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尖端科技
「創科博覽」今起展出8天 50項成果香江首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祖國日漸

先進富強是全球華人的驕傲。中國在航

天、量子衛星、信息通訊、航空、高

鐵、深潛等多個尖端科技重要領域迅速

追超甚至領先全球，奠定中國以高科技

驅動經濟發展的強國之路。今天開幕、

為期8天的灣仔會展「創科博覽2016」

免費開放，50項國家頂尖科技成果將首

次亮相本港，讓市民親眼目睹國家稱雄

國際的科技成就，而本港的頂尖科學家

們亦參與其中。主辦機構團結香港基金

指，香港在國家科技興國的國策中有獨

特作用，希望博覽會能吸引市民、尤其

年輕人投身科創業，為本港發展締造科

技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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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博覽會展現香港
各大學於多項尖端科技上的世界頂尖水準。許多
市民不知道，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上如探月工程和
深海探索等都有香港的科研團隊參與，本港的科
學家們為國家科技發展作出積極貢獻。若政府和
民間加大科研投入，促進科研產品商品化規模，
科創產業有條件成為本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科技興港 前景遠大
本港尖端科技由於欠缺中下游產業鏈，未能於

本港形成上規模創科產業，引致市民有「本港科
技水平落後於周邊地區」的誤解。實際作為亞洲

領先的高等學府集中地，本港於多項尖端科技領
先世界，在國家科技創新發展中擔當重要角色。
博覽會中香港展區展現本港多項高科技成果，激
勵青少年投身科創業，在科技興國、科技興港的
大環境下前景遠大。
例如香港理工大學的光纖和超聲導波傳感技術

已應用於國家高鐵結構的健康與安全監測上，理
大研製的精密太空儀器和相關航天技術已為國家
登月計劃採用。理大的超精密加工技術研究已成
為國家重點試驗室，研究成果於精密模具、光電
產品、光通訊行業等廣泛應用。香港科技大學於
大腦神經訊息傳遞及重要蛋白質分子功能研究方

面全球領先。香港中文大學利用納米科技成功開
發的光催化技術，可以於固體表面形成納米光催
化薄膜，是材料科學領域重要發明，以此為基礎
於空氣和水凈化系統已推出市場。

港擁多間國家實驗室
由於本港科技界傑出成就，科技部2012年和

2015年先後批准在香港成立六間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和國家產業化（夥伴）基地，相關科研隊伍已取
得不少成果，為國家和本港的科技發展作出積極
貢獻。

引港創新熱潮

國家創科 港擔要角

博覽會昨天舉行傳媒預覽會，現場仍是
一片忙碌，工程人員在專家指引下佈

置陸續運抵的高科技展品，預計需通宵工
作。展場入口是國家發展迅速的航天展區，
居全球頂尖水平的中型運載火箭、長征系列
火箭的模型矗立在入口處。航天科技對高端
工業、尖端通訊、氣象導航、軍事安全、宇
宙資源開發等均有重要意義，展區顯示國家
最新探月工程、逐步建立太空站等航天科技
的突破性發展。

衛星實物 艱難運抵
市民亦有幸目睹真正的對地觀測衛星

「高分一號」，該衛星寬約三米、高約五
米、重達數噸，因無法裝入貨櫃船運，由
專用重型貨車在嚴密保安情況下由陸路運
至廣州，再裝船抵港。為免震動損傷衛星
內的精密儀器，只能保持60公里的行車時
速，運輸過程耗時一周之久。同場展出的
還包括：太空人出艙VR體驗座椅、航天
服、空間站五艙組合體、嫦娥三號探測器
等實物或模型。

「蛟龍」浮出請君入艙
海洋佔地球總面積逾七成，海洋資源是人

類最後的寶庫。中國於深海探索走到世界的
前面，載人深潛器「蛟龍號」創下7,062米
的載人深潛世界紀錄，意味着中國有能力對
全球99.8%的海洋深處進行科學研究及勘
探。這次展出的是與「蛟龍號」同樣大小的
鋼製模型，市民可以進入仿真駕駛艙內，親
身體驗高科技深潛器如何操作。
市民還能觀摩4,500米作業級深海無人遙

控潛水器「海馬」號實物，這是我國科研
人員經6年艱苦努力，突破了深海無人遙控
潛水器多項核心技術，是我國迄今為止系
統規模和下潛深度最大、國產化率最高的
深海無人遙控潛水器。

飛機列車 超級電腦
其餘如8次打破世界時速紀錄、已走向世
界的中國高速列車；居世界領先技術的港珠
澳大橋的發展；實現零的突破、我國自主研
製，改寫國際民航業格局的大型客機

C919、運輸機；「中國坐標」，精準至厘米
的北斗導航全球組網；世界頂級超級電腦天
河二號等，均為博覽會值得關注的亮點。
全國科創熱潮下，內地民間科創產業迅速

發展，無論技術水平和科研成果商品化程度
均達世界先進水平。在創新創業展區展出的
納米真空互聯實驗室、無人機、無人船等很
多已全球熱賣。如四旋翼無人機F100，可在
暴雨、大雪、沙塵天氣、高溫及極寒環境下
執行任務，最高飛行高度3,000米，配備全
球領先的智慧飛控系統可實現自主起降、路
線規劃自動巡航、自主返航等智慧功能，頗
為搶眼。

兩地精英 論劍香江
博覽會重頭戲，是兩地頂尖科學家於博

覽會期間合辦的10場精英科學家論壇，由
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博士為首的國家尖端領
域專家隊，與本港科學家們，就科技強國
國策、尖端量子通信、高鐵智能運輸系
統、香港科研發展等方面「香江論劍」，
綻放智慧火花。

潘建偉：世界首顆量子衛星「墨子號」首席科學家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年

僅46歲，是國際量子資訊實驗研究領域開拓者及具有
重要影響力的科學家；中國上月成功發射世界首顆量
子衛星「墨子號」的首席科學家。潘教授在量子通信

和多光子糾纏操縱的系統性創新工作，使得量子資訊實驗研究成
為近年來物理學發展最迅速的方向之一。其研究成果曾入選英國
《自然》雜誌評選的「年度十大科技亮點」。

賈利民：中國鐵路智慧運輸系統技術開拓者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賈利民，長期從事高速鐵路、智

慧交通、軌道交通、交通安全測控工程等領域的教
學、科研和政府諮詢工作。參與組織實施了「中國高
速列車關鍵技術研究及裝備研製」等多項國家科技計

劃重大專案，共主持和參與完成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70 餘項；
是軌道交通控制與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首席教授，國家軌道交通
安全協同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

王志勤：5G專家、中國移動通信翹楚
5G 專家王志勤現任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標準所所長，

長期從事移動通信的標準研究和測試工作，起草了大量
的行業和企業標準，在GSM、GPRS 和UMTS國際和國
內科研標準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是中國第三代移動通

信、第四代移動通信推進組的專家，IMT-2020(5G)推進組副組長兼
秘書長，中國「新一代寬頻無線移動通信網」重大專項專家組成員。

徐 穎：北斗導航研發專家
1983年出生的徐穎，已從事北斗相關研究工作十餘

年，是中科院光電研究院建院以來最年輕的研究員和
博士生導師；成功在複雜環境下輔助北斗系統實現連
續高精度定位的多源融合導航增強技術，在多源資訊

方面開展了系統性的演算法理論和工程應用研究工作。 北斗衛星
導航系統，是中國自主建設，距離我們兩萬公里的衛星導航定位
系統，預計將於2020 年左右提供全球性服務。

陳 勇：中國民用噴氣式客機總設計師
陳勇是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科技委常委、

ARJ21-700 總設計師、2008 年獲任命為ARJ21 飛機總
設計師，2013 年為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科學技術
委員會常任委員。從ARJ21 飛機的立項論證階段開始，

就全面參與和負責ARJ21 飛機的設計、試製、試驗試飛取證等工
作。並完成全機減重、減阻、深失速、發動機進氣道畸變等重大問題
的技術，形成了完整的民機研製技術體系。2016 年6 月ARJ21 飛機
實現商業運營，結束了世界藍天上沒有國產噴氣式客機的歷史。

陶春輝：深海深潛專家
陶春輝博士任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大洋勘查技術與深海科學研究開發基地主任。一
直致力於海底礦產資源的勘探和評價研究，率隊為國
家首次在世界三大洋中脊發現海底熱液區。2007 年起

任中國大洋硫化物調查首席科學家，發現了國際上首個超慢速擴
張脊熱液活動區，並負責中國在西南印度洋1 萬平方千米的海底
硫化物資源勘探合同的勘探與評價研究，組織大洋資源立體探測
體系，使中國在國際海底硫化物找礦方面取得突破。

■資料提供：創科博覽2016

「創科博覽2016」八大展區
1、航天展區 展示國家在航天科技領域突破發展，例如探月工程等

2、航空展區 展示國家航空科技發展，如自主研製的大型客機C919 、運
輸機等

3、深潛展區 展示能深潛至20,000呎的「蛟龍號」潛水器模型、深水作
業系列等

4、信息展區 「中國坐標」北斗導航全球組網、超算電腦天河二號等

5、健康展區 人工智能技術，包括手術機器人，埃博拉（伊波拉）疫苗等

6、能源展區 中國核電發展新技術、油氣田及煤層最新尖端開發技術、
核聚變等

7、交通展區 世界知名中國高速列車、港珠澳大橋等

8、創新業展區 納米真空互聯實驗室、無人機、船等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製表：殷翔

展覽免費開放
日期：2016年9月24日至10月1日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3F-G展覽廳

開放時間：

9 月24日（星期六）14:00至20:30

9 月25日（星期日）10:30至19:00

9 月26日（星期一）10:30至20:30

9 月27日（星期二）10:30至20:30

9 月28日（星期三）10:30至20:30

9 月29日（星期四）10:30至20:30

9 月30日（星期五）10:30至20:30

10月1日（星期六）10:30至17:00

資料來源：創科博覽2016
製表：殷翔

國寶級6專家出席港論壇

■■「「高分一號高分一號」」實驗衛實驗衛
星以實物展出星以實物展出。。 新華社新華社

■C919飛機模型。 新華社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以1：1模型展出。 劉國權 攝

■深潛4,500米的「海馬號」以實物展出。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