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在中蒙经贸活动标准化论

坛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工程师韩毅

与蒙古国标准计量局代理局长宝·毕力汞互

相交换中蒙建材领域标准互认与转化文本。

国家标准委、蒙古国标准计量局、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有关领导同志现

场见证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按照文本，8项中国建材领域国家标准将

转化为蒙古国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全部采用

中国文本表述，如中国编号 GB175-2007 通

用 硅 酸 盐 水 泥 ，转 化 成 蒙 古 国 标 准 后 为

MNS GB 175:2019 Common Portland Ce-

ment，实现了中国标准和中国技术的全面走

出去，对我国标准行业领域和建材行业领域

发展意义重大。

“这是我国建材领域向国外正式转化的第

一批标准。”国家标准委标准管理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科技部 NQI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

国标准走出去适用性技术研究（二期）”项目支

持下，由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国检集团”）主导，历时两年，克服种

种困难，终于实现了建材标准“走出去”。

中国标准走出去刻不容缓

标准能够大幅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发挥

着“通行证”和“桥梁”等不可替代的作用。让

中国标准走向世界，不仅是为了使国际贸易

更加便捷、通畅，还有利于共享人类文明进步

的成果，对我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带

动沿线国家相关技术与管理水平提升，将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在工程建设、生产装

备、基础建设、电子信息、服务咨询等多个领

域，我国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大量的业务。

我国与蒙古国具有十分宽广的贸易产品

往来，从历史来看，双方保持多年睦邻友好关

系。我国进口蒙古国大量矿产、乳业、畜牧业

等产品，同时向蒙古国出口大量的建材、装

备、机械等工业产品。

蒙古国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一

站，工业化水平低、农牧业为主、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进出口产品种类单一、标准化工作发

展缓慢。

近年来，蒙古国经济增长快速，基础设施

建设需求量明显增加。我国在蒙古国承建了

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建筑领域相关工程，涵盖

了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机场、铁路、隧道等；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机场公

路、高速公路以及住宅等；同时，许多中方企

业在蒙古国投资建设了如钢铁、水泥、冶金等

生产工厂，包括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投资的蒙

欣巴音嘎拉公司日产 2500吨水泥生产线。

但在工程建设和建材等产品生产中，中

方企业深切感受到，标准的不统一，给项目目

标、进度和成本控制等带来了新困难。

按照规定，我国承建的工程所使用的建

筑材料要按照蒙古国的标准通过验收，中国

水泥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要经过蒙古国的实

验室检测，同时符合蒙古国的标准才能出厂

销售。

但由于蒙古国的检测手段和产品指标规

定与我国有许多不同之处，建材产品指标不

合格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产品不合格率升高

以及资源浪费。此外，蒙古国检测周期过长、

费用过高，也给企业造成工程建设进度慢、资

源浪费和成本增加等问题。

同时，标准的不同，还给生产、流通以及

贸易制造了壁垒。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更进一

步，不受制于人，中国标准走出去刻不容缓。

两国标准化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中国是世界上的水泥生产和消费大国，

水 泥 产 量 自 2002 年 以 来 一 直 稳 居 世 界 第

一。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合作，

我国水泥领域企业积极拓展境外工程承包业

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材产业提供

优质技术服务。中国建材（？）下属企业中国

联合水泥在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建设了蒙欣巴

音嘎拉水泥公司，该厂在 2015和 2016年分两

期 完 工 ，设 计 水 泥 产 能 100 万 吨 ，熟 料 线

2500t/d，缓和了蒙古国国内水泥供需紧张的

局面。

作为标准工作的开拓者，近年来，国检集

团已正式发布 9 项国际标准，国家、行业和地

方标准 330 项，标准样品 78 项；在研标准 200

余项。可谓硕果累累，能力出众，多次获得标

准化相关机构的奖励，在建材领域标准化进

程上也得到了政府机构和行业的极大关注和

支持。

作为标准工作的开拓者，国检集团牵头

负责开展建材领域重点标准走出去适用性

研究。

标准转化的过程可谓困难重重，既涉及

到转化标准的技术内容、实际条件、文本表述

和内容审议等具体内容，又涉及到国际关系、

法律法规、商务谈判以及合同协议落地等多

边内容。

协调的部门包括两国政府机构、标准化

管理机构、领域内建材技术委员会、多个国家

实验室等几十个相关技术管理部门。

国检集团组建了一支拥有丰富标准制修

订经验的团队，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开始了

常规操作。

然而刚迈出第一步，团队就碰了壁，工作

甚至一度停滞。

在与蒙古国标准化相关机构和专家联系

时，我国有关机构发现，蒙古国标准化方面的

专家少，标准化机构亦无处可寻。

项目团队并不灰心，而是另辟蹊径，摒弃

传统的标准制定思路，将由下而上的制定流

程改为从标准的最高管理部门切入。

利用一次蒙古国标准化机构访问中国的

机会，团队与蒙方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初步

沟通。蒙方积极的态度和寻求本国标准化发

展的迫切性，让团队顿感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8 年 5 月，由国家标准委、国检集团专

家组成的出访组一行 4 人，在中国建材集团

蒙古国分公司负责人的陪同下，赴蒙古国参

加由蒙古国标准化计量局在首都乌兰巴托举

行的“中蒙建材领域标准技术交流会”，并进

行调研。会后，出访组参观了蒙古国国家建

材实验室以及中国建材集团蒙古国分公司，

并制定了两国建材重点实验室开展实验室数

据比对方案。通过调研，团队摸清了蒙古国

建材领域的标准状况，但同时很快发现，蒙古

国的原材料情况、建材种类以及现行标准中

参数、检测技术、表达方法与我国标准具有很

大差异。

由国检集团组织，团队与蒙古国确定

了水泥及原材料等 8 项相关建材标准转化

工作。

经过数据比对、方案制定、中蒙英译文翻

译、校审、专家技术审议等多项工作后，2018

年 8月 8日，由国家标准委和蒙古国标准计量

局共同召开的第二次“中蒙建材领域标准技

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双方标准化管理机构

及技术专家对目前转化的标准进行了确认，

并共同签署了标准转化协议。2019 年 7 月，

蒙古国政府组织国内专家审议并顺利通过转

化的 8项标准。2019年 9月，双方标准化管理

机构进行了标准交换，8项中国国家标准转化

的建材领域标准正式在蒙古国具备了合法的

位置并付诸实施。

在整个标准转化过程中，由国家标准委、

国检集团及蒙古国标准化机构签订了多份协

议，包括《中蒙建材领域标准化技术交流备忘

录》、《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蒙古国

标准化管理机构合作协议》、《中蒙建材标准

专家工作组成立的框架协议》，不仅助推中国

标准走出去，同时也促进了两国的标准化专

家组的成立，开拓了两国标准化沟通的渠道，

使得两国的标准化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仅仅是开始

中国标准在蒙古国的成功转化，不是终

点，仅仅是开始。国检集团水泥检验人证院

王瑞海副院长说，下一步将与蒙古国标准化

管理机构深度合作，在蒙古国开展转化标准

的宣贯、技术服务、培训和检测设备的全链条

合作，同时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建材领

域其它标准的转化工作，并与蒙古国标准化

机构合作在蒙古国建立中蒙标准化实验室，

推动中国标准化在蒙古国的全面发展，促进

中蒙两国共同发展。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韩毅认为，

我国是建材大国，却不是建材强国，国家经济

结构的调整要求我们的建材产品高质量发

展，更要求与国际接轨，既要推进我国建材产

品、相关生产及检测设备以及咨询服务走出

去，又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人类

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展。

中 国 建 材 标 准 首 次 实 现“ 走 出 去 ”
—— 记 中 蒙 建 材 领 域 标 准 互 认 与 转 化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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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2018年8月8日，北京—中蒙建材领域标准技术交流会合影。 照片由作者提供

2018年8月8日，北京—中蒙两国标准化管理机构负责人签订标准转化协议书。
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法国商务投资署的支持下，11 月 25 日

至 12 月 6 日, 12 家法国初创公司代表来华，

开 启 为 期 2 周 的“ 中 法 创 新 发 现 之 旅 ”

（French Tech Tour China）。这一沉浸式项

目，是为了支持数字经济和能源转换领域的

法国企业在中国发展。

10 月初，这 12 家公司在巴黎参加了项目

行前预备营，经过专家评审团的层层选拔，最

终入围。这些公司分属 AR/VR、航空、银行、

出行、能源储存、半导体、通讯及标记追溯等

领域。

来华后，这些企业先后在深圳、广州、香

港、成都、上海和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创新生

态体系；通过这一强化培训，这些企业获得了

与中国市场相关的跨文化交流、工业产权保

护、商业惯例、社交网络工具以及法律法规等

方面的专业指导和建议。

感受中国魅力，寻求合作机会

超过 10000 家高新初创公司所构成的创

新生态体系，是支持法国经济的最强原动力

之一，这些初创企业也期待成为中国企业可

靠并具备竞争力的合作伙伴。

自2012年以来，法国商务投资署一直携手

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共同帮助具有潜力的法国

初创公司和中小企业在中国市场健康发展。针

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法

国创新企业也带来了自己的技术解决方案。

坐落于航空城图卢兹的 eyelights 公司带

来增强现实技术（HUD），可以适配所有车型

和摩托车头盔。其创始人罗曼•杜弗洛在这

家公司工作已经超过 10 年，他说自己不是第

一次来中国，但以前都是来旅游，这回却是第

一次谈商务合作。他惊叹于中国的高速发

展，并指出，“不管是哪个中国城市的人们，都

有着不断向上、向善的追求，跟他们在一起，

我感觉到很温暖、很安全；中国人对新科学、

新技术，接受程度很高，我们的技术在哪个中

国城市都很受欢迎”。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来华寻求投资与合作机会的法国初创企业家

们会主动要求和现场华人加微信。“法中科创

大奖”奖杯获得者——法国格勒诺贝勒 AI 芯

片公司 Kalray 总裁埃里克·柏苏告诉记者，他

用微信已经有两年时间，很喜欢这个应用，还

鼓动身边的法国朋友也下载这个应用。他说：

“你们中国人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在用手机支

付，实在太便利了，这点法国还差得很远。”

科技需要合作，世界才能共赢

在为中法两国交流注入新活力的同时，

“中法创新发现之旅”也促进了中法企业间的

科技创新与商业合作以及初创企业融资。

柏苏认为，法国商务投资署“中法创新发

现之旅”是了解和验证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绝

佳经历。“我们不仅找到了潜在客户与合作伙

伴，也掌握了逐步拓展中国市场的必备信息。

我们在开发产品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得到新的

启示，对中国市场营销有了全方面的认知。”

柏苏说，他对此次中国之行的最深印象，

就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在提升各

自创新能力、运用科技增进人民幸福感上又

高度一致。比如深圳的创业生态之完善，成

都增长之迅猛，都让他印象深刻。

谈到中法在科技领域的创新合作，柏苏

表示：“我们两国都是文化大国，而法国提倡

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与中国文化不谋而合。

科技需要合作，世界才能共赢。”

事实证明，在参加过“中法创新发现之

旅”的 67 家企业中，有 1/3 已经在中国设立了

公司，半数以上的法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

保持着稳定的业务往来。

法 国 企 业 组 团“ 沉 浸 ”在 中 国
——第八届“中法创新发现之旅”侧记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刘霞）
人们通常认为，量子技术利用了统辖粒子行

为的量子力学原理，其过于脆弱而无法与我

们日常常用的电子设备共存。但据物理学家

组织网 9日报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最

近宣布：量子态可被集成在由碳化硅制成的

常用电子设备内并被很好地控制。最新研究

让利用光纤网络传输量子信息更进了一步。

在发表于《科学》与《科学进展》上的两篇

论文中，最新研究首席研究员、量子技术先驱

大卫·奥沙隆带领的团队证明，他们可以用电

控制嵌入碳化硅内的量子态。与科学家在量

子实验中通常需要使用超导金属或钻石等奇

特材料相比，最新突破或许提供了一种更方

便地设计和构建量子电子设备的方法。

奥沙隆指出，这些位于碳化硅内的量子

态有一个独到之处：可以发射波长接近电信

频段光的单个粒子（光子）：“这使这些光子非

常适合通过光纤网络进行长距离传输，目前，

全球 90％的数据由这些光纤网络传输。”

此外，与现有电子设备结合使用时，这些

光子可以获得新特性。例如，在一篇论文中，

团队创建出了所谓的“量子调频收音机”。与

将音乐传输到汽车收音机的方式一样，量子

信息可以在极长距离内传输。

此外，在刊载于《科学》杂志的论文中，研

究团队解决了量子技术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

题：噪音。

这一论文作者克里斯·安德森说：“所有半导

体器件都有杂质，在量子尺度上，这些杂质会创

建嘈杂的电环境，从而扰乱量子信息，这也是量

子技术领域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他们借助

二极管，让量子信号没有噪音并几乎完全稳定。

目前，奥沙隆团队正致力于将量子力学

的奇特性质与经典半导体技术相结合。他

说：“这使我们向实现能在光纤网络中存储和

分配量子信息的系统迈进了一步。这种量子

网络将带来新颖的技术，最终让我们创建出

无法破解的通信通道、实现单电子态的隐形

传送和量子互联网。”

量子态可被集成在日常电子产品内
为利用光纤网络传输量子信息奠定基础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0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10 日发表

的一项材料学最新成果，科学家 3D打印了

一款全新合成聚合物铠甲，这是用一种以

海洋软体动物石鳖的环带为灵感的新型柔

性铠甲。

通常意义上，铠甲是古代将士穿在身

上的防护装备。但在现代社会实际操作

中，很多高危领域依然需要类似这种安全

程度比较高的护具。生物学一直是铠甲设

计的灵感来源，但灵活性却永远是铠甲开

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生物学家们此前已知，海洋软体动物

石鳖的背部有较大的壳板，能起到保护作

用。石鳖其实属于一种原始类型的贝类，

贝壳由 8 块壳板以覆瓦状排列组成，形状

有点像陆地上常见的潮虫。但最特殊的地

方在于，其贝壳周围还有一圈外套膜，称为

环带，而且它们还有成排的矿化鳞片可以

保护未受壳板覆盖的部位。

此次，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

员李凌（音译）及其同事，分析了石鳖如何

能在演化出自我保护机制的同时维持着

一定的活动度。研究团队利用多项技术

研究了不同石鳖物种的矿化鳞片的结构

和功能，随后设计并 3D 打印了一款合成

聚合物铠甲，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鳞片结构

和功能。

在实验中，研究团队还演示了这种 3D

打印的柔性铠甲可作为护膝，保护身体不

被碎玻璃划伤。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他们目前开发的

铠甲为塑料材质，但具有 3D打印不同材料

的潜力，意味着该研究提出的设计原理有

望应用于其他功能性原型的设计。

古往今来，设计武器和防具的工匠，或

许从动物中得了不少灵感。甲虫好似坦

克，蜻蜓好似直升机，鲨鱼好似鱼雷……现

在又多了石鳖同款的柔性铠甲。它好像武

侠小说里的软猬甲，既合身又刀枪不入。

未来士兵，消防员，驾驶员都可以借它防

身。大自然除了赐给我们资源，也赠送了

巧妙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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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钊

图为“法中科创大奖”奖杯获得者—法国格勒诺贝勒 AI芯片公司 Kalray总裁埃里克·柏苏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进行路演。 本报记者 李钊摄

海洋软体动物石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