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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观察家

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张家伟）大部分

金属在室温下都没有磁性，但英国利兹大

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学术杂志《自然》上

发表报告说，他们通过分子层面技术，使

非磁性金属也能像铁一样拥有磁性，未来

有望显著拓宽工业领域使用磁性材料的

选择范围。

只有铁、钴和镍这三种金属在室温下

具有磁性。金属的磁性不仅是因为有不

成对电子的存在，而且还需要这些电子之

间相互作用。

研究团队说，他们发现铜和锰的薄膜

可通过捕获金属与一层有机分子之间传输

的电子而获得磁性。这种有机分子名为富

勒烯，其结构是由 60 个碳原子相互连接形

成的笼子状球体，这种结构既简单又稳定。

磁 性 材 料 在 工 业 和 科 技 领 域 都 有 大

量应用，例如在风电装置、电脑硬盘和一

些医疗设备中。研究人员说，只有铁、钴

和镍这三种金属元素能用于制作磁性材

料会带来很大限制，如果更多元素能获得

磁性，会带来重要变革，在工业生产中就

可使用铜和其他储量更丰富且副作用更

少的元素。

领导这项研究的奥斯卡·塞斯佩德斯

说，其团队将进一步研究如何将相关技术

与合适的元素结合生产出新型磁性材料，

从而促进新技术发展。

分子层面技术使非磁性金属也能有磁性
有望显著拓宽工业领域使用磁性材料的选择范围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下

发到京津冀三地地市一级，已经一个多月了。目前三

地都在制定具体措施对规划纲要进行贯彻落实。以交

通为例，三地都分别制定了交通一体化规划征求意见

稿。记者日前采访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前副院长邬贺铨。

谈到对于《规划纲要》的总体印象，邬贺铨对科技

日报记者说，“协同创新是《规划纲要》最重要的特色

之一”。

“协同创新”被提出，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一般来

说，协同创新是指通过突破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在人

才、资金、信息和技术等创新要素和资源之间实现深度

合作。“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协同发展战略精神的重要体现。”邬贺铨说。

总体看来，《规划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

绕京津冀三地发展制定的难度最大的发展规划。过去

的区域发展规划往往是行业内的，或行政区划内的。

京津冀《规划纲要》不但涉及京津冀三个省市，涉及三

地的交通、产业、环境等关键行业，而且涉及到整个区

域的城镇化、农村发展、经济新常态、产业转型与非同

质化、纾解非首都功能等，内容非常广泛。

以交通一体化为例，无论轨道交通还是公路、民航

都有一个互联互通、无缝对接的问题。但是根据协同

创新的要求，既要考虑地铁、轻轨、城际铁路之间的互

联互通，考虑打通三地公路之间的“断头路”，考虑三地

民航资源的整合利用，还要考虑发展铁路与公路哪个

更经济，新机场如何对三地都有利，既要考虑运力、能

耗和投入产出比，还要考虑客源、货源、人流的情况，以

及轨道、公路往哪儿延伸，更加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

展，和北京非首都功能如何向天津、河北两地的疏解转

移等等。 （下转第三版）

京津冀：协同创新见真章
——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邬贺铨院士

本报记者 冷德熙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记者从

大连市科技局获悉，为在新一轮东北

振兴中抢占先机,不断增强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良好局面，大连市科技局会同市财

政局日前出台了《大连市科技创新券

实施办法》等五项优惠政策，这一系列

科技政策的“红包”将进一步助推企业

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券是通过事前引导企业

需求、事后兑现政府购买服务的新型

政策工具。创新券是依托大连市科技

局主办的“科技指南针”网上平台来发

放、使用、兑付和管理的虚拟代金券，

发放对象主要有电子信息、软件互联

网、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装备制造、

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科技服务

业、现代农业等企业。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补 助 实 施 办 法 规

定，对以转让合同方式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的中小企业给予转化后补助，每

个项目将按照当年实际支付的技术交

易额的 10%给予资金补助一次，最高补

助额度为 50 万元。“科技成果转化”包

括两种形式，一是高校、科研机构与大

连中小企业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经

全国技术合同网认定登记的，并已支

付相关技术交易费用；二是高校、科研

机构以入股方式将技术成果转让给大

连中小企业，并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合

同正式生效的。

专利补助办法明确提出，对国内

发明专利每项补助 0.5 万元，通过专利

合 作 条 约（PCT）途 径 获 得 的 外 国 专

利，单件专利每通过一个国家或地区

授权补助 5 万元，总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支持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政策措施

中规定，对新认定的市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将给予 50 万元补助。新出台的认

定办法还指出，经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

验室，同等条件下优先承担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择优

推荐其申报国家、省级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并按

有关规定给予配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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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飞驰在海拔 4500 米的公路。山的远端，沉重

的云朵正倾泻到大地上。与记者同行的西藏自治区那

曲地区官员索南说，这是今年第一场像样的雨。

从拉萨向北坐 4 个小时火车就到了那曲。这里没

有耕地，只有草原。牧民喂养多少牛羊，得看降雨的早

晚。今年干旱，8 月初天已转冷，可草还没怎么长。草

丛杂黄，盖不住地面，不到一拃高。搁几十年前，牧民

们必然要忧虑：冬天哪来草料喂牦牛？可如今，他们心

里踏实了不少——有人工草地呢。

那曲镇附近有一片旷地和几栋水泥建筑，这里是

“现代草地畜牧业示范基地”，专门种草、喂牛。“过去很

多专家跟我们说，在那曲，人工种草不可行。我们一开

始试种，确实失败了。”那曲地区的农牧局局长次仁说。

那曲太冷，比大兴安岭还冷。海拔高于 4500 米的

那曲，比内地同纬度省份温度要低 25 摄氏度以上。夏

天半夜里寒气逼人，冬天零下 40 摄氏度是正常的。那

曲不长树，一棵也不长。几十年来不知多少人试过，树

苗种下去，过冬就死。牧草的生长期只有三个月，自然

长不了多高。

然而让当地人称奇的是，2014年，那曲的示范草地

居然长出了两米高的草。科技人员试种的各种牧草

中，一种名叫“绿麦草”的强者脱颖而出。工作人员告

诉我们，它是黑麦的一个品种。它的鲜草亩产超过 3.7

吨，似乎没有被高原恶劣气候所压倒。

10000 亩的示范基地，供养着两个大棚的奶牦牛。

这些牦牛是半舍饲的，白天放到草地上，晚上回来给加

餐补精料，泌乳量大大优越于普通牦牛。

实验成功暗示：那曲的干旱寒冷的草地，潜力还很

大。之所以没有发挥，不全是大自然吝啬，而是人们没

学会跟草原相处。

那曲是中国草场面积最大的地区，可利用草场有3.2

亿亩。然而，这里也是最难养活人口的地区。直到现在，

43万平方公里的那曲，人口才 50万。“50年前，那曲地区

经济基本上是靠天养畜的传统牧业，物质贫乏，产业几乎

为零。”那曲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敖刘全 8月 6日在一场

发布会上说，“在50年前，那曲地区交通运输全靠人背畜

驮，走骡马驿道、划牛皮筏、溜索桥，饮水基本以冰雪、河

水为主，能源严重匮乏，照明处于酥油灯时代。”

没有农业的那曲，是西藏文明的边缘地带。牧民

们一辈子带着牦牛毛编织的防雨的黑帐篷，赶着畜群

游走天地。那曲牧民和他们的牲畜，年复一年徘徊在

生死线上。每次降雪都考验他们的运气。如果雪大到

冬季牧场的草被盖住，牛羊会在三天后开始死亡，牧民

随之破产。

2006年开始安居工程，牧民们陆续定居，必须用新

的方式对待草原了。罗玛镇 12 村的牧民嘎玛桑旦说：

他们家有草场 3000多亩，分为夏季和冬季牧场；他家跟

邻居协商，使用别家闲置的草地。

定居生活给草原带来了过载的威胁，那曲 10 年前

草原沙化一度很严重。嘎玛桑旦说，政府为了保护草

原生态，防止过度畜牧，给每家每户规定了上限。牧民

如果按规定放牧，可在核实后领取生态补偿金。记者

听说，那曲即将发放的 2014年的补偿金共有 4亿多元。

嘎玛桑旦会给自己种植冬季草料。那曲政府鼓励

牧民在房前圈后（温度较高）种植本地牧草种，比如饲

料青稞或者披碱草，并给一些补贴。另外，那曲的每个

县都开辟了万亩示范人工草地，一般是在草原退化和

沙化地带。

为了遏制鼠兔（一种在草原上随处可见的毛茸茸

的小动物）在草原上掘洞和破坏草根，政府在各处设立

鹰架，并且禁止牧民猎杀狐狸。索南告诉记者，目前鼠

害已不大了。草原恢复到了比较理想的状态。

（下转第三版）

世 界 屋 脊 长 出 了 绿 麦 草
本报记者 高 博

开栏的话 50年前，西藏做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选择。50年来，西藏经历了从黑暗走向光明、

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今天，一个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文化繁荣、民生改善、民族团结、政通人和的新西藏正呈现在世人面前。

今年 9月 1日，西藏自治区将迎来成立五十周年大庆。8月上旬，科技日报记者走访了西藏自治区那曲、

拉萨和山南三地，近距离接触当地民众，感受到科技发展已悄然改变了西藏面貌。生活更富裕，社会更文

明，环境更宜人，都有赖于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不难发现，未来西藏腾飞的第一推动力必然是科技创

新。本报从今天起推出“辉煌 50年·科技记者看西藏”专栏，与您分享记者的观察心得。

■辉煌 50年·科技记者看西藏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布达拉宫，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达拉宫广场见证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过去十余年间，广场周围环境从泥泞凌乱变为碧水绿茵，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更反映了国家大力推动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懈努力。图为布达拉宫广场植被葱郁（2015年8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觉果摄

关于长期使用手机会不会引发脑瘤这个问题，近

年来科学界一直争议不断，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出

一个结论迥异的“研究结果”，让公众看得直昏头。

这不，前几天英国又有报道说，一项由多个国家共

同进行的最新研究称，手机对人的健康造成了“非常真

实的风险”，比如罹患癌症、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症

等脑部疾病。不过，报道还提示，过去 15 年来，大多数

研究都未能得出决定性的结论。言下之意，此番“最新

研究”，也要走着瞧。

常听人调侃，现在的科学研究太不靠谱，没有十足

的把握就亮出观点来。譬如那些论及手机辐射的研究

结果，就太多地使用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存在联系”

“可能导致”“大概存在风险”这样的字眼，让人难以决

断究竟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手机。再有就是，前段时间，

关于地球“冰河期”来临的警告，与近几十年来大家都

已耳熟能详的“全球变暖”大相径庭，也同样令人困惑。

类似的现象或问题已然不少，甚而导致很多依赖

于技术或科学背景的政策论争。众所周知，当年美国

的布什政府退出旨在遏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其理由之一就是有关全球变暖的论点缺乏确凿的证

据；而前几年国外亦有报道：一些研究电磁辐射的专家

实则是手机产业的说客，手机辐射研究的混乱局面，远

不是科学固有的缺陷与无奈所造成的，背后的利益之

争在争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看，科学充满着不确定性，这实际上

不足为怪。因为，科学并不是事实的简单堆集，而是一

个把事实和假说或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有逻辑的系统，

也是一个不断增长、不断扩展的知识整体。我们今天

称之为科学知识的东西，是由具有不同程度的确定性

陈述所构成的集合体。具体到某一科学认识，随着时

间的流逝，证据当会积累得越来越多，那些“利益冲突”

将会在辨识中愈加明显，科学家的共识无疑也会变得

越来越强烈——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可靠的知识”便是

在这样一种“智力探险”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科研背后是否有利益冲突？
尹传红

8月 8日，目前世界最大、最深的全地下高铁站房，也是全球首例单层大跨度网壳穹顶钢结构工程——于家
堡高铁站竣工，并交付北京铁路局。图为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于家堡站房外景。 文轩/CFP

■京津冀轨道交通协同发展互联互通

这几天，常征和陈建保只要

一有空就会掏出手机“刷”几下，

虽已年逾不惑却成了地道的“手

机控”，但他们“刷”的既不是微

博，也不是微信，而是一款刚刚

上 线 的 手 机 应 用—— 乌 兰 察 布

市科技移动信息服务平台。

农民与专家的
“零距离”接触

常征和陈建保是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察布市的科技特派员，像

他们一样的农业技术专家如今

有了一个新帮手。7 月 30 日，乌

兰察布市科技移动信息应用正

式上线。当地农牧民如果遇到

技术难题，拿出手机写下问题、

上传照片、再点击发布，简单几

步便可轻松完成咨询环节。

打 开 乌 市 科 技 信 息 服 务 应

用，点击“专家答疑”板块，农民提

出的病虫害问题都得到了专家的

署名回答。提交问题时，除了文

字和图片外，农牧民还可附上手

机号，专家看到问题后也可电话

答疑。

“以前主要是通过划片建立

科技服务站的方式普及科学技

术，但技术进乡入户比较困难。”

乌兰察布市科技局副局长兰云

峰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该平台

上线后，农民的一个难题可以同

时被所有在线专家看到，形成了

“点对面”的问询模式，打通了科

技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

从技术支持走向
综合服务

除了技术服务外，平台还设

计 了“ 政 策 法 规 ”“ 农 畜 产 品 行

情”等法务、电商、资讯服务，为

用户提供综合性支持。

“供求信息”栏目下设“供应

信息”和“求购信息”子模块，有

需要的农牧民便可在此发布买

卖信息。“出售羊羔”“出售甘蓝”

“求购草籽”……农牧产品的供

需在这个平台实现了对接，完成

线上交易。“目前就是买卖信息

的交换，后期版本升级后我们将

进一步完善交易功能，实现更精

准的对接。”手机应用后台负责

人张海龙说。

点 开“ 农 畜 产 品 行 情 ”，它

既 为 商 家 开 辟 了 宣 传 渠 道 ，也

有面向农牧民的行情发布。而

在“ 政 策 法 规 ”栏 目 ，可 以 查 阅

到国家、自治区及本地不同层级的政策法规。

平台搭建与管理“两手抓”

实现高效的科技服务离不开智力资源，整合

专家团队成为平台搭建的关键。“在线专家主要

是乌兰察布市科技特派员。平台启动后，组织手

机应用使用培训，提出每年必须回答 60 条的最低

要求。”兰云峰向记者介绍。

虽然平台为农民与专家搭建起了沟通平台，

但却没有实现即时交互。兰云峰表示，准确是第

一要义。“没有审核，如果给农民传递了错误信

息，将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后台收集专家

的反馈后，会有专业人员进行审核，然后归纳出

最优解答发布到线上。”

看到乌兰察布市手机平台的发展，山西省的

科技人员表示，其他地方也有过类似的尝试，但推

广不下去，用户教育是一个难题。“平台设立了信

息员推广制度。不懂手机操作的农民先把问题告

诉信息员，再由信息员上传至平台。”张海龙说，下

一步他们希望让不同行业的人都参与进来，农业

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助推“三农”发展。

（科技日报乌兰察布8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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