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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专论

水泥地，木头门窗，白粉刷的墙，建于上世纪60年代

的砖瓦楼房里，陈设依旧，只是曾在此居住了几十年的老

人，再也不能亲手抚摸那台99式三代主战坦克模型。

老人打过鬼子，拔过据点，但在 96载跌宕起伏的人

生中，最让人记住的，是以独臂身躯，花甲之年挂帅，历

经十余年艰难攻关，打造出被誉为我国陆战王牌的三

代坦克，总体性能跻身世界前列，并让我国在主战坦克

研制方面具备完全自主研发能力。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三代主战坦克总设计师、兵器

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祝榆生与世长辞。他

用 76 年的党龄谱写了我国兵器工业的辉煌篇章，将近

一个世纪的人生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践行

了“把一生献给党”的铮铮誓言。

花甲之年重披帅袍

199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国庆阅兵式，三军

阵列，铁甲生辉，首次出现在武器装备方阵里的 99式三

代主战坦克威武驶过，坐在观礼台上的祝榆生已是热

泪盈眶。

祝榆生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完整过

程，参加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次阅兵仪式，但从不

像这次激动和紧张。

上世纪80年代，为满足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追赶世界

先进水平的迫切需求，国务院、中央军委高瞻远瞩，立项开

展包括99式坦克（三代坦克）在内的四项重大装备研制。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直接下达研制任务的陆军装备重点项目。

当时面临的艰巨情况是，国内——第二代坦克还

没有设计定型，国外——三代坦克均已定型和装备，整

整领先我国两代。

谁有资格担此重任，谁有能量拉近和国外先进坦

克相差几十年的差距？ （下转第三版）

为 保 国 安 铸 铁 甲
—追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上）

本报记者 陈 瑜

三代坦克总师、兵器工业科技发

展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祝榆生，在 96 载

岁月磨砺中，写就“传奇人生”：他是

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国战斗

英雄和兵工专家，20 岁即开始为革命

钻研军事技术；30 岁时在组织迫击炮

敌前试射中失去了右臂，初心不改；41

岁，他是挤时间和学生一起上课的军

级领导；66岁，他成为离休后被三顾茅

庐请出山的三代坦克总师。

读祝榆生的故事，你会发现，他的传

奇中有一种最质朴的品质，那就是“忠”。

他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他本是

银行职员，受家乡重庆抗日氛围感染，

主动投身抗战洪流，为革命钻研军事技

术。为提高部队武器装备的水平，他付

出了血的代价，却执拗地不愿转行，请

求在兵器教学、科研战线继续工作。他

不害怕战争，但深知，只有改进技术，才

能避免更多战士做无谓牺牲。只要党

的一声召唤，即使已离休，他二话不说

再次投入工作，以坚韧毅力克服年老体

弱以及身体残疾带来的不便，以顽强精

神攻坚克难，用系统科学理念，带领团

队填平了与国外坦克二三十年的技术

鸿沟。人生奋斗不已，无私奉献国家，

这就是他眼中最大的幸福。

对兵器事业，他爱得痴迷，这也是

其对职业的忠诚。他不像挂名的总

师，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坚持到一线

看现场。除了睡觉，他把时间都用在

工作学习上，是个勤奋不已的铁人，身

断三根肋骨仍坚持科研，80 岁时拖着

独臂在炮弹试验现场一天跑几十个来回。他一直在与

时间赛跑，用辛勤和汗水回馈自己热爱的这份职业。

但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人，却异常低调。他多

次恳请组织不要宣传自己，不要给荣誉、奖励，即使在

军工系统，知道他的人也并不多。几十年里，事变时

移，但他一直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坚持做一个生活上简

单的人，思想上纯粹、德行高尚的人。顽强的意志、渊

博的学识、宽广的胸襟、扎实的作风，这位有着 76 年党

龄的老兵把一生献给党，为民族、为历史、为党和军队

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在如今创新驱动发展的征程

中，他的故事依旧充满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
忠
﹄
字
写
就
传
奇
人
生

陈

瑜

科技日报北京2月8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 8日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器服务舱于 2

月 7 日完成嫦娥五号调相机动模拟试验，

模拟嫦娥五号着陆器月面采样期间，轨道

器的飞行控制过程，验证轨道设计、飞控

时序、轨道精度等相关技术项目，为月球

轨道交会对接创造良好条件。此次试验

标志着再入返回飞行器服务舱第二阶段

拓展试验全面展开。

据介绍，调相试验分别于 2 月 6 日至 7

日开展了三次，第一次旨在调整服务舱在

轨道上的运行速度，进入调相轨道运行；

第二次旨在调整近月点高度；第三次旨在

圆化轨道。试验准备期间，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试验队密

切配合，严密监视服务舱运行状态，进行

了持续多天的全弧段跟踪和持续测定轨，

并精心编写了调相控制实施方案，计算出

最优的调相控制策略，为调相试验完美实

施奠定了基础。

再入返回飞行器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11 月

1 日飞行器服务舱与返回器分离，返回器

顺利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服务舱继续开

展拓展试验，先后完成了远地点 54 万公

里、近地点 600 公里大椭圆轨道拓展试验

和环绕地月系统拉格朗日-2 点探测等任

务。今年 1 月 4 日，服务舱飞离地月 L2

点，于 1 月 11 日、12 日、13 日分别进行三

次近月制动，进入高度 200 公里的环月圆轨道。目前

服务舱能源平衡，状态良好，地面测控捕获及时、跟踪

稳定，飞行控制和数据接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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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李大庆）随着氢燃料

电池汽车的发展，寻找安全高效的储氢材料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科学家发现锂的亚

氨基化合物（Li2NH）与氮化铁复合后表现出

优异的催化氨分解制氢活性，这为安全制氢

储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相关论文在线发

表在最新一期的《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

氨具有较高的氢含量（17.7％）、较高的

能量密度（4千瓦时每千克）和易于储存的特

点，它在运输及分解过程中还不产生一氧化

碳和二氧化碳，因此氨被认为是具有潜在应

用前景的新型能源载体。这些特点使科研

人员对它的兴趣大增。在这个新型能源载

体中，氨的催化分解制氢是重要的一环。

近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洁净能源国家实

验室氢能与先进材料研究部陈萍研究员带领

的研究团队，发现锂的亚氨基化合物与氮化铁

复合后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氨分解制氢活性。

在相同反应条件下，如 450℃时，该复合催化

剂体系的活性（每克催化剂每小时可转化9.7

克氨）较负载型铁基催化剂（每克催化剂每小

时可转化0.74克氨）或氮化铁（每克催化剂每

小时可转化0.4克氨）高出一个数量级。

在此发现的基础上，该研究组进一步发

展了一新型氨分解催化剂体系，即亚氨基锂

与第三周期过渡金属或其氮化物的复合催化

材料体系，不仅从新的角度阐释了碱金属助

剂的作用，也为高效催化剂的设计，尤其是替

代贵金属催化剂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前，研究人员正对此类材料的制备及

催化性能做进一步优化，希望在不久能与燃

料电池系统联用。

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安全制氢储氢有了新思路

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科技成果应用速度加
快，各国纷纷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为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不
同，各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存在较大
差异，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的评价也因政策目标、
评价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指标和方法。

国外较少使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概念，普遍采用
知识扩散、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的概念。与科技成果转
化强调“成果的应用”相比，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更侧
重于知识和技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政策的重点

聚焦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以及财政资助项目
的科技成果转化。如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通
过《拜杜法案》《史迪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等明
确大学、国家实验室等的技术转移义务，并通过科技
成果的知识产权授权、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提供经费
保障等促进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日本与
欧盟成员国等也都发布了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
转移政策。

国际上没有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在评价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时不是依靠某个单一的指标，而是通
过综合化的指标体系来全面衡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绩效。经合组织（OECD）2013年发布的《公共研究商业

化：新趋势与对策》，对部分国家的公共研究商业化成
效进行了评价及国际比较，评价内容包括产业界对学
术界的资助与合作、知识商业化的潜力、公共研究成果
在企业的使用情况以及其他知识转移渠道等四个方
面，采用的评价指标包括委托研发、衍生公司、人员流
动等。欧洲知识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对大学和科研机
构知识转移提出七个测度指标，包括研发合作协议数、
披露发明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技术许可数、许
可收入数、新建企业数。

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一
些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尝试开展了调查评价，而专利
的许可和转让也成为国际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评价的
重要指标。日本特许厅通过问卷形式开展的专利实施
情况调查中，把专利转移率和利用率作为核心指标，

“转移”指专利的许可和转让，“利用”包括自行实施以
及许可、转让。欧洲知识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知识转
移测度指标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种类除专利外，还包括
版权、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等。 （下转第三版）

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要与国际接轨
林 新 李修全 陈宝明

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1986年会议照。

日本的马桶盖成了中国游客疯抢的香饽饽。

这 种 马 桶 盖 售 价 不 菲 —— 约 2000 元 人 民 币 一

个，但是由于具有杀菌、除臭、加热等多种新鲜的功

能，有些中国游客甚至一次抢三五个拎回去。同样

遭到疯抢的还有：电饭煲、电吹风、电动牙刷、保温

杯、陶瓷刀……

个中原因，也许能从消费者接受媒体采访的回答

中找到：中国和日本的技术还是有点差别，哪怕提着重

一点也愿意带回去；电饭煲内胆的质量好，压力好，做

出来的米饭香……

问题来了：出身于“世界工厂”的中国人，何时不用

再跨洋越海去买日本的马桶盖？

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日本的马桶盖到底“优秀”在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介

绍，日本的马桶技术发展比较早，经过多年的演变，已

经从以往的传统马桶发展到现在的可以加热、定向清

理、杀菌的智能马桶。这种技术比欧洲出现得都早。

而且它不仅出现在日本的家庭中，甚至在很多公共场

所都有应用。“这种马桶技术含量比较高，中国市场最

近才出现类似的国产产品。”

不过在陈耀看来，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不

说在上天、上月球这样的高新技术领域，即使是在一般

的制造领域，这种智能技术也应该算是‘小儿科’。”

“问题是，在我们的发明创造中，没有以人为本，从

人们的需求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出发去投入研发。在

这些方面我们比较欠缺，而且比较落后。”陈耀说，航

空、航天方面的技术我们确实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产品

我们也需要不断创新。

除了技术含量稍高的智能马桶盖、电饭煲、电动牙

刷外，那些和智能甚至和家电都不沾边的陶瓷刀、保温

杯，我们也做不好吗？

“这是中国制造从大到强一个重要的方向。”陈耀

解释道，产品不光要做到高端化、智能化，还要做到精

细化，这就需要用心去做。精细化需要技术密度高的

装备，但其核心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投入，它需要制造

业从过去的粗放模式向集约模式转变。

陈耀举例说，在厨房用具的细节等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德国和日本在让生活用具更方便、更标准方

面，下了很多工夫。“而在中国，很多材料、装备都不差，

但是边角、细节却比较粗糙。这在生活用品方面，表现

得尤其明显。”

“这个现象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发，它说明中国制

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产业经济研

究所所长陈及说。

人口红利是把双刃剑

“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人们买厨房产品喜欢买

日本、德国、美国的。”陈耀回忆说。

这么多年过去，到底是什么导致中国制造没有生产

出同样“优秀”的电饭煲和马桶盖？ （下转第四版）

中国为何造不出“高大上”的马桶盖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杨保国）绿脓杆

菌是一种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机会性致病菌。由于它

对多种抗生素具备耐受性，且可轻易粘附在各种医疗器

械及伤口表面，因此在医院内发生的致死急性感染约

90％以上都来自绿脓杆菌的感染。另外，绿脓杆菌可在

囊肿纤维化病人肺部形成多细菌的聚集体即生物被膜，

造成无法治疗的慢性感染并最终导致患者肺衰竭死

亡。可以说，绿脓杆菌是免疫缺失患者，如重度烧伤患

者、艾滋病患者，以及囊肿纤维化患者的头号杀手。

目前国际上关于绿脓杆菌抗菌表面的研究很多，

但一般关注于表面的物理化学修饰以减少细菌表面粘

附达到抗菌效果，对其如何粘附到像皮肤这类软表面

以及在这种软表面上传播的机制还不清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

室金帆教授课题组长期专注于绿脓杆菌在表面运动、适

应、发展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近日他们在该领域又取得新的

重要突破：发现在软表面爬行的绿脓杆菌可利用其菌毛

的伸展和收缩实现高速弹射运动，使表面的有效粘度极

大地降低，从而减小细菌爬行时的阻力。这种独特的适

应机制可以极大地帮助细菌在软表面上的扩张，大大增

加了细菌在各种软组织表面如烧伤表面上形成细菌聚

集体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无法治愈的感染。

专家称，该发现对于理解绿脓杆菌对器官组织（通

常为软表面）造成感染的初始机制具有重大意义。该

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博士研究生张荣荣和

化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倪磊为共同第一作者。

头号“杀手”细菌绿脓杆菌传播机制被揭示

科技日报成都2月8日电（记者盛利）为贯彻落实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大部署，深化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区域创新创业，8日，成都市政府正式启动实施“创

业天府”行动计划，并推出“创业天府·菁蓉汇”系列品

牌活动，计划到 2025年建成全国领先、国际知名的创新

之城、创业之都。

近年来，成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城

市自主创新能力，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日益迸发。截至

去年底，全市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150 万人、科技企

业 3 万余家；建成各类创新创业载体 84 个，孵化面积

280万平方米；在蓉注册的创投机构达 198家，管理资本

总额近 600亿元。

按照中央科技创新工作重大部署，“创业天府”行动

计划将以汇聚创业力量、建设创业载体、强化科技金融、

聚集创新要素和塑造创业品牌为支撑，重点激励青年大

学生、高校院所科技人才、海外高端人才等在成都创新创

业。按照《行动计划》到 2020年，成都将形成全域覆盖、

功能完善、特色突出、全国领先、示范带动的创业支撑体

系，科技创业者突破20万人；建成中西部规模最大、孵化

能力和服务水平全国一流的创新创业载体群落，创新创

业载体数量达到500家，载体面积2000万平方米以上；创

业服务机构达到 1000家、创业导师达到 2000人；科技企

业达到 1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500家，高新技术产

业总产值达到 2万亿元。到 2025年，使成都成为各类创

业人才实现梦想的首选地，全球创新要素聚集的新高地，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的新标杆，国家自主创新发展的引领

区，建成全国领先、国际知名的创新之城、创业之都。

成都启动“创业天府”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