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期的《自然》杂志增刊对 2017 年自然指

数排行榜进行了更新。与之前更新不同的是，此次

的自然指数引入了来自开放数据平台 The Lens 的

数据，调查了科研论文在第三方所持有的专利中的

引用情况，为理解学术研究对创新的影响这一问题

带来了新思路。

自然指数是自然出版集团每年都会发布的一

个指数，全面衡量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及产业机构的高水平论文产出，评估

各机构在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及物理

科学 4大核心学科领域的排名。自然指数对评价科

研机构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The Lens 是一个开放的综合专利检索和分

析平台，其数据库里有超过 1 亿个专利文献与 100

多万篇学术论文相互关联的信息。

“这次更新的数据主要反映了已发表的学术文

章在专利申请中的引用情况。如果分数较高，则意

味着该科研机构或高校的研究有更高比例被专利

文件引用，换句话说，这些研究成果更有可能启发

了创新。”高域智能研究院专利运营专家王琦琳 8月

16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从长远看，这

也是预判专利价值一个很好的维度。”

美国占据前十中的九席

“申请专利是科研转化中的重要一步。这次的

自然指数通过从专利申请当中提取参考文献，再和

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比对，以观察学术研究成果和

科研转化之间的相关性。”北京高精尖开发研究院

院长汪斌 8月 16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着眼于第三方而非学术机构所持有的、受到学

术成果启发并引用了学术成果的专利，增刊揭示了

学术研究对产品和服务开发的影响。

根据 Lens开发的指标进行的排名显示，美国圣

迭戈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和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

大学位居前两位。紧随其后的是麻省理工学院、马

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和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位列第六，是前

十名中唯一的非美国学术机构，排在其后的还是三

家重量级美国科研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加

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西奈山

伊坎医学院位居第十。按照 Lens的指标，排名前 50

的学术机构中，有 38所来自美国。

自然指数创始人戴维·斯温班克斯说：“我们这

个分析来得恰逢其时，当前政府和科研资助机构越

来越关注科学知识转向产业和经济应用的情况，因

为对他们而言，如何证明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被有

效用于增进社会福祉是极为重要的。”

Lens创始人理查德·杰弗森说：“通过将已发表

的研究与专利联系起来这一有益于全球社会的开

放式举措，我们就能够描绘出纯理论的科研如何对

创新系统产生影响，并发挥其作用。这是绘制出

‘创新地图’的第一步——让借助科学和技术来解

决问题的复杂过程变得更透明。这将有助于科学

家、发明家、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在选择合作伙伴，

以及寻找途径以新的产品、服务和业务服务社会

时，做出更好的、有所依据的决策。”

期待中国出现更多启发创
新的研究

随着中国基础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在自

然指数上的排名逐渐升高。最新的自然指数表明，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这一年时间内，

中国科研人员共在 68份被 NI收录的顶级期刊上发

表了 9462篇文章，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Lens指标则显示，位居中国第一的机构是香港

科技大学（第 118位），排在其后的还有 13家中国机

构，均进入世界前 200名。其中，苏州大学排在中国

内地首位。尽管从传统的三个自然指数来看，苏州

大学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少于北大、复旦等高校，

但是在科研转化方面有更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材

料化学领域。

“增加科研论文在专利中的引用需要许多年的

积累，中国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近十年来才出现大幅

增长，因此还没有对第三方专利中的引用量产生很

大的影响。”戴维·斯温班克斯分析道。

王琦琳认为，中国科研机构在该指标上的排名

不靠前很正常。“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基础

理论的方向多一些，在国外的理论基础上做一些验

证的研究较多，这样的研究发论文会相对容易，但

很少能产生专利，因为离应用还比较远。”他说。

其次，他认为，从专利层面看，中国的专利申请

两极化：应用化专利没必要引证论文；基于基础研

究的保授权专利为了避免被审查员检索到，也不会

引证论文。

不过，中国学术机构的专利产出表现十分优

秀，对涵盖各专利局的所有专利族的标准化计算显

示，有 18家中国机构居于全球 20强，其中东南大学

位居第一。但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族的标准

化计算则显示，仅有两家中国机构，即清华大学（第

33位）和香港科技大学（第 49位）位列全球 50强，这

也印证了中国机构往往在本地申请专利，而非通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国际专利这个事实。

自然指数发布最新排行榜

带你换个角度看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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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北京延庆区燕山脚下的永宁镇北京鲟龙澎湃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史氏鲟鱼、西伯利亚鲟鱼、杂交鲟鱼等品
种鲟鱼鱼苗长势良好，第一批 7000余尾鲟鱼鱼苗即将上市。
该公司是我国专业开展二级保护鱼类品种鲟鳇鱼原良种繁育
和研究工作的企业，他们通过先进的养殖技术，克服了鲟鱼繁
殖慢、成熟期长等技术难题，每年繁育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
冷水珍稀鱼类鱼苗500多万尾。

图为8月19日，北京鲟龙澎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人
员、鲟鱼养殖繁育专家董小果在公司内观察繁殖期鲟鱼种鱼
的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

燕山脚下鲟鱼种苗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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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个明白

近年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公安机关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建设“可视乡村”，该县在农村主要道路、重
点院落等处安装高清监控探头近1000个，全县279个行政村
实现治安监控全覆盖，用高科技手段为山乡安宁增设一道“防
火墙”。

图为8月18日，技术人员在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安装人
脸识别监控系统。 新华社发（宋文摄）

为山乡安宁增设“防火墙”

8月18日，国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业用除霾原料生产
基地在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党峪镇金山工业园区建成正式投
产。该项目由国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年产工业脱
硫脱硝用除霾原料30万吨，供应火力发电、钢铁水泥、化工热
力等企业，助力各工业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污染气
体的排放。图为唐山国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外景。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除霾原料生产基地助力减排

淘汰高污染的“油漆”，推广环境友好的“水漆”，正逐步成
为各种刷漆需要的选择。位于北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与国内
最大全水漆生产企业晨阳水漆合作，在 2022年冬奥会前，使
用水漆完成一次全面涂新。据统计，与同等规模的油漆涂刷
相比，可减少 VOCs（可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110吨、节约石油
220吨、节约标准煤314.4吨、减排二氧化碳786.5吨。

图为8月17日，晨阳水漆的工人对鸟巢的顶部进行水漆
涂新。 本报记者 李禾摄

环保水漆“刷新”鸟巢体育场

本报记者 操秀英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发现了

两处总面积达 15平方公里的地热资源，将满足当地

冬季供暖以及温泉旅游、温室大棚等开发，助力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消息一出，地热从业人员再次

感到振奋人心。

“中国地热利用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日前，记者跟随中国科协优秀科技人物采访团来到

西藏，采访中，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

1977年，我国大陆第一台兆瓦级地热发电机组

在羊八井成功发电。“但是，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

里，中国地热界中唯一能‘拿出手’的项目也只有羊

八井。”曾在羊八井工作 30多年的多吉说。

今年初，《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发

布 ，中 国 地 热 正 迎 来 千 载 难 逢 的 历 史 机 遇 。 然

而，与此同时，地热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也不容

小觑。如何抢抓机遇，让地热在清洁能源发展中

大有可为？

地热具有巨大的发电潜力，如果用一句话形容

我国地热能的利用史，那就是“曾经很阔”。

8 月 14 日，多吉对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说，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地热利用跟国际水平是同步

的，技术上不分上下，发电装机容量世界排名第八

位，低温 70摄氏度能够发电，即使是在海拔 4000多

米，温度、热频度不高的情况下都能发电，这在国际

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这其中，羊八井地热发电站可谓杰出代表，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

“然而，由于开发利用中的科研投入不够，地热

利用技术发展失衡，逐渐落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

资源勘探、高温地热井钻井等核心技术。”多吉说，

目前，美国地热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 3000 兆瓦，菲

律宾接近 2000 兆瓦。2014 年底，我国地热发电总

装机容量为 27.28 兆瓦，目前全球使用地热发电的

国家有 24个，我国排在第 18位。

当前，我国化石能源，油气对外依存度越来越

高，未来替代能源的技术储备非常紧迫，因此，多吉

认为，地热能利用需要赶紧跟上去。

地热利用排名从第八到十八

从 2013 年至今，每年冬天，雾霾锁城已成为中

国中东部地区常见的“景观”。破除雾霾，减少锅

炉、煤化石能源消耗是唯一途径。

由此，长期不被人重视的地热能，其作为蕴涵

着巨大能量的一种可再生清洁能源，在中国亟须驱

散雾霾之际，终于走向台前。

大力发展地热 可有效缓解雾霾

同样是清洁能源，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将地热

能与风能、太阳能相提并论，也为其未得到同等的

重视而叹息。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石化副总经理曹耀峰曾表

示，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列入了风能、太阳能规划

目标，十年来，风能装机容量从 2005 年的 126 万千

瓦增长到 2015年的 12934万千瓦，增长了 103倍；太

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从 2005 年的 7 万千瓦增长

到 2015年的 4418万千瓦，增长了 635倍。

“今年国家专门编制了《中国“十三五”地热产

业发展规划》，从风能和太阳能 10 年来的发展速

度不难看出，地热产业的发展前景将不可限量。”

曹耀峰说。

然而，面对当前严重的弃风、弃水问题，不少人

内心也很忧虑，地热能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境遇？

“地热利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弃风、弃水的原

因在于其不稳定，相对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地热是唯一不受天气、季节变化影响的可再生

能源。一年四季 8000 多个小时除机器检修外都可

以运行，能够连续发电达到 80%，但是风能、太阳能

等会受到季节、昼夜、小时变化的影响，利用起来有

很多技术瓶颈。”多吉说。

多吉表示，地热能具有储量大、分布广、稳定

安 全 等 特 点 。 据 国 土 资 源 部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2015 年调查评价结果显示，全国 336 个地级以上

城市浅层地热能，年可开采资源量折合 7 亿吨标

准煤；全国水热型地热年可开采资源量折合 19

亿吨标准煤；干热岩资源量折合 856 万亿吨标准

煤。安全方面，核电存在核泄漏风险，水电存在

引发地震的争论和不可避免的环境问题，而地热

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再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地热能利用时，可采

用热管技术，可以做到只取热，不取水，也就是说先

打井，把地下的热通过如水、油、超导等介质传出

来，这就不存在水位下降、地下水源污染等问题。”

多吉强调。

地热利用不会重蹈风电覆辙

“尽管如此，地热能要真正发展还需要国家加

大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人才的培养等。”多吉说，

虽然我国供暖地热能利用全球第一，但很多核心技

术，如物探、化探、地质勘探设备以及发电技术与国

外相比差距较大，基础研究也是相对滞后，这都需

要国家强有力的支持。

多吉介绍，在这方面，美国发展地热有环境保

护、前期风险投入等，而我国，以羊八井为例，其发

电系统设定年限是 30 年，但由于没有资金投入，到

现在系统都没有更新。再就是维护成本，现在运行

维护人员是一百多人，如果技术跟进，自动化程度

提高，只用 7—8个人就可以了。

“发展地热前期需要国家投入，引导市场、拉动

市场。像走路一样，国家财政需要探路，发现比较

稳定的路之后，企业再跟进。核心的、公益性的投

入需要国家去做。”多吉说。

的确，在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主任

郑克棪看来，由于受地质条件复杂性的影响，我国

地热资源勘察具有一定风险，民营企业确实难以承

受全部风险。如果国土资源部等政府部门能设立

风险基金，为某些先驱项目“撑腰”，则能极大程度

地推动中国地热能的发展。

再就是技术人才，郑克棪指出，我国应当注重

培养地热专业技术人才。“从近年来地热能行业的

发展态势来看，地热专业技术人才相当缺乏——

尤其是地热资源勘探方面，这已成为业内普遍面

临的难题。”

题图为西藏羊八井地热电站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真正发展尚需国家“撑腰”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此前，有专家也表示，虽然全球化石能源供应

并不紧张，但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结构终将难以为

继，当前全球正处于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过渡期。

“地热能有着太阳能等无法替代的优势和特

点，因此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多吉说。

的确，《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显示，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新增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

11 亿平方米。到 2020 年，地热供暖（制冷）面积累

计达到 16 亿平方米，地热发电装机容量约 530 兆

瓦。2020 年地热能年利用量 7000 万吨标准煤，其

中京津冀地区达到约 2000万吨标准煤。

“目前，京津冀地区地热能利用量约 7000 吨标

准煤，到 2030 年，地热利用将占能源消耗的 10%。”

多吉说，再加上其他清洁能源的配合，彼时由锅炉、

煤等化石能源形成的雾霾现象将大大缓解。

其实，不只是京津冀地区，多吉透露，正在规划

的雄安新区都在论证用地热资源供暖，以减少对煤

气等化石能源的使用。

地热能利用地热能利用
能否再现能否再现““羊八井式羊八井式””黄金时代黄金时代

中国地热资源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