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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面面观

科学精神名家谈

最新发现与创新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学术研究不能有赶集的心态，看贩羊

的挣钱就去贩羊，看贩猪的挣钱又跑去贩

猪。”在未名湖畔朱门青砖的深深庭院中，

被誉为“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的经济学

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

劝勉中青代教授和学子：做学术研究，要耐

得住各种诱惑。

他进一步解释：一要耐得住寂寞，二不

要太急功近利。二者乍看似乎有所重叠，

但却有所区别。

甘于寂寞，往往发自
“初心”

“即便研究结果可能或者肯定会带来

很大的商业价值，我们的出发点仍然应该

是学术研究，并长期坚持。”在宋国青眼

里，坚持发于“初心”——要对政策、大环

境、人类认知起一定作用，创造的价值反

而不应看得那么重，“能有商业价值最好，

没有也行”。

1988 年从北大毕业后，中国空气动力

研究与发展中心王运涛研究员放弃留京任

教、读研的机会，一头扎进四川绵阳。

虽然行当不同，王运涛对“初心”的理

解却与宋国青相似。

“做 CFD（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本身

是看不到钱的。不像用国外的软件做一个

型号任务来钱快。”王运涛说，外人眼中努

力目标“遥遥”甚至“摇摇”，但自己知道意

义在哪。

“TRIP（全名为：TRIsonic CFD Plat-

form）软件的每行代码都是团队自己写

的。”在王运涛看来，如果一直使用国外软

件设计我国飞机型号，永远会被“掣肘”。

国外软件只卖许可，对“CPU 核数”有限

制。如果没有自己的软件，超级计算机性

能再好，也可能受核数限制使不出“十八般

武艺”。

不 被“ 掣 肘 ”，是 王 运 涛 的“ 初 心 ”。

1999 年，TRIP 软件团队完成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飞行器仿真设计软件开发，掌握所

有源代码。

“在和国外同类软件不断比对中，找

差距，赶上去。”王运涛说，20 多年的坚

持，我国拥有了可以和国外软件对标的软

件。“自己有，就算不是最好，他们也不敢

漫天要价。”

尽管如此，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

“2005 年，TRIP 软件 1.0 版已被推广

至 20 余家相关研究单位，但由于各种原

因，推广工作没有继续下去。”王运涛说，这

对团队有打击，但因为“初心”和共同的理

念，坚持了下来。

坚持的不易，王运涛没有过多描述，只

是表示，如果只做基础研究，“日子”将和同

行差一大截，也留不住人才，好在自己也有

一些型号任务，为坚持“初心”提供支持。

赚了小利，吃的将是大亏

“初心”有时是“吃了秤砣”，有时却被

小利“击碎”。

“赚快钱”“先套一点现”……做经济领

域研究，宋国青对这些司空见惯。他在宏

观经济研究中首次发现“老鼠仓”。

“赚小钱吃的是大亏。”宋国青举例说，

例如要用大数据分析影响股市的投资情

绪，如果定位是做研究的，必须确保这些内

容不得泄露。这位资深经济学家说得朴

实：“如果别人给钱，就为别人操作是很坏

的事情。逐利，损害的是付出多年努力和

心力才赢得的名誉。”

“赚快钱吃大亏”的情况也发生在王运

涛的专业里。

由于多年来满足用国外软件开展型号

任务相关工作，我国仿真软件工业底子薄

弱，在国际商业软件市场中难占一席之地，

一些科研单位真正有软件开发能力的人员

可能不足 15%。

“那时候赚快钱的人，现在都 50 多岁

了，‘武功’不练而生，现在想捡起来很难。”

王运涛说，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价值判断可

能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

浮躁的精神传下去容易，要如何收回

呢？这恐怕是宋国青和王运涛共同忧心的

问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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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男神”施一公，几乎每年都要回一

次老家河南。今年 6月回乡，他用了一个晚上

与河南农业大学师生分享心路历程。

有同学问，梦想和世俗是否不可调和？

他说，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目前普遍存

在的科研工作者的心态问题。听一次报告，

看一场电影，你会激动半天，甚至两三天；当

这股热情过去，看看房价、物价，你不得不又

“落入现实”。这都没关系，只要跟随内心就

好，想去做研究，想去学习，那就去吧！

他告诫那些有志于科研的学生：让价值观

回归理性，别用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

标，并且要不断追问自己，是否真正在为人类

社会创造价值？

作为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是中国

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科学

院的“三合一院士”，在世界上第一次解析了

“剪接体”结构。但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自

己当年生物学的成绩非常不好，遗传学和细

胞学的实验与课程，在班上都是中下等。甚

至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期间，有一门生物学

课程，连考 3 次，分别是 52、32、22 分，越来越

少。他还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时，兴趣点

是从政和经商，并非学术。

但就是这个对专业一无兴趣、二无专长

的人，最终还是开启了生命科学研究的“开挂

人生”。原因是一位清华老师的话点醒了他：

“在这个世界的发展中，生命科学一半以上的

学术问题来自于对人类的关注。大生命学科

在 21世纪是最大的学科。”

于是，在博士毕业半年后，他开始强行培

养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施一公表示，现在看

来，培养这种兴趣有点晚，但极其浓厚，哪怕

废寝忘食，哪怕没日没夜，都乐在其中。

科研成为了施一公的乐趣，也是他的一

种生活方式，这能让人无忧无虑地思考和解

决一些科学问题。

施一公还认为，从事科研必须承担一定

的社会责任，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回报

社会，为人类作出贡献。现在学生受物质冲

击太厉害，施一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

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

不去攀比个人待遇的高低，应该“攀比”

科学贡献的大小，“攀比”对国家贡献的大小，

“在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在科学研究和对国家

贡献上，要不知足而常乐”。

他说，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科研人，必须具

备 3 条要素：一要注意工作时间的付出，刻苦

努力做研究；二要善于思考，具有批判性思

维，敢于怀疑权威；三要有脾气，要有那一份

执着和坚持。

施一公院士在学校作报告

时，场面人山人海。这说明，一

方面，施院士无疑是一位“科学

偶像”；另一方面，现在年轻人

的内心依旧澎湃着对科学的憧憬。

偶像效应，源自他对国家和人类的巨大

贡献；而让年轻人激动的，则是科学精神的

力量。

科学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精神

则有着穿越阶层与时空的渗透力，穿透这个

受市场冲击、人心普遍浮躁的时代，直抵每颗

心灵，形成强大召唤力，让更多有志科研的年

轻人走上科学之路。

科学精神可以通过产品的迭代、技术的

革新，辐射至大众观念，也可通过如施院士这

样“偶像”的一言一行一思，传承散播出去。

我们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

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

只要我们遵从自己的内心去选择生活，

打心眼里认为做科研一样很酷，甘愿付出时

间的成本，就一定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不

为世俗所动，永不浮躁。

（点评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
学校长 张改平）

施一公：别用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标

在茫茫宇宙中，一个类金属合金宇宙探

测器以超光速掠过，它由被强互作用力锁死

的质子与中子构成，因表面绝对光滑而可以

反射一切电磁波，并且无坚不摧……这是刘

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中提到的一种名叫

“水滴”的宇宙飞行器。

事实上，人类对“绝对光滑”的追求也已

经从科学幻想转变为实践，比如推动“集成电

路变身革命”的超精密抛光技术。像《三体》

中描述的一样，当前最为先进的化学机械抛

光（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CMP）技术

也已进入原子尺寸级。而当电子工业强国争

相攀登或到达这一工艺巅峰之时，我们却还

只能仰望。

现代电子工业，超精
密抛光是灵魂

物理抛光是上世纪 80年代之前最为常用

的抛光技术，但是电子工业的高速发展对材

料器件的尺寸、平整度提出越来越严苛的要

求。当一块毫米厚度的基片需要被制成几十

万层的集成电路时，传统老旧的抛光工艺已

经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以晶片制造为例，抛光是整个工艺的最

后一环，目的是改善晶片加工前一道工艺所

留下的微小缺陷以获得最佳的平行度。”中科

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院王奇博士向科技

日报记者介绍。

今天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水平，对作为光

电子基片材料的蓝宝石、单晶硅等材料的平

行度要求越来越精密，已经达到了纳米级。

这就意味着，抛光工艺也已随之进入纳米级

的超精密程度。

超精密抛光工艺在现代制造业中有多重

要，其应用的领域能够直接说明问题：集成电

路制造、医疗器械、汽车配件、数码配件、精密

模具、航空航天。

王奇说：“超精密抛光技术在现代电子

工业中所要完成的使命，不仅仅是平坦化不

同的材料，而且要平坦化多层材料，使得几

毫米见方的硅片通过这种‘全局平坦化’形

成上万至百万晶体管组成的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例如人类发明的计算机从几十吨变

身为现在的几百克，没有超精密抛光不行，

它是技术灵魂。”

核心技术被雪藏，国
内需求受制于人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电子

制造业追逐“全局平坦化”的开路先锋之一，

公司多年从事抛光工艺研发的技术主管孙明

告诉记者：“如果把抛光工艺比作做煎饼，卡

我们脖子的就是锅，别人的锅不粘锅底，而我

们做不到。”

孙明所说的“锅”就是抛光机的核心器

件——“磨盘”。超精密抛光对抛光机中磨

盘的材料构成和技术要求近乎苛刻，这种由

特殊材料合成的钢盘，不仅要满足自动化操

作的纳米级精密度，更要具备精确的热膨胀

系数。 （下转第三版）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

通往超精密抛光工艺之巅，路阻且长

科技日报昆明 6月 25日电 （记者赵汉
斌）抗生素滥用，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及多重耐

药威胁着人类健康，因此源于植物的抗菌、抗

真菌天然小分子研究备受瞩目。25 日,来自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消息，该所罗

晓东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在抗菌、抗真菌单萜

吲哚生物碱新颖结构和初步活性研究上取得

系列新进展。

据了解，罗晓东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药

用植物中生物碱新颖结构、药效及新药创制

研究。由于单萜吲哚生物碱以其复杂的结构

特征以及显著的生理活性，长期以来成为其

团队的重点研究方向。

中国狗牙花民间主要用于治疗咽喉肿痛

及疖肿等疾病，研究组博士研究生于浩飞等从

中发现两种猪笼草状吲哚生物碱，它们对枯草

杆菌最低抑菌浓度，可与抗生素头孢噻肟相媲

美。同时，其中B型生物碱对红色毛癣菌的作

用，与抗真菌药灰黄霉素相当。非洲马铃果主

要用于治疗疟疾、痢疾和溃疡等疾病，博士研

究生丁彩凤等从中获得吲哚生物碱，其结构单

元含多重杂环体系，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伤寒

沙门氏杆菌抗菌活性优于植物抗菌药黄连素

和黄藤素。上述的两项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

在国际权威刊物《有机化学通讯》上。

此外，钩吻别名“断肠草”，是著名的毒性

中药材，民间多用于杀虫以及治疗皮肤溃疡，

博士研究生魏鑫等从中发现了钩吻定碱与C9

结构单元杂合而成的一种新骨架吲哚生物碱，

这类化合物仅显示了较弱的抗菌活性，研究成

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四面体通讯》上。

据了解，罗晓东研究团队此前已发表 60

余篇该方向的研究论文，其中 11 篇发表于

《有机化学通讯》；研究组论文报道的 13 个新

颖活性生物碱被《天然产物报告》作为热点分

子介绍。

传统药材生物碱抗微生物活性系列谜题解开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5日电 （记者刘垠）
25日，科技部网站公开发布《关于加强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到 2020年，基本形成定位准确、目标

清晰、布局合理、引领发展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评价激励制度基

本完善，实验室经优化调整和新建，数量稳中

有增，总量保持在 700个左右。

记者注意到，这是继《关于全面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优化国家重点

实验室布局”后，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为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着坚持系统布局、能力提升、开放合

作、科学管理的原则，《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水平、开放力度、

科研条件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经优化

调整和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保持在

700 个左右。其中，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保

持在 300 个左右，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

在 270 个左右，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保

持在 70 个左右。到 2025 年，国家重点实验

室体系全面建成，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

幅跃升。

在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总体布局方面，

《意见》明确，重点围绕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

长远发展，围绕区域创新和行业发展，选择

优势单位和团队布局建设，适当向布局较少

或尚未布局的地方、行业部门倾斜，加强与

国家相关科教计划重点任务布局的衔接，推

动实验室聚焦重大科学前沿问题，超前布局

可能引发重大变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

“对在国际上领跑并跑的实验室加大

稳 定 支 持 力 度 ，对 长 期 跟 跑 、多 年 无 重 大

创 新 成 果 的 实 验 室 予 以 优 化 调 整 。”《意

见》指 出 ，围 绕 数 学 、物 理 、化 学 、地 学 、生

物、医学等相关领域，在干细胞、合成生物

学 、园 艺 生 物 学 、脑 科 学 与 类 脑 等 前 沿 方

向布局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完善符合基础研究

特点和规律的评价机制，营造国家重点实验

室创新文化，被写入了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

管理创新细则中。

《意见》提出，坚持定期评估考核制度，建

立与实验室发展目标相一致的评估考核指标

体系和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

机制。同时，引导实验室做科研诚信的表率，

推动实验室建立容错机制等。

2020年我国将建成 70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梁文
英）“其实所有的环境问题根在能源。”日

前，在花城科技论坛暨新材料产业创新发

展峰会上，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刘科指

出，在电池能量和回收技术没有革命性突

破的时期，最好采用甲醇燃料。“因为甲醇

燃烧后只有二氧化碳和水，非常清洁。且

我国天然气丰富，很容易转化为能量密度

更高、风险更低的甲醇。”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很多老旧柴油

机。这些老旧柴油机再加上劣质柴油，污

染也很大。“有人认为，我们的汽油车、柴油

车竞争不过美日，那就必须弯道超车，听起

来好像有道理，但弯道超车必须要有革命

性的技术突破。”刘科指出，现在欧洲柴油

技术跟 20 年前完全不一样，50%的欧洲新

车都使用柴油。

材料创新一直是各种颠覆性能源技术

革命的核心。国际学术界一直认为甲醇不

可能在柴油机里燃烧。刘科研发出全世界

第一台烧 100%甲醇的柴油机，7 天 24 小时

不熄火，已获得专利。“一旦甲醇在柴油机

上推广，就解决了柴油机的燃料和污染两

个问题，可以很便宜地解决汽车工业很多

问题，这应该是今后的方向。”他认为，短期

之内可以用甲醇取代汽油、柴油，作为内燃

机燃料，解决雾霾污染问题。长期下来，甲

醇还可以继续做氢燃料电池的来源，甲醇

很可能是未来能源的载体。

清洁能源专家：

甲醇可能是未来能源载体

本报记者 张景阳

本报记者 乔 地

6 月 25 日至 27 日，首届世界竹藤大
会在京开幕。大会主题为“竹藤南南合作
助推可持续绿色发展”，旨在搭建国际水
平的竹藤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政策对话、
知识分享权威平台，进一步促进全球竹藤
产业可持续发展。

图为参展商展示具有发明专利的竹
木 MLS吸声扩散体。它具有造型结构美
观，占用空间小等特点，符合建筑声学中
声音吸声扩散要求。本报记者 洪星摄

平凡竹藤

非凡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