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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导演受邀来华授课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周飞亚）� 日，由文化

部艺术司、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联合主办的文化管理人才培训计划在北京启动。

凯文·麦考伦、苏珊·弗罗斯特、托尼·斯蒂迈克等美
国百老汇国际经典剧目的导演、演艺制作人和音乐剧营
销管理人员，将在首期“演艺创作营销研修班”上授课。他
们将为国内各改制院团、剧场、艺术学院及文化产业等机
构人员，讲授经典剧目艺术创作经验与国际演艺市场的
运作规范，并与国内艺术管理及艺术营销业内人士进行
现场交流互动。

主办方表示，该计划旨在满足各级艺术院团在体制
改革和产业发展中的人才需求，提升广大文化机构在结
构转型中的竞争力，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创作、管理和营销
人员提供一个专业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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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紫外固态激光源装备，波长更短、性能更高、成本更低

我国为全球唯一实用化制造者
本报记者 喻思娈

近日，我国成功自主研制出 �

台深紫外固态激光源装备，不仅是
全球首创，有望使我国科学家在一
系列前沿探索中占据主动，更能推
进我国尖端科研设备产业化。

我国成为世界

上唯一能够制造实

用化深紫外全固态

激光器的国家

深紫外激光波段（���）是指
波长短于 ��� 纳米的光波，具有能
量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高、光子通
量密度大等特点。深紫外激光技术
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等领域有
重大应用价值。然而，“缺乏实用化、
精密化激光源，影响了 ��� 科研
装备和前沿研究的发展。”中科院理
化所研究员、“深紫外固态激光源前
沿装备研制”项目首席科学家许祖
彦院士说。

要产生深紫外波段激光，关键
是找到合适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在
科学界，��� 纳米常被形容为一堵
“墙”，谁突破了这堵墙，就可能在深
紫外重大前沿装备及相关领域的探
索中占据制高点。

经过 �� 余年努力，中科院的科
研人员在国际上首先生长出大尺寸
氟硼铍酸钾晶体（����）。经测试，
该晶体是第一种可用直接倍频法产
生深紫外波段激光的非线性光学晶
体。许祖彦院士研究组与陈创天院
士研究组合作，在此基础上发明了
���� 晶体的棱镜耦合技术，即无
需按照匹配角斜切割，即可实现激
光倍频输出。

���� 晶体的棱镜耦合技术，
使获取实用化的激光源器件成为可
能。该技术已经获得中、美、日 � 国
发明专利授权，保证了我国在深紫

外激光输出的全球领先地位。
随着晶体和器件制造的突破，

我国科学家在全固态激光领域首次
打破 ��� 纳米这个壁垒，搭建了深
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与器件和深紫
外全固态激光源两个平台，我国也
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实用
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的国家。

�

台科学装备

属国际首创，部分

产品将进行一定的

产业化探索

实用化的深紫外全固态激光源
设备出现之前，获取小于 ��� 纳米
的深紫外波段，主要依靠同步辐射
和气体放电等非相干光源。这些光
源虽有波长短、波段宽的优势，但设
备造价高昂，而且存在能量分辨率
低、光子通量小、密度低等不足，不
能满足深紫外波段前沿科学装备发
展的需求。
“一些同步辐射装备，花费近亿

元，体积也非常大，实用性比较差；
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不仅大大降低
了仪器成本，还有更好的性能。”许
祖彦说。经过 � 年多的努力，我国科
学家在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 � 台实
用化、精密化的深紫外固态激光源
装备。

这 � 台科学仪器是：深紫外激
光拉曼光谱仪、深紫外激光光化学
反应仪、深紫外激光光发射电子显
微镜、深紫外激光光致发光光谱仪、
深紫外激光自旋分辨角分辨光电子
能谱仪、光子能量可调深紫外激光
光电子能谱仪、深紫外激光原位时
空分辨隧道电子谱仪以及基于飞行
时间能量分析器的深紫外激光角分
辨光电子能谱仪。

许祖彦介绍，这 � 台机器，不

仅在装备上是国际首创，性能指标
也国际领先，并实现了关键指标的
突破。目前，这 � 台科学仪器已经
在石墨烯、高温超导、拓扑绝缘体、
宽禁带半导体和催化剂等的研究
中获得了重要结果。比如，利用深
紫外激光光发射电子显微镜对石
墨烯开展研究，为石墨烯等光电子
材料发展和应用提供有力的研究
手段；利用光子能量可调深紫外激
光光电子能谱仪，首次将光子能量
连续可调深紫外激光应用到光电
子能谱仪，可在变激发波长条件
下，同时实现高能量分辨、角分辨
和体效应观测功能。

据介绍，我国的尖端科学仪器
几乎全为进口，我们虽能写出前沿
的论文，却做不出高端的设备，“能

产蛋却不能养鸡”。这 � 台深紫外固
态激光源装备及其在科学仪器上的
突破，使这一局面得以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研制还进
行了一定的产业化探索。“深紫外固
态激光源前沿装备研制项目”总体部
总经理詹文山说，在一期项目立项之
初，就考虑了今后做产业化的可能，
并不是一锤子买卖。为此，项目团队
初步打造了“晶体—光源—装备—科
研—产业化”自主创新链。在成功研
制 �台重大仪器设备的同时，还搭建
有深紫外非线性晶体和器件研制平
台、深紫外固态激光器研发平台和深
紫外应用仪器开发平台。

詹文山说，有了平台，深紫外
仪器的研制及其商品化有了基础。
他表示，当前，核心器件深紫外晶

体及器件已经实现年产 �� 个的小
批量生产，为后续仪器设备产业化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项目团队已经
联合中科科仪选定深紫外激光发
射电子显微镜作为产业化尝试。据
了解，当前已经接到了多家单位的
订单，其余几台机器的产业化工作
也正在酝酿。

当前，产业化面临的实际困
难，除了市场范围有限之外，是如
何更好更快的生长出 ���� 晶体。
詹文山说，生长出一块实用的高质
量晶体非常困难，通常需要好几个
月。不过，詹文山表示，研究团队已
经找到提高晶体生长成品率和晶
体厚度的方法，加上器件制备技术
的完善，有信心满足二期及今后产
业化的需求。

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漫博会上，衍生品生产签约额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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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动漫更赚钱了
本报记者 贺林平

下游产业链逐

步完善，苦熬的动

漫 企 业 开 始 有 钱

赚了

现今三四十岁的人，在赞叹美
国、日本动漫的精彩时，常常怀念自
己童年时的动画片。“那时候，《大闹
天宫》、《阿凡提》、《黑猫警长》等作品
风靡一时，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牵着
女儿逛漫博会的市民张明超感慨。
“手冢治虫先生作品《铁臂阿童

木》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中国动漫
《铁扇公主》。”日本动画制片人松谷
孝征回忆，日本动漫行业的兴起与
中国动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断层，本土
动漫近年来逐渐复苏，产量自 ����

年开始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
动画生产国。根据权威数据，����
年，国产动画片总时长 �� 万多分
钟，大约是日本的 ��� 倍。���� 年的
产量虽然 � 年来首降，但仍是日本
的两倍有余。

高产的同时，中国动漫的质量

也得到了提升。“好看的动画片多了
起来，从《喜羊羊》的一枝独秀，到
《熊出没》、《猪猪侠》等多花齐放。”
这是与会专家的共同感受。

最重要的是，随着下游产业链
的完善，苦撑苦熬的动漫企业开始
“有钱赚了”。“猪猪侠”之父、广东
咏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古志
斌深有感触：“���� 年我们推出了
‘猪猪侠’，熬了 � 年，终于达到了
收支平衡。”

���� 年，古志斌做起了动漫舞
台剧。“截至目前，第一部舞台剧已
经演出了 ��� 场，收益超过 ���� 万
元。”尝到甜头后，古志斌在 ����

年推出了第二部舞台剧，已演出了
��� 余场，“年初，我们推出了首部
动画电影，票房 ���� 多万元，也是
赚的”。

不过，目前盈利最大的一块是
衍生品授权，“现在获得授权的公
司 �� 多家，多数签署是按产品销
售量来计算，每卖一件产品都有收
益。”他有经验之谈，“要做产业，就
要心里有市场。在产品推出前，最
好先想好出路。知道衍生产品做什
么，精准的受众定位是最重要

的。”古志斌说。

�

游 戏 、主

题公园……“后玩

具时代”赢利点更

丰富了

动漫始终是一个“烧钱”产业，
而且资金回笼慢。漫博会举办的初
衷，正是让企业的“烧钱”周期进一
步缩短。

与杭州动漫展不同，东莞漫博
会从首届开始，就突出动漫原创和
衍生品制造的产业对接特色。“衍生
品是反哺原创动漫创作的重要条
件。”“喜羊羊”之父黄伟明已在动漫
界摸爬滚打了多年，“动漫的收益，
七成在衍生品。”

很多人认为，“动漫衍生品版权
交易”，无非是动漫形象与制衣、玩
具、家具等实体企业合作，在这些日
常生活用品贴上动漫形象，提高附
加值。但在今年的漫博会上，记者发
现，动漫衍生品已经不局限于此，而
走进了“后玩具时代”。针对低龄儿
童的早期教育、动漫形象的 � 游

戏，甚至是主题公园……衍生品模
式的多样化，使得赢利点更加丰富。

在国外，通过动漫形象对儿童
进行早期教育和心智开发已经被认
为是优秀的教育方式，天线宝宝、花
园宝宝、小鸟 � 号、小猪威比等知名
幼教动漫品牌，为家长和孩子们广
泛接受。无独有偶，本土企业“功夫
龙”也在早教方面下了功夫。其展位
负责人介绍，功夫龙动画片以《�—�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研发大
纲，专为国内 �—� 岁儿童量身打造
了分龄体验式的性格培育课程。

资金、人才、知

识产权……本土动

漫要小心“倒春寒”

漫博会上，动漫原创展区年年
占着最核心的区域，不过记者发现，
展区里超过半数的却是新展出的企
业。据业内人士分析，动漫前期制作
投入大，如果产品推出后在市场上
没有反响，就意味着“见光死”。话里
话外，原创动漫不是这么好做的，
“春意”未浓，尚需小心“倒春寒”。

由于不够本钱搞原创，目前国
内动漫企业更多的是在为国外动漫
做“代加工”，赚取廉价的加工费。与
此同时，国家的扶持模式还需改进。
据介绍，在日本、韩国等动漫产业发
达的国家，国家扶持的是优秀产品，
而国内的扶持却是平均用力，“撒胡
椒面”，导致亟须大力扶持的企业后
劲不足。

同台竞技，本土动漫与海外动
漫的差距就显现了出来，优秀的动
漫人才难觅已成为困扰不少本土动
漫企业的大问题。据介绍，目前国内
动漫设计专业人才大约有 � 万人，
而需求却在 �� 万人以上。目前最紧
缺的，是在不抄袭的情况下能讲出
“好故事”的编剧。

有着五六年动漫编剧经验、曾
参与过“喜羊羊”制作的杨雪平说，国
内 ���的动漫原创企业对编剧的回
报不超过成本的 ��；而在国外，编剧
的收入却高达 ���。优秀编剧的极度
紧缺，直接导致国产动漫缺乏创意。

资金、人才之外，还有一个很大
的瓶颈是知识产权。东莞漫博会是国
内首家以版权保护和贸易为主题的
国家级影视动漫专业盛会，本届展会
共为参展商的 ��� 件作品进行了著
作权免费登记，并创造了连续 �届展
会期间著作权纠纷“零投诉”的纪录。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这绝不代表国
内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实状况。

一个圈圈，两点小眼睛，一张微
笑大嘴，很多人对这张笑脸并不陌
生。实际上它是源自法国的 
	����

品牌，该公司出席漫博会的负责人
却表示：“现在国内所有在售的笑脸
服饰都是盗版的。”至今，
	���� 一直
徘徊，没有进入中国市场。“公司并
不是没有想过打进大陆市场，但是
大陆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得力，很
早已经仿品横行。”广东省原创动力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蔓仪也
坦言，市面上的“喜羊羊”产品，九成
都是假的。

本土原创动漫迎来成长的“春天”了吗？或

许是的。

国内 ��� 家动漫原创企业参展，比去年增长 ���；获

“年度国际优秀动画片奖”的两部作品中，一部迪士尼的、

一部中国的……日前在广东东莞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影视

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简称漫博会），处处透出这一迹象。组委会

日前宣布，本届漫博会原创———制造（衍生品生产）对接成效明显，共有海

内外参展企业 ��� 家，现场签约金额 ���� 亿元。

但这种“春天”，还远不是春暖花开。在参展企业口中，本土原创动漫还

面临资金不足、人才紧缺、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等诸多问题，成长环境依然

“春寒料峭”，甚至还有可能遭遇“倒春寒”。

———编 者

广西藤县

关注：小学生乘竹排上学
方案：村内就近设教学点

据新华社南宁 � 月 � 日电 （记者张周来）记者从广
西藤县了解到：针对网上热传的古龙镇陈平小学陈山分
校部分小学生乘竹排上学的问题，梧州市教育部门和藤
县教育、交通、水利、移民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 � 日已进
驻当地，研究解决问题。

据了解，藤县古龙镇陈平小学陈山分校建校于上个
世纪 �� 年代，现有在校学生 �� 人，教师 � 人。有 �� 名学
生住在与学校隔水相对的那龙自然村。当地干部透露，实
际上藤县政府曾投资 ��� 多万元建设了环水库乡村公
路，正常情况下 �� 多名学生可以从这条路去上学。

古龙镇中心校校长韦浩华介绍，学校要求走陆路确
保学生安全，但有学生家长认为走陆路比较远，雨天泥泞
难行，而乘竹排上学直线距离仅仅 ��� 多米，部分学生转
而乘竹排上学。韦浩华说，学校为那龙学生购买了救生
衣，并要求学生家长陪同护送，而实际上孩子们乘坐竹排
有时有大人陪同，有时则完全靠自己划桨，安全隐患突
出。加上近期洪水淹没了学生陆路上学途中必经的一座
桥，孩子们不得不全部转由水路上学。

� 日上午工作组已初步拿出解决方案：马上在那龙
租借民房设立教学点，就近解决村里孩子们上学难问题。
有关部门正协调大壬水库加快放水，待水位下降后将对
桥梁进行检查维修。

下图：� 日，几名小学生乘竹排渡过水库去上学。

人民视觉

我国科学家破解
H7N9 病毒感染人奥秘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吴月辉）记者从中科院
获悉：该院高福课题组在 ���� 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跨
宿主传播机制研究上取得新突破，阐明了 ���� 禽流感
病毒感染人的原因。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

���� 年 � 月暴发的 ���� 禽流感病毒是一种新型
重配病毒，于上海和安徽两地率先被发现。高福率领的团
队着重关注了被最早报道的两个毒株，即安徽株和上海
株。据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施一介绍，安
徽株是此次流感暴发事件中的流行毒株，而上海株则只
在一个病例中分离得到，两株病毒在一级序列上显示出
各自的独特性。研究人员通过检测两株受体的结合特性，
发现安徽株既能结合禽源受体，又能结合人源受体，而上
海株却偏好性地结合禽源受体。“这充分解释了安徽株由
于获得人源受体的结合能力，使其具备了在人群中普遍
流行的可能性。”

目前科学家认为，此次暴发的 ���� 禽流感病毒具
备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研究人员推测由于 ���� 病毒
仍然具备强结合禽源受体的能力，而人呼吸道上有很多
带禽源受体的黏液素束缚住了病毒的扩散，使得 ����

病毒无法有效传播。

成都开设我国第一座
“黑暗中对话”体验馆

本报成都 � 月 � 日电 （记者王明峰）� 日，我国第
一座“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在成都锦江区开馆，即日投入
运营。
“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始创于德国，现在已落户全

球 �� 个国家和地区、��� 个城市，体验者逾 ��� 万人。这
座体验馆总面积约为 ��� 平方米，是全球面积第二大体
验馆，也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城市为主题的体验馆。

不得携带手机等任何带有光源的物品，只能携带一
根盲人使用的探路手杖，� 位市民在视障导赏员的指导
和陪伴下，一起进入了一个没有光线的超大“黑屋子”。体
验者像盲人一样不依靠视觉“游览”都江堰、杜甫草堂、宽
窄巷子，去菜市场购物……声音、气味、事物的形状成了
感知外境的媒介，�� 分钟的体验让市民感触良多，“真切
地体验了视障人群的感受，从我做起，呵护他们，也希望
社会能更多关注和包容他们。”

制图：蔡华伟

中科院工作人员在观察深紫外全固态激光源平台的运行情况。 新华社记者 马 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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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成功自主研制出 8台深紫外固态激光源装备，不仅是全球
首创，有望使我国科学家在一系列前沿探索中占据主动，更能推进我国尖

端科研设备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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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实用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的国家

深紫外激光波段（DUV）是指波长短于 200纳米的光波，具有能量分
辨率高、光谱分辨率高、光子通量密度大等特点。深紫外激光技术在物理、

化学、材料、生命等领域有重大应用价值。然而，“缺乏实用化、精密化激

光源，影响了 DUV科研装备和前沿研究的发展。”中科院理化所研究员、“深
紫外固态激光源前沿装备研制”项目首席科学家许祖彦院士说。

要产生深紫外波段激光，关键是找到合适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在科学界，

200纳米常被形容为一堵“墙”，谁突破了这堵墙，就可能在深紫外重大前
沿装备及相关领域的探索中占据制高点。

经过 10余年努力，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在国际上首先生长出大尺寸氟硼
铍酸钾晶体（KBBF）。经测试，该晶体是第一种可用直接倍频法产生深紫
外波段激光的非线性光学晶体。许祖彦院士研究组与陈创天院士研究组合

作，在此基础上发明了 KBBF晶体的棱镜耦合技术，即无需按照匹配角斜
切割，即可实现激光倍频输出。

KBBF晶体的棱镜耦合技术，使获取实用化的激光源器件成为可能。
该技术已经获得中、美、日 3国发明专利授权，保证了我国在深紫外激光
输出的全球领先地位。

随着晶体和器件制造的突破，我国科学家在全固态激光领域首次打破

200纳米这个壁垒， 搭建了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与器件和深紫外全固态激
光源两个平台，我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实用化深紫外全固态

激光器的国家。

8台科学装备属国际首创，部分产品将进行一定的产业化探索

实用化的深紫外全固态激光源设备出现之前，获取小于 200纳米的深
紫外波段，主要依靠同步辐射和气体放电等非相干光源。这些光源虽有波

长短、波段宽的优势，但设备造价高昂，而且存在能量分辨率低、光子通

量小、密度低等不足，不能满足深紫外波段前沿科学装备发展的需求。

“一些同步辐射装备，花费近亿元，体积也非常大，实用性比较差；深

紫外全固态激光器不仅大大降低了仪器成本，还有更好的性能。”许祖彦说。

经过 3年多的努力，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 8台实用化、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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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深紫外固态激光源装备。

这 8台科学仪器是：深紫外激光拉曼光谱仪、深紫外激光光化学反应
仪、深紫外激光光发射电子显微镜、深紫外激光光致发光光谱仪、深紫外

激光自旋分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光子能量可调深紫外激光光电子能谱

仪、深紫外激光原位时空分辨隧道电子谱仪以及基于飞行时间能量分析器

的深紫外激光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许祖彦介绍，这 8台机器，不仅在装备上是国际首创，性能指标也国
际领先，并实现了关键指标的突破。目前，这 8台科学仪器已经在石墨烯、
高温超导、拓扑绝缘体、宽禁带半导体和催化剂等的研究中获得了重要结果。

比如，利用深紫外激光光发射电子显微镜对石墨烯开展研究，为石墨烯等

光电子材料发展和应用提供有力的研究手段；利用光子能量可调深紫外激

光光电子能谱仪，首次将光子能量连续可调深紫外激光应用到光电子能谱

仪，可在变激发波长条件下，同时实现高能量分辨、角分辨和体效应观测

功能。

据介绍，我国的尖端科学仪器几乎全为进口，我们虽能写出前沿的论文，

却做不出高端的设备，“能产蛋却不能养鸡”。这 8台深紫外固态激光源装
备及其在科学仪器上的突破，使这一局面得以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研制还进行了一定的产业化探索。“深紫外固态

激光源前沿装备研制项目”总体部总经理詹文山说，在一期项目立项之初，

就考虑了今后做产业化的可能，并不是一锤子买卖。为此，项目团队初步

打造了“晶体—光源—装备—科研—产业化”自主创新链。在成功研制 8
台重大仪器设备的同时，还搭建有深紫外非线性晶体和器件研制平台、深

紫外固态激光器研发平台和深紫外应用仪器开发平台。

詹文山说，有了平台，深紫外仪器的研制及其商品化有了基础。他表示，

当前，核心器件深紫外晶体及器件已经实现年产 50个的小批量生产，为后
续仪器设备产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项目团队已经联合中科科仪选定深

紫外激光发射电子显微镜作为产业化尝试。据了解，当前已经接到了多家

单位的订单，其余几台机器的产业化工作也正在酝酿。

当前，产业化面临的实际困难，除了市场范围有限之外，是如何更好

更快的生长出 KBBF晶体。詹文山说，生长出一块实用的高质量晶体非常
困难，通常需要好几个月。不过，詹文山表示，研究团队已经找到提高晶

体生长成品率和晶体厚度的方法，加上器件制备技术的完善，有信心满足

二期及今后产业化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