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8 月 27 日宣布，其强大的

深空火箭——空间发射系统（SLS）首次发射

的目标日期定为 2018年。

该空间发射系统已开发了 3 年，完成以

后 将 推 进 航 天 器 远 离 地 球 轨 道 ，最 后 到

2030 年向火星发射一个载人运输舱。据物

理学家组织网 8 月 28 日（北京时间）报道，

目前，NASA 已对该计划完成了一次全面复

审，意味着这项 70 吨筹载量的 SLS 计划正

式获批，成本为 70.21 亿美元，期限从 2014

年到 2018 年。

“这一计划正在带来真正伟大的进步。”

NASA 人类探索与操作任务指挥部副主管

威廉姆·杰斯坦梅尔说，“我们将支持研究小

组力争更大胆的日期，但预计不迟于 2018年

11月。”

政府问责办公室（GAO）上个月也公

布了一份报告，讨论了目前 SLS 的资金计

划，并说这“离项目所需可能还有 4 亿美元

的短缺”。

GAO 还关注了项目发展进度和工程师

怎样把硬件连接在一起的问题。这些硬件

本是为了已取消的原 NASA“星座”计划而

设计的。杰斯坦梅尔说，NASA 已在考虑这

些问题并在寻求解决 GAO的提议。

SLS 是 40 年来 NASA 的第一个举重型

发射工具，在开发前三个 SLS 变体项目中的

第一个时，NASA 估计其总成本在 120 亿美

元。NASA 有关人员说，它将“提供高达 130

吨的前所未有的举重能力，甚至能飞行到我

们太阳系更远的地方，包括它的预定目的地

小行星和火星”。

“猎户”号多用途载人舱是一个独立的

开发项目，目标是在 SLS 顶部发射，并载人

到火星上实现为期一个月的旅行。

“我们一直在准备，现在就要走了。”

NASA 副主管罗伯特·莱特福特说，“经过严

格复审后，现在我们要对投资和承诺的日

期负责，义无反顾地在 2030 年把人类送上

火星——我们是这一任务的后盾。”

“十年磨一剑”，70 亿美元，致力于打

造世界最强大火箭的 NASA，这次是花了

血本了！而“2030 年把人类送上火星”的

豪言壮志，更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毋庸

讳言，世界航天舞台竞争日益激烈，各国

积极部署进入和利用太空的能力也无可

厚 非 。 由 于 起 步 晚 、底 子 薄 ，与 NASA 相

比，我国运载火箭稍显“寒酸”，可喜的是，

我国已进行发射载荷百吨级重型运载火

箭的论证和技术攻关。我们期待厚积薄

发，后发赶超的那一天！

美 70吨载荷深空火箭 2018年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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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常丽君）最

近，奥地利物理学家设计出一种新

奇方法，无需光与拍摄目标相互作

用，利用量子效应也能拍出照片。

这听起来似乎颠覆了传统物理的

成像原理，他们用一个镂空的猫图

案进行了实验，虽不是一张同时

“要死要活”的猫照片，却是粒子能

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证明。相关

论文发表在 8 月 28 日的《自然》杂

志上。

据自然网站 8 月 27 日报道，量

子成像要用成对光子，也就是纠缠

的“孪生光子”，其中一个光子的量

子态会与另一个连在一起。一个

光子以某种概率可能地通过拍摄

目标，另一个则进入探测仪。但进

入探测仪的光子却“知道”它孪生

兄弟的命运，研究人员就是根据它

“知道”的情况构建出图像来。

通常人们要收集从物体上反射

来的光子才能拍照，该研究负责人、

奥地利科学院物理学家安东·泽林

杰说：“现在，你第一次不用这么做

了。”这种技术的一个优点就是，两

个光子的能量不一定要相同，这意

味着接触目标的光与检测信息用的

光可以有颜色差异。比如，一个量

子成像仪可以发射低能光子通过微

量生物样本，而用可见光波段的光

子和传统照相机来拍照。

泽林杰和同事在 1991 年提出

了这项技术的理论，实验系统包含

把每个光子转变为一对纠缠光子的

晶体，让每个光子有两条飞行路径，

但只有一条路径通过拍摄目标。

论文合著者、奥地利科学院的

伽布里拉·莱默斯说，按照量子力

学法则，如果不对光子通过了哪条

路进行检测，它实际上相当于通过

了两条路，在每条路上同时产生一

个光子对。在第一条路径上，光子

对中的一个光子通过了拍摄目标，

而另一个没有。那个通过目标的

光子会与另一个“概率自己”——也就是可能选择

了第二条路径而没有通过目标的光子——重新结

合，然后继续飞开；其余从第二条路径通过的光子

也会与它第一条路径上的自己重新结合，然后直

接进入摄像机，摄像机就利用这些光子来构建图

像，虽然这些光子从未与拍摄目标相互作用过。

研究人员拍了一张几毫米宽的镂空猫图样，

还有几张蚀刻在硅片上的其他图样。他们用摄像

机无法检测到的光波长来探测到了图形。“这一点

非常重要，这是量子成像确实起作用的证据。”泽

林杰说。

泽林杰解释说，选择猫形是为了纪念薛定谔

1935年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他假设了一只猫在

盒子里同时处于死活两种状态，因为没人知道盒

子里的毒药是否释放。同样，在新实验中，没人知

道光子选择了哪条路径，由此产生了光子对中那

个走两条路而不通过目标的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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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浙江省科技厅“科技惠民”计划，有两个没想

到：一个是，面对当地企业老总和政府主要领导，副厅

长曹新安不讲情面，不该立项的当场否定；另一个是，

百姓和政府对实施科技惠民计划的热情如此高涨。

“公益性强了，立项严了，标准高了，政府出手准了。

真正让百姓享受到科技的恩惠，才是‘科技惠民’计划。”

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曹新安 8 月上旬对科技日报记者

说，加快科技计划体制改革与创新，表现在科技惠民计划

项目上，就要改革科技项目立项方式，最大程度突出公益

性，通过政府之手真正把科技成果配置给广大百姓。

生命力在于“惠民”

“桑基鱼塘”是湖州市一种传统养殖方式。

在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我们看到了这种

“桑基鱼塘”，只见池中养鱼，池埂种桑，浑然一体，集历

史文化、生产性、观赏性、生态循环农业为一体，是湖州

特有的农业文化遗产。 和孚镇荻港村有着千亩桑基

鱼塘生态养殖示范点，是申报浙江省科技惠民计划中

的一个子项目，计划用 2 年时间，对 200 多亩塌损鱼塘

进行修复和改造。这将有利于提高农业产出，增加农

民收入，更有利于保护原生态自然环境。

穿村而过，绕走鱼塘，我们又来到漾东村温室龟鳖

污染治理项目实施点。

这是一个甲鱼生产废水处理工程示范点，村里的40

个温室大棚发黑的废水集中到一个水池里，再输送到处

理点，经复合介质生物滤器处理，流出来的水变得清了许

多。浙江大学教授罗安程说，可有效去除污水中的

COD、TN等水体污染物……争取做到养殖污水零排放。

这一项目将以成熟的淡水水产养殖水污染综合控

制技术为基础，通过示范与推广，建立生态高效、具有区

域代表性、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解决水产养殖污染问

题，并为全国水厂养殖污染控制提供经验与工程样板。

我国致盲性眼病基层高发。浙江乐清市“眼病诊

治及早期干预科技惠民综合示范”项目，将形成以政府

为主导的社区眼病筛、防、治一体化防治模式，达到总

体致盲率降低 50％，屈光不正患者中屈光未矫正率从

目前的 90％下降到 30％以下等目标，率先在国内实现

视觉 2020：人人享有眼健康的基本目标。

“科技惠民”计划，以公益性为特征，体现广泛的惠

民性，是计划项目的生命所在。因此，浙江省科技厅高

标准，严要求，不看僧面看项目。

在富阳，一个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由于成本

和维护等存在不确定性，而且由一家企业承担，对公益

性难以保障，与科技惠民计划要求不符，被当场否定。

个别地方也发生类似场景。不是项目不好，只是不

适合。在这一点上，厅局、政府与企业达成了新的共识。

一位当地领导说，这让我重新认识了科技惠民项目。

科技惠民计划的生命力在于“惠民”，一颗颗好种

子已播种在浙江的创新土壤里……

探索新的立项方式

浙江省科技厅探索科技惠民计划“政府主导、科技

集成、协同实施、持续惠民”的立项方式，确保能真正把

科技成果配置给百姓。这是把科技计划体制改革落到

实处的一个重大创新，是科技部门对财政科技资金一

种负责任的表现。 （下转第三版）

立项严了 公益性强了 政府出手准了
—实施“科技惠民”计划的浙江探索

本报记者 宦建新

“NANJING”——4 年多前的温哥华，全世界见证了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揭开写有这 7 个字母的“谜底”：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花落南京。28 日
晚的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里，激情翻滚，星辉漫天，“NANJING”以 7 个字母舞台形式再度呈现在世人眼前，带来一场恣意“绽放青春”的闭幕式演出。图为闭幕式上
的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由未通过拍摄目标的光子拍摄的镂空猫图案。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怡）中国科学院武

汉病毒所和生物物理所唐宏、陈新文研究组

利用免疫系统完整的小鼠，成功研制出世界

上首个丙肝病毒（HCV）持续感染、完整反

映丙肝病毒感染自然史和慢性病毒性肝炎

进展的动物模型。该模型不仅为揭示丙肝

的致病机制提供了迄今最先进的材料，还将

从根本上推动丙肝防治的疫苗和药物研发，

相关研究成果 8 月 27 日以封面论文的形式

在线发表于《细胞研究》杂志上。

丙型肝炎长期感染会导致肝硬化与肝癌，

全球现有近2亿人、我国有逾4千万人携带丙

型肝炎病毒。因其耐药性和变异快的特点，让

人类很难彻底清除。同时研发针对这类高度变

异并能逃逸免疫杀伤的核糖核酸（RNA）病毒

疫苗也十分困难。因此，找到一种持久感染动

物模型对于评估潜在的疫苗和药物十分必要。

在过去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丙肝病毒

只感染人类和黑猩猩。理想的动物模型——

小鼠对于丙肝病毒有抵抗能力，很难让小鼠

感染丙肝病毒。唐宏和陈新文的研究组在

小鼠肝脏细胞上通过转基因技术表达了丙

肝病毒进入肝细胞的 2 个受体分子，病人血

清中分离出的丙肝病毒能成功进入小鼠肝

细胞并高度复制，让小鼠肝脏和外周血均出

现了病毒血症，并已经持续近 2年。

研究人员表示，利用该方法 80％的小鼠

都能被丙肝病毒持续感染，并出现了典型的丙

肝病毒急性感染和慢性病理进展，包括感染后

1个月出现脂肪肝，3个月出现肝纤维化，6个

月出现肝硬化。同时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小鼠

体内的丙肝病毒是如何逃逸免疫系统，抗病毒

药物又是如何降低病毒滴度的过程。该研究

将有利于推动丙肝防治的疫苗和药物研发。

丙肝病毒持续感染有了动物模型

艺术示意图：NASA70吨配置的空间发射
系统（SLS）向太空发射。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

者韩义雷）如何“缝合”科技和经济的

“两张皮”？28日，北京协同创新研究

院成立，探索新的体制机制。该研究

院将按照各产业领域的技术需求，组

织大学、院所科研团队设立研究实

体，并遴选出覆盖该领域全产业链条

的若干企业，结为创新共同体，围绕

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瞻性技术，进

行研究与转化。

“把产业共性问题当成课题，高

校、院所科研更具针对性；项目收益

50％以上归核心团队支配，激发了科

研人员积极性；项目完成后由中心内

最合适企业组织实施产业化，保证了

企业参与。”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院

长王茤祥说，目前，该研究院已设立

仿真技术、智能机器人、信息安全、先

进制造、大气治理及水处理第一批 5

个协同创新中心，共有近 60 家大学、

企业及医院参与；未来协同创新中心

将达 13个，共建单位超 100个。

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北京

大学创新研究院共同出资 10亿元，组

建了协同创新母基金。王茤祥说，研

究院采取“研究院—基金”二元耦合

运营架构，13个协同创新中心也有 13

支子基金。每支子基金 20％—30％

来自母基金，创新共同体核心成员参

与，其余来自社会资本，这样就做到

了“目标一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行动同步”。

该研究院将实施“产业领袖”培

养计划，打破传统以考试、论文为重

点的考核方式，把产业化成效作为考

核标准。采取“双课堂、双导师、双身

份、双考核”模式。首批将培养 100名

产业博士生。

“在创新中培养产业领袖，并以

知识产权与地方产业发展合作，研究

院实现了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产业、

企业与行业、创新与人才培养、首都知识经济与地方产

业经济的协同。”王茤祥说，“每年培养高端创新创业人

才 100 人以上，创造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重大技术 50

项以上，新增创新创业企业 10家以上”，“北京协同创新

研究院将以创新体系建设为核心，采取开放式、集团式

的方式，整合一批国内外一流大学，聚集一批世界一流

高端人才，创造一批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培育一批世界

一流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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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8 日电 （记者陈瑜）记者 28

日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了解到，该公司与国家测

绘地理信息局 27 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就

进行“一张网”（位置服务）建设和“一张图”（天地图）

的商业化产业推广以及共同推动北斗产业走出国门

等进行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以北斗为代表的现代位置服

务领域和以“天地图”为平台的地理信息服务领域推

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位置信息和“天地图”在经

济 建 设 和 公 众 应 用 方 面 的 服 务 。 双 方 将 整 合 国 家

CNSS（指南导航卫星系统）资源，率先建成能覆盖我

国陆地和领海的全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张网），在

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同深度挖掘和开展基于北

斗的位置信息在国民经济中的增值服务；利用天地图

的平台和信息，全面推进位置服务与内容的市场化服

务；共同推进国外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与位置服务运营

平台建设，早日使北斗形成国际竞争力。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尹家绪

指出，双方携手合作进行“一张网”建设和“一张图”商

业化产业推广，必将进一步促进北斗卫星导航与国家

地理信息的深度融合，为建设“数字中国”奠定坚实基

础，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实

现北斗应用规模化、商业化，提升北斗国际竞争力，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坚持把北斗应用

作为向信息化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在军民两个领域

积极推动北斗技术应用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今

年 3 月，国家将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和应用推广总

体任务赋予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国家测绘地理信息

局是我国最早开展卫星导航技术高精度应用的行业

部门，在 CNSS 基准站建设、卫星导航高精度应用等方

面，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成果。

全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将建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林莉
君）中国科技园区如何在推动区域创新、建设

创新型国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未来 20

年，国际科技园区将向怎样的趋势发展？28

日，第六届启迪创新论坛暨第二届全球科技

园区领导者圆桌会议开幕式上，主办方发布

了全球首部“科技服务业标准”——《区域创

新服务标准体系》1.0版本。

该标准依托清华科技园 20年来的丰富践

行成果，为我国科技服务业服务内容和质量

控制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并为企业孵化

器、科技园区、科技新城运行模式的形成和复

制铺平了道路。它包括科技新城服务标准体

系，科技园区服务标准体系和企业孵化器服

务标准体系。其中每一个服务标准体系都包

含服务保障与服务提供两个标准体系，涵括

相关定义、内容和标准的阐述。

清华科技园作为国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的重要载体，经过 20 年对科技创新软环境建

设的探索和实践，在推动区域自主创新、搭建

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

创业企业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园区累计

孵化企业超千家，13家企业成功上市，多家企

业实现并购，许多孵化成功的企业已经成长

为行业中的领军者。

本届论坛获得国际科技园及创新区域协

会（IASP）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的

共同支持，由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启迪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全球首部“科技服务业标准”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