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7 月 9 日电 （记者刘园
园）“ 中 央 企 业 关 注 的 科 技 问 题 很 多 都 相

似，投入很大，成果却不如预期。”在 9 日召

开的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座谈会上，国资委

主任肖亚庆指出，原因之一是企业的开放

性不足，企业界与科学界、学术界之间的联

系不够。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座谈会就是为解决类

似问题而召开的。会上，国资委、中国科协签

署《国资委 中国科协共同推进中央企业科技

创新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产学合作，共

同推进中央企业科技创新。

根据协议，国资委和中国科协将在多方

面展开深度合作。一是加强双方智库合作

交流，共同开展重大战略研究，联合举办中

国科技产业论坛，助力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

产业转型升级；二是促进国际产学合作，积

极推动中央企业与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建设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三是强化引

才育才聚才，支持建立中央企业引才目录，

加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院士候选人的

举荐力度；四是加强中央企业科协组织建

设，研究建立中央企业科学技术协会，在重

点产业领域建立中央企业科技联合体，开展

跨企跨界协同创新，加快产业集群和数字经

济发展；五是深入开展企业科普工作，推动

中央企业建立科普场馆和产品技术展示空

间，鼓励将旧厂房和工业遗址等改造为科普

基地。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在座谈会上

说，科协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和

组织优势，协力推动中央企业突破重点产业

瓶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助力中央企业攻克

“卡脖子”核心技术，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

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有力

支持。

中国科协将助央企解“卡脖子”之忧

最新发现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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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名家谈

科学精神论场

已经 82 岁高龄的诺奖获得者、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还没有退休，早八点至

晚八点的 12 小时工作量并没有让他感到疲

惫，因为浩瀚宇宙中的那些未解之谜仍在吸

引着他，“宇宙中什么地方还有生命？如何找

到？他们是不是拥有着跟人一样的智慧？”寻

找答案的方式，是他领导的 AMS（阿尔法磁谱

仪）实验——16 个国家、地区的 60 个研究机

构、600多名科学家正夜以继日地寻找暗物质

和宇宙线的来源。

7 月 6 日，在山东大学“大师面前——与

丁肇中一起寻找‘彩色雨滴’”见面会上，丁肇

中如此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不退休”的理

由。他强调，AMS实验中，中国科学家解决了

不少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难题，比如山东大

学 程 林 教 授 是 AMS 热 系 统 的 总 负 责 人 ，

在-40℃—+60℃温度周期性变化中，甚至极

端情况下-90℃—+230℃的温差中确保 AMS

各部件正常工作，“这非常重要”。

要实现目标，最重要
的是要有好奇心，不断追
求，再加勤奋工作
科技日报：对宇宙探索和科研长期保持

着强烈的好奇心并不容易，您是如何做到的？

丁肇中：我现在还没有退休。每天早上

我大概 7、8点钟就到实验室了，到晚上 8、9点

钟才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兴趣。和地面

不一样，天上实验的最大特点是（如有差错）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花很多时间看这

些数据，看什么地方有误差。

在我做寻找新粒子的实验尚未成功之

时，人们说我是傻子，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

低；但当我找到新粒子的时候，人们又说我

是天才——其实，傻子与天才之间只有一步

之遥。要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做自己认为

是正确的事；同时，要对意料之外的现象有

充分的准备。总之，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

要的是要有好奇心，不断地追求，再加勤奋

地工作。

攻克核心技术，从德
国日本身上学习经验
科技日报：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很多领

域还处于“三跑”中的跟跑阶段，很多核心技

术并未掌握，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这种

差距？该怎么做？

丁肇中：我不知道，但你说的这些政府政

策是很重要的。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领

跑的人？二战以后，日本和德国什么都没有

了，教育系统也被破坏了，研究系统也被破坏

了，可是政府非常支持科学。过了 40年之后，

现在日本的科学，德国的科学成为世界上最

先进的。我只能提这么一个例子。

（下转第三版）

科学研究要保持强烈的好奇心
——诺贝尔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访谈录

9日 11时 56分，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以

下简称长二丙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将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一号（以下简称“巴遥一

号”）和科学实验卫星 PakTES-1A送入预定轨

道。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获悉，至此

该院已出口17颗国际卫星。

此次任务根据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长

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

气层研究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签署的项目合

同实施。除了在轨交付该卫星，我国还将向

巴方提供地面应用系统和地面测控系统，并

提供在轨测试、在站支持、培训、保险及相关

技术支持等。

记者了解到，“巴遥一号”的研制克服了

一系列技术难点，在国内同领域取得了多项

突破。其将应用于巴基斯坦国土资源调查、

评价，动态监测与管理，资源利用，环境灾害

监测，农业调查与城市建设等业务领域。

如此商业遥感相机全
球仅此两台

图像质量是遥感卫星在轨应用的核心指标。

“巴遥一号”采用海量固存、两台独立数

据处理器，实现了两台相机独立处理、独立存

储、独立下传的优化设计；凭借基于“海量图

像数据”的优异图像数据压缩能力，可使最终

图像更加清晰。同时，卫星优化了相机的微

振动环境，大幅降低了整星的“抖动”，可进一

步提高成像质量。

此外，研制团队通过冻结轨道设计和初

始降交点偏置优化设计，能确保卫星从稳定

的轨道高度对指定区域进行观察，并能保障

相机具备较好的光照条件，以满足用户在特

定区域稳定获取高质量图像的要求。

在遥感领域，分辨率和幅宽往往是一对

矛盾的指标。而“巴遥一号”搭载的两台相机

分辨率优于 1 米，成像幅宽可达 60 公里。达

到如此指标的相机，在国际商业遥感领域仅

此两台。

能够左看右看上看下
看的卫星

除了图像质量，“巴遥一号”还具备多项

技术特点。

为满足用户快速获取目标图像的需求，

该卫星设计了超大角度侧摆和俯仰的能力，

可以根据成像需求自动“抬头”和“扭头”，向

前、后、左、右四个方向摆动，大幅增加成像区

域，可实现对巴基斯坦国土 2天 1次的快速图

像获取能力。 （下转第三版）

“ 巴 遥 一 号 ”卫 星 成 功 发 射

耳边经常能听到一些貌似科学的知

识，比如吃转基因食品致癌、致胎儿畸形，

爬楼梯伤膝盖等等，大众是非难辨。阅读

《科学是如何败给迷信的》这本书，不仅能

帮助我们分辨朋友圈中的各种谣言和迷

信，还能启发我们建立起一种跨越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大视角。

作者约翰·伯纳姆，是美国俄亥俄州立

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是美国医学史学会主

席，也是科学传播史的专家。研究领域包括

美国医学史、科学史和社会史，出版了十余

本科学史著作。本书中他梳理了最近200多

年来，卫生、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在

美国走向普及的整个历史，深入剖析了科学

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中提炼

出了科学知识普及的基本传播模式。

本书中，伯纳姆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

的结论——“科学已经败给了迷信”。因为

相比科学知识传播的效果，迷信的传播风

头更劲，甚至常常超越了对科学的信仰。

面对迷信的泛滥，作者敏锐地指出，科学之

所以败给迷信，就是因为科学知识的传播

出现了问题。

虽然伯纳姆的讨论是围绕着美国 19

和 20世纪的历史所展开的，他的思路也可

以延用至 21世纪的今天，分析各种新媒体

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作用。结合作者的见

解和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分析，科学败给迷

信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科普过程的四个阶段分别是：传

播、普及、稀释和碎片化，理性的科学精神

不断被稀释。在 19世纪前期的美国，科学

知识的传播和普及阶段，迷信得到了有效

的压制。然而，随着媒体的兴起，理性的科

学精神不断被稀释，大家不断接受着碎片

化的知识，导致了怀疑精神的丧失，这就让

迷信有了生存的空间。

其次，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应，科学知识

的严肃性被削弱。为了让大众容易听懂、接

受，甚至是博眼球，媒体所宣传的科学发现可

能会被夸大和歪曲，时常看到惊悚的“标题

党”，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往往由于艰涩难

以吸引大众，被媒体冷落甚至排斥。因此，不

专业的科学传播反倒让科学变成了伪科学。

商业广告也在迷信的传播中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保健品的例子最为突

出，骗取了多少老年人一辈子的血汗钱。

种种利益因素的推动下，科学传播常常败

给了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

第三，科普知识的生产者变得更加稀缺

了。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涌现出了一大

批优秀的“科学人”，他们不仅是科学的传播

者，而且是一种理性文化的代言人。但随着

各个学科的迅速发展，专业的分工变得越来

越细，特别是科学工作者追求SCI，科学家群

体也蒙上了功利色彩，无暇顾及大众，越来

越远离了科普舞台，导致科学传播过程中，

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的缺失。

缺乏科学素养的记者在解读科学知识

时，可能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无法判断可

靠的信息或者判断科学事实，或者一味追

求点击率或者耸人听闻的程度，从而夸大、

歪曲某些事实，导致人们不再信任媒体的

科学报道。

最后，应试教育让学生的知识视野变

得更狭窄。网络时代已经推动学习由“应

试型学习”转变为“破案式学习”，也就是问

题导向的学习方式，但是绝大多数学校教

育还没有转变过来，其中教师素质也是一

个重要原因。中国学生们不仅没有在青少

年时代阅读大量的跨学科书籍，同时，关注

多个科学领域的学习兴趣也被抹杀了。新

闻专业属文科，远离科学，科学专业的阅读

量小，中文基础差，这种过早分科的应试教

育，也让科普记者变得非常稀缺。

在这方面，欧美要大大优于我们。让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访问位于美国硅谷的

奇点大学。生物学教授上课时，旁边有个

漫画者站在梯子上，根据他讲的内容，把很

深奥、很“黑科技”的内容画成了浅显易懂

的漫画，半天课下来画了整整几面墙。我

惊叹这位画者的科学素养和想象力，也暗

暗佩服美国的基础教育。（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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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天津7月 9日电 （记者孙玉松
通讯员刘晓艳）记者 9 日从天津大学获悉，该

校徐英教授课题组主持研发的世界首套基于

超声技术的水下两相湿气流量测量装置通过

中国船级社 CCS的型式认可，并正式发布。

该装置在设计压力、温度、水深、含气率

范围、测量精度等关键技术指标方面均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水下两相湿气流量测量装

置是深海油气田开发中的关键设备，其研制

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对我国深海装备

关键设备国产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据预测，未来全球 50%左右的油气资源

将来自海洋。然而深水装备受苛刻工作条

件的限制及高昂的安装使用维护运行成本

限制，水下生产系统的关键设备使用寿命通

常要求达到 20 年以上，导致我国深海装备

诸多关键部件只能依赖进口。如水下流量

计单台价格甚至高达数百万美金，且全世界

只有 4 家公司垄断国际市场。不仅如此，基

于核子射线源这一最关键的感测部件只能

依赖进口。

天津大学研制成功的水下两相湿气测

量装置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方案是将超声技

术与异型文丘里技术有机结合，利用二者在

湿气测量中的特殊性和优势，形成互补，实

现了差压式与速度式流量测量原理的有机

融合。在结构设计方面，异型文丘里采用了

多射孔取压及内藏环形导压专利设计结构，

同时，突破了以压力、温度、差压等关键感测

部件原装进口作为流量计基本单元模块的

设计思路，大大地节约了成本，该技术应用

于实际生产后，可将设备制造成本降至 50

万元人民币左右。

世界首套超声技术水下两相湿气流量计研制成功

科技日报昆明7月9日电 （记者赵汉
斌）今年 6月 1日 21时 30分左右，西双版纳

州勐海县曾发生一次引人瞩目的陨石坠落

事件。9 日，相关部门就这起陨石坠落事

件给出了最新说法。

据云南省石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

主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连举介绍，陨

石坠落范围涵盖勐海县勐遮镇曼根、曼伦、

曼燕三个行政村十余个自然村。陨石坠落

后，他们派出了专家组，对陨石坠落现场进

行了野外调查，并将收集到的陨石标本送

自然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进

行物化检测鉴定，已获得初步检测结果。

当时，陨石与空气摩擦后，经过燃烧爆

裂，解体成数百块散落在长 12公里、宽 1至

2 公里、面积 20 至 25 平方公里的狭长地

带。随后，部分村民在这个区域的农田村

舍间找到数十块大小不等的陨石碎块，其

中最大的一块质量为 1280克。

据自然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

中心初步检测，这些陨石有皮壳包裹，皮壳

呈黑色，厚约 0.5 毫米，外表粗糙，见熔蚀

“气印”，局部有龟壳状裂纹，裂纹白色，陨

石新鲜断面呈褐色夹灰白色，有黑色细脉

体充填裂纹。陨石密度为 3.4，主要矿物成

分分别为橄榄石、顽火辉石、斜长石，少部

分由磁黄铁矿、铁、铁镍、陨硫铁组成。皮

壳由网状陨硫铁和橄榄石、辉石组成，贯穿

陨石的黑色脉体由微小球粒状、海绵状陨

硫铁和橄榄石、辉石共同组成。陨石具有

碎裂结构、微球粒结构、网状结构，应定名

为“顽辉橄榄球粒陨石”。

检测结果表明，勐海陨石是来自天外

流星体的普通石陨石，即球粒陨石，与散落

在地球上的众多石陨石大同小异，具有一

定科学研究价值，但勐海陨石块体较小，燃

爆之后结构受到较大破坏，只宜作为一般

陨石保存。

西双版纳勐海陨石坠落事件有新说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冯 刚 车慧卿

本报记者 付毅飞

近年来，越来越多“高颜值”“有内
涵”的书店出现在各大城市，这些书店
设计新颖、装修时尚、书籍丰富、功能多
样，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阅读环境和休
闲体验。

图为 7月 9日，读者在位于西安城
墙南门附近的书店内交流。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书店也要

高颜值

科技日报合肥7月9日电（记者吴长锋）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熊宇杰

教授团队，通过金属氧化物光催化剂的缺陷

工程调控，发现通过掺杂的方式来精修催化

剂的缺陷态，可以促进缺陷位点对氮分子的

高效活化，有效地提高光催化固氮合成氨的

效率。该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化学重要

期刊《美国化学会志》上。

工业合成氨技术使用铁基催化剂，其反

应条件非常苛刻（250大气压、400摄氏度），并

需要巨大的能耗。光催化技术能够直接将太

阳能转化为化学能，为降低合成氨能耗提供

了非常具有前景的方法。由于氮分子稳定的

化学特性，从而导致常规的光催化材料很难

活化氮分子，开发高效的固氮合成氨光催化

剂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氮分子活化一般被认为是氮还原的先

决条件。对于光催化材料，表面缺陷位点可

以作为氮分子化学吸附的活性位点，同时局

域在缺陷处的电子可以转移进入吸附氮分

子的反键π轨道，从而实现对氮—氮叁键的

弱化作用。

科研人员将钼原子掺杂在催化剂的缺陷

位点处，实现了光催化体系中氮分子的高效

活化。研究人员结合同步辐射技术表征、原

位红外光谱检测和理论计算模拟，揭示了掺

杂钼原子对缺陷状态的精修作用。一方面，

钼掺杂提升了催化剂缺陷能级，减少了电子

能量驰豫过程带来的能量损耗；另一方面，钼

掺杂形成的钼—钨异质位点调控了吸附氮分

子的电荷状态，增大了氮原子之间的电荷差，

同时提高了金属—氧键的共价性，促进了光

生电子转移过程。这些钼掺杂带来的不同效

应之间的协同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催化位点

对氮分子的活化，实现了催化剂光驱动固氮

合成氨效率的大幅提升。

该成果为开发高效的固氮光催化剂以及

调控催化剂缺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并展

示了催化位点电子结构的调控对催化反应的

重要性。

固 氮 合 成 氨 有 了 高 效 光 催 化 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