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啊——妈妈我怕！”

一只巨形恐龙，张开满嘴

利齿，追逐着眼前的男人

和孩子，眼看着就要吞噬

他们。恐龙走路带来的地

面强震动，立刻“引发”了

湖南省科技馆 4D 影院内

观众席的震动，现场大人

孩子们一片惊叫。

5 月 24 日 ，湖 南 省

2015 年科技活动周的最后

一天，科技日报记者来到

湖南省科技馆，体验湖南

省首家特大型科普场中的

热度。

虽说是科技活动周收

官日，但科技馆人气着实

不减。不断有家长带着孩

子，入馆“玩耍”。领取免

费 入 场 券 的 队 伍 形 似 长

龙。

湖南省科技馆实验教

育部李佳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科技活动周启动到今

天，粗略统计，入馆参观人

数达 2.102万。

野生动物保护标本展

区当属“最热闹”展区。只

要看见有家长带着孩子观

看标本，家长读出某种保

护动物的名称时，不出十

秒，就会有来自枫树山小

学 等 学 校 的 小 学 生 志 愿

者，开始“自动”播报有关

这种动物的各种介绍。

“制造天地”馆几乎是

男孩子们的天堂。各种机

械被“剥开”外衣，直视内

部的全部结构。在一组机

械 内 球 的 搬 运 体 验 式 展

区，搭配上各款操纵杆、方

向盘，孩子们合作动手操

作着，将机械上钢球从一

个部位传送到另外一个部

位，不时传出欢呼声。

在“生命体验”馆，一

位父亲带着女儿，在一具

五脏六腑被拆得七零八碎

的人体前，有模有样安装

着 。 一 个 巨 大 的“ 口 腔 ”

中，孩子们或钻在“嘴”里，

或搬着一颗颗牙齿，套入

一个个牙床，显示安装正

确的时候，孩子们咯咯地

笑，显示不对的时候，孩子们有些急躁，不断地找

寻着“对口”牙齿，玩得不亦乐乎。

馆区内地震体验区，汽车驾驶体验区，排起了

长队。一位带着小学二年级孩子排队的妈妈和

记者攀谈，她和其他几家带孩子的家长，是科技

馆的常客。“周末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带孩子来

这里。他们可以亲身体验到很多有趣的科学知

识。这比对着教科书学习好很多。很多科普知

识，我们也不懂。来了很多次之后，每次还能有

新收获。科技馆应该是很多家长周末选择的最佳

去处之一。既玩了，又学了，一举两得。”孩子妈妈

表示。 （科技日报长沙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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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交通信息化、智能化及其一体化的关键是

信息化。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中交通信息化要

先行。”吴忠泽对记者说。

针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交通信息化和智能化

发展，北京智能交通协会、北京交通信息中心与中国智

能交通协会联合开展了《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交通信

息化智能化建设工作》课题研究。近两年来，中国智能

交通协会理事长吴忠泽带领课题组多次对京津冀交通

信息化、智能化及其一体化（以下简称“三化”）建设工

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召开专家座谈会反复研讨，形

成了最终的研究报告。

科技日报记者围绕京津冀交通信息化、智能化建

设现状以及如何实现一体化的问题，采访了吴忠泽理

事长。

发展目标：“一张图”“一张
网”“一张卡”和“一个平台”

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是区域经济一体

化。京津冀交通“三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构建安

全、快速、便捷、大运量、低成本、互联互通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网路系统，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记者：请问京津冀交通“三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

什么？有没有近期的发展目标？

吴忠泽：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与京津冀一体化

相适应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智能化交通应用系统并形

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打造智能交通的国家样板，为建设安

全畅通、快速便捷的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和公平、开放、统一

的区域交通运输服务市场提供技术支撑。（下转第四版）

“京津冀一体化交通信息化要先行”
——访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长吴忠泽

本报记者 冷德熙

新华社兰州5月24日电（记者王衡 白丽萍）一间

上百平方米的屋子，瓶瓶罐罐等实验设备占了大部分

空间，屋内还有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隔挡，挤满 8 个电

脑工位……这是兰州百源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在兰州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研发部。

成立于 2004年底的百源是兰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首批入驻的留学归国人员创业企业，本应于 2009 年

从科技园“毕业”，但实际在科技园已扎根 10年。

根据《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企业在

大学科技园孵化时间不超过 42 个月，海外高层次创业

人才或从事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设计等特殊领域的创

业企业，不超过 60个月。

然而，记者近日在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

交通大学 3所高校的国家大学科技园采访发现，共有二

三十家像百源一样“毕业”却未“离校”的企业。

兰州比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兰州理工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也有 10 个年头，其办公地在科技园一间 70

多平方米的房间，进门是一张乒乓球桌，还有几张电脑

桌，全部员工都在这里办公。

企业达到孵化期，相当于“毕业”，应当“离校”，腾出

来的空间留给新的企业，进入下一轮孵化，从而形成良性

循环。但百源、比兔等企业在毕业后为啥不离校呢？

一是离不开。科技园孵化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规模小、实力弱，孵化期满后大都仍处于起步阶段。对

很多企业来说，离开科技园这个保护壳，就难以生存。

以房租为例，大学科技园租金相对较低。兰州交

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不收物业费，办公房每月每平

方米 22 元、生产厂房每月每平方米 12 元，低于周边地

区同类用房。

“我们创业前几年主要搞研发。2014 年才首次实

现盈利，当年销售收入 420 多万元、利润 160 万元，今年

销售收入和利润有望翻番。”百源总经理车团结说，“我

们创业十年才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要是 2009 年毕业就

离开科技园，很可能就没我们这家企业了。我们曾想

搬迁到几十公里外的兰州新区，但无法承受交通、时间

等成本。”

“我们去年营业收入 80 多万元，这在科技园能生

存，但到了外面就不好说了。”比兔总经理王永贤说，大

学生创业企业能坚持三五年的没几个，同期在科技园

创立的企业迄今只剩下他们和另外一家。

二是不愿离。大学科技园背靠高校，有高校这一

无形品牌，且地处中心城区、创业企业密集，良好的创

业环境让企业不愿割舍。

2010年，兰州博实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迁入兰州

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正准备把生产部门迁出园

区。但总经理李建东告诉记者：“我们虽是高科技企业，但

过去人家觉得你是个山寨企业，入驻科技园，就很少有人

质疑我们了。生产部门要迁出，但总部还在这里。”

受访大学科技园负责人和创业企业负责人认为，

“毕业”不“离校”现象，反映出西部地区孵化创业企业

的短板，一是孵化时间通常比中东部地区长；二是孵化

机制不完善，如孵化器有很多，却缺少“加速器”，致使

很多创业企业未能快速壮大，只好一直待在科技园。

他们同声呼吁：西部创业不易，应给予更多耐心。

事实上，甘肃 3 所国家大学科技园也没有强行让

“毕业”企业“离校”。兰州交通大学科技园管委会主任

张红兵说，许多企业由学校师生创立，里面有感情因

素，更重要的是“鼓励创业必须宽容失败，失败都能宽

容，对生存下来的企业就更应宽容。多孵化几年，企业

扛过了瓶颈期，有的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目前，3 所国家大学科技园均处于饱和状态，为解

决新创业企业入驻难问题，它们都在制定扩容计划，兰

州交通大学国家科技园准备新建 20 万平方米的新园

区，是现有面积的近 6倍。

大学科技园：“毕业”企业为啥不“离校”？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李民）由

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发并拥有完整自主知识

产权的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近日在北京

正式面世。业界专家称，生物工程角膜研发

成功，将缓解我国人体捐献角膜奇缺的临床

困境，为角膜盲患者带来复明的希望。

这是记者 23 日在此间举行的“角膜盲

防治创新论坛暨全球首个生物工程角膜启

动仪式”上了解到的。据介绍，角膜盲是一

种因角膜失去功能导致视功能丧失的眼

疾。近年来，我国因各种感染、酸碱烧伤等

导致的角膜损伤病例越来越多。据近年的

抽样调查统计结果，因角膜病致盲患者约

400 万人，每年新发的感染性角膜病致盲患

者超过 10 万。我国每年捐献角膜仅为 3000

多例，加上国外捐献或进口的眼角膜，每年

施行的角膜移植手术为 5000 例左右，绝大

多数的患者还在黑暗中等待。

由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的科学

家 团 队 历 经 10 年 探 索 研 发 成 功 的“ 艾 欣

瞳”，已于今年 4 月 28 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据

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主任、“长

江学者”金岩教授介绍说，“艾欣瞳”是由异

种角膜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去除了角膜中的

细胞、杂蛋白、多糖等抗原，保留了天然角膜

基质胶原蛋白结构，生物相容性好，生物安

全性高，能与周围组织快速整合。

生物工程角膜研发成功
将缓解我国人体捐献角膜奇缺的临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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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青藏铁路所创造的 9项“世界纪录”中，有关冻土难

题的占了 4 个：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海拔最高和

最长的冻土隧道、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最长的高原冻

土铁路桥。

多年冻土区筑路技术核心难题的彻底解决，使这

条铁路有了“世界冻土工程博物馆”的美誉。我国在该

领域的研究也因此挺身于冻土科研的“世界屋脊”。国

际冻土协会主席杰里·布朗深有感慨地说：“青藏铁路

代表了冻土工程的最新进展。在这一领域，其他国家

需要借鉴中国的成就。”

实现这一切的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

研究所，赖远明是其学科带头人之一。数十年来，赖远

明率领他的冻土与寒区工程研究室团队，在偏隅西部

的兰州潜心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被誉为天路“精

算师”。

-1℃，领先世界水平

青藏铁路要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 550公里，其中高

温冻土区 275公里。

“一般来说，地表以下 15 米，年平均温度高于-1℃

的冻土属于高温冻土。”赖远明解释道，高温冻土具有

很强的不稳定性，由于季节变化和人类活动，特别容易

产生冻融危险，造成土地沉陷、道路开裂、桥梁坍塌、钢

轨扭曲，“就像冰袋，冷冻使水体积增大 9%，冰溶化后体

积会缩小。”

俄罗斯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也曾穿越冻土区，但

因为纬度高，其地温在-2.5℃以下，属于低温冻土区，相

对稳定。青藏铁路建设所面临的是世界冻土科研前所

未有的难题。

直击-1℃的高温冻土，赖远明和他的团队展开

系统研究的“第一站”是寒区工程的冻害机理，“改善

冻土计算理论长期依赖国外的现状，为设计提供理

论依据”。

在数据和文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赖远明发挥工

程数学和工程力学的专业优势，提出了冻土工程温度、

渗流和应力场耦合问题的数学力学模型，导出了有限

元计算公式，并对寒区隧道冻胀荷载作用下的应力场

和温度场进行了数值模拟，解决了路基温度计量难题，

填补了寒区隧道计算理论方面的空白，为世界冻土工

程提供了公认的计算模型。

“我们还对未来 50年青藏高原气温上升 2℃的路基

温度变化进行了预报分析，结果表明抛石路基能够保

证冻土路基的热稳定。”赖远明说，这项延伸研究解决

了铁路建设中的气候变暖的影响问题。

在揭示路基降温机理和效果的基础上，赖远明团

队研发了“凹”字状的 U 形复合抛石路基和无能耗自动

温控通风路基等物理结构，成功应用在青藏铁路、公路

建设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应用文件特别提

出，这种结构“减少修建旱桥 30 公里，补强路基约 100

公里，成功避免了路基融沉、道路纵裂等潜在病害的发

生，节约路基长期整治经费。”

2008 年，“青藏铁路工程”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赖远明作为主要完成人榜上有名。 （下转第四版）

赖 远 明 ：高 原 冻 土 不 了 情
本报记者 杜 英 实习生 唐 琴

科技日报广州5月24日电（记者刘垠 操秀英）“各

位院士专家的发言视野宽广、重点突出、针对性强、内涵

丰富、见解独到，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好相关工作的宝

贵智慧财富。”在听了十多位院士专家的发言后，广东省

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由衷感叹。

秉承为举办地服务的宗旨，当地党政领导与院士

专家座谈会已成为中国科协年会的品牌活动。24 日，

院士专家们围绕珠三角地区经济与科技合作中存在的

一些突出问题，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广东的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畅所

欲言，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院士的发言瞄准广东省新材

料的发展。他认为，广东省新材料已初具规模，产业总体

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相比国外新材料的发展仍存在一定

差距，主要表现在整体研发能力偏弱，企业规模偏小，产业

聚集度较低，多数企业技术装备落后，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研究与产业化脱节、新材料制备的高端装备依赖进口等。

基于现状，干勇建议，首先应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包括超材料设计与制造、新型平面显示技术、第三代半

导体材料、电子芯片和光子芯片、稀土功能材料、新能源汽

车用电池材料等。在产业政策发展方面，则应加强行业引

导和管理，实施财政和税收扶植政策，培育优势核心企业。

郭孔辉院士则将目光投向老本行——汽车，就广

东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谈进展、说问题、献对策。

他建议，应建立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发展部门联席会议制

度，统筹推荐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以推广应用撬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加大对新型及下一代动力电池技术

研发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体系。

在区域发展和合作方面，罗锡文院士提出要通过加

强科技创新驱动，支撑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交通运输

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张宝胜强调要抓住“一带一路”海陆

联动机遇，携手港澳，开创广东科技及产业合作新局面。

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叶嘉安院士就先进制造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布局等问题发表意见。

院士献智广东 破解发展难题
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展览5月23日在青岛举办。展览共有92家单位参展。图为5月24日，展会工作人员在演示人机交互的教育信息化产品。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

赖远明院士。 新华社记者 梁强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高博）据美国媒体

报道，博弈论创始人，86岁的约翰·福布斯·
纳什，当地时间 5月 23日下午与妻子在新

泽西州遇车祸去世。纳什也是影片《美丽

心灵》的原型。生前一直在普林斯顿任教。

约 翰·福 布 斯·纳 什 (John Forbes

Nash Jr.)，生 于 1928 年 6 月 13 日 ，美 国

数学家，前麻省理工 学 院 摩 尔 荣 誉 讲

师，主要研究博弈论、微分几何学和偏

微分方程。他的理论被运用在市场经

济 、计 算 、演 化 生 物 学 、人 工 智 能 、会

计 、政 策 和 军 事 理 论 。 晚 年 为 普林斯

顿大学的资深研究数学家。1994 年，他

和其他两位博弈论学家约翰·海萨尼和

莱因哈德·泽尔腾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

济学奖。

1950 年，纳什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的博士学位，他在那篇仅仅 28 页的博

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

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

1951 年，纳什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数

学系担任讲师，在那里，他遇见了艾莉西

亚 （Alicia Lopez-Harrison de Lardé），

是一个来自萨尔瓦多的物理系学生，并

在 1957 年 2 月结婚。1963 年他与妻子离

婚，他们在 2001 年再度破镜重圆。长期

居住在新泽西州的西温莎小镇。

2001 年上映的美国影片《美丽心灵》

是以纳什与他的妻子艾莉西亚的传奇故

事为原型。该部电影一举获得 8 项奥斯

卡提名。电影展现了纳什 1958年开始长

期受困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人生。

美国各大媒体都关注了纳什的车

祸。新泽西州警方称，纳什和妻子乘坐

的出租车失控撞上了护栏，未系安全带

的两人飞了出去。

纳什本月 19 日刚在奥斯陆接受了

挪威国王颁发的阿贝尔数学奖和 80 万

美元奖金，以表彰他对偏微分方程的贡

献。偏微分方程，是指如果一个微分方

程中出现的未知函数只含一个自变量，这个方程叫做

常微分方程，也简称微分方程；如果一个微分方程中

出现多元函数的偏导数，或者说如果未知函数和几个

变量有关，而且方程中出现未知函数对应几个变量的

导数，那么这种微分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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