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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新华社布鲁塞尔10

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4日和日本首相菅直
人在第八届亚欧首脑会
议期间进行了交谈。

温家宝重申，钓鱼岛
是中国固有领土。

温家宝指出，维护和
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

双方同意，加强两国
民间交流和政府间沟
通，适时实现中日高层
会晤。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日

本首相菅直人，4日在出席亚欧

首脑会议期间进行了交谈，这
是上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

后，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

据日本媒体报道，双方

承认目前中日关系欠佳，但

同意改善两国关系。

两人在亚欧首脑会议开

幕的大合照上，菅直人站在

温家宝之后两行，而在会场

内，则同坐一边的长桌靠前

和靠后的位置，两人交集的

机会较少。但据菅直人透露，

在亚欧首脑会议的工作晚餐

结束后，他和温家宝是在会

场外的走廊上“坐”谈了约25

分钟。 (宗合)

以性状类似铅笔芯的石
墨为实验对象，安德烈·海姆
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最
初使用普通胶带，以“粘取”

方法剥离出一片石墨烯。

他们用胶带从石墨上粘
下薄片，这样的薄片仍然包
含许多层石墨烯。但反复粘
上十到二十次之后，薄片就
变得越来越薄，最终产生一

些单层石墨烯。

微观尺度上，20万片石
墨烯叠加才可以与一丝人的
头发相比。 （新华）

本报讯 记者从探月中心
获得消息，嫦娥二号卫星“奔月”

途中需要提前打开的3台仪器至
4日晚已全部顺利开机，所获取

的首批数据已于5日早晨7时接

收完毕。

同时，由于卫星目前的轨道

精度非常好，原定于3日和5日的

两次修正，目前确定已全被取

消。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

任朱民才表示，由于首次中途轨

道修正满足入轨精度要求，嫦娥

二号卫星原计划需进行的中途

轨道修正再次取消，预计将于6

日进入预定环月轨道。

接连取消中途轨道修正，将

为嫦娥二号卫星节约部分燃料，

为卫星在环月轨道开展绕月探

测工作提供更多动力支持。

预计6日上午11时许，嫦娥

二号将结束“奔月”，进入月球轨

道。专家介绍，6日奔月结束后，

当卫星到达月球附近特定位置

时，将实施第一次近月制动，进

入近月点100公里、周期12小时

的月球椭圆轨道。

随后，按照预计时间，将在
10月8日和9日，再进行两次近月

点制动，进入高度100公里的极

月圆轨道。

在完成在轨测试和技术验

证后，嫦娥二号卫星将进入100公

里×15公里绕月椭圆轨道，拍摄

嫦娥三号月球虹湾预选着陆区图

像，并验证快速测定轨等相
关技术。1-2天后，卫星返回
100公里轨道，开展科学探测

任务。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对海姆和诺沃肖洛夫研究的
石墨烯，评审委员会发布的新闻
稿称之为“完美原子晶体”，作为
二维结构单层碳原子材料，强度
相当于钢的100倍，导电性能好、

导热性能强。

诺沃肖洛夫是自1973年以来
最年轻的物理学奖得主。海姆现
年52岁，诺沃肖洛夫36岁。两人在
荷兰奈梅亨大学相识，诺沃肖洛

夫完成博士学业后追随海姆到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工作，在实验室
内应用“机械微应力技术”获得石
墨烯，2004年10月发表第一篇论
文。

新闻发布会上，美联社记者
问及石墨烯的应用前景，海姆回
答，他无法作具体预测，但以塑料
作比，推断石墨烯“有改变人们生
活的潜力”。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5日

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5日宣布，将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荷兰
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和拥有英

国与俄罗斯双重国籍的物理学家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表彰他

们在石墨烯材料方面的卓越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

尔马克宣读了获奖者名单及其获奖

成就。他说，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

丁·诺沃肖洛夫制备出了石墨烯材

料，并发现它所具有的非凡属性，向
世界展示了量子物理学的奇妙。

随后，诺贝尔物理学奖两名评
选委员伦德斯特伦和德尔信对获

奖者的研究成果作了介绍。

他们说，安德烈·海姆和康斯

坦丁·诺沃肖洛夫利用普通胶带成

功地从石墨中剥离出石墨烯，这种

材料仅有一个碳原子厚，是目前

已知的最薄的材料。作为电导

体，它和铜有着一样出色的导电

性；作为热导体，它比目前任何

其他材料的导热效果都好。

利用石墨烯，科学家能够研发
一系列具有特殊性质的新材料。比

如，石墨烯晶体管的传输速度远远

超过目前的硅晶体管，因此有希望

应用于全新超级计算机的研发；石

墨烯还可以用于制造触摸屏、发光

板，甚至太阳能电池。如果和其他

材料混合，石墨烯还可用于制造更
耐热、更结实的电导体，从而使新

材料更薄、更轻、更富有弹性，因此

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海姆和

诺沃肖洛夫的研究成果不仅带来一
场电子材料革命，而且还将极大促进

汽车、飞机和航天工业的发展。

温家宝对日相重申钓鱼岛主权
亚欧首脑会议期间进行交谈，双方同意适时实现高层会晤

温家宝与菅直人走廊“坐”谈

石墨烯

是什么？

第二次和第三次轨道中途修正均被取消

嫦娥二号今日11时许开始绕月

两科学家获取最薄材料石墨烯

普通胶带“粘”出诺奖

海姆坦言，一些同事先前告
诉他，石墨烯研究会成为诺贝尔
奖获奖项目。他的回应是，“不认
为(发表第一篇论文)6年后就会获
奖。”

历年来，但凡自然科学类研

究，从取得成果至获得诺奖，多数
间隔几十年。

一名记者新闻发布会后采访
一名评审委员时提出疑问，海姆和
诺沃肖洛夫是否仅凭最初那一篇
论文就在6年后获奖，所获回答是：

当然不是以一篇论文为依据，而涉
及石墨烯的“分离、认定和分类”。

评审委员会认为，石墨烯可
以应用于晶体管、触摸屏、基因测
序等领域，同时有望帮助物理学
家在量子物理学研究领域取得新

突破。

新闻稿中，评审委员会介绍，

把研究工作视为“游戏”是海姆和
康斯坦丁团队的特点之一，“在过
程中学习，谁知道，或许有一天会
中大奖”。 据新华社

36岁，37年来最年轻的物理学奖得主

仅凭6年前的一篇论文就获奖？

□巡航钓鱼岛

中国渔政船频遭日方骚扰

国庆节期间，中国渔政
钓鱼岛巡航编队指挥船201

船船长施冬下令：“放小艇。”

此次行动是为了慰问渔政船
203。

在钓鱼岛附近的海面上
放小艇，日本海上保安厅的
巡逻船非常紧张，不知道中
国渔政船要干什么。4艘日本
巡逻船赶紧靠近围拢，无线
电里也开始呼叫渔政201，问
中国渔政船在后甲板作业要

干什么。

操纵小艇的水手长陆根
华技术极为娴熟。把慰问渔
政203船的一行人送到目标
船上后，在海里穿梭驰骋起
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3C也
飞了过来，这几天，它每天上午
都会来，不过一般飞个一两圈
就回去了，但这一次见两条中
国渔政船会合在一起，还放下
了小艇，侦察行动少有地持续
了近半个小时。 (新华)

安德烈·海姆，荷兰

籍，1958年出生于俄罗
斯的索契，1987年在俄

罗斯科学院固体物理学

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

目前同时受聘于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和荷兰奈梅

亨大学，也是荷兰代尔

夫特大学的名誉教授。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
夫1974年出生于俄罗斯

的下塔吉尔，具有英国

和俄罗斯双重国籍。

2004年诺沃肖洛夫在荷
兰奈梅亨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在读博士期间，他

就与安德烈·海姆开始了
合作研究。

惊喜

疑问

据新华社东京10月5日

电 据日本媒体5日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

当天上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日本期待改善日中关

系。

仙谷在记者会上说，日

中两国首脑进行交谈，从推

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和改善

两国关系的意义上讲，对亚

洲各国、日中两国及世界经
济来说是好事。

日本期待改善日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