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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策划

■最新发现与创新

巧克力 3D 打印机、车萝卜车载机器人、乐橙儿童

陪伴机器人、新能源混合动力摩托车……在北京科技

周主场的展会主厅“北京众创空间 3.0”展区内，各种由

众创空间孵化出的高科技产品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老百姓一定或多或少地对

众创空间有所耳闻，但对众创空间到底是做什么的却

未必十分了解。这一次，众创空间走进科技周，就是希

望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众创空间到底是干什么的。”创

业公社副总裁丁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现场，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大学生，大家都知道

众创空间是帮助创业者孵化创业项目的，但是对众创

空间“3.0”就不太了解了。现场工作人员告诉大家：

“众创空间的‘1.0 时代’更像是租房子，为创业者提供

的只是办公场地；到了‘2.0 时代’，工商注册、财税代

理、法务咨询、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等基础服务成为了

标配，众创空间还会帮助创业者提供资金对接；而众

创空间的‘3.0 时代’是一个更加跨界、更加交融、更加

轻松的创业社区。”

“如今，众创空间 3.0 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强调人与

人的连接。”丁磊说，“就拿创业公社举例，我们搭建了

一个‘空间+服务+社群+金融+数据’的闭环生态，就像

是为创业者提供一个‘创业小镇’，在这里将碰撞出更

多的创意火花，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创业的诞生。”

在“北京众创空间 3.0”展区，硬创梦工场、369 云工

厂、可可豆创新孵化平台、创业公社、歌华创意设计中

心、健康智谷、优客工场 7个众创空间参展，还有由这些

众创空间孵化出的 40余项最新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大

多以硬科技为主，IMI—3D 体感摄像头、VR（虚拟现

实）飞行战斗模拟器、虚拟现实家装平台等 3D、VR 硬

件……这些新奇又有趣的科技类产品吸引了众多前来

参观的人，体验各种科技产品的魅力。

3D打印骨关节、一滴血精准健康筛查技术、九号平

衡车等产品向公众展示了科技如何服务于我们的健康

生活；各种工业、服务领域的机器人带领公众走进了机

器人的世界，让大家感受到未来机器人和人类的生活

将变得更加紧密。

除了让民众体验到“高精尖”的科技产品，众创空

间 3.0 展区还让大家了解了众创空间到底是干什么

的。“不仅如此，许多有志于创业的创业者通过科技周

了解到最新的众创空间创业环境，也通过这样的形式，

找到了未来创业的‘家’，这是令创业服务工作者最开

心的事。”丁磊说。

众创空间3.0成科技周“新星”
本报记者 刘晓莹

在一个“VR（虚拟现实）行业”微信群里，每天都有

各种各样的新消息敲打着创业者的神经：上周 CES 亚

洲 展 上 ，VR 成 为“ 霸 屏 ”般 的 存 在 ；几 天 前 谷 歌 在

Google I/O 大会上公布了 Daydream 虚拟现实平台和

其生态系统的布局；阿里的 VR 实验室在 5月 20日当天

请来明星担任 VR男女朋友……

虚拟现实的热度节节攀升，仿佛再不进入市场分

一杯羹、卡一个位，就晚了。

技术进步，催熟商业概念

在松禾资本春季论坛上，主办方专门开辟环节探讨智

能硬件和虚拟现实。松禾资本合伙人汪洋直言，虚拟现实

并非新概念，但技术的进步，使得旧概念有了一只新瓶子。

早在 20 年前，“任天堂”就推出过一款虚拟现实家

用游戏机，但用户体验欠佳，价格也不亲民，并没有激

起多大水花。

20 年后，各路人马冲进虚拟现实战场。暴风魔镜

财务合伙人刘为利认为，芯片、传感器等技术的发展，

使得更快的处理速度、更优的人机交互体验成为可能；

厂商也在研发生产更高清晰度屏幕，能够进一步优化

虚拟世界的呈现效果。

各类“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备，让虚拟现实再获“新

生”。但技术仍是虚拟现实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北京科技周虚拟现实的体验展台前，不少人取

下眼镜后，向参展方反映：“晕”。

纳德光学创始人彭华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短期

内，VR 行业很难解决眩晕问题。这是因为，VR 只是欺

骗了你的眼睛，却没有骗过你的其他感官；而且，只要

你头部转动和视野所见有微小延迟，时间一久，就会产

生不适。而那些用手机提供画面的 VR 设备，受限于手

机芯片的处理能力，很难给出令顾客满意的 VR体验。

智能硬件，竞争惨烈之地

加入讲 VR 故事阵营的公司有多少家呢？汪洋说，

至少数百家以上。

“中国智能硬件的繁荣程度，超过其他各个地方。”

洛可可公司董事长贾伟指出，仅今年，他们就将在京东

众筹上线百款产品，众筹累计金额将达到 10 亿元。这

些项目，全是智能硬件。

贾伟感慨，国内智能硬件创业，竞争惨烈。洛可可

在一个月内能接到某一当下正热概念的几十款不同产

品的设计订单。“而且迭代速度特别快。如果在众筹上

三个月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立马就得重新做一款。”

如此之快，但还是得兼修内功。在柔宇科技董事

长刘自鸿看来，打好“地基”很重要。柔宇科技如今专

注底层技术和产业刚性需求，刘自鸿认为，这样就不怕

资本的兴趣转移，也不担心国家的政策变动。

不可避免的，几年之内，不少如今以为占得风口的VR

企业将会出局。什么样的产品能活？贾伟指出，除了有技

术壁垒，也要有设计感，也就是“颜值”。 （下转第三版）

虚拟现实产业：健壮还是虚胖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在投资界，大家对虚拟现实

的看法两极分化。”松禾资本合伙

人汪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拨

人觉得这个东西还太早太初期；另

一拨人觉得必须尽早布局。”

主张“等等看”的，多为互联网

行业出身，他们认为，从 VR 的出货

量、硬件、软件和内容的成熟度来

说，离真正形成产业还为时尚早；

而主张“现在就投”的，多一直身处

投资业，他们认为，在二级市场，

VR 概念已经足够热，此时投资，能

获得财务回报。

暴风魔镜财务合伙人刘为利

在松禾资本春季论坛上回忆，2015

年 11 月，他们开了场新品发布会，

会后，VR 概念股应声而涨。“虚拟

现实其实就不该成为二级市场的

热点。”汪洋坦言。目前 VR 还处在

非常早期的阶段，群雄逐鹿，巨头

们还没有真正进入，行业标准也尚

待建立。一个产业的成熟，需要内

容产业和硬件产业的互相促进。

他判断，短时间内，在 VR产业链上

能够挣钱的，只有那种收费式的

VR体验馆。

“为什么一直有消息，说巨头

在研究和布局 VR，却没见他们真

正量产发货呢？”汪洋指出了巨头

们的心思——他们也认为，产业

还不够成熟，先蓄势待发，再伺机

而动。

如 今 ，在 VR 行 业 名 头 响 亮

的，在我国多为创业公司。而在一

切并不确定的 VR 市场，创业者的

机会在哪里？作为投资人，汪洋认

为，在“内容”。做硬件风险较大，

无法预知最后什么样的标准成为

主流、什么类型的设备最为人接

受，创业者可能一不小心就误入歧

途，走错了赛道；但做内容不一样，兼容性和适应性更

强，而且，内容也是 VR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投 VR 行业创业团队，主要看三点：一是他们

的创业方向；二是创始人是否有过成功创业的经历；三

是他们是否清楚这个市场的‘打法’。”汪洋说。

（科技日报北京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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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大庆）记者日前从中科

院获悉，该院生物物理所柳振峰研究组、章新政

研究组与常文瑞/李梅研究组利用最新的单颗粒

冷冻电镜技术，在 3.2 埃（1 埃＝0.1 纳米）分辨率

下解析了高等植物（菠菜）光系统Ⅱ-捕光复合物

Ⅱ超级膜蛋白复合体的三维结构，率先破解了光

合作用超分子结构之谜。相关论文于 5 月 19 日在

《自然》期刊上在线发表。

我国科学家率先破解
光合作用超分子结构之谜

“哗啦啦”一桶桶水

泼下来，水花四溢，酣畅

淋漓……

20 日 下 午 ，随“ 蛟

龙”号下潜归来的王春

生享受着他突破下潜新

深度的泼水礼。此次下

潜是“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第四次在西北太平洋

雅浦海沟进行大深度下

潜作业，最大下潜深度

6351 米。

这是国家海洋局第

二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

王春生随“蛟龙”号的第

11 次下潜调查。

“ 第 一 次 能 下 潜 这

么大的深度，也终于能

亲眼观察到海沟的一些

典型生物，比如狮子鱼、

多鳞虫、食腐的端足类

等。以前我对海绵和珊

瑚到多少米水深就会绝

迹没啥概念，这次下潜

我发现它们在 6000 米深

度以下就没有了。”王春

生兴奋地说。

海洋底栖生物学家

王春生是随“蛟龙”号下

潜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通过三年多来随“蛟龙”

号的一次次下潜，他亲眼

观察到了书本中描述的

很多深海生物，对不同水

深、地形的海洋生物分布

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我们在‘蛟龙’号

里看到的是三维、立体

的，远比录像看到的多，

尤其是在悬崖峭壁看到

成群海绵和珊瑚，场面

很壮观。‘蛟龙’号还有

很强的采样能力，可以

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有

选择性地采集特定地点

的样品，”王春生说。

截至目前，“蛟龙”

号采集的生物样品已帮

助王春生鉴定出了十多

个巨型底栖生物新种，

涉及海绵、铠甲虾等。

“新种的证实需要很多条件，包括该样品的

具体采集地点，海底原位的照片，完整的实物标

本等，‘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很好地满足了这些条

件，”王春生说。

过去，像王春生这样的海洋底栖生物学家一

般通过拖网的方式采集生物样本，但这些样本往

往 会 被 一 同 打 捞 上 来 的 岩 石 磨 损 ，“ 缺 胳 膊 少

腿”。而深拖照相摄像系统拍摄的图片、视频由于

清晰度不足，不能满足海洋生物学家的研究需求。

“蛟龙”号不仅能搭载科学家身临其境去观

察、记录，搭载各种工具进行定点精细化作业，包

括地质采样、生物采样、测量多参数环境数据等，

还能拍摄大量高清视频和照片，让更多科学家看

到隐藏在深海里的神秘宝藏。

自 2013 年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以来，“蛟龙”

号已搭载过 20 余位科学家赴千米深的大洋深处

观察、记录，帮助他们实现深海科研梦。

“我们将来的目标是打造共享的平台，汇集

各研究单位、各领域的专家共同商讨制定航次任

务，倡导航次成果交流共享，”国家深海基地管理

中心副主任邬长斌说。

除了航次任务组织和实施的优化，潜水器技

术团队也在努力通过技术改进和升级，研制更多

的“蛟龙”号下潜可搭载的作业工具，以提高作业

效率。

“实际上，‘蛟龙’号本身就是一个平台。只

有更多的科学家去了解它、使用它，我们才能更

清楚他们的需求，研发更多的配套产品和作业工

具，以实现‘蛟龙’号科学效益的最大化，”“蛟龙”

号副总设计师胡震说。

（新华社“向阳红09”船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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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中国

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教授唐群

委团队和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杨培志团队联

合在德国最新一期科技期刊《应用化学》上

刊发论文，阐释可在雨天发电的太阳能电池

的工作原理。

“太阳能电池在暗环境发电效率低、甚

至不发电，这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十多

年来，国际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对其研究，但仍未见明显起色。”唐群委说。

不同方法研制的石墨烯性能有差异，且

石墨烯的透光率并非 100％，以至于正常光

照时电池效率，比没有石墨烯的电池效率有

所降低，这在实际应用中并不经济。

经过多个方案的比较，研究人员采用

了杨培志团队研制的石墨烯，在柔性太阳

能电池上通过热压技术组装完成了相关

实验，热压法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技术，是

在加热的条件下进行压片制膜。但石墨

烯薄膜与太阳能电池的合理耦合仍然是

一个需要探索和创新的课题。因此，在实

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一定浓度的氯化钠溶

液 模 拟 雨 水 ，此 太 阳 能 电 池 实 现 了 大 约

100 微 伏/滴 的 电 压 和 0.5 微 安/滴 的 电 流

输出以及 6.53％的光电转换效率，使太阳

能电池在雨天也可发电。

谈及雨天发电太阳能电池的产业化之

路，唐群委表示，从实验室到工厂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但他对该项目的应用前景保持乐

观。雨量充沛但太阳能资源不够丰富的地

区、酸雨多发地区以及岛礁供电和海上航行

等领域这项技术都能派上用场。

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唐群委说：“雨天发

电太阳能电池不是最终目标，研发‘全天候

太阳能电池’才是终极理想，未来的太阳能

电池有望在任何天气情况，包括白天、夜晚、

阴、雨、雾、霾等下也能发电。”

太阳能电池雨天也能发电

目前，虚拟现实（VR）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相关产品在众多展会上频频亮相。上图 5月19日，观众在河南温县小麦博物馆体验VR设备感受麦收场景。 新华社发（徐宏星摄）
左下图 5月19日，在北京科博会展览会上，观众体验VR设备。本报记者 洪星摄 右下图 在北京科博会展览会上，观众在体验VR设备暴风魔镜。 本报记者 董志翔摄

5月 20日，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样品制
备实验室内，柳振峰、李梅、章新政（由左至右）手拿
超级膜蛋白复合体的样品合影。因超级膜蛋白复
合体中的叶绿素吸收大部分的红光和紫光，不吸收
绿光，该实验室内的灯光全部为绿色光源以保护叶
绿素样品。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