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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学院面向公众、面向决策人员的系列年度报告——《高技术发展报告》的第七本。
全书在综述2005年高技术发展动态的同时，以材料技术、能源技术为主题，着重介绍材料技术新进展
、能源技术新进展、高技术与社会等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促进中国高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思
路和政策建议。
    本报告有助于社会公众了解高技术特别是材料技术和能源技术发展动态，可供各级领导干部、有关
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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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2．材料结构与新材料    目前，大部分超导材料的临界温度都接近绝对零度(-273.16)，难以在实际
中应用，因而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找临界温度较高的超导材料。
2005年，科学家已经制造出138K的高温超导体。
此外，有3家美国公司利用几种新技术制成了长度达100m的第二代超导导线。
这种由钇、钡、铜和氧组成的第二代高温超导导线不仅性能优异，而且成本也有望大幅降低。
近20年来，虽然所谓高温超导体的临界温度一再提高，但科学家仍无法确定高温超导体是如何工作的
。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科学家目前已拥有多种极其灵敏的实验技术，这些技术将有助于更有效地研究高
温超导机制。
    美国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4月18日宣布，利用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制造出了夸克一胶子等离子体。
这是一种全新的物质形态，曾广泛存在于宇宙诞生后的百万分之几秒内。
该成果是物理学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进展，为研究宇宙在诞生后的最初形态提供了新见解。
    中国科技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单个分子内部的化学反应，并利用局
域化学反应改变和控制分子的物理性质，从而实现重要的物理效应，为单分子功能器件的制备提供了
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方法，揭示了单分子科学研究新的广阔前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发现了一个以前不为人所知、成员多达数千种的材料新家族。
这类材料只有一个原子厚，具有重量轻、强度高、柔韧性好、性质稳定等特性，并且在不同环境下表
现出许多不同的性能，为工程师和设计师提供了多种可选择的新材料。
    美国航天飞机身上防热陶瓷瓦片的脱落曾给航天飞行带来巨大的隐患，2005年，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发明的一种碳纤维耐热陶瓷瓦有可能消除这一危险。
这种通过采用新工艺制造的碳纤维增强碳化硅防热瓦可以反复经受1700的高温，并且具有很强的抗冲
击性和耐化学性，在大尺寸下也能保持性能稳定，没有裂纹。
因而极有希望用于解决当前航天飞机上的防热陶瓷瓦脱落的难题。
    美国密歇根大学将一种能起到“韧带”作用的纤维加入混凝土，制成了重量轻、难断裂、却可弯曲
的新型材料。
其抗韧性比目前修建人行道的材料高500倍，重量却减轻了大约40％，而耐久性则是普通混凝土的2倍
。
毫无疑问，这种新型材料有着极其广阔的应用市场。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太阳能模块生产厂家都使用必须经过化学交联的乙烯醋酸乙烯橡胶。
这个过程非常耗时，目前一个传统的生产厂家每小时只能制造出3～4个模块。
而德国拜耳公司研发的一种对太阳能电池采用塑料框架制成的薄膜包装，生产效率预计至少可以提高
一倍，成为未来更经济地利用太阳能的一种解决途径。
该公司仅通过混合两种基本化工原料——多元醇和异氰酸酯就能生产出聚氨酯。
混合物被注入模子中，继而反应物生成并凝固。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意味着安装在房顶的聚氨酯产品及保温管道接头等可以轻易地在模具框架中整体
发泡生产。
研究人员将使用Bayflex框架的模块置于调节室接受长达11个月之久的各项测试，结果表明，聚氨酯能
耐受最恶劣的天气条件。
此外，另一个有利因素是价格：一个面积为1.3m2的太阳能模块使用的聚氨酯框架造价比同样大小的
铝制框架少一半以上。
    200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了“高性能炭／炭航空制
动材料的制备技术”和“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这两项成果，从而改变了中
国该奖项连续6年处于空白的尴尬状态。
前者涉及高性能炭／炭刹车材料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其成功不仅开辟了我国高性能航空刹车制造
新产业，而且将对航天、化学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技术进步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后者研制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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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复合材料是国际上公认的反映一个国家先进航空航天器制造能力的新型、热结构
材料，可以满足航空航天器向高速度、高精度、高搭载和长寿命发展的要求，也使我国成为继法国和
美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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