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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双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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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建好，地上用好。”作为国家重

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我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2012年底正式提供服务以来，连

续稳定运行，北斗系统已进入全球组网

新阶段，应用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一张国

家名片。

自主创新确保
北斗系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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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翻新的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涂

上了“护肤品”——易净星研发的隐形镀

膜剂产品。五年前，这个“护肤品”的原型

还在清华大学学生肖鹏飞的矿泉水瓶里，

他带着它和创业梦想来到清华x-lab平

台接受辅导培育。在这里，一个好技术找

到商业市场，一个学生成长为CEO，一个

好点子缔造出一家新公司。

让创业的门槛像一条线

□ 陈 聪 孔祥鑫 周 勉

我们距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伟大目标从未如此之近。

近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将亿

万人民的目光聚焦“中国创新”；一次

次如潮掌声中，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路径变得更加清晰。

创新之要，唯在得人。从西藏自

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原总工程

师多吉与有关专家共同发现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热泉型铯硅华矿床，到

82岁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弥曼获得“世界

杰出女科学家奖”，科技工作者们“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

科研攻关忘我奋斗，为科技创新竭尽

所能，奏响一曲新时代大国科技迈步

向前的最美华章——

为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在这个领域不能与中国合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

碳／碳研究发展迅猛，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学院教授李贺军给国外某高水

平研究机构写了一封信，希望与该实

验室联合培养博士生。可等了许久，

却等到了这样的答复。

李贺军强烈地意识到：碳／碳研

究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走跨越发展

之路。

碳／碳复合材料是以碳纤维为

骨架来增强碳或石墨基体的复合材

料，具有特殊的国防高技术应用背

景，历来被发达国家严密封锁。

李贺军憋了一口气。他带领团

队废寝忘食地测试分析、反复试验，

有一次，李贺军参加学院院庆大会，

由于下雨路滑，不慎摔倒，造成背部

肋骨粉碎性骨折。本应卧床休息的

他，每天坚持趴在床上继续工作。

始简今巨。在“十二五”末，李贺军

带领团队将碳／碳复合材料抗氧化涂

层的防护水平提升到1600℃、900小

时，实现了国内碳／碳复合材料及抗

氧化研究的飞跃。基于李贺军团队发

明的系列高性能碳／碳复合材料低成

本制备新技术，该材料制备成本大幅

降低，实现了由航空航天战略性武器

应用向常规战术武器应用的突破。

“国产盾构”填补空白
打破国外垄断

2006年初，当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都在为设计

制造我国第一台盾构样机忙碌时，正

休产假的王杜娟把刚满月的孩子撇

在家里，偷偷跑到了公司。

隧道掘进机（又称“盾构机”）被

誉为“工程机械之王”。2002年 10

月，由18人组成的我国首台盾构机

研发项目组正式成立，时年24岁的

王杜娟成为其中一员。

2005年，王杜娟因怀孕暂时离

开团队，可孩子刚刚出生一个月，她

的身影又出现在团队里。为此她颇

为得意：为了不错过样机研制的每一

次讨论，她在项目组安插了“情报

员”，每次开会，她都背着家人偷偷跑

到公司参会。

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项目组

成员需要经常下工地、钻隧洞。很多

工地因为安全考虑，不准女同志进隧

道。王杜娟心里着急，把头发挽进安

全帽，把泥巴、污油往脸上一糊，硬是

闯了进去。

2008年 4月，王杜娟和同事成

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复合式盾构机，

打破了“洋盾构”的垄断，其整机性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在这

一领域的空白。

如今，由中铁工程装备集团设计

制造的“国产盾构”不仅走出国门，而

且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直

径矩形顶管、世界首台马蹄形盾构、

世界首台联络通道专用盾构等一大

批开创性产品相继面世。

短发、文静、秀雅、干练，是这位

年仅40岁的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

象。但很多人不知道，曾被她撇在家

里的那个孩子，叫希希——彼时的

她，希望尽快造出“国产盾构”，打破

国外垄断！

“国产盾构”从打破垄断到享誉

世界，是她一辈子的梦想。

为抗 SARS战役拿下
关键一局

非典型肺炎（SARS）被发现后，

要保证药物和疫苗安全有效，必须应

用动物模型进行大量实验。然而，

在对病源不了解、无病源易感动物

研究基础、无特异动物资源储备条

件下，建立SARS动物模型的难度

极大，被科学界认为是SARS研究的

瓶颈之一。

刻不容缓。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二话没

说，立即带领科研人员，承担了“建立

SARS动物模型”及疫苗研制等应急

项目。每次进入生物安全三级（P3）

实验室，至少6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

进食、不能上厕所，却要大汗淋漓地超

负荷进行实验操作；P3实验室的气压

要保持在负压状态，连续几天后，耳

鸣、头痛、恶心等各种负压反应接踵而

至……秦川咬咬牙，都挺了下来。

秦川课题组夜以继日在P3实验

室工作，而她总是把最危险的技术环

节留给自己：给动物接种病毒，给动

物做体检，采集含病毒的动物样本，

拍X光片，消毒实验室……

秦川太累了。她眼圈发黑、面色

苍白、身体消瘦，为了稳定军心，她没

有把自己贫血、低血压的情况告诉同

事，经常偷偷抱着氧气袋吸氧。但看

到有的同志疲劳过度，她还要强行下

令让他们休息，自己来替班。

经过艰苦奋战，课题组成功制作

出全球第一个SARS动物病理模型，

打通了阻碍SARS研究的瓶颈，并评

价了第一个SARS疫苗，为抗SARS

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或缺

的贡献。

“我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发展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代人的责

任，就是做好科技资源保障，绝不让

过去传染病来临时捉襟见肘的历史

重演。”如今，秦川团队用尖端技术创

建了对重要病原敏感的系列实验动

物新品种品系、在不同层面模拟人类

疾病的动物模型体系，已为国内外百

余家机构应用，为未来传染病防控、

精准医疗、靶点药物研发抢占了实验

动物科技资源“核芯”。

□ 张文静 白 林 王 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从青藏高原的无人区，到崇山

峻岭间的隧道；从贫困村的田间地

头，到北京冬奥会场馆，最美科技工作

者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科学家精神

的光辉正映照出新时代科技创新无

限光明的未来——

攻坚克难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建设的历史，就是我国第

一代北斗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首席科学家蔚保国的奋斗史。

“北斗二号区域系统要建成世界

上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当时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与创新，其中之一就是北

斗星座的测量与注入难题。”蔚保国

说，“如果采用传统方法，每颗星一套

地面设备，北斗运控地面站将变成

‘天线农场’，带来一系列隐患问题。

我大胆提出了采用‘数字多波束测量

与注入’的思路，决心走出一条全新

的技术路线。”

由于国际上没有数字多波束卫

星导航地球站的先例，蔚保国经受

了各种质疑。但他带领团队用了3

年时间完成预研攻关，又经过5年

的型研攻关，最终研制出世界首套

数字多波束卫星导航测量系统，有

力保障了我国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

统的成功建设、稳定运行和优良服

务性能，让世界记住了“中国北斗”

这个名字。

“核心技术直接影响大国竞争

格局，这是钱和市场换不来的。”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倪光南对自主创新有着深切的

感悟。

1981年，当时在加拿大做科研

的倪光南在一家鞋店看到，一双双

外国生产的皮鞋整齐码放，而门口

的筐子里却堆着“中国制造”的布

鞋。倪光南说，那个场景对他触动

很大。

从那以后，提升信息产业科技硬

实力、坚持自主创新成为倪光南的奋

斗目标。他先后参与我国第一台计

算机研制工作，主持研发“联想式汉

卡”和联想系列微型机，首创在汉字

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为我国计算机

领域自主创新做出贡献。

一梦一生

随着冬奥会“北京周期”的开启，

北京冬奥会场馆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作为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总设

计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李兴钢一周有3/4的时间

在延庆赛区忙碌着。

“今年是冬奥工程建设非常重要

的一年。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将于2019年底完工，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将于2020年 6月底前完

工，并分别满足举办测试赛的要求。”

李兴钢说，“虽然时间紧，任务重，我

们也要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规

划建设期间，李兴钢就担任国家体育

场“鸟巢”中方总设计师。从引入三

维设计手段到提出“胜景几何”建筑

设计理念，李兴钢及其团队用当代观

念、技术、方法，让富于当代性并兼具

文化厚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建筑在城

市中诗意地栖居。

□ 刘明竟

创新是越新越酷就越好吗？到底怎

样才算是有意义的创新呢？在近些年让

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面前，笔者认为，最为

重要的评价标尺可能不是“高大上”的经

济学名词，而是平常所说的成本和效率，

即降本增效。

降本增效是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进

化的磅礴力量，是商业活动的主脉络。

历史上，正是因为燃油机比蒸汽机的工

作效率高、运输成本低，蒸汽机车产业才

随之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只要人们看一

看蒸汽机车那一人多高的实心大铁轮，

裸露在外量能四溢的燃烧室，各司其职

的加煤工、加水工等一众人马，对这个说

法就更加心领神会。

评价降本增效重在商业活动的真实

目的。不服务于真需求的创新，根本谈

不上成本和效率问题，很可能只是一个

骗钱的噱头。既然只是在墙上钻个孔，

那为什么非要在电钻上镶黄金呢？再以

出行为例，人们在方便出行上应该是追

求缓解城市拥堵、提高交通工具使用率，

若过分在意汽车面子消费，就同给电钻

贴金无异。

评价降本增效要有适度宏大的产业

视野。有时候，小场景内的降本增效如

果放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结论可能完全

相反。有人认为，共享单车占用了宝贵

的城市地表资源，畸高的损坏率和闲置

率又浪费了大量原材料，对其应该限制

发展。但是，如果考虑到共享单车给自

行车工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一次机遇，特

别是其共享理念带动了移动支付技术发

展，其社会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了方便出

行本身。所以，必须在鼓励发展和规范

运营之间，为共享单车发展找到最大公

约数。

评价降本增效不应忽视细微之处的

贡献。近些年，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带

动了一批人发财致富，但有多少人会注

意到街市上穿梭如蚁般电动车的贡献？

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个小角色是电商和

O2O的大功臣，没有低成本、高效率的

电动车，或许就很难成就“双11”的巨额

成交量。当然，电动车在速度标准、遵守

交规、安全行驶等方面确实需要规范，但

其强大的生命力决定了对其管理只能用

疏导的办法，而非“堵”的思路。

一般说来，睿智的创业者往往会先

行几步，不会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

再入局。对于降本增效的商业创新，只

要其不违法，各方面都要对其有宽容的

雅量；只要创新的态度是真诚的，即便有

些另类，也大可不必指手画脚、戏谑贬

斥。对于真正着力创新，坚持诚实劳动、

敢闯敢试的创业者，社会应该给予充分

的尊重和宽容。

用 创 新 标 注 时 代
科技工作者们为科研攻关忘我奋斗，为科技创新竭尽所能，奏响一曲新时代

大国科技迈步向前的最美华章

科 技 之 光 映 照 未 来
——致敬科学星空中的闪耀群星

创新应以降本增效为要

中科院培育出中科院培育出
银鲫新银鲫新品种品种

近日，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的消息称，该所桂建芳院

士团队培育出高产异育银鲫新品种

“中科5号”，未来3年有望推广应

用区域覆盖我国鲫鱼所有养殖区

域，实现目前养殖鲫鱼品种的更

新。图为研究人员在提取“中科5

号”银鲫血液用于DNA含量测定。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