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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23 日电 （姜宁 记

者付毅飞）记者 23 日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获悉，当日 7 时 26 分，天舟一号与天宫

二号组合体开始进行持续 5 天的推进剂补

加试验。这是天宫二号与货运飞船进行的

第一次推进剂补加，也是我国首次推进剂

补加试验。

该 中 心 副 总 师 孙 军 介 绍 ，推 进 剂 补 加

试验分为多个阶段，共 29 个步骤。天舟一

号与天宫二号需要密切协同配合，其中涉

及对多个关键设备、上百个阀门和管路的

控 制 及 状 态 监 视 ，飞 控 技 术 复 杂 、实 施 难

度 大 。 为 确 保 推 进 剂 在 轨 补 加 试 验 顺 利

完 成 ，该 中 心 历 时 一 年 多 时 间 ，突 破 了 动

态 规 划 、推 进 剂 补 加 可 视 化 、多 目 标 协 同

控 制 和 故 障 实 时 诊 断 等 多 项 飞 行 控 制 关

键技术。

据了解，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当天的

主要工作是进行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和检测，

在轨建立推进剂补加系统。随后，中心将控

制组合体按计划进行燃料补加和氧化剂补

加。目前组合体状态良好。

我国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开始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状态良好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组合体示
意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供图）

大规模撤稿、中国作者、同行评议过程造

假、第三方机构操纵，由这些关键词构成的施

普林格出版集团 4 月 20 日的声明，除了一次

性撤销发表在《肿瘤生物学》上的 107 篇论文

这个创纪录的数字，并无新意。

从2015年起，中国作者被国际期刊大规模

撤稿的事儿年年有。“为什么这次数量如此之

多？”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

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虚假同行评审曾导

致2015年和2016年的论文撤稿，其中涉及《肿瘤

生物学》。此次撤稿并非出现了新的违规情况，

而是期刊进一步人工核查所发现的结果”。

短期内还会有更多由于同样原因被撤回的

论文吗？彼得·巴特勒表示：“我们的调查比较彻

底，确信已较好地掌握了整体情况，但仍无法排

除这种可能。”据悉，《肿瘤生物学》2016年底已改

由新的出版方赛吉出版。作为老东家，施普林格

此次发声，可以看做是对过去问题的一次了断。

国际通行的基于诚信的同行评审机制会

有所改变吗？彼得·巴特勒说，由作者建议同

行评审人是许多期刊认可的做法。《肿瘤生物

学》发表论文所需的同行评审流程，遭到了假

冒同行评审报告的蓄意破坏。论文提交的评

审人建议中，使用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但假

冒了评审人的电子邮件地址，这让编辑以为

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

“同行评审流程是保障科研质量、诚信和

可重复性的基石之一。”彼得·巴特勒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这一制度本身并无漏洞。不过，

同行评审流程如评审人的筛选等，可以更加

严格，他们已着手强化评审人验证流程。

他介绍，施普林格已经投资，并将继续投

资开发更多用于评审人身份验证等先进系

统，以防范今后发生类似事情。“在进行这些

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如单

位名称、以机构名称结尾的电子邮件地址、

ORCID/SCOPUS 数据库身份号码、发表文

章列表的链接等。在作者方面，我们已开始

执行一个新的功能，该功能可自动提示论文

修改前后的作者变化。为了检查剽窃及包括

在稿件中的伦理声明，我们将在改进后的新

工作流程中纳入稿件筛查的服务。”

据了解，此前曾大规模撤稿的英国现代

生物出版集团（BMC）已经取消了作者建议

评审人的做法。

这次撤稿事件只涉及中国作者，是否意

味着没有发现其他国家的作者采用这种造假

手段？对于这一问题，彼得·巴特勒认为，对

同行评审及投稿系统做手脚的问题是全球性

的。“科研人员有发表文章的压力，这不仅是

在中国，全球范围也如此。但在中国，有一定

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

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

调查显示，此前被撤论文涉及与第三方

机构的合作，有当事人自己完成后由第三方

机构润色的，有当事人提供部分数据第三方

机构加工的，还有完全代写的。

“国外有非常规范的第三方机构，为英语

非母语作者提供语言润色，或建议你可以投

哪几家杂志，但仅此而已，绝不会越过红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院士曾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他本人就请两家美国的第

三方机构为论文做过语言润色。“但完全代

写、代投，甚至编造审稿人，性质就变了。”

（科技日报北京4月23日电）

107篇论文被撤，又是同行评议造假惹的祸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编辑总监接受科技日报采访

22 日，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完成了首

次交会对接。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三院了解到，该院 33所研制的石英挠性

加速度计，对交会对接过程中的加速度信

息实现了高精度测量，确保这次对接“温

柔”到了骨子里。

33所石英挠性加速度计主任设计师魏

超表示，飞船升空过程中，最大加速度可达

3g至5g，而交会对接时，两个航天器之间的

加速度只有μg（微 g）量级，这样的对比，就

好像用一只蚂蚁的力量去推动一头大象。

其中，石英挠性加速度计的作用至关重要。

魏超介绍，该产品可以根据航天器动力

装置每一次工作，实时测量计算其带来的加

速度变化，为航天器姿态控制和交会对接提

供微重力、速度和速度增量等精确信息。从

神舟一号到七号，该产品为飞船返回舱提供

了精确的加速度测量；在神舟八号到神舟十

一号任务中，它更是身兼数职，成为高精度

加速度敏感部件的核心器件。

此次天舟一号任务中，石英挠性加速

度计要打“两份工”，不仅要在三次交会对

接中稳住速度、引好方位，还在空间科学实

验平台——微重力主动隔振平台关键技术

的验证中担任要职，要对载荷六自由度的

空间运动进行精确测量。

为满足此次任务对产品可靠性和环境

适应性提出的更高要求，技术人员对其进

行了温度循环、振动冲击、低气压、离心实

验等苛刻的试验验证。其中温度循环需要

昼夜接力测试一周以上，精度测试要反复

开展 20次以上。

用蚂蚁的力量推大象
高精度测量让交会对接更“温柔”

科技日报讯 （记者江耘）走进浙江杭州

智慧 E 谷，感受海康威视人工智能，浙江科技

大市场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4 月 20 日

至 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率

全国政协视察组赴浙江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调研时，对浙江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

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他表示，浙江科技工

作进入了中国第一方阵。

万钢表示，这些年来，浙江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工作有重点、有亮点、有特点。在全国率

先建设创新型省份，率先打造互联网优势和

创新优势。

浙江创新驱动发展的五个方面得到万钢

的点赞。首先是科技成果模式的不断创新，最

大的特点就是建设了全国性的科技大市场。

一直以来，浙江的最大短板就是科技资

源不足。一方面是缺少知名的高校院所，另

一方面是活跃的民营企业对科研技术的需求

迫切。近年来当地在市场化引入创新资源方

面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科技大市场，通过网上

技术市场、科技成果拍卖等市场化手段去弥

补科技资源不足的短板。

万钢认为，浙江的科技大市场建设，不是

简单的成果转化，实际上是市场化引入创新

配置资源。这是一种供给侧改革，科技资源

不足就全国去找，这就是大市场的作用。“从

创新市场化配置资源方式的高度去看科技大

市场的建设，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让万钢点赞的还有浙江科技体制改革的

深入推进。在他看来，浙江的创新发展，不光

体现在杭州、嘉兴等一些大的城市，一些过去

的落后县如今也变成了创新县。

以浙江新昌县为例，当地高度重视科技

创新发展，趟出了一条小县城大科技的发展

之路，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浙江的校企产学研合作成效也得到了万

钢的点赞。他表示，浙江重视高校院所的产

学研合作，引进了一批知名高校院所落户浙

江。如清华大学与浙江共建长三角研究院，

近年来一大批科研成果通过长三角研究院在

浙江开花结果。

另外，浙江通过大力推进创新券发放促

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工作也让万钢称赞。

浙江新型企业家的精神也让万钢赞不绝

口。在浙江科技大市场调研时，万钢对浙江

贝达药业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贝达药

业是一个新创企业，花费很多时间研发出自

主创新抗癌药——埃克替尼，仅去年为贫困

患者免费送了价值 20多亿的药。

“企业这种做法汇聚了民心，打响了品牌，

带动了文化和精神。”万钢强调，贝达药业的做

法体现了企业家的精神，不仅会赚钱还会用钱。

万钢表示，浙江企业家有三个特点：敢

闯、守信、互助。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还要有惠

民精神，“只有惠民，企业的品牌才不会倒，企

业文化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万钢最后还寄语浙江，在当前中国创新

发展进入领跑、并跑的新时期，希望浙江能够

先行先试，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双轮驱动发

展。

万钢在浙江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调研时指出

浙江科技工作进入中国第一方阵

4 月 22 日，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

号与天宫二号首次交会对接顺利完成，为

后续开展推进剂在轨补给试验，即“太空加

油”提供技术保证。

记者从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获悉，

在此次对接及接下来的对接中，由该所研

制的遥操作摄像机和激光雷达，作为姿态

轨道控制分系统的重要测量设备，将如同

两位“太空舞者”的眼睛，协助天舟一号与

天宫二号完成曼妙的“太空华尔兹”。

在 22 日的首次对接中，由光电所等单

位联合研制的交会对接激光雷达安装于天

舟一号，该雷达能够从中远距离准确捕获

天宫二号，实现对天宫二号的高精度跟

踪。同时，在整个交会对接过程中，实时获

取天宫二号与天舟一号的相对距离、速度、

角度、角速度等运动状态信息，为飞船姿

态、速度控制提供有力支撑，确保圆满完成

首次精准对接。上述任务完成后，天舟一

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将在轨飞行两个月，

完成三次推进剂补加。之后二者再次分

离，天舟一号从另一侧与天宫二号进行二

次对接。第二次对接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绕

飞实验，检验天舟一号前向对接能力，这也

是此次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的重

头戏之一。

光电所空天光电技术事业部副部长周

向东说，针对后续开展的“太空加油”及多

方向对接任务，光电所精心设计了交会对

接激光雷达 ATP 分机“绕飞对接”功能，通

过对天宫二号大范围绕飞扫描成像，实现

了天宫二号多方向对接口的自动辨识、捕

获、测量功能。

“安装于天舟一号舱外的遥操作摄像

机，将在交会对接过程中约 140 米内的最

后平移靠拢段一展身手。”他说。遥操作摄

像机拥有适应远近距离的双视场设计、太

空复杂光照环境下成像能力等一系列“黑

科技”。

对接中，如果将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比

喻为两位“太空舞者”，那么遥操作摄像机的

双视场设计，则为保障他们在“太空华尔兹”

的过程中，不仅眼中只有彼此，还能顾及双

方舞步、身姿。“远距离可以到140米观看船

体，近距离可以到 1.4米对接完成时看充满

视场的靶标。”周向东说，双视场中“宽视场”

用作看对接全貌，不仅可以观看对接靶标，

还可以观看船体情况，用作大角度范围对接

时；“窄视场”主要观看对接靶标。同时，两视

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互相备份作用。

而为让两位“舞者”，步伐一致、节奏同

频，低延迟性技术则发挥作用。“如果我们

在家里进行视频聊天，由于编码、网络传输

和解码延迟的影响，双方看到的动作可能

已在过去几秒发生，但太空对接高精度需

求，必须克服这一延迟。”周向东说，在对接

操控需要的图像数据传输、压缩算法和数

据打包方式等策略的基础上，摄像机在

1024×768 分辨率下以视频速率采集图

像，如何保证既不损坏画面质量，又能适应

传输带宽的限制，还不产生延时，是科研团

队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之一。

而在特殊的“太空舞台”中，如何让两位

“舞者”克服太阳直射变化、明暗交替的场景

找到彼此，又是一道难题。遥操作摄像机的

遥感复杂光照条件成像功能正是为此诞生，

“ 设 备 能 够 实 现 在 光 照 范 围 在 1lux 到

110000lux（太阳直射）范围变化，船体背景漆

黑或者存在太阳和船体本身明暗交替变化

场景下，都能够看清靶标，这要求采用特别

设计的调光算法和专用设计的遮光罩来解

决问题。” （科技日报成都4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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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

然（Springer Nature）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

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2012年至 2016年

发表的来自中国的 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

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

此次大规模撤稿调查源于 2015 年、2016

年连续曝出的撤稿事件。施普林格表示，论

文的发表者伪造莫须有的同行评审，论文投

稿者“既是运动员，又充当了裁判”。

4 月 21 日，中国科协认证的微信公众号

“科协改革进行时”发表文章——“施普林格

撤 稿 ，中 国 科 协 喊 话 ：出 版 集 团 也 有 责

任”——该文透露，4 月 18 日，中国科协就撤

稿事件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进行了会

谈。两天后，施普林格方面发布了撤稿消息。

撤稿规模破纪录

“Yes，107”。

著名撤稿观察网站 Retraction Watch 在

报道中感叹道，这次事件撤稿数量创了该网

站创立以来论文同时撤稿的纪录。

据称，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会进一步

调查这类文章，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论文因

伪造同行评审而撤稿。

此次被撤论文，以高校附属医院的为主，

一些普通高校也榜上有名，共计 77 家单位。

许多中国名校或附属医院“中枪”，如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研究院及附属医院等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山东大学附属医

院以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此次论文集

中曝光的重灾区。在科室分布上，以泌尿外

科、普外科、神经外科、肿瘤科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被撤稿的论文发表时间

从 2012 年至 2016 年，相当一部分文章有被引

记录，引用次数从 0到十几不等。

据中国科协官网的报道，施普林格·自然出

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在与中国科协方面

会谈时透露，此次撤稿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

续，Tumor Biology杂志利用 2015年撤稿事件

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年—2016

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被撤论文。

目前施普林格方面已经停止与 Tumor

Biology 杂志的所有者“国际肿瘤学与生物标

志学会”的合同，2016年底停止了该杂志的出

版。新出版商 SAGE 在今年 1 月接手了这份

“问题”杂志。

“第三方中介”是罪魁？

有关方面称，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

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

主体的责任。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

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

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

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同时希

望出版集团能够尽快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对期刊

的管理，把问题论文处理在发表之前，而不是发

表之后一撤了之，同时高度警惕以经济利益为目

的、与“第三方”机构有勾结的“掠夺性期刊”。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代表安诺杰表

示，在撤稿事件中，出版集团确实存在期刊编

辑对评审专家信息及其评审意见审核不严等

问题，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完善内控机制，

出版集团已经解除与涉事期刊的合作。安诺

杰称，出版集团在调查中了解到不少作者是

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第三方”中介对虚

假同行评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我们共

同的“敌人”。 （下转第三版）

中国论文再度出丑：都是谁的错？

本报记者 罗 晖 操秀英

叶水送 冯 枭

本报记者 付毅飞

4 月 23 日 8 时 30 分 ，国 产 大 型 客 机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进行高速滑行抬前
轮试验，取得成功。这是 C919进行的第四
次高滑试验。 新华社发（王脊梁摄）

C919

高滑抬前轮试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