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物质是什么，暗物质源于何处，预

计 2024年会有个决定性结果。”

7 月 7 日，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麻省

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提问时，做了上述回答。当日，丁肇中教授

访问山东大学，后者是丁肇中领导的 AMS

（阿尔法磁谱仪）实验的重要参与者，双方

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两年前，丁肇中教授主持的 AMS 项

目在欧洲核子中心发布了五年太空实验

的结果。部分结果显示：AMS 通过准确

测量铍—硼流强比例，得到关于宇宙线

在星系间传播时间的信息，测得银河系

宇宙线的年龄大约是 1200 万年，这是人

类首次获得宇宙线的相对准确年龄；“对

1650 万 电 子 和 108 万 正 电 子 的 测 量 显

示，电子流强与正电子流的强度不同，随

能 量 变 化 的 行 为 也 不 一 样 。”AMS 的 这

一测量结果颠覆了以往实验结果；利用 3

亿个质子事例，AMS 将质子流强测量达

到 1%的精度，结果显示，“质子流强不能

被简单地描述成单一的幂律谱，质子能

谱指数随能量变化。”

据介绍，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存在各

种各样性质迥异的幂律分布现象，因而对

它们的研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借助

于有效的物理和数学工具以及强大的计算

机运算能力，科学家们对幂律分布的本质

有了进一步深层次的理解。而关于 AWS

的发现，颠覆了人类之前对宇宙线的普遍

认识。

“大家关心近几年该项目的进展情况

如何？”针对科技日报记者的提问，丁肇中

表示，“两年前，AMS项目的结果推翻了以

前的理论，而最近两年的结果又推翻了更

多的理论。同时，我可以告诉大家，反物质

是什么，暗物质的来源是什么，到 2024 年

应该有决定性的结果。”

AMS 是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

中教授主持的国际大科学工程，是上世纪

末和本世纪初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学计划

之一，是第一个安置于太空中的最强大、最

灵敏的精密粒子探测装置，也是目前唯一

被永久安放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具有开创型

的大型科学实验。

丁肇中透露，AMS 是太空中唯一的

磁谱仪，今后几十年内，不可能再有第二

个磁谱仪。目前，AMS 已经收集了超过

1190 亿个宇宙线数据，主要结果已经整

理成数十篇学术文章，发表在《物理评论

快报》等世界顶尖学术期刊上。2004 年

3 月，山东大学正式参与该项目，全面负

责热科学系统设计制造。其中程林教授

是 AMS 热系统的总负责人，领导着麻省

理工学院、瑞士苏黎世高工、美国宇航局

等 不 同 单 位 的 三 十 多 位 科 学 家 共 同 工

作。据了解，AMS 随国际空间站每 90 分

钟绕地球一圈，经历零下 40 摄氏度到 60

摄氏度的温度周期性变化，极端热环境

低温可至零下 90 摄氏度、高温可至 230

摄氏度，热系统是 AMS 各部件正常工作

的基础。

丁肇中介绍，到目前为止，AMS 测量

的 正 电 子 的 结 果 和 暗 物 质 理 论 是 符 合

的，但是，要完全证明找到暗物质，还需

要 几 年 的 时 间 ，“AMS 最 重 要 的 作 用 是

探索到自然界中存在但我们无法想象的

现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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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多个类似人才项目同时支持同一人

才；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

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

度；不把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承担各类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职称评定、岗

位聘用、薪酬待遇确定的限制性条件……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

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一条条接地气、出实招的改革举

措，引发科研人员广泛讨论。

给“帽子”去标签，论
文不再“卡”脖子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高校和科研院

所在人才评价中过度重论文、重专利、重项

目，这种成本低、矛盾小的人才管理方式，带

来了科研浮躁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樊立宏说，唯论文、唯职称、

唯奖项的评价风向标，使得科研人员为追求

指标数量及相关待遇和福利，忽视了自身科

研活动的真正目标和价值。

“虽然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科技人才评价

的顶层设计，但评价体系、评价机制不能很好

适应人才发展的规律，以及科技创新对人才

队伍的需求。”樊立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现

实中，有一些单位在引才时将“帽子”作为标

准，对不同称号的人才“帽子”进行明码标价，

而不是考虑单位对引才的实际需求和人才的

实际水平，有能力而没“帽子”的人得不到重

视，有的科研人员却靠“帽子”在不同单位流

动和重复获得科研资助以及住房、补贴等。

针对人才“帽子”满天飞的问题，《意见》提

出了使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的要

求和措施，避免与物质利益简单、直接挂钩。

构建分类评价体系，
好政策落地还得有担当

坚持分类评价，成为此次“三评”改革的

关键词，针对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军事

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特点，建立分类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价程序规范。

在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

看来，人才分类评价，就是“干什么、评什么”，

干不同事的人不用同一套标准。比如，对社

会公益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人才的评价，明确

提出论文发表、引用排名等只能作为参考，不

能作为限定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

涉及评价简单数量化的做法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还

有唯项目、唯经费等错误倾向，要加快建立以

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这将

有助于扭转少数科技人员急功近利、作风浮躁

的问题。”贺德方说，下一步还将对科技人才的

分类评价、科学精神和学风作风等方面深化改

革，“通过科研领域评价导向、风气的改善，在

一定程度上引领整个社会创新环境的改善。”

《意见》的主要目标是，“十三五”期间，基

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符合科技创

新规律、突出质量贡献绩效导向的分类评价

体系。那么，好的政策如何落地不走样？

“推动政策落实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政府

部门对用人单位的考核评价、财政科技计划

项目管理都需做出相应调整，但关键在于用

人单位能否发挥作用。”樊立宏认为，人才评

价中应当坚持“谁用人、谁评价”的原则，切实

让用人单位在评价中发挥主体作用，对于负

责任、敢担当的领导班子，也亟须有相应的容

错纠错机制保驾护航。

贺德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意见》

明确，强化用人单位人才评价主体地位，坚持

评用结合。比如，不将论文、外语、专利、计算

机水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和基层一线人才职称

评审的限制性条件。“我们要求把文件规定落

实到这些单位实际执行的规则中，在大方向

和原则的要求下，用人单位要建立自己的评

价规则，这也是文件出台的应有之义。”

（科技日报北京7月8日电）

人才评价：打破“唯论文”“帽子多”怪圈
——专家解读《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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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垠

7月 6—8日，2018北京国
际音乐生活展在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举办。

本届展会分为四大主题
场馆布局——国风馆、西韵
馆、跨乐馆、乐学馆，以音乐演
奏类型为线索，跨越中西乐器
门类、贯通经典与流行、引领
亲子音乐教育。

图为参展商展出一款全
新的具有数字混音的音乐调
控板。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领略音乐
跨界生活

科技日报昆明7月8日电（记者赵汉斌）
《自然》子刊《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最新在线

发表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一项家蚕驯化

和改良遗传机制的研究成果，为全面理解人

工选择机制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科学问

题，提供了独特的证据和线索。

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和文化传播过程

中，蚕丝的生产者——家蚕传播到了亚欧各

地，并经历近代育种后，形成丰富的改良品

种。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丝绸之路的了解

主要在文化、史料等层面，缺乏更深入的证

据。作为唯一完全被驯化的昆虫，家蚕的驯

化历史及其重要性状的人工选择机制的揭

示，将对全面理解人工选择机制这一长期悬

而未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提供独特的证据和

线索。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进化基因组学与

基因起源学科组从我国及欧洲、日本、印度收

集 了 137 种 家 蚕 进 行 分 析 ，确 定 家 蚕 是 在

5000 年前从中国野桑蚕祖先单一驯化而来，

驯化后三眠品系是最先分化的一个组，然后

家蚕在连接中国、南亚和欧洲的古丝绸之路

沿路上曾出现过几次扩散，并随后在中国和

日本形成了特有的优良品种。

通过人工选择信号分析，研究人员发现

氮营养尤其是氨基酸代谢对于家蚕进化过

程中茧丝量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物钟

节律基因对于家蚕驯化及地方适应性具有

一定作用。利用大规模基因组数据资源，该

研究还首次将全基因组联合分析应用于家

蚕重要性状的定位，证实了这个方法的可行

性和科学性，并对一些重要抗性位点进行了

定位。

这些研究结果为家蚕育种及功能基因组

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数据资源和参考依据，

为后续深入开展茧丝生物学、节律分子机制

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并以《从野蚕到家蚕

的进化之路》为题发表了学术论文。研究得

到了科技部“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等项目的资助。

家蚕由5000年前中国野桑蚕祖先单一驯化而来

日常生活中，拧开自来水龙头出水，拧开

灶台开关出火，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

是，就像自来水不是真的“自来”，如今居民生

活越来越离不开的天然气也不是“天然”到来。

更远的找气（勘探）、采气（开发）不去说了；

把天然气从成百上千米、甚至几千米深的地下

采出来，净化处理成可直接使用的燃料后，如何

千山万水地送到我们身边，就是一篇大文章。

以在建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为

例，它不仅在当今世界居单管输量最大（终期

输气量 380 亿立方米），而且采用 1422 毫米超

大口径、X80高钢级管材、12兆帕高压力等级

等，指标均为“世界之最”，堪称史上最强悍的

长距离输气管道。

距离有多长？其俄罗斯境内段“西伯利

亚力量”管道：科维克金气田—恰扬金气田—

别洛戈尔斯克—黑河对岸，全长 2680公里；

中国境内段：从黑河首站起，经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

上海等 9 省份，到上海白鹤末站止，新建管道

全长 3170 公里，目标市场直指环渤海和长三

角两个经济发达区。

在位于黑河市瑷珲区红兴村的该工程北

段（黑河—长岭）第一标段施工现场，记者今

天看到，工程所用钢管，标准长度均为 12.19

米；施工方 314 机组负责人介绍，一公里管线

的焊口大致在 90 道左右。按此推算，境内段

3170 公里，焊口即高达 30 万道，“少一道，气

也到不了上海”。

30 万道焊口中的每一道，均采用最先进

的全自动焊工艺进行焊接。

跟以往的半自动焊和人工焊相比，施工

现场的“画风”大变——机器爆发出轰鸣声，

工人们挥汗如雨、焊花四溅的火热场面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管线之上一座座“小帐篷”

似的工房内，全自动焊机的无人自主操作。

相应地，完成每道焊口从坡口加工、打磨

除锈、管口组对，到焊口加热、内焊施焊、热

焊、填充、盖面等全套工序，以往需要 10 小时

以上的工作，现在仅用不到一小时就可完

成。施工效率大增，劳动强度大减，质量一致

性大好。

比如内焊，是由 8 把焊枪组成内焊机，以

0.9 毫米的伯乐焊丝为焊材施焊：先由 4 个焊

枪顺时针焊接半道口，再由另 4 个焊枪逆时

针焊接半道口，由管口处的焊接操作人员进

行操控。一道焊口一般用时仅 90秒。

完成以上八道工序，经全自动超声波检测

仪（AUT）检测，100％符合堪称苛刻的施工工

艺要求，再进行扫码确认以便将数据即时上传

全生命周期数据库后，一道焊口才算完工。

正是 30 万道这样的焊口，延伸出一条史

上最强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源源不断送往

北京、上海等急需清洁能源的目标市场。计

划 2019 年 10 月一期投产（输气量 50 亿立方

米/年），2020 年底全线建成投运；到 2025 年

左右达到终期产能 380 亿立方米/年之后，所

谓的“气荒”有望成为历史。

30万道焊口：史上最强管道送俄气到上海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大庆）现在，可植入

医疗电子器件的使用越来越多，其电源主要依

赖于商业可充电及不可充电电池。一旦此类

电源达到使用寿命，病人不得不接受二次手术

将其从体内取出。我国科学家开发出纯天然

生物全可吸收摩擦纳米发电机，既可生物降

解，又可将生物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先进材料》上。

植入式摩擦纳米发电机（iTENG）是一种

可植入体内的能源转换装置，它可用于收集

不同形式的生物机械能，并将其有效转换为

电能，此类生物机械能可源于心跳、呼吸、肢

体运动及脉搏跳动等。大量的实验已证明

iTENG 转换的电能可成功用于心脏起搏、健

康监测及细胞组织工程。近日，在中科院北

京纳米能源与系统所首席科学家王中林、研

究员李舟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樊瑜波的

指导下，博士江文、博士生李虎和刘卓等利用

五种自然来源的可降解材料（纤维素、甲壳

素、丝素蛋白、米纸、蛋清），开发出不同类型

的 纯 天 然 生 物 全 可 吸 收 摩 擦 纳 米 发 电 机

（BN-TENGs）。

BN-TENGs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

物降解可调节性及生物可吸收性。它同时还

具有高效的生物机械能转化效率，可实现在

体内及体外正常工作，并将生物机械能有效

转化为电能。该工作实现了 BN-TENGs 在

体内及体外的可控降解。

研究人员还将开发的 BN-TENGs 作为

电压源用于功能失调的心肌细胞，成功调节

了心肌细胞的跳动速率。当 BN-TENGs 完

成预定任务，被植入到 SD 大鼠体内后，可被

SD 大鼠降解并吸收。新开发的 BN-TENGs

具有作为电源驱动可植入医疗电子器件的巨

大潜力，在完成其既定任务后，可被生物体自

行降解吸收，避免了病人进行二次手术。

纯天然生物摩擦纳米发电机可在体内发电

近日，“湛碧平湖 千峰翠色——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瓷器精品展”在中国园林博
物馆举行。展览展出了来自遂宁市博物馆馆藏100件宋瓷，其中一级文物19件。展览辅
以全息投影、语音导览等展示技术，让文物活起来，带领今人透过如碧如玉的宋瓷，与历史
对话。

图为观众观看宋瓷精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本报记者 瞿 剑

宋瓷精品亮相中国园林博物馆

（上接第一版）
另外，科学本身是有奖励机制的，科学

家做出一定的成就，科技界会以各种形式

如奖励、职位晋升、资源分配等进行回报，

而在官本位情况下，这种奖励往往掺杂了

学术界纯粹学术规范之外的因素。如一个

项目牵头人和获奖者往往是领导，而不是

真正干活的，这在狭义上与实事求是的科

学精神也是冲突的。

赋权，更需要有约束

科技日报：官本位问题该如何破解呢？

刘兵：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

就是哪儿错了就改哪儿。试问老一辈科学

家填过几张单子、写过几个汇报，为什么现

在科研人员见了财务人员要低三下四，这

本身就是本末倒置。

管理是必要的，但对管理的权力要有

所限制，对获益的追求有一定的约束，管理

是为了更好地遵循科研规律，为科学研究

服务，而不是从事管理的人就高人一等。

在国外，很多知名高校的领导和管理者，更

多的是付出和服务，并不像我国这样有那

么大权力。

破除官本位，关键在于改革评价体

系。现在很多考核标准都是非常量化的，

如 SCI发表了多少论文，某种程度上讲，这

也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从管理角度讲，这

似乎是公平的、易操作的、可以避免很多争

议和麻烦。而事实上，学术评价应更注重

成果本身的含金量，这不可定量且存在着

模糊性，但却更重要。

学术的东西一定要学者自己评价，即

同行评议。从行政管理角度讲，最重要的

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

的公正，但不要提出具体的要求，如规定发

表几篇文章就够评教授等等，同时，为了防

止内部人操纵，还应适当引入外部评价等。

官本位是对科学精神的严重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