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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姻本报记者李晨
“我想人生不该太过平淡，就这么安安稳稳

地过了，等老了的时候总得有点值得回忆的事。”
1996年，储涛正是带着这样的心境离开中

国，到日本去学习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技术。
2010年，他入选第 5批“千人计划”回国，成

为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研究员。
近日，储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说，回国前，他专门买了一个青色茶杯，上面刻着
人生应当拥有的日常五心：感谢的心、反省的心、
谦虚的心、服务的心和质朴的心，以激励自己在
未来的挑战中继续前行。

“卡着脖子”做科研

在航天一院的实验室中，巨大的高温室前，
门一打开，一股 125摄氏度的热浪扑面而来，储
涛迅速地把实验材料拿出来。

接着，他又将低温室打开，一阵零下 55摄氏
度的刺骨寒意袭来。他飞快地将实验材料放入，
并关上门。
高温和低温的交替，既冲击着储涛的身体，

也冲击着他年轻的心。
从 1991~1995年的 4年间，储涛就这样工作

着。当时，他是原电子工业部 43所的一名工程
师。

储涛告诉记者，人生中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就

是这 4年：早上 8点上班，连续做实验，晚上 10点
多才下班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却
几乎见不到面。
但是，做军工产品，让储涛积累起了一种荣

誉感和责任感。
在研究两个军工课题的过程中，储涛深刻体

会到，当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物
资的禁运限制了中国科研向纵深发展，“那种感觉
像被人卡着脖子一样”。
于是，在成功完成课题后，“一个简单的想法

就是出国去学习，把先进技术都学到手，再回国自
己做！”储涛说，自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总是
想向更高的目标挑战。

1996年的一天，他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成为 NEC唯一中国籍主任研究员

让储涛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就是 14年。
14年里，他成为了日本NEC公司本部唯一

中国籍主任研究员、日本国家产业技术综合研究
所少有的几名华人主管中的一员。
两年硕士、三年博士和一年博士后，储涛在

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学习、研究期间，主攻半导
体光学检测及光电检测仪器的研究。
当储涛向NEC中央研究所投去简历时，他

已对用半导体芯片组装成电路的过程很了解，但
对从材料生长到芯片制造的过程还不太清楚。
“应聘这个工作就是想把这部分补上。”又一

次，储涛决定挑战自己。
2004年，储涛前往香港参加第一届硅基光子

学国际会议。敏锐的科研直觉让他意识到，硅基光
子学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回到日本，他马
上着手研究。
很快，他的工作成绩得到了NEC集团总裁

的高度评价，一个几十人组成的硅基光子学研究
部成立了。
短短几年，储涛研究出了当时最小的波长选

择开关、第一个波长可调激光器、100纳米波长可
调激光器等。他的工作甚至曾使NEC的股票价
格在 2009年的低谷期里出现短暂上涨。
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介

入重要科研项目的研发。
于是，储涛和同事被调到日本国家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工作，任务是在筑波科学城建立起能
批量试制硅基光子器件的公用研究工艺线。

涉足成果转化“死亡之谷”

就在储涛刚刚准备爬上新的科研山头时，一
个回国机会摆在了他的眼前———“千人计划”。
“我心里一直有回国的念头。”储涛说。
一定要为老百姓做有用的科研，而不是仅仅

发几篇论文———带着这样的理念，储涛在 2011
年回到中科院半导体所全职工作时，决定要在研
究所做产业化推进工程研究，开始涉足学术和工
程之间危险的“死亡之谷”。

储涛告诉记者，“死亡之谷”这种科研默默无
闻，而且不少都会功亏一篑，但如果不逾越“死亡
之谷”，学术研究就不能转变成工程应用。
“我是准备回来挨骂的。”面对压力，储涛作好

了准备。
当英特尔正研究光交换的高性能计算机，

NEC正做光子网络时，储涛在半导体所做起了芯
片上的光互联。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储涛所在的团队成功制

成了堪称全球最快的硅基电光调制器。起初，由于
测试系统能测到的速度受限，他们暂时只获得了
44Gbit每秒的速度。这一成果即将在《光学快报》
上发表。
最近，他的团队在经过改良的硅基调制器上

获得了 60Gbit每秒的电光调制速度，远远超过
50Gbit每秒的当前世界最高水平。该成果也将在
9月于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宣布。
目前，储涛也正在努力尝试与国内大型企业、

中科院其他研究所合作，让实验室的成果走到产
业化的流水线上去。
“信息就是国家的命脉。”储涛抱着这样的信

念，再次迎接起人生新的挑战。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
讯员蔡雨）近日，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高嶷及其合作者在国际学
术期刊《物理化学快报》上
报道了目前理论上发现的
最大配位且稳定的碳分子
体系。之后，英国皇家化学
会在其新闻期刊《化学世
界》的网站主页封面故事
中对该成果进行了介绍。

据了解，在传统化学
理论中，碳原子有 4个价
电子，总共可以形成 4个
共价键。早在 1952 年，
CH5

+ 的成功分离就使超
配位碳概念成为物理有机
化学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挑
战性的研究课题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实
验和理论化学家们都在努
力寻找最大配位数的碳分
子体系，从而拓展对碳乃
至化学键的根本性认识。
迄今为止，实验合成的超
配位碳分子体系碳原子的
最大配位数是 6。虽然一些
六配位、七配位乃至八配

位的碳分子体系在理论上都被预测过，但它们都有
能量更低的对应异构体，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最稳定
分子。理论上所说的最稳定分子，意味着该分子比其
异构体的能量更低、具有大的能带间隙、不带电荷或
者带有少量电荷，结构上通常具有高对称性。

高嶷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教授曾晓
成等合作，系统研究了第一行的副族元素以及大部
分主族元素形成高配位碳体系的可能性。他们发现，
只有钛原子能够和碳形成七配位的超配位碳分子体
系[CTi7

2+]，而这是目前为止理论上发现的最大配位
且稳定的碳分子体系。

通过计算模拟进行蒙特卡洛的全局能量搜索，
研究人员发现，该体系比其异构体能量更低，且该体
系为 D5h对称性，有较大的能带间隙。该体系的 30
个价电子的双金字塔结构也与 Wade 规则非常吻
合，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该体系的稳定性。由于该体系
是一个二价阳离子，理论计算证明了它可以通过配
位 2个阴离子形成非常稳定的中性体系并在室温下
稳定存在。同时，研究人员还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
利用该超配位碳设计一维纳米线的可能性。

有关专家认为，该研究一方面丰富了配位化
学和化学键的基本概念，为理论寻找和实验合成
更多超配位碳化合物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该
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肽合金化合物，也在航空航
天、军事、汽车、医用材料等众多领域具有潜在的
应用价值。

第四届纳米与生物交叉科学
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中科
院长春应化所和中科院化学所承办的“第四届
纳米与生物交叉科学研讨会”近日在吉林省长
白山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中科院化学所、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等科研单位的一线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据悉，此次研讨会由中科院院士汪尔康和
万立骏主持。会议围绕与生物相关的纳米材料
与技术、纳米与分子器件、纳米材料的生物效
应、纳米生物技术、纳米安全等五个方面，突出
强调了我国在纳米与生物交叉科学领域面临的
新机遇、新挑战。 （封帆于洋）

广州成立博士后联谊会

本报讯近日，由广州市博士后工作站的在
站博士后和设站科研单位共同组织的学术交流
平台———广州市博士后联谊会正式成立。
据悉，为让更多高层次人才留在广州，广州市

出台了《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
大力实施博士后培养工程，并计划在 2011~2015
年投入 10亿元，用于扶持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穗
创新创业。
广州自 1998年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以来，目

前共有博士后站 55 个，涵盖高端新型电子信
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超过 100人。

去年 11月，广州南沙资讯科技园博士后工
作站正式获批，成为广州市首家可独立招收境
外博士后的工作站。 （朱汉斌）

广西将专利
纳入申评专业技术职务依据

本报讯 9月 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条例》
明确规定专利应当作为申报和评定专业技术职
务的依据。

据悉，新颁布的《条例》共 7 章 36条，涵盖
了激励专利创造、应用、保护和管理等内容。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陈大克
介绍，为激励专利创造，为广西营造良好的发明
创造环境，推进发明专利申请和应用，《条例》规
定，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中，专利应当作为其发
明人、设计人申报和评定相近序列专业技术职务
的依据；获得国家专利金奖和优秀奖的专利，可
以作为该专利发明人、设计人破格申报和评定相
近序列专业技术职务的主要依据。 （贺根生）

2012年度吴瑞奖学金获奖名单公布

本报讯 2012年度吴瑞奖学金获奖名单日
前公布。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
学等 11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 17名优秀华人生
物学博士研究生获奖。

据悉，吴瑞奖学金设立于 2009 年，旨在鼓
励博士生努力将自己塑造成未来生命科学领域
的学术带头人，同时纪念国际著名生物学家吴
瑞在培养中国新一代生物学家方面作出的杰出
贡献，迄今为止已颁发 38人次。

吴瑞纪念基金会将于 11月 8 日在浙江大
学举行颁奖典礼，同期将举行第三届“吴瑞纪念
研讨会”。

据了解，吴瑞是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领域的
重要开创人之一，发明了DNA测序的第一种方
法。他还致力于促进亚洲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创
建的国家公派留美CUSBEA项目，共选派 422名
优秀中国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吴艳）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和工信部电子信息
司在京召开“《广播电视先进音视频编解码 第 1部分：视频》（AVS+）标准
发布暨宣贯会”，以共同推进该标准的应用和产业化。

据介绍，AVS（先进音视频编解码标准）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
代信源编码标准，是《信息技术 先进音视频编码》系列标准的简称，包括
系统、视频、音频、数字版权管理等 4个主要技术标准和符合性测试等支
撑标准。今年 7月，国家广电总局正式颁布并实施 AVS+。

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孙苏川表示，对于 AVS+ 应用，正在
制定相关技术政策，并将很快发布。对于新推出的业务，如直播卫星高
清电视业务，将从一开始就采用 AVS+；对于已大量布署的业务，如有

线电视高清业务等，将考虑先从要求相关终端具有 AVS+ 能力开始，
逐步过渡；对于刚开始布署但还没有普及的业务，如地面数字电视业
务，除已大量部署 AVS 的 5 个试点城市外，将考虑要求新上的业务使
用 AVS+ 标准。

据 AVS工作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介绍，目前中央电视台率
先推出了 AVS+的应用计划；两部委同时协调相关芯片、编码器、终端产
商，积极将标准转化为产品；AVS产业联盟组织各成员单位积极进行产
品研发，AVS+编码器已经研发完成，AVS+芯片即将推出。

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会长段瑞春指出，当前应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机遇，开拓创新，让 AVS在广电行业中快速得到全面应用。

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员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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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谭永江）近日，由河南安阳师范学
院教授王爱民带领的科研团队研发的《基于图像处
理的甲骨文碎片缀合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据悉，这是我国甲骨文计算机辅助缀合研究领域的
第一项国家发明专利。

据了解，该专利实现了利用计算机辅助龟甲类
甲骨文碎片缀合，建立了碎片数字化处理的基础理
论和有关甲骨片的图像预处理、图像轮廓特征以及
区域特征提取技术，给出了基于位置数、碎片边界信
息、碎片上文字笔画信息、碎片边界上文字信息等 5
个缀合规则，研究了龟甲类甲骨文碎片计算机辅助
缀合系统。

仿真结果表明，该系统对于待缀合的碎片能自动
生成基于“骨版 +碎片 +特征”三要素的动态疑似目
标碎片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人机交互等非图
片信息进行判断，可以快速辅助用户实现终极缀合。

据介绍，甲骨文是研究商代历史不可替代的
第一手材料。它们的出现，解决了不少历史之谜。
目前出土的甲骨数量已多达 15 万片。不过，甲骨
（龟甲兽骨）经过刮削、钻凿、烧灼，其断裂的可能
性大大增加，再加上在地下埋藏了 3000 多年，有
很多在埋藏期发生了破裂。而发掘时的翻动，又进
一步加剧了甲骨的断裂。这些出土时就已经断裂
的甲骨，又几经转卖、传拓，使得本为一版的甲骨
身首异处。只有尽可能地将这些碎片缀合在一起，
才能更全面地研究卜辞的内容。

从 2004年开始，安阳师范学院成立了由甲骨文
研究人员和计算机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甲骨文计算
机辅助缀合课题组。经过近 8年的努力，课题组在理
论和技术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获得 3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发
表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并获得 2项河南省科技
进步奖。

计算机辅助甲骨文碎片
缀合技术获专利授权

9月 3日，河南省内黄县城关镇张庄村棉农在采摘棉花。
据了解，由于当地土壤含盐量大，以前是种啥啥不收，近年来通过开发治理，棉花种植技术取得成功。眼下，该村千余亩

优质棉花陆续进入采摘期，棉农正抓住晴好天气进行采摘，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 CFP供图

先进音视频编解码视频标准发布实施

青年科学家撷英

储涛

晕船的状态依旧。
一些船员、队员开玩笑说：“你的小脑肯定

特发达，感觉也太灵敏了。”因为昨天一整天，船
并没有航行，停着的时候相对要平稳很多。可即
便如此，记者还是晕得昏天黑地。

今天中午加完油，“大洋一号”将折返送 6名
尼日利亚护航海军回尼日利亚海域，然后正式
向作业区挺进。

这还真是记者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军
人，而且是扛着真枪实弹的军人。不少调查队员
也是第一次接触，对于这 6个黑皮肤、背着冲锋
枪在甲板上日夜巡逻的外国人，都特别好奇，茶
余饭后找他们聊天、合影。

据说，尼日利亚附近海域海盗猖獗，为确保
中国—尼日利亚西部大陆边缘地球科学联合调
查的安全、顺利开展，这 6名海军加入了“大洋一
号”，直至把我们护送到安全海域，他们的任务才
算完成。

这 6名尼日利亚海军都有过实战经验。其
中，一名叫罗兰德的年轻军官，今年 30 岁，机械
工程本科毕业，至今已服役 6 年，前不久参加了
利比亚维和部队。他作为初级指挥官，带领一支
50人的小分队冲锋陷阵。他遗憾地告诉记者，与
他并肩杀敌的一位战友不幸中弹，“眼睁睁地看
着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

别看他们背着枪值勤的时候十分威严，甚

至透着一股杀气，但闲暇与船员、队员聊天的
时候，他们总是微笑待人，经常被三五个船员、
队员围着，回答各种问题，俨然成了船上的“英
语角”。

大家乐在其中。罗兰德说：“船上的人跟他以
前所了解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友好、热情、善于
交流。”他非常喜欢中国，他的梦想就是等 4年后
退役，回到家乡赚够了钱去中国旅游，甚至会考
虑在中国定居。

在即将离开“大洋一号”之际，罗兰德准备了
一些尼日利亚纪念明信片送给船员、队员作为纪
念。经过十几天的朝夕相处，在船员、队员眼里，
这 6名护航海军已是“大洋一号”的一分子，离别

之时也难免感到些许不舍。
无形间，“大洋一号”谱写了中尼两国人民友

谊的新篇章。

与护航海军别离
姻本报记者 陆琦

9月 2日 晴
大洋之旅

尼日利亚护航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