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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50周年②

科技日报讯（任伟峰 记者唐先武）由第

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骨科雷伟、吴子祥研发的

“万向型膨胀式椎弓根螺钉及其膨胀方法”，解

决了脊柱外科脊柱螺钉松动的世界医学难

题。近日，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通知。

骨质疏松是我国老年人群三大疾病之

一，我国现有骨量减低及骨质疏松患者 2.8

亿人，其中每年有 60 万例需要接受脊柱螺

钉内固定手术治疗。但老年脊柱疾病患者

多数合并骨质疏松，接受此类手术常常面临

两个难题：一是现有脊柱螺钉不能满足固定

要求，脊柱螺钉松动率高达 12.8%至 25%；二

是严重骨质疏松患者螺钉松动率极高，一直

被视为脊柱内固定手术禁区。

西京医院骨科雷伟教授带领课题组，首

创压棒式内膨胀技术，通过独特内栓设计，实

现一步压棒同步撑开，简化工艺流程、降低制

造成本，简化手术操作步骤、缩短手术时间，

使膨胀原理应用于脊柱螺钉固定成为可能。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发明“万向型膨胀式脊柱

螺钉”，其特有的前端膨胀，使膨胀部完全位

于椎体内，避免了椎弓根处膨胀导致爆裂骨

折的危险，而两瓣式开缝和止裂孔设计提高

了膨胀部的机械强度，克服了螺钉容易断裂

的缺陷，解决了螺钉安全性问题。此外，课题

组通过独有的内栓锥度、直径、长度等参数设

计，优化膨胀裂隙长度和内孔道直径，获得最

佳膨胀直径，满足了螺钉固定强度的需要，实

现了有限膨胀，可控回缩，牢靠固定。

目前，膨胀式脊柱螺钉已在西京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全国 100 余

家医院广泛应用，根据有关统计表明，螺钉

松动率为 0.58%，显著降低了脊柱螺钉松动

率，临床疗效良好。

膨胀式脊柱螺钉破解世界医学难题

新华社北京9月 14日电 （记者白瑞雪 任珂）“我

不需要回应什么‘登月骗局’。我当时就在那里。”与阿

姆斯特朗一起完成人类首次登月的巴兹·奥尔德林，14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对于他们“看到外星人基地”的报道，正在北京出

席第 27届太空探索者协会年会的奥尔德林同样作出澄

清。“飞向月球的过程中，整流罩分离，组成整流罩的 4

块板子朝 4个方向散开，我从窗口看到了其中一块板子

的反射光，而不是外星人的基地。”他说，“至于有人说

外星人的飞船一路跟着我们飞到月球，我可从来没有

向休斯敦这样报告过。”

“我拍拍阿姆斯特朗的肩膀，跟他握手说，我们终

于有事情要做了。”奥尔德林回忆他最难忘的月球着陆

时刻，“走出登月舱，月壤非常柔软，我们的鞋也非常

软。”

45 年前踏上月球时，奥尔德林发出了那句著名的

感慨：“华丽的苍凉。”对此，他解释说，他看到的景色一

点也不美，而“华丽”是指人类成就。“环顾四周，这真是

最荒凉、最缺乏生气、最不友好的地方，没有空气，一片

漆黑，一个月里一半炙热一半寒冷，绝对不是一个适于

人类生存的地方——火星可比这儿好多了。”

尽管并不支持美国重返月球，奥尔德林认为其他

国家应该登月。“每个有能力的国家都希望把自己的人

送上月球，以此显示他们的技术成就。美国不应该跟

其他国家竞争，我们已经去过那里，知道怎么实现载人

登月了，我们可以派机器人去干月球上的活。”

新一轮重返月球大潮里，哪个国家的人会最先登

陆月球？奥尔德林说：“我觉得，大多数人会同意是中

国人或者欧洲人，而不是美国人。”

作为火星项目的坚定支持者，奥尔德林呼吁美

国和世界各国尽快着手火星登陆，并在月球建立中

转基地。

“我们在地面上做好细节上的准备，然后把人送上

月球，让他们在月球上完成航天器的组装和测试。如果

成功，那些人就可以接着去火星了。”奥尔德林为火星登

陆制定了详细方案：每26个月发射一次，每次发射3个火

星登陆器，每个登陆器里6个人，以保证冗余备份。

“究竟何时出发？是时候做出决定了。”奥尔德林

说，“当然，火星登陆器的乘员不能都是美国人，还应该

包括其他国家人。”

人类首次登月宇航员说

所谓“登月骗局”无需回应

纵然已流走了一个甲子岁

月，这块灰黄相间的矿石依然保

持着当年的“锋芒”——在核工

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中国核地

质标本陈列馆里，工作人员手持

先进的伽玛仪慢慢瞄向它，伽玛

仪顿时发出“嘎嘎”的声音。

1954 年秋，这块产自广西

的铀矿石被带进中南海向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时

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刘杰手持

盖革计数器进行探测表演，放射

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证

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如今

这块为中央领导反复讨论、提供

决策的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

要元素，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

材料。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

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重要

物 质 前 提 。 但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前，我国没有铀矿地质事业，只

有个别地质人员对铀矿进行了

零星的极其初步的探索。

我国有铀矿，但铀矿埋藏

在地底下，有多深？分布在哪

些 地 质 构 造 里 ？ 品 位 规 模 又

怎样？1955 年，我国悄然组建

了 两 支 铀 矿 专 业 地 质 勘 探 队

伍——新疆 519 队和中南 309

队，意在用地质科学研究和勘

探技术手段解开这些谜团。

年届八旬的黄世杰和黄净

白老人已满头银发。59 年前，

这两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工

作分配时发生了交集，被通知

到北京西苑大旅社报到。

“报到时我们才知道，要给

原 子 弹 找 原 料 ，必 须 严 格 保

密。”黄净白回忆，当时大家被

告 知 不 能 告 诉 家 人 自 己 干 啥

去，要去哪，只给了个信箱地址

用于通信。

从北京先坐火车到武威，

然后换乘敞篷大卡车，从武威

辗转乌鲁木齐、喀什，车辆在土

路上颠簸 15 天后，自嘲已被车

轮卷起的黄土“染”成“泥猴”的

黄世杰才到目的地柯坪。

当时已经开展航空放射性测量，以寻找放射

性异常，实现概略找矿。航空放射性测量找矿速

度虽然比地面快，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飞行，而

且一般在距地面 150—200米的高度飞行接受的放

射性信号最强，但如果地形突然变化，还是有风

险，有数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通过航空放

射性测量发现线索后，实地勘探还得依赖人。

“那时候我们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过着牧民般

的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有点像枪的探测

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要是有蒙

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否则就睡睡袋，睡袋里还经

常有虱子‘光顾’。”黄世杰回忆，白天的塔里木盆地

温度可达 50多摄氏度，进入天山冰雹就来了，可谓

“冰火两重天”，吃不到新鲜蔬菜，白天野外工作口

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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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科技投入是我国研发经费的重要来源，是国
家基础前沿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重大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重要保障。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从2006年的774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460亿元，年均
增长率约18％。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好中央财政科
研经费，对于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和效益至关重要。

在科技投入总量和强度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科技
管理方式与快速增长的科研资金还不完全适应，资源配
置方式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科研项目和资金管
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科技工作缺乏有效
的统筹协调，各类科技计划、专项林立，相互之间边界不
清，重复交叉严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科研项目和
资金管理还不完全适应科技创新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管
理不够科学透明，资金使用存在违规违纪现象；鼓励科技

创新的政策激励措施还没有落实到位，科研人员的创新
热情和创造活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今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
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改进加强中央财
政民口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具体措施。但是，要从根
本上解决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在优化配置和提高使用效
益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需进一步推进科研
经费配置和管理的改革，将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纳入科技
体制改革整体框架，并且需要经济、教育、人事、社会保障
等领域的改革与之相配套。建议今后中央财政科研经
费管理改革应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改革竞争性资助和稳
定性支持的科研经费配置方式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以减少科研机构事业费
拨款、实行科学基金制和课题制为核心的科技拨款制度

改革以来，我国中央财政科研经费配置逐渐走上了以竞
争性科研经费资助为主导的轨道，无论是科学基金，还是
科技部三大主体计划（973、863、支撑），乃至行业部门和
地方的各类科技计划，都采取了以竞争性方式立项、课题
组长负责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的项目资助与管理方式，
这种竞争性的科研资助方式对于早期改变计划经济下
科研机构效率低下的问题、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以及利
用好财政有限的科技经费投入等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继续沿用以竞争性资助
为主导的科研经费配置方式，其弊端越来越凸显。一
是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竞相争取各类竞争性科技计划
项目资助，缺乏明确的分工，各自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二是竞争性科技计划的课题和项目周期较短，导
致科研人员以短期产出目标为导向，缺乏冲击长期的、
战略性、前沿性问题的动力、勇气和条件；三是为了竞
争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消耗了科研人员大量无效的时

间和精力，真正静下心来用于创新研究的时间十分有
限；四是稳定性经费支持短缺，导致科研机构无法自主
组织战略性、前沿性、长期性的研究，研究团队和研究
人员各自为战，相互之间难以合作交流、攻坚克难。

因此，逐步减少或合并竞争性的科技计划，加大对
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重要研究基地的稳定支持，应该
是下一轮科技经费管理改革的重点。当然，提高对国
立科研机构和大学重要科研基地的稳定支持绝不能回
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必须建立现代科研机构治理体系，
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科学、规范、严格的科研机构目标
规划、绩效评估和考核机制，对不符合要求的科研机构
实行动态调整。 （下转第三版）

关于推进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若干建议
刘 云

新华社杜尚别9月 13日电 （记者徐剑梅 李斌）9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共

同出席中塔两国重大合作项目——杜尚别 2 号热电厂

一期工程竣工仪式、二期工程开工仪式和中国－中亚

天然气管道 D线塔吉克斯坦境内段开工仪式。

杜尚别 2号热电厂内彩旗招展，厂房上悬挂用中塔

两国文字书写的“中塔人民友谊万岁”巨型条幅。数千

名两国建设者鼓掌欢迎两国元首的到来。

习近平在仪式上致辞指出，杜尚别 2号热电厂是中

塔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并网发电，为改

善杜尚别市民用电条件作出了突出贡献。希望两国建

设者趁热打铁、再接再厉，继续做好二期项目建设，为

当地人民带来更多温暖和光明。

拉赫蒙在致辞中表示，电力紧缺是制约塔吉克斯

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杜尚别 2号热电厂提高了

塔方能源自给能力，是塔中高水平合作的典范。它又

一次证明，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真诚可靠的战略伙伴。

习近平和拉赫蒙共同按下启动钮，标志着一期工

程胜利竣工。随后，按照当地习俗，两国元首在二期工

程奠基纪念页上签名，一同将纪念页放入金色的金属

管，密封后放入水泥墩中并用水泥浇灌。二期工程为

期两年，完工后将向整个杜尚别市区供电。

离开热电厂，习近平和拉赫蒙一同驱车前往中

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塔吉克斯坦境内段开工仪式

现场。

D 线管道是中国同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重大工

程，气源位于土库曼斯坦，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中国境内，预计 2016年建成通

气，设计年输量 300 亿立方米。管道全长 1000 公里，由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沿线国合作建设，其中塔方境

内段长约 410公里，在过境各国中最长。

车队沿着蜿蜒的山路行进，成千上万塔吉克斯坦

民众集聚在沿途山坡上欢迎中国贵宾，中塔两国国旗

在高处迎风飘扬。习近平频频向人群挥手致意。

两国元首在开工仪式上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在

讲话中对两国建设者们致以崇高敬意。习近平强调，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是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战略

性合作项目，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D 线塔

吉克斯坦境内段穿越巍峨险峻的帕米尔高原，距离长、

难度大，是管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下转第三版）
左图 习近平和拉赫蒙一同将装有两国元首签名

二期工程奠基纪念页的金色金属管放入水泥墩中。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习 近 平 和 拉 赫 蒙 总 统 共 同 出 席 中 塔 电 力
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强调发扬丝路精神，建设友谊的丰碑、合作的纽带

9 月 12 日 ，
一款家用智能机
器人亮相江苏南
京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超“ 萌 ”的 外
观惹人怜爱。据
介 绍 ，这 款 家 用
智能机器人搭载
云 终 端 ，配 有 摄
像 、感 应 和 发 声
等 设 备 ，能 进 行
简 单 的 人 机 对
话 ，具 备 幼 儿 启
智 教 育 、智 能 家
居控制和远程防
盗 监 控 等 功 能 。
图为小朋友在倾
听家用智能机器
人的“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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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4 日电 （记者陈
瑜）国家海洋预报台 14 日下午 16 时发布海

浪橙色警报：预计 14日夜间到 15日白天，南

海东部将出现 6 到 9 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巴

士海峡、菲律宾以东洋面将出现 3 到 5 米的

大浪到巨浪区；广东东部沿岸将出现 2 到

3.4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福建南部沿岸将出

现 2到 3米的中浪到大浪。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14日傍晚前后今年

第15号台风“海鸥”将登陆菲律宾吕宋岛，登

岛后强度略有减弱。15日凌晨，“海鸥”进入

南海东北部海域，强度再次增强为强台风，

并逐渐向粤西沿海一带靠近，预计将在16日

下午至夜间在珠江口至海南岛东北部一带

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监测显

示，目前受台风外围影响，台东外洋浮标已

经监测到 3米的大浪。随着“海鸥”的逼近，

南海东北部将掀起狂风巨浪，预计未来24到

72小时，广东、海南和广西沿海将出现一次台

风风暴潮过程。国家海洋预报台提醒南海东

部和北部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采

取积极防浪避浪措施，尽快回港躲避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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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怡）国内首个推出“矿业管家”服

务的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简“宏大爆破”）近日

宣布，其推出的矿业一体化方案解决服务模式，利用创新

的科学开采、爆破技术，在提高矿石生产效率、保护自然环

境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宏大爆破2014年半年报显示，

其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85亿元，同比增长43.91%。

据悉，矿业一体化服务模式是探矿主体或采矿企

业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一体化服务模式可以有效提高

资源利用率、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市场风险等。

受传统地勘体制和矿业市场环境限制,我国矿业发

展面临着地勘行业严重萎缩,探矿业滞后于采矿业,探

采不平衡，探采一体化推进缓慢等诸多问题。2013 年

宏大爆破提出了矿业一体化方案解决服务模式，与国

内最大的铁矿业主鞍钢矿业合资成立鞍钢矿业爆破有

限公司，一举解决其 3 万余人的管理工作和一年 8 万吨

炸药生产工作，为合资公司带来了几十个亿至上百亿

的市场空间。同年，宏大爆破与安徽繁昌县政府合资

成立环境治理公司，负责治理县域内 108 座废弃矿山，

创新的合作模式不但让政府收获青山美景、和谐社区，

还得到了股权收益。

在与神华集团、鞍钢集团、大宝山矿等矿业企业合

作中，宏大爆破在矿业服务诸多领域拥有核心技术。

10 年来，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国家级工法

4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0 多项、省部级工法近 20 项、

专利 40余项、专著 5部。

据宏大爆破董事长郑炳旭介绍，从最早的爆破服

务，到现在为业主提供矿山开采方案优化设计、矿山基

建施工、矿山采选业务和矿山环境整治等覆盖矿山全

生命周期的矿业一体化服务，未来他们还将引入矿业

投资融资等服务，完善整个矿业产业链的发展。

“矿业管家”治理废弃矿山百余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