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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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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水特尔企企续司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