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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大力作
! ! ! !

! ! ! ! ! ! ! !今年是我国大飞机研制的收获年。!月
!日，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 "#$%

在上海浦东机场首飞成功。$$月
$& 日，"%$% $&$ 架机转场

陕西阎良。$' 月 $(

日，第二架 "#$#

首飞。"#$#
进 入

全面试验试飞新阶段。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针对先进的气动布
局、结构材料和机载系统，研制人员共规划了
$&'项关键技术攻关，包括飞机发动机一体
化设计、电传飞控系统控制律设计、主动控制
技术等。其零件、设备、部件、部段总共超过百
万件，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设计研制中有多项重大技术突破，
比如我国第一次自主设计超临界机翼，就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此外，"#$#是第一次大范围地采用铝锂合金
的机型，新材料应用成为一大亮点。"#$#的
研制标志着中国民用客机从无到有的发展，

在中国航空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两架 "#$#进入试飞状
态。第二架 "#$#飞机从发

动机点火到首飞历时
)*天。首架机的
“经验”为

第 二

架 "%$%飞机“搭桥铺路”，时间缩短到将近原
来的四分之一。同时，第二架 "%$%首飞比首
架机飞得更高，飞得更久，试飞科目更多。目
前，"%$% 拥有国内外 '( 家客户的 (+* 架订
单。 本报记者 叶薇

张江实验室揭牌成立

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的大事记上，这无疑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页。
张江实验室今年 %月 ',日成立，坐落于创新
生态完善，高校科研院所林立，高科技企业密
集的“张江科学城”核心区域，可谓占据了“天
时地利人和”。以科学设施群为“基石”，张江实
验室有个“小目标”：到 '&-&年，跻身世界一流
国家实验室行列。
张江实验室由上海市和中科院共同建设，

初期计划采取“$.'.$”的布局：“$”指光子科学
大科学设施群及相关基础研究；“'”指生命科
学、信息技术两大攻关研究方向；第二个“$”指
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交叉方向———类脑智能。

目前，超强超短激光、软 /射线自由电子
激光、活细胞结构和成像、上海光源二期等大

科学设施正在张江加快建设。硬 /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已获批，明年开

工建设，计划总投资高达 0*

亿元，是我国有史以来
投资最大的大科学

设施。建成
后 ，张

江

的光子科学设施集聚度将达
到世界之最，为前沿科创提
供国之利器。

见习记者 郜阳

'&$(年 $'月 $&日，历时近 -年艰苦建设，
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上
海洋山深水港四期开港试生产。它的建成和投
产，标志着中国港口行业在运营模式和技术应用
上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升级。

码头上，硕大的集装箱被桥吊或轨道吊稳稳
抓起放下，司机告别狭小逼仄的高空作业，搬进
了舒适的中控室，轻点鼠标即可远程操控装卸；
一辆辆无人驾驶的自动引导车来回穿梭，由地面
预埋的 ,万多个磁钉提供精准导航，迅速运送货
物到达指定位置。洋山四期已启用 $&台桥吊、)&
台轨道吊和 *&辆 123自动引导车，根据规划，
最终将配置 ',台桥吊、$'&台轨道吊和 $-& 台
123，为上海港新增 ,-&万标准箱的年吞吐量。

洋山四期不但实现了硬件国产化，由上港集
团和振华重工分别自主研发的码头生产管理控
制系统（456）与设备控制系统（7"6）配合默契，
还让国内自动化码头第一次用上了“中国芯”。融
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的两套系统平
稳和谐地运行，大大提高了码头自动化和智能化
程度。 本报记者 曹刚

%月 '!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抓总研制的风云四号卫星作为我国第二代

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也是我国第一颗
高轨三轴稳定的定量遥感卫星，

交付中国气象局，投入应
用。$&月，在第 $)次

国际地球观测
组织全会

上 ，

中国气象局正
式向全球宣布风云四号气象
卫星数据全球免费共享，彰显了我
国科技力量和对全球贡献，得到了国际社
会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赞赏。

$$月 $!日，风云三号 &)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由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这是我国第二代
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的第四颗卫星，也是我国成功
发射的第 $8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如今，中国气象卫星事业已走过 )&年的发展历

程，并已成功发射 $8颗气象卫星，目前有 %颗卫星在
轨运行。中国风云卫星逐步完成了从试验应用型向业
务服务型的转变，形成了高、低轨稳定运行的立体业
务格局，实现了业务化、系列化的发展目标。

随着气象卫星的发展，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从
上世纪的 *&9，提高到现在的 %&9。后续，我国还将
发射低轨和高轨综合探测卫星、云雨专用要素探测卫
星等 $&余颗气象卫星。

本报记者 叶薇

已经拥有了大量科技场馆与科普基地的上海，又
将新增不少科普创新的重要元素，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是位于临港、外形充满未来感的上海天文馆（上海科
技馆分馆）。

备受关注的上海天文馆工程，日前已完成混凝土
结构封顶。记者从承建方上海建工七建集团获悉，'&$0
年春节前施工人员还将为天文馆穿上钢结构“外衣”。

位于临港滴水湖畔的上海天文馆，包括一幢主体
建筑，以及魔力太阳塔、青少年观测基地、大众天文
台、餐厅等附属建筑，从一开工就立志“国际顶级”。
“天文馆建筑本身就含有许多天文元素。”上海天文馆
建设指挥部建安部部长徐晓红介绍，主建筑造型中镶
嵌着“圆洞天窗”“倒置穹顶”“球幕影院”三个球形建
筑，散落在不同的轨道上，寓意地球、月亮和太阳的
“运行”。主体建筑外的景观区域，设计了 )条非同心
圆的步道，象征星系的旋臂。

“倒置穹顶”为观众营造人与天对话的静谧空
间，“圆洞天窗”则将月光引入一个圆形通道，

观众可通过馆内景观水池欣赏月色。
“球幕影院”周边的玻璃光环带，每

天则根据太阳不同的照射角
度，向地面投射光环。

本报记者
裘颖琼

! ! ! !

! ! ! !

! ! ! !

! ! !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时每刻都被一种
名叫传感器的“隐形者”包围着。全球传感器巨
头们遵循“摩尔定律”狂飙突进，即集成电路上可
容纳的元器件数目每隔 $0至 ') 个月会增加一
倍，性能随之提升一倍。中国企业一路追随，但始
终难以望其项背。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甩掉“摩
尔定律”，实现弯道超车呢？

'&$:年 %月，国内首条，全球领先，兼容
";56的 0英寸“超越摩尔”研发中试线在上海嘉
定正式启动。由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构建的这
条有望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中试线，旨在
在打造中国完整的“超越摩尔”产业链基础上，进
一步推动中国“超越摩尔”技术和物联网创新应
用快速发展，引领全球。

要想“超越摩尔”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中试
是关键一环。作为到 '&'&年上海市将培育的 -&

家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中的“首发阵容”，也是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四梁八柱”中的重要节点之
一，0英寸研发中试线将专注于“超越摩尔”传感
器产品技术的开发，可以全面开展表面、体、-<微
纳加工以及新工艺、新器件、新系统的研发等，为
企业走通从实验室到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搭
建平台，助力“超越摩尔”产品和技术从研发到
量产的无缝衔接。

本报记者 马亚宁

!"英寸集成电路新建生产线

上世纪末，我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投资最大
的国家战略项目“%&%”工程应运而生并落户上
海。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已成为首个国家级微

电子产业基地和唯一的国家级集成电路研
发中心所在地，集成电路技术水平、

规模能级保持国内领先。
中芯国际启
建“$'英寸

集 成

电
路先进工
艺生产线”，本
次新建的 $'英寸集
成电路项目工艺节点可
覆盖 $)纳米—$&=:纳米，全部
满产后总计达每月 :万片，产品方向
主要集中在新一代移动通讯和智能终端
领域。
总投资 -0:亿元的上海华虹“$'英寸先进工

艺集成电路生产线”建设项目也在浦东正式开
工。该项目是国家“%&%”工程的二次升级改造项
目，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集成电路产业重大生
产力布局规划》。截至目前，上海华虹集团已经拥
有三条具备国际竞争力的 0英寸芯片生产线，一
条全自动的 $'英寸芯片生产线和一个国家级集
成电路研发中心。

最新开建项目是华虹集团的第二条 $'英寸
芯片生产线。项目投产后，上海华虹 $'英寸芯片
的月产能将翻上一番，将重点服务国内设计企业
先进芯片的制造，并满足部分事关国家信息安全
的重点芯片制造需求。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拟态网络防御系统"堵漏洞

你可知道，绝大部分软件公司的每一千行代
码就有可能存在一个漏洞。我们最常使用的
>?@ABCD操作系统的代码量是 *&&&万行左右，安

卓系统大概是 $'&&万行。
网络漏洞防不胜防，防御思路能

不能变一变，让“道”更高一尺？印度
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水域的一种章
鱼，给了邬江兴院士启发。这种被
称为拟态章鱼的生物，在遇到危
险时，可以综合运用色彩、纹理、
外观和行为来模拟 $* 种海洋
生物，从而提升了防御行动的
有效性。

邬江兴院士带领核心团队
创造性地提出了拟态防御思
想，将“变结构计算”演绎为“变
结构防御”，联手复旦大学、浙

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中科院信息工程研

究所等十余家
科研院所

和 中

兴
通讯、烽
火通信等国内
信息技术企业，研制
成功“>EF服务器拟态防
御原理验证系统”和“路由器拟
态防御原理验证系统”。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科技部委托上
海市科委组织了国内 %家权威评测机构，采用
黑盒测试、白盒测试、渗透测试、对比测试等传统
手段和人为预置后门、注入病毒木马等非常规手
段，试图冲破拟态防御系统侵入所防护的网络空
间。在长达 ,个月的多轮众测中，没有一次攻击
成功得手，达到理论预期。今年，拟态防御技术由
原理样机开始向产业化发展，网络空间先进防御
技术试验场建设顺利推进，拟态防御>EF服务器
已经在银行、政务、电力等关键行业与领域中开
展应用。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动态#$%!&%"!'秒全身成像

创造一台人体“哈勃望远镜”，$*秒全身成
像，)&倍于传统 G74设备的灵敏度，实时看清人
体内所有器官的动态代谢过程。它可以完整且精
准掌握药物在人体内的实时分布、作用与代谢情
况，极大加速重疾药物的研发进程；可以精准定
位分子级转移灶及早期微小肿瘤病变；可以研究
多器官神经之间的关联，探索大脑如何控制身体
器官等……美国医学科学家们做了十年的科学
梦，今年被上海的一家医疗科技公司圆梦了。

这就是由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美
国顶尖分子影像科研团队探索者联盟携手打造
的“史上最强 G74”———世界首台全景动态扫描
G74H"4“探索者”I 7/GJ5K7K，7/LMENE GEMOBM!

NP@QE J5@R K7DEPMQS DQP@@EKT。其实，为了这个
伟大的医学梦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VW）特
批支持的科研项目“探索者”组成“探索者”联盟，

在
全球寻找
“梦想”合作伙
伴。直到，他们遇到
了来自上海的高端医疗
设备企业，才终于将这个大胆
而超前的科研“幻想”，变为现实。

这台医学影像设备以 )& 倍于传统
G74设备的灵敏度、颠覆性的实时全身动态
扫描技术呈现人体内所有器官的动态代谢过
程，成为世界首台用于观测人体内部的“哈勃
望远镜”。基于此，科研工作者或将在针对重
症的精准诊疗、新药研发等一系列领域打开
无限可能的大门。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墨子号"交出优秀答卷

去年 0月成功发射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墨子号”，今年度过了“完美”的一
周岁生日。

生日前夕，“墨子号”交出了一份优秀的
科学“答卷”，发表两项重磅级原创科学研究
成果：中科院联合研究团队利用“墨子号”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
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秘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
星的量子隐形传态。而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
量子科学家团队已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

级
星地双向
量子纠缠分发
和量子力学非定域
性检验的研究成果。至此，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
前并圆满实现三大既定科学目标，并
为我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科技创新制高
点，实现了从“跟随者”到“领跑者”的历史性转
变。
“墨子号”的“娘家”就在上海，位于张江的中科

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是“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研制总体单位。“墨子号”的多项关键技术皆来自
“科创上海”提前布局和潜心钻研的成果。早在 '&$$

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工程便正式启动，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负
责卫星系统总体，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负
责量子密钥通信机、量子纠缠发射机、量子纠缠源、

量
子 试 验
控制处理机和
高速相干激光通信
机等有效载荷研制。上海
更是中国量子通信科研的“前
沿重镇”。

本报记者 董纯蕾

什么样的生活，让人满怀期待；什么
样的都市，让人充满动力##除了舒适、
温暖、绿色、宜居等关键词外，科技与创
新必不可少！送别2017年的年末钟声，
展望2018年的崭新朝阳，科技创新正
在成为上海全力铸造的“金字招牌”。回
望2017年，上海这座正在崛起中的创
新大都市，创造了响当当的十大“科技创
新”力作。每一部“创新力作”都在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攀登道路
上，留下了坚实而又闪亮的新路标。

风云卫星再起!风云"

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开港

!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

气象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国产大飞机一飞冲天

! 洋山深水港四期

码头 !"月 !)日开港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上海天文馆结构

封顶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墨子号"

量子卫星模型

用科技守护网络安全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创新之城
大飞机&*!*翱翔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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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文馆初见雏形

!超越摩尔"

打造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