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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载人飞行应用系统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在神舟
!

号飞船上安装有

效载荷及在轨支持设备
"#

台，开展空间环境监测、

先进遥感应用试验和飞船力学环境检测。为保障飞

船安全，在任务各阶段还进行了空间环境预报。

在飞船自主飞行阶段，微重力测量仪全程检测

了飞船在各种工况下，包括航天员活动时的力学环

境变化，取得完整测量数据。飞船留轨期间，所有有

效载荷及在轨支持设备工作正常，地面支持系统工

作正常，先进遥感应用试验获取了大量科学试验数

据，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目前，设备性能良好，将

根据飞船留轨工作计划安排，继续进行约半年的空

间试验。

首次载人飞船应用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在前五艘飞船应用任务

中取得全面胜利。使得我国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

迈上一个新台阶，为我国进一步开发利用太空资源

奠定了基础。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为此做出了重要

贡献。

路甬祥、陈至立出席纪念香山科学会议十周年

"$$

多位国内外科学家
%$

日汇聚北京香山，纪

念注重创造宽松交流环境、弘扬自由讨论精神的香

山科学会议走过
"$

年历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务委员陈至立出

席会议并讲话。

香山科学会议由原国家科委于
"##%

年倡议发

起，于
"##&

年在香山正式创办，
"$

年来坚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召开了
%"&

次学术讨论

会，共有国内外科学家
'($$$

多人次参加。

中国科学院正式加入亚洲科学院协会

#

月
%&

—
%!

日，亚洲科学院协会第四次全体大

会和理事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在第三天举行

的第四次全体大会工作会议上，亚洲科学院协会主

席、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院长
)*+,-.*(

/012,34,5

教授宣布该协会接受中国科学院为正式

成员。

亚洲科学院协会旨在建立和发展亚洲地区科

学院之间的交流网络，为成员国间的科技发展提供

咨询，发起并开展成员国地区的有关科技、经济和

社会问题的研究。该协会目前有正式成员
"'

个，准

成员
&

个。

“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更名

"$

月
&"

日下午，我院第三次院史工作委员会

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6$

余位委员参加会议。院副秘

书长、院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郭华东主持会议并宣

读《关于“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更

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史工作委员会”及调整组成人

员的通知》。副院长、院史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柏龄，

院党组副书记、院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郭传杰分别

发表重要讲话。
"##$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院史文

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已在史料征集与编纂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为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进一步改

进和加强院史工作，将其更改为现名，主要任务是

对全院院史工作进行统一组织和协调，更好地开展

院
7

所
8

史的资料征集、调查研究和资源开发工作。

国际核聚变专家

对大科学工程
9:;<=

装置进行考评

"$

月
"$

—
""

日
%!

名来自英、德、美、日、俄、

法、印等国的著名聚变研究所所长和国际聚变研究

组织负责人以及“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计划负责

人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对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

研究所 “先进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
7>?@02*A0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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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为
>CE:8

”

进行了考察评估，认为
>CE:

将是一个对世界聚变

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先进科学设备；它将是世界上

第一个同时具有全超导磁体和灵活的冷却结构的

托卡马克，能实现稳态运行；
>CE:

是中国聚变研究

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上世纪
#$

年代，等离子体研究所与俄罗斯合

作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第四个超导托卡马克

9:;<

装置，并在物理实验中取得了一系列令国内外

同行称赞的实验成果。作为
9:;<

的升级装置，

>CE:79:;<=8

装置不仅规模更大，其独有的非圆截

面和全超导两大特性，将更有利于探索等离子体稳

态先进运行模式，其工程建设和物理研究可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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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中等七方正在谈判筹建中的“国际热核聚变

试验堆
!

即
"#$%

项目
&

”的建设提供直接经验，并为

未来聚变实验堆提供重要的工程和物理实验基础。

我国第一个
'(

米长超导电缆系统研制成功

电工研究所等单位完全自主研制成功我国第

一个
)(

米长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系统，使我国

跻身高温超导电缆研究开发的国际先进行列。该所

自
)**+

年开始进行高温超导电缆的开发研究工

作，先后成功地研制出
)

米
,)**-

年
&

和
.

米长
,/01(

年
&

高温超导直流电缆。在此基础上，从
2112

年开

始，开展
+34

、
)1536789:36;

实用型三相交流高温

超导电缆的研究与开发。作为阶段性开发研究成

果，
211<

年
-

月，成功地完成了
914

、
91:367=):36;

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的研制。

高温超导电缆是采用无阻的、传送大电流的电

力设施。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系统主要由超导电

缆芯、维持电缆芯低温环境的低温容器、高电压绝

缘、电缆终端、电缆低温系统及电缆的试验和监测

系统组成，系统的所有部件和关键技术均为自主研

究开发。
)14

、
)1:367=):36;

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

系统的所有部件和相关技术均为自主研究开发，并

取得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与美国、日本、丹麦等国

研制的高温超导电缆相比，在电缆的设计、绕制工

艺、终端、电绝缘和低温系统方面，具有自己的特

色，如成本低、工艺合理、交流损耗小、接头电阻小。

尤其在电缆焊接技术方面，接头电阻是最低的。

大连依利特公司新产品荣获
211<>?@A";

金奖

大连依利特有限责任公司是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控股公司，其独立开发生产的“
B/<1

高效液相

色谱仪”凭借国内领先的独创设计和自主知识产

权，荣获由中国分析测试协会颁发的
/11<>?@A";

优秀国产科学仪器金奖。

该产品通过多项技术创新，采取积木搭配方

式，并有多种检测器及处理软件供选择，使其与国

外同类产品性能相当，是目前国产配套性能最强的

液相色谱系统，已申请两项国家发明专利。这是该

所于
9**<

年荣获
?@A";

金奖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一维纳米孔复合材料及其阵列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杨振

忠研究员与美国
#CDEFG

大学的卢云峰教授合作，在

一维纳米孔复合材料及其阵列研究领域取得重要

进展。他们采用多孔膜为模板，结合无机物的溶胶
8

凝胶和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过程，制备了一维纳米

孔结构的二氧化硅纤维和管及其阵列体系。通过控

制模板孔表面的润湿性和嵌段共聚物的浓度，可以

实现产物形貌和纳米孔结构的可控调节。在纳米孔

和中空管的微腔内分别复合功能物质，将纳米孔的

性质和物质的功能性结合起来，将会衍生一系列新

型功能结构和材料，如在空腔内引入半导体二氧化

钛，制备出了新型一维纳米复合结构，为功能化复

合纳米线的制备开辟了新思路和方法。该研究成果

发表在
*

月
)3

日出版的国际著名期刊 《德国应用

化学》上。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制备

介观有序材料的新方法”和“概念性的重要思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确定富勒烯笼状结构内金属原子的位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结构分析和选键化学重点

实验室在富勒烯单分子结构和电子态的表征研究

中又获重要突破。他们成功地建立了扫描隧道电流

微分谱测量技术及理论模拟方法，能够同时对单分

子的电子态进行位置空间和能量空间的表征。通过

对香港科技大学合成的
HIJ@-2

单分子的研究表

明：该单分子中包裹的金属原子镝与碳原子存在着

轨道杂化。这些杂化轨道的空间分布可以通过不同

能量条件下的扫描隧道电流微分谱图像显示出来。

将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进行比较，就可以推论出金

属原子在碳笼内的相对位置。这一成果为基于单个

富勒烯分子的纳米器件的原位探测提供了新技术，

也为解决单分子结构表征与探测研究中一些悬而

未决的科学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该创新成果发

表在
91

月
<9

日出版的国际物理学界权威刊物《物

理评论快报》上，审稿人认为：“这项研究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其建立的新技术“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单分子研究领域，继确定

单个碳
.1

分子在硅表面的取向、直接观测到碳
.1

单分子中的化学键等成果后，获得的又一重要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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