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研究

团队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经过 5 年的努力，他们研

发 的 肺 部 磁 共 振 成 像 仪 获 得 了 我 国 首 幅 超 极 化

氙—129 人体磁共振影像，并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

医疗团队开始了临床前研究。欢庆成功之余，团队中

一位科学家却也有另一种忧思。

这位科学家提到，我国现行的 SCI 科研评价体

系，看重的是第一署名的作者或单位。这样一来，对

一些项目就有失公允。“比如，我们的项目里有做技术

的团队，也有临床医学的团队，并且分属不同单位。

对科研的贡献，可以说每个团队都很重要，不分伯

仲。但是最后论文看重的是第一署名单位，这就给我

们带来比较大的困扰。尤其是论文对团队中的年轻

科研人员还是很重要，如果他们的努力长期在论文上

得不到体现，会影响到今后的发展。长此以往，他们

对项目研究投入的热情和专注度也会大大降低。”

这种困扰和担忧，确实在不少应用类、技能类科

研人员中存在。不可否认，SCI论文评价体系是一个

国际化的权威评价体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相对客

观，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评价方式能够替代它。

但在科学研究形式日益丰富、跨界融合研究日益盛行

的大势下，如果继续一成不变地用这种评价方式来评

价科研人员的业绩，就难免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对于搞应用和临床医学等研究的科研人员

来说，用论文数量和影响为标准的评价方式，就难以

对他们的科研贡献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搞应用研

究的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研究最终能否成功转

化成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产品，医生则认为最重要的是

医疗水平，是治疗好患者。两者都没有很多时间和精

力用于埋头写论文。有些科学大项目则必须要很多

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但最终的论文却无法体现所有

人的成绩。然而，在职称评审、基金申请、评奖评优

时，目前最看重的还是 SCI 论文和影响因子，对这些

科研人员就不太适合。

此外，分量太重的单一论文评价体系，或许也会

助长急功近利的科研心态。目前 SCI 评价个人和单

位业绩时占的分量越来越大，和个人、单位的利益高

度相关，导致急功近利甚至买卖论文等学术不端的现

象出现。一些一线医生由于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搞科

研，就把实际研究工作交给某些生物公司。这是比较

隐蔽的擦边球行为。还有一些则完全属于科研不端

的行为。例如为了尽快完成实验，不惜数据造假、剽

窃他人数据；为了文章出奇，不顾伦理规范。

长远看，单一的论文评价体系如果不做出适当调

整，或许会阻碍科学研究乃至科技事业的发展。科研

管理部门有必要根据不同类型科研的特点，制定不同

的科研评价标准，使科研人员的努力和心血能得到应

有的回报，让他们在科研道路上放心、安心和用心。

勿以论文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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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库布其七星湖星空文化节期间，来自
全国各地的星空爱好者、摄影师齐聚被誉为中国
最美沙漠观星地、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
漠，用镜头记录美丽星空。图为库布其沙漠的星
空。 中新社发（窦俞钧摄）

约会中国最美沙漠观星地

9月 20日，以“庆临青云盛会玩转冰雪世界”
为主题的福州奥体冰雪奇幻乐园开幕，乐园同步
推出3D韩流画馆项目，让广大游客尽享冰雪奇妙
世界与 3D 魔幻世界的乐趣。图为民众在 3D 画

“鲨鱼”前拍照。 中新社发（吕明摄）

福州冰雪奇幻乐园开幕

来自中国、美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捷克
等6个国家的30余名沙雕手近日齐聚浙江省舟山
市朱家尖景区，以“一沙一世界”为主题，打造舟山
国际沙雕展，目前沙雕展已初具雏形。本次沙雕
展共有单体作品 50余个，主要包括“西北丝绸之
路”“海上丝绸之路”“海岛旅游”三大部分。据悉，
第十七届中国舟山国际沙雕节将于 9 月 28 日开
幕。图为沙雕展中“海上丝绸之路”的郑和雕像。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舟山国际沙雕展初具雏形
新疆哈密市兵团十三师火箭农场，这里有上百亩

的中棉所—民和“新壮态”植物生长促进液示范田。

粗壮的棉株密密挨着，“青枝吐白絮”。几个老农走进

棉田，一边仔细观察棉杆、数着棉桃，一边感叹，“叶够

绿，今年的棉花收成肯定不错”！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产区。全疆 50%左右的

农户从事棉花生产，其中南疆棉花产值占种植业

总产值的 80%左右。但如今，在新疆阿克苏等地，

棉田数量在缩减，棉花正在被苹果、红枣、核桃等

作物所取代。

面积急剧萎缩，棉花产业如何脱困？

根据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棉花生产量正逐渐下降，

预计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棉花生产国。

棉花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预计 2015/2016

年全球五大产棉国将产生近 80%的产量。据美国农

业部统计，印度和中国占全球棉花产量的 50%以上，

但中国产量衰退，而印度则在成长。

预计 2015/2016 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

大的产棉国，据报告显示，印度棉花预测产量约在

2950万包，将占全球产量的 26.5%。

对于中国来说，2015/2016 年预计产量 2700 万

包，下降 10%，是 2003/2004 年以来的最低点，预计占

全球总产量的 24%，并且将持续走低。

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在生产前景的差异可以追

溯到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工资上扬，生产成本增加，

而近几年新技术和生产实务已趋动印度的产量显著

提高。”“印度于 2006年产量第一次超越美国，现在它

正准备超越中国，而自 1982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

最大的产棉国。”

印度将成全球最大棉花生产国

新疆的情况并非孤例，记者随同国家棉花产业技

术体系专家在河北、山东进行棉花生产中期检查时发

现，长期与新疆棉区三足鼎立的黄河、长江流域两大

棉区，植棉面积萎缩得更为厉害。

河北省农业厅经作处处长邓祥顺调查发现，2008

年河北省植棉面积 1035 万亩，2010 年下降为 1000 万

亩左右，今年仅 500 万亩；山东省棉花研究中心主任

董合忠表示，山东一直是内地棉花生产第一大省，最

高种植年份曾达 1300 万亩。但今年全省植棉面积

“不到 700万亩”，几乎“腰斩”。

据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全国棉花生产监测最新

数据，今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下降 22.8%；中国棉花协

会调查显示，2015年棉花实际种植面积可能不足5000

万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根据新疆今年植棉

3000 多万亩统计数据推断，包括山东、河北等省在内

的黄河、长江流域棉区种植棉花的面积已很少了。

——现 状——
我国植棉面积萎缩严重

植棉面积为何如此快速萎缩？邓祥顺等专家均

表示，主要是棉花种植效益急剧下降。他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2009 年到 2014 年，河北省棉花种植的净利

润，已由 272元/亩减少到 29元/亩。利润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棉花价格大幅下跌和用工成本快速上升。棉

价从 2010 年的 11.5 元/斤，降到 2014 年的 6.1 元/斤，

降幅为 50%；在用工数不变的情况下，同时期用工成

本从 44.6元/个上涨到 61.5元/个，涨幅为 37.8%。

此 外 ，国 际 低 价 棉 花 冲 击 国 内 市 场 。 2011

年—2013 年，国内棉花临时收储期间，印度、美国的

棉花价格每吨比国内低几千元。2014 年国家实施目

标价格和相关补贴政策以来，国内国际棉价逐渐接

轨，但在质量上国产棉与进口棉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因此，纺纱厂等棉花需求大户更多选择质优价廉

的进口棉，国产棉则以政府托市价格基本流向了国家

储备仓库。

——问 题——
价格下降、成本上升，农民种棉不挣钱

面对棉产区的严峻形势，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

所长李付广研究员表示：“棉花用水仅为粮食作物的

1/2 甚至更少，位于华北地下水超采核心区域的黑龙

港地区，是我国水资源缺乏最严重的地区，近期形成

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与棉花面积减少不无关系。因

此，从生态角度来讲，这里的棉花面积不能再减了。”

河北衡水市属黑龙港地区，衡水市农牧局调研员

陈桂荣说，衡水历史上种杂粮，自2001年开始，棉花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2013 年达到峰值，接着植棉面积开

始下滑。在国家实行粮食直补等政策刺激下，衡水地

区的小麦、玉米种植面积急剧上升，大量棉田变粮田。

随之而来的，衡水农田灌溉用水占到总用水量的

82%。可以说，棉改粮加剧了华北地下漏斗区的形成。

“漏斗区的水资源已不足以支撑粮食作物产量的

长期大面积持续增长。棉花耐旱、耐盐碱、耐瘠薄。

在这样的地区，植棉是作物结构调整的最佳选择，最

能使棉花发挥其抗旱节水、耐盐碱的先锋作物特性。”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马峙英说。

马峙英还强调：“我们不能让纺织车掌握在外国

人的手里。至少要保证 60%的用棉靠自己，否则我们

对棉花的话语权、定价权就没了。让其他国家决定我

们的用棉，将来的风险会更大。”

棉改粮或棉改果，导致耗水量大增

近日，吉图珲（吉林—图们—珲春）高铁正式
开通运营，将长春至珲春通勤时间缩短至 3小时
左右，并结束了珲春不通旅客列车的历史。此外，
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到北京仅需9小
时左右，比原来缩短近 14个小时。据了解，全长
360公里的吉图珲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吉
林、延吉西、珲春等9座车站，经过松花湖、拉法山
等著名景点，沿途自然风光壮美。图为吉图珲高
铁列车到达蛟河西站。 新华社记者 林宏摄

吉图珲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9月 21日起，大陆全面启用电子台胞证。县
级以上公安机关开始受理申请，同时停止签发本
式台胞证。各地公安机关可为在大陆的台湾居民
补发、换发 5年有效卡式台胞证。仍然有效的本
式台胞证可以继续使用，无须办理签注，持证人也
可申请换发卡式台胞证。此外，设有办证机构的
口岸将继续为未持有效台胞证直抵口岸的台湾居
民提供办理一次性有效台胞证服务。全面实行电
子台胞证后，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将更加便利。图
为来自台北的几位青年学生展示刚刚换发的电子
台胞证。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大陆全面启用电子台胞证

科技日报讯 9 月 19 日，北京百世珍评估中心揭

牌仪式暨元青花研讨会在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

就文化艺术品的鉴定、评估、交易等相关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讨。

专家表示，世界上最多的藏民在中国，最大的收

藏市场在中国，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艺术之宝在中国，

最先进的鉴定技术也在中国。但是，多年来文化艺术

品的鉴定、评估和拍卖，呈现出不同形式的乱象，已经

严重影响了文化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专家建议，

要建立科学评估体系，制定科学评估标准、规则，做好

评估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以科学、客观、具有法律效

力的鉴定技术为前提，解决藏品新老、真伪的鉴定问

题，做好古今艺术品价值的评估工作。

据了解，北京百世珍评估中心是在北京国珍府文

物鉴定有限公司科学鉴定基础上延伸成立的。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心成立后将为文化艺术品交易寻

求多种途径，与国内大型信誉优良交易机构、金融机

构、变现机构、司法机构，以及诚信公道的拍卖公司对

接；与政府和大型企业对接，发展文化艺术品的抵押、

租赁、典当、拍卖、买卖等业务，促进广大藏友藏品变

现，让藏品活起来，让广大收藏市场活起来，让艺术品

这一特殊的文化产业活起来。 （韩志怀）

北京百世珍评估中心揭牌

科技日报讯 为响应文化部、体育总局等四部委

号召，促进广场舞健康、文明、有序开展，“海涛旅游”

杯 2015 年北京万人广场舞大赛 9月 15日在北京拉开

帷幕。

据赛程安排，本次赛事设十几个分赛场，数百个

社区、近万人参加预赛，优秀团体将进入选拔赛，最终

脱颖而出的 16 支团队，将进入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

进行半决赛、决赛。

谈及举办本次大赛的初衷，主办方指出，全民健

身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极大地

激发了大众的健身热情，广场舞内容丰富，具有形式

多样、参与面广、娱乐性强、简单易学等特点，深受大

众喜爱，因此成为普通百姓健身项目的首选。

正因如此，本次赛事旨在把体育休闲文化与全民

健身活动有机结合，打造一个具有导向性、示范性的

广场舞品牌活动，丰富大众的业余文体生活，搭建大

众互动交流、增进友谊、强身健体的公益平台，为大众

健康和全民健身助力。 （雅芬）

2015北京万人广场舞大赛启动

科技日报讯 9月 17日，2015“创客中国——寻找

最具投资价值创业项目”招募活动在北京启动，面向全

国招募最具潜力的互联网创业项目。优秀创业项目将

分享30万创业基金，并有机会获得风险机构投资。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在全国招募 1000 个优秀网

络创业项目，项目涵盖了创业策划项目、创业电商、创

业团队与个人。由著名企业家、知名投资人、资深媒

体人、专家学者组成的“创客中国”创业项目评审委员

会，对招募项目进行严格科学评审，产生全国 500 优

秀互联网创业项目，并在新华网上对外权威发布。活

动最后阶段，评审委员会将对全国 500优秀项目进行

更为细致、专业的评审，产生全国 100强项目。其中，

在 100 强基础上遴选出 20 个创业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在宿迁召开的 2015 中国“互联网+创业”大会

上进行路演，接受创投导师、评审委员会专家现场点

评、颁奖。

据悉，本次招募活动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投

资协会、新华网、宿迁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目前，创

业达人或创业团队可登录 http://js.news.cn/ckzg/in-

dex.htm 报名，或登录微信公众号 http://eqxiu.com/s/

KuGTpZY0 报 名 ，报 名 时 间 自 9 月 17 日 至 9 月 30

日。 （赵英淑）

“创客中国”招募最具潜力创业项目

科技日报讯 9 月 16 日，在天津中新生态城，“天

河一号”携手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与中福老龄产业

签订了合作协议，联手打造“互联网+医养结合”中福

居家养老社区。

据悉，在这种合作模式下，中福养老社区可以利

用天河一号高速、稳定的强大计算能力，将移动终端、

可穿戴设备、健康机能检测设备、远程医疗等手段，综

合、全面地应用于包括“膳食处方、运动处方、情绪处

方”等在内的个性化全套健康解决方案，并实现全程

的信息化、数据化跟踪与反馈。此次合作，可以为中

福养老社区提供家庭医生、急症救援、绿色通道、远程

医疗、健康监护、康复护理等全方位医疗服务，及生活

照料、专业介护等组织化的健康颐养服务。在三方的

共同探索下，可以形成中国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新标

准，包括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居家医疗护理单元配

置标准、居家康复师培训标准等，并在此过程中全周

期、多维度收集中国老年人的数据，以填补中国老年

人“活数据”的空白。 （阳迪 文天）

天河一号“植入”中福养老社区

该如何解决棉区面积快速萎缩的难题？

“作为棉花科研的国家队，中棉所以前专注为市

场提供更优质、高产、抗病的种子。现在我们拓展了

科研单位与农业企业的深度合作，为棉农寻求节本增

效植棉的一系列新技术方案，提供棉花全产业链服

务，让农民快乐植棉，增产增收。”中国农科院棉花研

究所副所长张西岭研究员说。

记者在新疆看到的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与上市

民企山东民和生物公司的合作，就是提供棉花全产业链

服务的一个重要尝试。张西岭说，只有在棉花水、肥、

——对 策——
提供全产业链服务，让棉农增产增收

种、管、收各环节实现节本增效，才能形成全产业链的科

技解决方案，提高植棉效益。中棉所与民和的合作，就

是要在棉花用肥这个环节，和先前开展的“育苗、栽培、

田管、采收”科企合作一样，进行轻简植棉联合攻关。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张东明说，“新

壮态”植物生长促进液来自民和股份的肉生笼养鸡

排污处理项目——鸡粪沼气发电。它以沼液为原

料经过多重生物发酵、纳米提纯等工艺制成，含有

百余种有机活性养分，营养全面；吸收利用率达 85%

以上；含有丰富生物菌群，调节快，使棉花品质好、

产量高；不添加任何激素，能培育高品质棉花，而且

更安全、更绿色、更健康。而这次在新疆测产田施

用的“新壮态”，是厂家按照中棉所科研人员指导意

见，根据棉花生长不同时期营养需求特别配制生产

的，田间经过 600—700 倍稀释后，分别在根部、叶

片、花铃喷滴施用。

中棉所与山东民和分别在新疆石河子、哈密、阿拉

尔三市27个棉花示范点展开田间测产，并在长江、黄河

流域棉区布设了13个示范点。测产对照数据显示，棉

花每亩增产超过10%。田间测产还发现，“新壮态”不仅

对促进棉花健康生长、形成增产作用显著，而且表现出

对棉铃虫、棉花枯黄萎病具有比较明显的抑制效能。

为加强科研，探索新疆棉花可持续发展模式，组建

全方位棉花产业发展创新平台。8月24日，中国农业科

学院棉花研究所与塔里木大学联合成立“棉花科学学

院”。这是国内首个专门面向棉花产业的学科型学院。

李付广认为，棉花科学学院的成立不仅是中棉所

与塔里木大学全面深化合作的“重要拼图”，更是推动

我国棉花产业向新疆战略转移的重大举措。如能依

托新疆区位优势，整合国内棉花科技资源与中亚各国

开展“棉花外交”，实现“技术输出去、原棉引进来”，

“未来世界的棉花中心就在这里”。

对此，塔里木大学党委书记王选东说，棉花科学

学院战略定位为应用性、区域性、开放性的研究所，将

建成为全国棉花科研项目落地新疆的大平台，集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和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创新基地。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表示，和塔里木大学

合办棉花科学学院与国家“转方式、调结构”重大发展

需求相适应。他建议，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所

在地的阿拉尔建成“国际棉花产业高地”，可通过提高

生产水平和产业拉动使其逐渐成为中亚地区有影响

力的棉花科技交流中心。

加强科研创新，组建全方位棉花产业发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