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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标（上海光机所副所长、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院长）：上海光机所与

南京激光院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前者定位于国家重大专项任务和重大基础研

究，作为重大创新成果的策源地，持续输送原创性科技成果；而后者则承接这

些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眼睛紧盯着市场需求，开展技术服务、产业孵

化与产业集聚。南京激光院的建立，使得上海光机所原来多项难以转化或沉

睡的科技成果，在研究院进行“二次开发”后成功获得转化，显著提升了科技成

果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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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旭东（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平台的对外开放，解决了大量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课题组缺设备、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的种种难题，为纳米研发和产

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有效改善了所在区域的科研基础设施和

科技创新环境。一批纳米技术相关企业依托平台开发产品，逐渐实现成果转化、中

试放大，并最终落户苏州。截至 2016年底，以苏州纳米所的平台为核心支撑，在周

边聚集起约 410家纳米技术应用企业，实现产值 383亿元。苏州工业园区也成为全

球 8大纳米技术产业集聚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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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民（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过去中科院建立这种研发中心，至少是在地级

市建立。在县级建立这种研发中心还没有先例，但盱眙县有强烈的科技需求和独

特的资源优势，中科院又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这里成立了

中科院院省合作的第一个县级研发中心。事实证明，盱眙研发中心对凹凸棒石的

产业促进作用极大。

4月 9日，一场名为“让每一个在乎都能照亮世界”的装置
艺术展在辽宁沈阳举行。本次展出的装置艺术品由沈阳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解勇设计制作。展品运用中国灯笼的设计语
言，结合灯光感应技术，每当有人靠近，装置就会发光，人数越
多灯光越亮。作者希望以此提醒人们，只要我们心中在意，微
小的行动也可以照亮世界。

图为当日，参观者在展览上观看装置艺术展品。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装置艺术诠释微小行动照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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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泛黄的手稿、书信，一枚枚有着年代感

的勋章……见证了钱塘江治理科学家群体代表戴

泽蘅、韩曾翠参与了数十年的治江实践。近日，在

杭州召开的钱塘江治江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

暨“钱塘江科技群体学术资料采集工程”研讨会上，

两位老科学家将这些宝贵的治江实物资料捐赠给

了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钱塘江故名浙江，以气势磅礴、变幻多姿的涌

潮闻名于世，但其潮强涌急，两岸洪灾不断，历代修

建的钱塘江古海塘工程成为保护两岸安澜的“生命

线”，也是我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新中国成

立以来，钱塘江治江方略有着一系列重要变化，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拦江建闸，潮汐发电，消灭涌

潮”，到 70—80年代“治江围垦”，再到 90年代“缩狭

江道，保护涌潮”，反映了钱塘江治理工程从被动地

“惧潮抗潮”到防潮与治江并举、主动地追求“人水

和谐”的历程。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云里是钱塘江科技群体学

术资料采集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他在会上表示，钱塘

江的治理开发，其实测数据资料积累之丰富，分析研

究手段之完备，综合治理成效之显著，在我国河口治

理中尚无先例，在世界河口治理中也独具特色，被国

内外学术同行誉为“世界强潮河口治理成功之典范”。

“回望建国以来钱塘江 60 多年的治水历程，科

学治水是关键，老一辈科学家心无旁骛、严谨治学

的治水态度，尤为值得现在的科学界和年轻学者所

学习。”浙江省水利厅副巡视员徐有成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道。

在徐有成看来，钱塘江治水工程的科学性，首

先体现在对河口资料数十年的观测收集整理上，在

累积大量数据资料基础上建立模型，反复推演，探

寻潮涌的规律。“反观当下的一些水利工程项目，仅

根据不太多的数据资料就进行决策，显得尤为短视

和急躁。此外，一些水利研究往往只关注表面现象

问题，而忽视了对本质机理的探寻”。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钱塘江河口数据的系统收

集工作就拉开序幕。1957年4月，时任水利部副部长

的钱正英在杭州主持召开钱塘江下游（河口）治理座

谈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应先建立专业测验队伍

和科研机构，建议成立钱塘江河口研究站。同年5月，

钱塘江海潮测验队成立，7月钱塘江河口研究站成立。

曾担任过钱塘江管理局局长的韩曾翠回忆道，

1950 年以前，受现实条件和技术手段制约，未能进

行系统的水文、地形观测，对钱塘江河口的动力地

貌、河床特性缺乏了解。钱塘江海潮测验队和河口

研究站成立后，收集了大量地形、水文资料并进行

分析研究，为河口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多年治理，钱塘江海塘的防洪标准由过去

的 5—10 年一遇提升到目前的百年一遇。会上，多

位老专家认为，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情

况，比如超强台风等，钱塘江海塘应进一步提高防

洪标准。曾担任浙江省水利厅厅长的陈绍沂认为，

钱塘江标准海塘修建时采用的是 1994 年出台的国

家防洪标准，经过 20 多年发展，河口沿岸经济社会

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应在现有基础上建设高标准海

塘，进一步提升防洪标准。韩曾翠也认为，随着国

民经济发展，应展开对高标准海塘建设的研究，考

虑将防洪标准提升至 300年一遇。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老专家多为八九十岁的耄

耋老人。徐有成笑称道，长寿是钱塘江治理科学家

群体的一大特点。尽管已是满头华发、步履蹒跚，

但谈起钱塘江治理的过去和未来，这群长寿老人们

思路清晰、侃侃而谈，令人动容。虽然不在科研一

线，他们仍保持着对钱塘江治理的热切关注，积极

地献言献策。

“这群老科学家，很多人一辈子就做某一项研

究，他们做完一个研究课题、工程项目，还会回过头

去验证当时的想法和实际情况是否有偏差。而现

在的科研人员大多做完一个项目，就跳去做另一个

项目，项目之间也关联不大，缺乏在某一个领域多

年的精耕细作，也鲜有人回顾已完成项目的得失。”

徐有成感慨道。

专家回望钱塘江 60余载治江历程

治水实物资料进了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第二看台

图个明白

“西兰卡普”在土家语中意为“花铺盖”，是一种土家族织
锦，这种花色绚烂的织锦是土家族人民智慧和技艺的结晶，其
织造工艺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提升这种传
统纺织品的制作效率，喜爱“西兰卡普”的湖北恩施人田若兰
历时多年参与织机改良，不断提高“西兰卡普”的织造效率，让
这项历史悠久的非遗织锦再放光彩。

图为4月9日，在湖北恩施旗峰坝“西兰卡普”生产车间，民
间艺人田若兰在编织“西兰卡普”。 新华社发（伍功勋摄）

改良织机提升非遗产品织造效率

4月 8日，上海市浦南医院医生使用3D神经导航仪器，为
来自江苏的一名女性患者成功进行了颅内肿瘤切除手术，正
在上海举行的“颅底及脑血管病外科领域中的三维技术应用
国际研讨会”上，该台手术还进行了实况演示。据悉，上海浦
南医院是国内较早采用 3D技术应用开展颅内手术的医疗机
构之一，此项医疗手段可最大限度确保手术精准性，减少并发
症，提升患者生存率。

图为当日，主刀医生在3D导航仪的帮助下实施颅内手术。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3D仪器导航 主刀医生“擒瘤”

近年来，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霸州市传统企业纷纷加快
转型升级的步伐。宏升实业作为传统钢铁企业，在2016年与
英国吉凯恩工业公司共同投资5亿元成立吉凯恩（霸州）金属
粉末有限公司，并引进世界先进的合金粉末生产线，专业生产
高端合金粉末，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汽车、家电、工程机械
等粉末冶金零部件的制造。

图为 4月 8日，吉凯恩（霸州）金属粉末有限公司工人在
破碎筛分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传统企业变革中加快步伐求生存

3 月 29 日，中科院向社会公布了一份账单：去年

中科院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为社会企业当

年新增销售收入3831.4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7.68%；

为社会企业当年新增利税 472.44亿元，比上年增长

6.83%。其中江苏、广东、河南、浙江、安徽、山东、重

庆、辽宁、吉林、湖南、陕西、北京等 12个省市的社会

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均达到100亿元以上。

一份相当漂亮的账单。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唐 婷

本报记者 李大庆

记者注意到，去年上半年，国务院印发了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下半年，中科院和科技部又

印发了《中科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指导意见》。一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

施纷纷出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科技成果转化依

然不易。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成果，靠政策并不能解

决全部问题；守着“金山银山”却只能卖出石头的价

钱，“指导意见”好像也不能直接“变现”；而“象牙

塔”里的高新技术想要走进产业“接地气”，拿着“方

案”仍旧迈不开前行的脚步……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个老问题。多年解决不了

的问题，一定不是简单的问题，它必定有方方面面

的原因。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刘中民院士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中，如果有 100个条件决定它能够成功，那成功就得

是这 100 个条件必须都具备，只要有一个条件不具

备，那就可能导致失败。

烟花三月，油菜花开。记者在苏南苏北采访，想

在这个经济大省，寻找科技成果转化的那些“条件”。

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科技成果要想转化为商品，首先得满足市场的

需求。但市场到底需求什么，可不是人人都能看得

清的。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是研究强激光技术、激光

与光电子器件、光学材料的激光专业研究所。上

海光机所有个实验室，在国内最早开展粒子计数

研究。早期它将此技术成功转给一家从事洁净实

验室洁净度检测的公司。当 PM2.5 为社会关注

时，实验室就开展对 PM2.5 的检测研究，并研制了

检 测 仪 器 。 但 这 种 仪 器 又 大 又 重 ，市 场 反 馈 很

差。研制整个 PM2.5 检测仪器显然不是实验室人

员的优势。

但在上海光机所与南京开发区 2012 年共建的

科技成果中试孵化基地——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

究院，情况发生了逆转。通过南京激光院与生产空

气净化器企业合作，科研人员把这项检测技术结合

到相关产品中。他们研制出 PM2.5的检测模块，把

模块嵌入到企业产品中，结果，这款产品很受市场

欢迎。

市场需要针对 PM2.5的检测技术，但不见得需

要你生产的净化器或空调。

找准技术的市场定位，这或许就是刘中民院士

所说的“成果转化需要的 N 个条件”中的一个。不

论国务院、科技部、中科院或其他部委有多少鼓励

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也不论你的技术多么先

进，找不准市场定位，市场就不会向你张开双臂。

你看得清市场需求吗

科技成果的转化有时也要突破常规。

苏北盱眙县盛产凹凸棒石，其储量占世界总量

的 48%，国内总量的 74%。这是一种黏土，属天然纳

米结构矿物材料，被广泛用作吸附剂、悬浮剂、支撑

材料、补强材料和功能材料等。

1990 年代，美国大量采购中国的凹凸棒石，买

一吨矿石仅 100 元人民币，然后又以产品形式卖给

我们，每吨 2 万多元人民币。盱眙县副县长章文风

说：“由于缺少科技支撑，以前我们的凹凸棒石主要

是出售原料。”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盱眙凹凸棒石

产业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寻找能够“点石成金”的科

技专家却有障碍。

国内有研究凹凸棒石的高手。中科院兰州化

物所环境材料与生态化学研究发展中心主任王爱

勤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全世界发表凹凸棒石 SCI

论文最多的作者，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2 件，其中获

授权 45件。

然而，要让国立科研机构的高手专家到一个小县

城里建立中科院的研发中心，这在以前还没有先例。

中科院南京分院力推与盱眙县的合作。2010

年 6月，中科院与盱眙县政府共建了“中科院盱眙凹

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王爱勤受聘主

任。中心先后引进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宁波材料

所、广州能源研究所，以及常州大学等单位共同构

建了“学科交叉、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产

研共融”的凹凸棒石产业创新发展新格局。现在盱

眙凹凸棒石的年产值已由 2010 年的不足 4 亿元增

长到 20亿元。科技部还将“盱眙凹凸棒石特色产业

基地”列入第二批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名单。

国立科研机构的参与，激发了盱眙的创新热

情，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使盱眙能够“点石成金”。

思想解放才能点石成金

科技成果转化难，高技术成果转化更难。比如纳

米技术的转化不但对技术要求高，对研究条件、设备

的要求也高。中小纳米企业要转化成果怎么办？

2009年底，中科院苏州纳米所成立了。这个第

一家落户苏州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定位于纳米科技

的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主要围绕能源、环境、信

息、生命与医学等领域开展研发工作。

苏州纳米所致力于成果转化：在国内第一个实

现 GaN 基激光器产业化，是国际上能够生产氮化镓

晶片的少数单位之一；高性能纳米碳纤维技术实现

碳纳米管批量化生产；印刷电子技术也与企业合作

实现产业化……

纳米研究和生产对设备的要求很高。许多刚

刚起步或规模不大的纳米产品企业是买不起微纳

加工与测试设备的。为了推动整体创新，在中科院

和苏州市的支持，苏州纳米所投资建设了纳米加

工、测试分析和生化平台 3 个纳米技术公共平台。

其中的纳米加工平台是利用微纳米尺度的加工手

段进行电子、光电子器件、微纳光机电系统、生物芯

片和各种传感器开发的技术支撑体系，它与一系列

的测试系统，满足了科研单位和企业小批量的加工

需求。

目前，这3个公共平台年均服务客户300余个，累

计服务机时超过40万机时，服务金额超过2亿元。

成果转化需要“唱戏”的平台

中科院中科院““晒晒””出出
科技成果转化账单科技成果转化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