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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分，与西非“超级病毒”埃博拉战斗了 60个日夜后，我军首

支援塞医疗队 30 名队员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机场上，带着疲倦的笑

容，队员们对迎接人群频频挥手。其中，一位身材娇小的女队员格外

引人注目，她略显清瘦，深邃的眸子里透着坚毅。这就是解放军第

302医院妇产中心护士长王新华。

一双纤纤手，一副柔柔肩。在西非的两个月里，这位美丽的女军

人与队友并肩作战，收治了近 300名埃博拉留观患者，挽救了 100多人

的生命，并且实现了中塞医护人员“零感染”！

这不是王新华第一次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

2003 年，她与“非典”激战 106 个日夜，挽救了 30 多名危重患者，

被称为“铿锵玫瑰”；2008 年，她奔赴汶川抗震救灾一线，与队员保障

了 8万救灾官兵生命健康，被称为“拼命三娘”；2013年，她又搭乘和平

方舟医院船远赴异国他乡播撒友谊，被称为“中国花儿”！

今年以来，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防控形势异常严峻。9月16日，奉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第302医院紧急抽组全军首支援塞医疗

队。作为全军唯一野战传染病医疗所和该院应急医疗队的主力队员，经

验丰富的王新华再次主动请缨，踏上了赴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征途。

面对致死率高达 50%—90%的埃博拉病毒，王新华无所畏惧，科

学应对。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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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工局已决定，将

组 织 实 施 火 星 探 测 工

程 。 目 前 正 在 组 织 队

伍。”国防科工局科技委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栾

恩杰在 27日开幕的“第五

届国防科技工业试验与

测试技术发展战略高层

论坛”中透露。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五院研究员、嫦娥三

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

洲在论坛上介绍，我国正

积极筹划推动火星探测

任务，届时探测器将采取

直接转移的方式飞向火

星，转移时间大约需要 10

个月至 1年。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获悉，我国火

星探测工程有望于 2020

年实施，初步计划实现火

星环绕探测和巡视探测，

获取自主火星探测科学

数据，实现深空探测技术

的跨越。通过环绕器与

火星车的独立探测及联

合探测，获取火星表面形

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

水冰、大气、电离层磁场

等科学数据。

孙泽洲表示，未来我

国还将开展木星以及小

行星探测。对于这些深

空探测活动，常规的化学

推进技术已无法适应，需

采用更高效的电、太阳能

等推进技术。

本届论坛由中国计

算机自动测量与控制技

术协会、国防科技工业自

动化测试技术研究应用

中心联合举办。栾恩杰

在致辞中阐述了试验与

测试技术在国防科技工

业领域的重要地位。他

表示，希望加快推进国防

科技工业试验与测试“十

三五”规划编制，跟踪相关领域前沿技术，以新一

代武器装备、国家重大工程的需求为牵引，推动军

工试验与测试技术的发展。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红卫在论

坛发言中指出，先进的智能测试系统和仪器决

定了武器系统的打击精度，必须把握试验与测

试技术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开展有关课题研

究，提升该领域核心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该技

术的推广应用。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共 15 位院士、专家围绕

国防科技工业试验与测试的规划思路、技术、体系

等作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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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度“中医废存”之争到“脉诊验孕”挑战的发

起，近年来，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一直面临着一种尴尬

的境地。

院士之问：“中医是科学吗？”

在今年 5月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在与当地大学

生对话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医是科学

吗？对此，韩启德直言不讳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

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

在韩启德看来，中医能看好病，这个事实无可非

议；中医要大力推广，要继承发扬，这也毫无问题。“但

是中医是科学吗？这值得探讨”。

韩启德认为：“科学是一科一科的学问，现代的学

问必须包含要素，必须是可质疑的，不断地靠向真理，

不断地纠错，必须是能实证的、量化的，必须用逻辑学

的方法等等，科学的要素，有很多中医是达不到的。如

果硬要把我们的中医跟现代科学去靠，永远使人觉得

你不如现代科学，跟现代科学没法儿去比。”

上述言论一经媒体报道，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中

医是否科学”的大讨论。

在一些人看来，西医站在“科学”的旗帜下，代表着

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而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中医药，无

法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证实其疗效，因此算不得科学。

那么，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在 11 月 23 日由农工

党中央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医科学

大会上，中西医学界的专家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医药超越了现代科技的认知度

在第二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孙光荣

看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国独有的医学科学，既古老又现

代。古老，是指其传承历程久远而延伸；现代，是指其

理念与方法在诸多方面超越了当代理化生物等现代科

技的认知度，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

“中医药学具有天人合一的认知特征、整体相关的

诊察特征、动态平衡的思维特征、辨识正邪的思辨特征

以及燮理中和的施治特征，而这些都是用现代理化检

查达不到的元素，是从化验单无法看到的结论，但却恰

恰是中医辨证思维的重要元素，是中医因人因时因地

制宜进行整体辨证施治的重要依据。”孙光荣认为，“中

医学、西医学，都是人类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医学科

学，目的一致，但又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西医学属于自

然科学，中医学既属于自然科学，也属于社会科学；西

医学追求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医学则讲究

整体医学模式；西医学是在还原论的指导下，基于解剖

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诊疗思维着重于寻求致病因

子和精确病变定位，然后采用对抗式思维，定点清除致

病因子，使机体恢复健康； （下转第三版）

医学界领军人物各抒己见—

中 医 到 底 是 不 是 科 学 ？
本报记者 罗朝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通讯

员彭程 宓灏文）近日，中科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家港产业技术研

究院合作签约仪式在张家港市举

行，标志着张家港与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的合作已由“点对点”

项目合作迈向了更高层次的平台

化、基地化建设合作。

当前，张家港市正处于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依托创新发展，需要

加强与大院大所的合作。研究院是

张家港引进的中科院系统第一家产

学研合作重大载体，也是中科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探索地方合作模

式在所外建设的国内第一家研究

院，由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张家港保

税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三方共建。

该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有机结合

张家港市产业、市场、资源优势和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创新、科技、人才优

势的基础上，将致力于新能源、化工

新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共

性技术研发、技术系统集成、工程化

示范应用和产业化，并建成张家港

创新成果、新兴产业的孵化地。此

举对于推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创新资源向张

家港转移集聚，促进张家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

加快张家港“中国锂电谷”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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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小龙）如果没有简

单高效的量子内存，量子计算机和量子密码

都只能停留在实验室中，但内存一直以来都

是量子技术的短板。日前，波兰华沙大学的

物理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量子内存，这种存

储系统不但能在室温下工作，还具有结构简

单性能优异的特征，有望大幅降低量子通讯

和量子加密技术的使用门槛。相关论文发

表在光学顶级期刊《光学快报》上。

经过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第一代量子

技术已逐渐开始在现实中获得应用。一个

著名的例子是量子加密，这种加密方法几乎

能够保证被加密的数据绝对安全，目前已经

在军事和金融领域中获得应用。但量子信

息的远距离处理和发送至今仍然受到缺乏

足够存储器的限制。

2001年，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

了DLCZ量子传输协议，使远距离发送量子信

息成为可能。根据这个通讯协议，量子信息到

达各个中继点后必须在那里存储一定的时间，

以确保其成功传输到下一个节点，并以此作为

验证。对这个协议而言，量子存储设备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到目前为止，传统的量子

内存都需要精密的试验设备和复杂的冷却技

术进行支撑，只能运行在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

环境当中，这显然阻碍了其推广的步伐。

由华沙大学开发的这种量子内存打破

了这一僵局，已经能够在几十摄氏度的室温

下工作。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27 日（北京

时间）报道称，这种内存的主要元件是一个

直径 2.5 厘米、长 10 厘米的玻璃管。内部具

有铷涂层，填充惰性气体。

当玻璃管被缓慢加热后，铷就会充满整

个玻璃管，但惰性气体会限制其移动，从而

可降低噪音。当量子信息被存储在这样的

内存当中时，来自激光的光子会将量子信息

“印”在铷原子上。与此同时，其他光子会发

射出去，检测信息是否被存储。存储在量子

内存中的信息，之后可以通过一种特别的激

光脉冲信号进行检索和读取。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量子计算机。但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实

验室正在以巨大的热情追寻着这个梦想。

就目前来看，方案并不少，问题也很多，找

到简单高效的量子内存就是其中之一。文

中所述的可在室温下工作的量子内存的问

世，或将成为其向前发展的一大推手。又

或许现有的方案将来都派不上用场，最后

脱颖而出的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而这种新

设 计 又 是 以

某 种 新 材 料

为基础，就像

半 导 体 材 料

对 于 电 子 计

算机一样。

室温下工作的量子内存问世

它是江苏经济的“火车头”：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0.29％，却创造了全国 6.4％的经济总量。

它是全国创新的“试验田”：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我国首个以城市群为

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 8个国家高新区和

苏州工业园区组成，横跨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 5

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方阵中，苏南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是否仅仅是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经济总量

等方面的一个放大版？如果不是，它将如何定位自己

的角色？科技日报记者深入苏南五市进行了采访。

苏南的症结与机遇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唐朝诗人的佳作，被

红豆集团两代人演绎出不同的精彩：从只做来料加工

的小针织厂，到拥有专利 2000 多件、年销售额达 446 亿

的高新技术企业；从传统的服装业，到提取珍贵物种

“红豆杉”中紫杉醇制成抗癌药物的生物制药新锐。

“红豆衫”与“红豆杉”，看似一字之差，却在企业内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蝶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红

豆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硬是靠着“瘦身”战略挺了过

来并沿用至今，此后十多年，公司先后关闭轮毂、印染

等项目，把纺织服装的 80％生产环节外包出去，把土

地、劳动密集的产业转移到海外，自己则成为一个专注

研发、设计、营销的“哑铃型企业”。总裁周海江认为，

他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转型。

其实，红豆就是一枚放大镜，既能看出苏南的症结

与机遇，也能看到苏南转型的阵痛与希望，而这恰恰就

是示范区出炉的特殊背景。

“只有招不来的凤凰，没有不下蛋的鸡。”从改革开放

起，苏南的乡镇企业爆发、外资企业领跑成为各地竞相效

仿的发展模式。但是，苏南人曾经不以为然的土地资源、

劳力成本、投资效率，如今却成为发展的刹车片！

从经济学发展规律来看，苏南土地开发强度接近

国际公认临界点，环境负荷重、投资效益低已成为普遍

现象。“这意味着，苏南必须减少对生产要素投入的依

赖，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南京大学教授

洪银兴说。

与此同时，苏南地区人均 GDP 超过 1.7 万美元，具

备了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和条件，

如何迅速融入“国家战略”，考验的是苏南的创新底气

和张力。 （下转第三版）

创新一体化开启新苏南模式
—首个跨区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苏南转型新动源

本报记者 张 晔

11月 27日，2014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
交易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展览主要
展示工业节能系统综合服务、能源高效和节能梯级
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监控、清洁技术和污染物控
制、再制造和循环利用等内容。包括美国、德国、法
国、波兰、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家企业参
与展示。

左图 双良集团展示的吸收式热泵电场余热回
收制热系统。该系统比直接加热节能 40%，最大供
热能力提高70%。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讯 （王懿男 张宗兴）11 月 26

日，从天津市知识产权局传出消息，2014 年

天津市专利奖评审结果揭晓，军事医学科学

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祁建城研究员课题组申

请的发明专利“高效过滤器线扫描检漏系

统”获天津市专利金奖。

长期以来，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一直采

用的是国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技

术。针对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新的需

求，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适时研

发了高效过滤器线扫描检漏技术和具备对

HEPA过滤器原位检漏和消毒功能的生物安

全型高效空气过滤装置，成功解决了生物安全

实验室排风HEPA过滤器原位检漏的关键技

术难题。HEPA中文意思为高效空气过滤器，

特点是空气可以通过，它对直径为0.3微米（头

发直径的1/200）以上的微粒去除效率可达到

99.97％以上，是烟雾、灰尘以及细菌等污染

物最有效的过滤媒介。该线扫描检漏技术突

破了传统思路，其漏点识别有效性及安装后

的综合性能通过了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的检验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的专家评审。目前，应用该专利技术的高

效空气过滤装置已成功应用于全国范围内

60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满足了国家标

准要求，打破了美、德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垄

断，实现了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高效

空气过滤装置的科技创新和自主保障。

我生物安全实验室有了自己的空气过滤器
高效过滤器线扫描检漏系统获专利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