作常态。从零部件的设计做起，到系统

开发，再到整机研发，不断地积累深入，克

服了设计经验不足、项目节点紧凑、试验设

备不足等多个难题。本着“偏毫厘不敢安，

千万锤成一器”的严谨态度，倪伟先后完成

了氢燃料电池空压机用高速电机、鼓风机

用高速永磁电机、微燃用高速永磁电机的

研制等多项核心技术攻关。

氢燃料电池车用空压机作为空气循环系

统的关键部件，是工信部列出的氢燃料电池汽

车核心零部件之一，可为燃料电池的阴极反应

提供高压空气，对燃料电池系统的效率、紧凑性

等有着重要影响，需要满足无油、高效、低噪音、

长寿命等要求，也被称为氢燃料电池之“肺”。

在氢燃料电池空压机用高速电机样机调试关键

阶段，倪伟带领团队一一确定了监测设备型号、监测

位置、搭建监测试验平台等方案，搭建了高速转子的

运行状态及负载特性实时监测平台。由于

存在相关技术壁垒，监测平台的搭建充满

重重阻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积极与高

校及相关企业展开技术交流，不断优化设

计，最终搭建起轴心轨迹及负载试验平台。

去年夏天，苏州中试基地的厂房里酷

暑难耐，倪伟正带领项目组成员进行气浮

轴承系统集成开发研究，高温并未影响调

试试验的正常进行。由于气浮轴承相关经

验不足，初次试验时气浮轴承就发生了严

重磨损，电机转速并未达到预期要求，为解

决这一问题他与项目成员驻扎在生产试验

一线，重新设计了总装工装，制定组装工艺

及关键工艺项点，为保证不出差错，他们自

己动手完成气浮轴承及电机的总装工作。

那段日子里他们不断进行方案论证及试验

调试，及时掌握第一手数据，优化设计方

案，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 10 万转/分
钟的设计要求，推进了高速电机研发项目

研制落地。

“中车永济电机公司研制的高速永磁

电机配套于离心式空压机，可以在确保燃

料电池实现同等功率的前提下，减少燃料

电池系统的尺寸，实现小型化，满足汽车动

力系统轻量化的需求。”倪伟告诉《科学导

报》记者，相对于常速电机，高速永磁电机

效率高，定子绕组电流的频率高、功率密度

高、损耗密度大，可以与高速负载直接相连

进行驱动，使得电机系统的噪声低、转动惯

量小、动态响应快。

工作中，倪伟坚持精益求精、争创一

流，将工匠精神践行在技术研究中，带动和

感染着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他主动将电机

设计准则、设计材料、总结的设计经验进行

共享，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不断传授电机设

计知识、工艺生产经验及图纸标注规范，使

青年员工的成长时间大幅度缩短，帮助新

设计师少走“弯路”，迅速提高设计师队伍

的整体技术水平。

敢作敢为勇担当，善作善为树先锋。倪

伟在勇攀科技高峰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

直前。他和团队一起，不断拼出中国高度、中

国速度，在自主创新路上越战越勇，以青春之

我绘时代之光。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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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科学导报》记者来到晋城
市阳城县次营镇蚕茧收购点，当地蚕农们正
陆陆续续前来交售刚刚收获的蚕茧，收购人
员有序地对蚕茧进行筛选、过磅、定价、检
测、定级，现场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优质蚕种是蚕桑产业健康发展的基
础。今年，我们蚕桑产业发展中心引进了蚕
蛹雌雄精准分拣机，让蚕蛹雌雄分选更精
准、蚕种选育更智能，赋能蚕桑产业健康发
展。”阳城县蚕桑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卫宏
向记者介绍道。

蚕桑产业是阳城县的传统产业。近年
来，阳城县大力推行桑蚕品种优良化、蚕种
生产精细化、桑园管理机械化、小蚕饲养共
育化、大棚养蚕工厂化、老熟上蔟方格化，采
用农业托管和“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积
极引导桑园向有能力、有技术的养蚕大户合
理流转，大力发展规模养蚕。

走进寺头乡，“华北蚕桑第一乡”的巨大彩
绘映入眼帘，这里一直是阳城蚕桑的核心和缩

影。“我们乡村村都有蚕桑产业，几乎户户都喂
过蚕，养蚕一直是大家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寺头乡党委书记牛鹏飞告诉记者，寺头乡栽桑
养蚕传衍已有 3000 多年，20 世纪 90 年代达
到鼎盛，可谓“家家养蚕，户户栽桑”，并发展有
缫丝、饮品等下游企业，蚕桑是乡域经济的中
流砥柱，也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

依托资源禀赋、精准定位，现在，寺头乡
全年养蚕 6700 余张，优质蚕茧总产量 34 万
多公斤，蚕农收入 1400 余万元。依托禹珈豪
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皇城相府饮品有限公司
等龙头企业强劲带动，全乡已基本形成桑园
建设、优良蚕种繁育、集约化小蚕共育、工厂
化大棚养蚕、蚕茧仪评智能收购、6A 级白厂
丝缫制、高品质蚕丝被加工以及桑蚕衍生产
品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模式。

“为了确保蚕儿丰产丰收，我们蚕桑产
业发展中心建立了线上技术服务平台，定期
发布桑园管理技术要点。根据农时抽调优秀
蚕桑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农村，把课堂搬
到田间地头，科学指导蚕农进行蚕桑生产。”
谈及发展现状，刘卫宏打开了话匣子。

从大力推广旱地密植桑园快速丰产技
术、温湿自控小蚕集中共育技术、桑园地膜
覆盖技术，来增加桑叶产量、提升土壤保水

保肥能力、增加经济效益；到积极引进华康、
苏豪、钟晔等蚕茧新品种，为全县推广丝质
优良、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蚕品种奠定种
质保证；再到经营模式创新，充分利用养蚕
剩下的废弃桑枝发展食用菌产业，大力推广
桑禽、桑经、桑菜、桑薯、桑菌套种套养的模
式，走出了一条高效立体循环经济发展新路
子……阳城县蚕桑产业发展中心立足优越
的自然生态条件，悠久的蚕桑养殖历史、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纵向打
造蚕桑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为蚕桑产业健康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阳城县蚕桑产业已形成蓬勃发展
的格局。从蚕桑合作社、缫丝企业到生产桑椹
饮品、桑叶茶、桑枝香菇等优质食用菌的企业
应有尽有，桑叶宴、桑果酒、蛹虫草、蚕砂枕等
副产品开发初见规模；桑园采摘、蚕桑研学、
茧丝文创等现代蚕桑文化日益兴起，形成了
蚕桑资源多级利用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一片桑叶传承千年蚕桑文化，一片桑叶
带动产业集群发展。“未来，阳城县将进一步
夯实桑园基础，大力发展特色蚕桑产业，不断
延伸产业链，着力打造蚕茧优势品牌，真正使
阳城蚕桑业成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
丝路’。”谈及未来发展，刘卫宏信心满满。

K 评论
kexuepinglun

姻 杨忠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科

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

大会上强调：“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

设，优化定位和布局，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

增强国家创新体系一体化能力。”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

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

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紧扣以下五大着力

点，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着力引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基础研

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在量子科技、生

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

批重大原创成果，与此同时，原始创新能力

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拥有丰富的学科资源、充

足的资源保障、宽松的科研环境、有效的激

励机制和开放的学术平台，在自由探索和原

始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要围绕国家需要

强化目标导向，重点提高基础研究的组织化

程度，全力支持科研人员在前沿领域进行中

长期探索，通过提供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建立长周期、稳定性的科研项目资助机制，

确保他们能够专注于前沿研究，积蓄提升原

始创新能力。

着力培养和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在培养和集聚高层次科技人

才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要紧密围绕国家战

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和课程体系，调整完

善现有学科结构，打造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培养体系。南京大学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高

等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建设“1+X+Y”

三层次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包括 1
门必修的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X 门人工智

能素养课和 Y 门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

合的前沿拓展课，取得了积极成效。要注重

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不看年龄、不

看资历、不看职务，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

多的成长机会和发展平台，支持他们在关键

领域崭露头角、施展才华。

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近年来，

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但各种非学术负担仍然较重。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为科研人员创

造宽松的环境，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必须

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重点解

决从“破四唯”到“立新标”过程中出现的新

问题，尽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

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为进一步减轻科研

人员的非学术负担，应建立专业高效的行

政服务团队，提升科研管理的效率和服务

水平，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开展科学探

索和技术创新。

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实践证明，企业提出科研选题，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围绕选题组织科研攻

关，可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前后贯通、优势

互补、开放闭环的高效创新链。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要准确把握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

体地位和高校在创新链中的角色和作用，与

企业开展密切合作，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

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

技人才，加快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

着力扩大国际科技合作。科技进步是世

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从多方面开展国际科

技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影响力

和竞争力。要积极参加、承担和主导国际大

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聚集全球顶尖科研

力量，共同攻克前沿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

要建立国际合作研究中心、国际大科学装置

和联合实验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

提供交流合作的机会。要持续与国际顶尖科

研机构和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与全球

科技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公共

卫生等重大挑战。

增强创新能力 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7 月 25 日，学生们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4 泰国未来科学力量展览会”上观看展出的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

7 月 22~28 日，“2024 泰国未来科学力量展览会”在泰国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
行。在展览会上，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专为来自中国的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布置了展台，吸
引了大量泰国民众前来参观。 姻 孙玮彤摄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
首次在泰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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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蚕桑产业发展中心：科技养蚕 出“新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