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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尚和杯”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

boCup 公开赛分项选拔赛日前在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开幕。图为青岛市崂山区第四中学的

选手在参加舞蹈机器人基础组比赛。

新华社 沈伯韩摄

新赛事

2014“尚和杯”中国机器人大赛开幕

本版编辑 陈建辉 殷立春

新技术

SCR 方法为焦炉烟气脱硝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近日，由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的高效蜂窝
状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脱硝催化剂
在宁夏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进行了焦
炉烟气脱硝工业侧线实验。

大连化物所于 2014 年 2 月与宁夏宝丰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协议，共同进
行焦炉烟气脱硝侧线实验，率先开展焦炉
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治理工作。本次侧线实
验累计进行约 1200 小时，脱硝率基本稳定
在 98%~99%之间，反应器尾气出口氮氧化物
浓度小于 20mg/m3，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
限值，显示了很好的脱硝效果。实验验证了
SCR 方法及该类型催化剂用于焦炉烟气脱
硝工程上的可实施性，为今后焦炉烟气 SCR
脱硝工程实施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

新动态

全国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亮相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日前，天津市新
天方有限责任专利代理事务所、四川省成都
市天策商标专利事务所等 46 家单位，荣获国
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务
品牌机构称号。

据悉，这批机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2 年 6 月遴选出的首批全国知识产权服
务品牌机构培育单位发展而来。国家知识产
权局对培育效果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与培
育前相比，首批培育单位专业人员数量平均
增长 66%，客户数量增长 120%，服务合同额
增长 122%，营业收入增长 136%，远高于行
业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 29.47%。

创造影响世界的“第四个苹果”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对于高金波博士而言，2009 年是一个
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发表 17篇国际
论文，主持国家科研项目，拿到香港城市大
学博士学位，是个所向披靡的“学霸”。可在
之后，他却屡遭失败，经历躲债、贫寒的窘
迫，成为奔波在坎坷创业路上的行者。

这个分水岭，不是源于命运，而是起于梦
想。这个梦想让高金波放弃了美国、中国台湾
知名研究机构的工作邀请，来到辽宁朝阳一个
偏僻小镇上开始了亲朋好友眼里的“不务正
业”——成立沈阳圣工转子压缩机有限公司,研
发一种新型的高效节能的压缩机和真空泵。

压缩机和真空泵是石油、建筑、矿用等
领域的通用基础设备。这种依靠活塞的往
复运动的传统机械设备早已成熟定型，在很
多人看来并没有多少创新空间。而高金波
却想对这种“定型”的东西来一场颠覆性创
新。“耗电多、体积大、噪音大，这些传统压缩

机和真空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工业发展的
转型升级了。”顺势而为让高金波心潮澎湃。

“一项专利，两个同学，东拼西凑得来的
资金。一间招待所的廉价房，30 多平方米车
库的研发基地，我们就这样信心十足地开始
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创业之旅。”可让这位学
霸没想到的是，将专利从图纸变为商业化产
品要比拿下一个博士学位还要难。

由于他们探索的新产品没有任何先例，
很多部件、工艺都需要重新摸索创造。看似
不起眼的零件，差一小点，组在一起就面目
全非了。再加上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基础并
不太适合这种精细而特殊的加工需求，这让
高金波的创新总是在“差那么一点”的路上
艰难前进。

东北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冬，厂房里
的电脑键盘都被冻得敲不动了。高金波裹
着大棉袄，和工人们把 200 多公斤的产品反

复拆卸、改进 20 多次，连续干了一天一夜。
除了智力、体力的考验，他还得面对资金断
链的压力，算是一场创业的“铁人三项”。

经过３年多的苦日子，他们终于采用椭
圆形两角转子的旋转运动代替了传统活塞
的往复运动，研制出了几种新一代高效节能
产品：两角转子压缩机、风机和真空泵，申请
了 10余项发明专利。

“产品的壳体像苹果型，里面装有一个
类似于苹果核的椭圆转子，通过不断的吸
气、排气而运转工作。”在高金波看来，“苹果
型”正是产品高效节能的核心基础，“如果把
宇宙中行星运行的椭圆轨迹叠加起来，就是
一个苹果型。”高金波持有这样一个信念：上
帝的第一个苹果诱惑了亚当和夏娃，第二个
砸到了牛顿的头上，第三个被乔布斯咬了一
口，这第四个苹果，正在他们手中。

这神奇的“第四个苹果”拿到了国家真

空权威检测机构，鉴定发现较传统产品机械
效率提高 15%，耗电量减少 30%，体积和重
量仅是市场同类产品的 1/3。高金波说，如
果用它替代市场上的全部其他产品，每年可
为国家节约 1000 亿至 2000 亿元。这项含
金量十足的创新让高金波团队获得了辽宁
省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这神奇的“第四个苹果”也吸引来了高
金波大学时代“睡在上铺的兄弟”代少勇。
这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为他深深
认同的创新义无反顾，投钱、策划、为资金和
销售四处奔波。然而，尽管一个痴迷于技
术，一个着迷于商业，这个黄金二人组还是
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太需要稳定充
足的资金支撑后续创新，太需要更加合适的
生产加工平台和渠道。

如今，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伴正向他们走
来，只为这个能够影响世界的“第四个苹果”。

日前，记者跟随中科院 A 类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采访组，来
到位于北京怀柔科教园区的中科
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看到纳
米材料绿色印刷技术印制的许多
精美印刷品，几乎和传统印刷品
效果难分伯仲。不过，宋延林告
诉我们，就在几年前，印刷效果还
达不到如此精美的程度。

的确，新技术从理念到付诸
实践有无数的波折。刚开始，很
多人就问：为什么没听说国外有
类似技术呢？宋延林不是一个喜
欢“随大流”的人，他选择了“一意
孤行”。他分析道：“就像柯达选
择将自己发明的数码照相技术封
存起来一样，印刷行业的柯达、富

士、爱克发等国际巨头都是靠感
光材料起家，自然不愿意砸掉自
己利润丰厚的‘金饭碗’，这正是
我们的机会。”

按照宋延林的设想，是用纳
米材料的创新产生“变革性”技
术，即将印刷表面进行纳米结构
处理，使其形成图文区与非图文
区清晰的界面，即图文区超亲油

（疏 水），非 图 文 区 超 亲 水（疏
油）。通俗地讲，传统的激光照排
相当于“胶片照相机”，较先进的

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CTP）相
当于“拍立得”，而绿色制版技术
就像是“数码相机”。

不过，问题绝非想象的那么
简单。刚开始时印刷质量并不理
想，这是因为液滴在固体表面干
燥的过程容易形成“咖啡环”，导
致印刷物边缘模糊不清。因此，
不少专家肯定了这个方向的环保
优势，但认为要实现图文区和空
白区的巨大反差非常困难，只能
印刷低端产品。

宋延林没有气馁。凭借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科技部、中科
院的资助，他对基础科学问题进行
了系统透彻的研究，最终实现了对

“液滴的扩散、黏附与转移”等关键
问题的突破，解决了困扰学界和工
业界多年的“咖啡环效应”。

宋延林用PPT为我们演示了
在他“操纵”下神奇的纳米世界：一
个墨滴可以由一个、两个到几个数
目可控的纳米颗粒形成；一个个纳
米颗粒像糖葫芦一样乖乖“听话”
地整齐排列，串成一条直线。“纳米
尺度点、线、面形成控制等基础问
题的解决，突破了传统印刷技术精
度的极限，可以自豪地说，这是目
前能看到的最好结果了。”

用绿色印刷改变世界
——宋延林和他的纳米印刷技术

本报记者 杜 铭

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
制造”为题的某期封面上，巨大
的手机张开外壳，里面是浓烟
滚滚的工厂和蚂蚁一样的工
人。这张图片经常出现在中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
林的讲演报告中：“这暗示中国
以前的经济发展一是牺牲环
境，严重污染；二是靠廉价劳动
力。这就是中国给世界的印
象，是作出改变的时候了！事
实证明，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创
新拿出领先的绿色解决方案。”
宋延林的话语掷地有声。

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
彬、书卷气十足的宋延林，骨子
里却颇有点“好斗”的精神。宋
延林将如何“改变世界”？——

“采用纳米技术，我们将可能改
变已有80年历史的基于感光
成像的近代印刷制版技术。”这
就是他的回答。

向污染和垄断

“说不”
印刷技术应用广泛，我们

身边各种书刊、杂志、包装袋、
纸盒等与人类身体健康密切相
关的各种印刷物上，几乎无所
不在。据统计，2013 年，仅我
国印刷业总产值就突破万亿元
大关，达 10398.5 亿元。自从
上世纪 80 年代王选院士发明
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让我国
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
电”之后，几十年过去了，这个
行业安静得几乎被人遗忘。

宋延林进入印刷行业，多
少有点“误打误撞、顺藤摸瓜”
的味道。十几年前，国外品牌
的打印墨盒、墨水在我国卖得
很贵。为了让高高在上的“洋
品牌”低下骄傲的头颅，2004
年，宋延林在“863”计划支持
下，开发出质量可以和国外著
名品牌媲美的墨水和墨盒，而
价格几乎是其十分之一。

随着对印刷行业的了解，
他意识到传统的印刷产业链
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激
光照排技术需要两次曝光显
影，过程繁琐，而且使用的显
影、定影液等化学物质产生大
量污染。即使目前最先进的
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CTP），
也需要感光预涂层和化学处
理过程。印刷油墨中所用的
溶剂主要是芳香烃类、酯类、
酮类、醚类等，印刷干燥后约
70%-80%的溶剂直接挥发到
空气中；油墨中的重金属等有
害成分还存在严重的健康和食
品安全隐患。”

同时，印刷术是我国古代
四大发明之一，而如今印刷行
业的核心技术却长期被国外企
业垄断，高端设备和耗材价格
昂 贵 ，国 际 巨 头 坐 享 高 额 利
润。面对实力雄厚的竞争对
手，宋延林没有畏惧，愣是从打
印墨盒一直“追杀”到印刷厂，

“虎口”里夺食。
在 和 产 业 接 触 的 过 程

中 ，宋 延 林 深 刻 认 识 到 用 科
技 进 步 改 造 、提 升 传 统 产 业
是每个科研人员肩上沉甸甸
的担子。如何赶超？“我们必
须 另 辟 蹊 径 ，从 技 术 上 实 现
突破。”宋延林决心闯出条新
路 子 ，用 纳 米 材 料 通 过 打 印
研发出绿色制版技术。

学会“走自己的路”
□ 采访感言

宋延林的实践再一次提醒

我们：要想在科学殿堂上发出

“中国好声音”，就必须学会“走

自 己 的 路 ”。 搞 科 研 ，贵 在 创

新。国外没人做过，不等于此路

不通。只要看准了方向，就要大

胆去闯去试。

由于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

一直落后于西方，于是有的人潜

意识里难免就有“自卑”心理，总

喜欢跟着别人跑，做别人做过的

事。当然，这样做就没有走错路

的风险，“安全”系数高。其结果

不言而喻——一方面，我们的原

始创新匮乏，在技术上被别人牵

着鼻子走；另一方面，人家早就在

知识产权方面布好了局，把“篱

笆”扎好了等我们去钻，让我们付

出昂贵的代价。

如果说，过去我们跟着别人

亦步亦趋，是因为基础薄弱、差距

太大导致，就如同婴儿刚开始学

走路一样。那么，如今的中国已

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

国，科研水平整体跃升，我们完全

有实力、有能力从“跟跑”逐渐转

变为“领跑”，建立起我们的规则

和话语权。

其实，类似的事情早有先

例。上世纪 80 年代，王选院士

就力排众议，跳过第二、第三代

技术，直接开始研制第四代汉

字激光照排技术，而国外 8 年

后才有同样技术。这种高起点

使得方正此后的多代产品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事实证明：一

项原创性的核心技术，托起了

一个企业，开创了一个市场，改

变了一个行业，乃至创造一个

新世界。

科研如此，产业也是如此。

之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企业不敢

走“技工贸”的路线，是因为科技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往往是个十

分漫长曲折的过程，无论是投入

还是风险均难以估量，充满不确

定性。这导致“拿来主义”和“山

寨”风盛行，企业大而不强，缺乏

核心竞争力。

创新，固然很难。但不学会

“走自己的路”，就没有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就

没有“大国崛起”。

正如宋延林所说，纳米绿色
印刷技术区别于过去传统工艺

“减材制造”的方式，是一种以“增
材制造”为特征的现代制造技术，
类似于现在热门的 3D 打印技术，
需要增加什么才打印什么。从原
理上来说，显然新技术更加具有
环保和节约的优势。2009 年，宋
延林团队研发的纳米绿色制版技
术的中试线建成，并推向市场。
在新技术拉动下，跨国企业 CTP
版材的价格从每平方米上百元，
不得不跌至 40元以下。

“从原理上改变技术，从流程
上改变产业。”在此基础上，他带
领团队将纳米材料应用于绿色油
墨、绿色铝板基生产等领域，形成
了完整的绿色印刷产业链技术。

你 要 是 以 为 宋 延 林 的“ 野
心 ”只 是“ 印 书 印 报 ”，那 你 就

“out”了。中科纳新犹如芯片工
厂般干净整洁的车间里，仅有少
数工人操作着机器。生产线的
一头，“吐”出一张张像“公交一
卡通”大小的 IC 卡。2013、2014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
周主场的 2 万张门票，就是这里
制作的。

令人惊喜的是，纳米绿色印
刷技术在电子、建材、印染等行业
也可以大显身手。目前电路板制

造 采 用 蚀 刻 工 艺 ，一 张 覆 铜 板
90%左右的铜都要腐蚀掉，并造
成严重环境污染。“我们利用金属
纳米颗粒，通过打印印刷的方式
做这件事情，就可以完全避免污
染环境和材料浪费。”

宋延林介绍，纳米材料绿色
印刷电路技术具有价廉、灵活制
备柔性电路的优势，不仅能提升
传统印制电路板行业的生产技术
水平，而且还可应用于物联网、柔
性显示、太阳能电池、生物芯片等
印刷电子产品领域，市场前景十

分可观。
“ 也 许 将 来 手 机 、电 脑 、电

视 屏 幕 都 可 以 打 印 出 来 ，卷 起
来就能带走。”宋延林已经窥见
了未来的无限商机。“我们这个
以印刷为开端的改变中国产业
污 染 现 状 的 技 术 ，能 延 伸 的 领
域 极 广 ，这 将 是 一 场 新 的 技 术
革命。”

“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创新，
将个人梦想汇入人类进步的梦想
之中，不断发现新现象，认识新规
律，创造新应用，将‘Impossible’

（不 可 能）变 成‘I’m possi-
ble’（我能），”宋延林话语铿锵
有力，“我们追求的是要从根本
上改变这个世界，让她变得更加
美好。”

“打印”出绿色新世界

从“胶片相机”走向“数码相机”

新应用

科技助力贵州苗药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贵州以科技
创新为手段，助推苗药快速发展，去年贵州苗
药销售产值达到 150 亿元，成为全国年销售
额最大的民族药材。

通过产学研合作，贵州逐步建立了涵盖
“中药材种植，活性物质筛选，药效及安全性
评价，临床实验，中成药生产技术、工艺及质
量控制”等较为完整的支撑中药民族药产业
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了以贵州益佰、百
灵、同济堂、德昌祥、信邦、威门等中药龙头企
业为代表的中药现代化产业集群。2013 年，
在苗药的带领下，以中药制造业为主的贵州
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 295 亿元，成为贵州五
大支柱产业之一。

新途径——

光合作用有了自然与人工结合版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李灿院士和
“百人计划”学者陈钧研究员负责的人工光合
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大自然植物叶片上
含量丰富的“光系统酶 II”和人工半导体纳米
光催化剂可耦合构建出杂化光合系统，实现
了利用太阳光分解水制氢气和氧气的反应。
该反应是实现太阳能转化利用生产洁净燃料
氢气的理想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期
的《自然-通讯》期刊上。这是国际上首例研制
出“自然-人工”杂化光合系统实现太阳能分
解水制氢气和氧气的研究报道。该研究为进
一步构建和发展自然-人工杂化的太阳能高
效光合体系提供了原初的思路。 （惠 敏）

研究人员将装有催化剂的烧瓶置于户外

阳光下，就可以分解水放出氢气。（资料照片）

▲ 中科纳新公司纳米绿色印刷电路生产线。

▲ 宋延林（左二）正给参观者讲解纳

米绿色印刷技术。

◀ 用纳米绿色印刷技术印刷的产品。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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