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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需要激情，理想需要搏击，青年的

声音是时代的最强音，青年的力量将塑造未

来的无限可能。”

10月 29日，在 2018浦江创新论坛首设的

科技创新青年造就者圆桌峰会上，浦江创新

论坛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呼吁青年

人，要在时代的剧变中牢记自己的信仰和使

命，坚定对国家和民族的自信，立下在科技创

新过程中改变中国的志向。

其间，多位 45 周岁以下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青年科学家、创新创业先锋，围绕青年人

才的成长之路、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等畅所

欲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自然》“中国科

学之星”陆朝阳说，目前，量子计算机还处于

从基础研究慢慢过渡到技术集成和集中攻关

的阶段。根据量子计算的实现难度，这一过

程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目前可能两

三年内就能造出一台量子机器，针对某些特

定的问题，该机器可超越目前最快的超级计

算机；第二个阶段，针对一些具有重大经济价

值的问题制造出一些量子模拟机，比如用它

来做组合优化，解决交通的问题，利用量子化

学来研究新材料和机器学习。

“最难的部分，是有一个通用的、可编程

的计算机，难度在于高精度的操纵和对错误

的纠正。”陆朝阳透露，研究团队针对上述方

面布局量子计算，希望产生高品质和高效率

的光子，并且用光子体系演示量子取样的技

术，可以超越超级计算机。

在驭势科技 CEO、联合创始人吴甘沙看

来，做应用科学最痛苦的就是，自认为做出来

很好的技术，但是市场反响一般。“现在做无

人驾驶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

95％以上的情况都能解决，另外的 5％可能需

要一个理论上的更大突破。”吴甘沙说，突破

瓶颈要有自我觉察、有意识的转换角色，比如

通过和客户协作去解决问题、突破瓶颈。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

程学院副院长王延峰感同身受。他认为，科

学技术的产业转化，要把科学家和工程师拉

回到与产业需求者共通的一个体系内，用共

同的语言解决现实问题。科学家在自己领域

中深耕研究固然重要，但和客户需求频率共

振也很重要。

针对科研中无时不在的瓶颈问题，华中

科技大学教授、合刃科技 CEO 王星泽的办

法，就是用笨办法“死磕”，如果死磕也解决不

了问题，需要科研人员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等

方式寻求解决途径，从其他学科中借用一些

想法。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真

坦言，当时做体细胞克隆猴时遇到一些挫

折。“有一些技术难题我们可能用两年时间就

把基础的细节搞定了，但是如何让克隆胚胎

的培育效率提升，这一点我们用了很长的时

间，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有成功。”刘真说，克

隆猴是一个老问题，我们的经验就是借助现

在的新技术解决老问题，一定要结合最新技

术的发展，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褚君浩分享了 3 点创新体

会：青年人要明确研究方向和努力目标；要勇

于解决疑难问题、前沿问题，把自己的想法和

创新内涵注入到研究中；要有很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 （科技日报上海10月30日电）

浦江创新论坛上专家热议——

青年人才如何突破创新瓶颈
本报记者 刘 垠

1988 年 3 月，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

北京出生。3 个月后，湖南省首例试管婴

儿和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相继在长

沙出生。

到今年，这些来自“试管”的孩子，30

岁了。我国生殖医学和辅助生殖技术，随

着孩子们的长大，也走过了自己的 30 年，

逐步走到了国际生殖健康事业的前列。

29 日，在长沙举行的“湖南首例试管

婴儿诞生 30 周年纪念”活动上，中南大学

生殖与干细胞工程研究所所长、这名婴儿

的“妈妈”——卢光琇，回顾了湖南乃至我

国生殖医学 30年的技术发展路。

曾经被当做异类

世 界 上 有 一 类 染 色 体 相 互 易 位 携

带者，她们通过自然怀孕生出健康宝宝

的 几 率 理 论 上 只 有 1/18。 能 帮 助 他 们

生育健康婴儿的，是一种叫试管婴儿的

技术。

1988 年 6 月 5 日，湖南省首例试管婴

儿呱呱坠地。两天后，我国第一例供胚移

植试管婴儿出世。这是我国生殖遗传史上

重要的印记。

可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了这一天，我国

生殖遗传研究走过了艰辛漫长的历程。

“从英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落地，到我国

试管婴儿落地，技术真正取得成功只不过

10 年，但过程特别艰辛。”今天，年逾古稀

的卢光琇，仍未忘记为钻研试管婴儿技术，

自己蹲坐在手术室外等待取卵、被当做异

类驱逐时的无助，为收集一小杯精液进行

试验却不可得的无奈，还有试验器材落后

带来的局限。

艰难中，卢光琇带领一群异类，于上世

纪 90 年代建立了我国首个植入前胚胎遗

传学诊断动物模型，诞下了国际上首例经

畸形精子分离术治疗后的正常婴儿。2000

年，又诞生了我国首例经超快速冷冻后的

冻胚移植试管婴儿。

成立专科医院致力“造”人

团队的试管婴儿技术成果，获得了中

信集团的青睐。2002 年，中信集团与中南

大学校企合作，以卢光琇领导的人类生殖

工程研究所为主体，正式成立了中信湘雅

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进一步加速试管婴

儿成果的转化。

事实证明，这样的“转化”极为惊人。

2017 年，中信湘雅“试管婴儿”平均临床妊

娠率达 62.5%。而近 40 年来，经卢光琇团

队助孕出生婴儿累计超过 13万个。

“试管婴儿技术，不只是解决不孕家庭

生育问题的‘专利’，它也是实现遗传优生、

疾病预防的重要途径。”卢光琇说。

截至目前，医院已能完成基因检测种

类 212 种，建立了单基因病 PGD 诊断技术

179 种。通过优选正常遗传基因胚胎移

植，帮助有遗传病高风险的夫妇生育正常

婴儿。与此同时，团队已可对 55类遗传性

肿瘤基因进行胚胎植入前诊断（PGD 技

术），截至去年底，依靠这一技术诞生了 6

名“无癌宝宝”。

“未来医疗，是借助互联网技术，让每

一个人能快速访问个人医疗数据，成为自

己的医疗健康专家。患者能参与自己的健

康与慢性病管理。”卢光琇说，而全球首个

人类染色体智能分析云平台有望在医院开

展“智能服务”。

（科技日报长沙10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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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8日至 30日，2018第六
届北京国际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展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会展
品涵盖新型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
检测仪器、智能家居及物联网等方
面，集中展示空气净化领域的最新
技术、创新成果及解决方案。

图为参展商展示具有环保、轻
量、低噪音、抗震、节能等特点的智
能中央新风净化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清新环境

科技保障

“东达村的芒果种植面积已达 1 万多亩，

周边 3000 多户果农采用了高接换种等新技

术种植芒果，产量增加 20%—30%，每户平均

增收 2000 元—2500 元，不少农户通过种芒果

建起了‘芒果楼’，买了‘芒果车’。”广西田东

县平马镇东达村党总支部书记、文设芒果专

业合作社社长黎文设说。

田东芒果外形美观、色泽诱人、肉质甜

美、香味独特，是芒果中的佼佼者。

1994年，为了摆脱贫困，黎文设来到离村

子 1 公里外的荒坡搭起简易的房子开始创

业，决心尝试种芒果。1998年，芒果树结出了

“黄金果”，他收获了“第一桶金”，还清了债

务。经过几年的打拼，黎文设承包了 3 个芒

果场，产值超过 100 多万元，成为了当地有名

的“芒果王”。

“ 要 发 展 壮 大 芒 果 产 业 ，只 有 科 技 创

新 才 会 有 出 路 。”黎 文 设 总 结 出 一 系 列 新

的 管 理 技 术 ，如 芒 果 壮 梢 ，控 梢 促 花 、壮

花、壮果和促果，芒果无公害栽培，果实套

袋 ，利 用 反 光 膜 生 产 管 理 芒 果 ，芒 果 栽 培

可 持 续 保 水 保 肥 技 术 ，芒 果 自 动 化 、肥 水

一体化节水灌溉等技术，大幅度提高芒果

的产量及质量。

田东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田东县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优质芒果生产

基地之一。2017 年，获批中国首批特色农

产品（田东百色芒果）优势区。按照“规模

化、品牌化、标准化、科技化、产业化”的思

路，通过政府采购芒果苗木，免费向农民提

供果苗，种植区域由右江河谷扩大到南北

两翼山区。

业内专家表示，芒果已成为田东县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成为全国以特色

优势产业带动精准脱贫成功的范例。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9月，田东县

芒果总产值 11.5亿元。全县参与芒果种植农

户约 2.52 万户，参与人数约 6.36 万人。户均

芒果纯收入 4.3 万元，人均芒果纯收入 17285

元。累计有 0.27 万贫困户 1.1 万人依靠种植

芒果告别了贫困，走上致富路。

广西田东：新技术让芒果变“金果”
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郑州 10 月 30 日电 （记者乔
地）为进一步强化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

引领作用，推进河南省农业农村振兴发展，中

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今日发布《河南省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三年行

动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

《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创新驱动、需求导

向、协同推进、示范引领 4 个基本原则，明确

提出到 2020 年，河南省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面向乡村振兴

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建立，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科技创新型产

业集群和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业农村

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支撑乡

村振兴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目前，河南省正在按照《三年行动计划》的

各项要求，围绕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发展的

目标任务，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完善成果转化

体系，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打通从科技强

到产业强的通道，促进乡村创新创业能力提

升。计划到 2020 年，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创新中心 1个，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20个、创新型农业产业化集群40个，建

设国家和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100个。

河南出台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张
永艳）记者日前从青岛市政府获悉，青岛市

科技局、青岛市财政局关于《青岛市科学技

术局自主创新重点专项实施细则（试行）》

已经施行。

青岛市科技局局长姜波介绍，该“重点

专项”资金采取政府无偿拨款、后补助、贷

款贴息、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支持额度一

般不超过 300万元。

为确保顺利实施，青岛市实行重点专

项监理制度、项目年度报告制度、项目中期

检查制度。青岛市科技局负责与项目承担

单位签订《重点专项项目任务合同书》，检

查、督促项目相关配套条件的落实，并建立

项目诚信档案。规定项目承担单位应自觉

接受科技、财政、审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保障经费使用诚信、规范、有效。实行重点

专项组织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在专项

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重

点专项资金等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

关责任人和单位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项目诚信，青岛市科技局副局长

吴绪永说，目前在科技项目申报、政策性补

助申请等方面，会在受理、评审等环节按照

规定组织专门的机构和专家进行材料审

核、现场核查等工作，并对拟支持项目进行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一旦发现弄虚作假

骗取财政资金的，将按要求追回资金，同时

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记入科研诚信档案，并

纳入社会信用联合惩戒体系。对违反经费

使用规定、不按照预算执行的项目承担单

位，青岛市科技局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终止

计划，对终止的项目结余经费予以收回，并

追缴其他违规资金。对项目预算执行缓

慢，或与绩效目标存在较大偏差的项目，相

应采取减少或暂停安排专项资金等措施。

违反经费使用规定，造成项目终止的项目

负责人和承担单位，不得再承担市级科技

计划项目，同时不予推荐申报国家、省有关

科技计划项目。

青岛：自主创新重点专项建项目诚信档案

诚信建设万里行

科技日报昆明10月 30日电 （记者赵汉
斌）生物的地理分布与地球演化历史紧密相

关。两栖类作为重要的陆生脊椎动物代表类

群，长期以来是生物地理学研究的理想对

象。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类

多样性与进化研究组新近重建了蛙超科在全

球尺度的时空演化树，并发现印度板块在物

种洲际扩散中充当了“踏脚石”。

传统观点认为，分离后的印度板块在印

度洋中充当了完全隔离的“方舟”角色，它携

带着冈瓦纳古陆的生物类群在第三纪早期

到达亚洲。目前绝大多数的生物地理学研

究基于这个假说。然而，对于冈瓦纳古陆解

体后，印度板块和南极—澳大利亚—新几内

亚板块漂移的确切路线，以及它们与其邻近

的大陆间是否存在陆桥供生物交流扩散仍

有争议。

通过长期研究积累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研究人员收集了各大陆蛙超科主要代表类

群物种，他们用高通量测序方法，获得了 376

个核基因序列，以此构建了 21 个科的系统

发育关系，重建了该类群在全球尺度的时空

演化树。实验结果揭示，蛙超科起源于非

洲，约在 7560 万年前通过印度板块扩散到了

亚洲，随后在约 6240 万年至 4720 万年前，经

历了一次从亚洲通过印度板块至马达加斯

加的扩散事件，演化出了今天的马达加斯主

要树栖型蛙类。因此，中生代晚期印度板块

从冈瓦纳古陆分离后，在亚洲、非洲和马达

加斯加之间充当着“脚踏板”的角色，促进了

各大陆间生物的扩散与交流，推翻了传统观

点认为的印度板块在向北漂移过程中只扮

演着孤立“方舟”角色的假说，为地球地质演

化历史，尤其是印度板块的演化研究提供了

一个生物学证据。

此外，研究结果并未发现马达加斯加与

南极—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板块之间存在着

生物交流，澳大利亚现生的蛙超科物种是在

晚第三纪两次独立地从亚洲扩散进入澳洲

的。此项研究还揭示了蛙超科祖先物种到达

亚洲后，分别有 3 次独立地从亚洲扩散至非

洲的迁移事件，均发生在北非主要沙漠形成

之前。相关研究以“纳塔努兰蛙利用印度板

块分散和辐射至印度洋”为题，在线发表于美

国《国家科学评论》。

印度板块在物种洲际扩散中扮演“踏脚石”角色

科技日报哈尔滨10月30日电 （通讯

员霍萍 记者李丽云）青藏高原水域被一些

文艺作品称为“地球眼泪”。“地球眼泪”有

多咸？智能水下机器人可以回答。科技日

报记者 30 日从哈尔滨工程大学获悉，近

日，哈工程、青海大学、三江源研究院三方

组成联合科考队，奔赴青藏高原唐蕃古道

要冲，利用智能水下机器人对苦拔海（豆

错）、河厉桥（龙羊峡）水质信息探测与采

集，对三江源区水道与路网的变迁特征进

行研究，这是国内首次利用智能水下机器

人对高原地区水域进行水质信息探测与采

集，具有开拓性意义。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是中国

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最严格的区域之

一。由于青藏高原的暖湿化，高原湖泊面

积增大盐度降低，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

青藏高原水环境保护力度，为分析高原升

温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推进水生态环境保

护与修复，保障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安全，

组织了本次科学考察。

以往采用传统人工方式在青藏高原

进行水下分层探测，用船在不同指定位

置投放、再回收探测设备定点测量，费时

费力，受天气等因素影响大，且只能得到

某几个位置点的水质信息。此次采用水

下机器人探测，受天气影响小，可以实时

采集其航行范围内的水质数据，弥补了

人工定点采集数据测量方式的不足，节

省人力物力。

本次科学考察所使用的智能水下机器

人是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水下机器人技术重

点实验室孙玉山教授团队与清华大学水沙

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李铁

键教授团队共同研制的。该智能水下机器

人具有自主化程度高，能够长时间自主进

行水下水文信息详细探测作业。

在孙玉山教授指导下，科考团队 6 名

成员在 3天内对指定的水域不同深度的水

文信息进行了探测，一次性获得了该水域

的地形、流速、温度、盐度、浊度、pH 值等重

要的水文水质信息。

智能水下机器人首次探秘“地球眼泪”
（上接第一版）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黄晓薇代表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第十一届执行委员会作了题为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 团结动员各族各界妇女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 5 个部分：

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妇女和妇女组织；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妇女工作

新实践；新时代中国妇女的使命和担当；奋力

写好新时代妇联工作新答卷；将新时代妇联组

织改革进行到底。

大会以书面报告形式向代表提交了《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修正案）》草案，请代表

审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

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

位、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各人

民团体、北京市负责同志，部分在京部级女领

导干部和全国妇联老领导，首都各界妇女代表

参加开幕会。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上接第一版）

生命科学研究还有“认
知黑洞”

相关资料显示，颜宁团队解析的蛋白结构

精度达到 2.6 埃，是目前已知利用冷冻电镜技

术报道的膜蛋白结构的最高分辨率，可以清晰

地看到结合的毒素分子、钠离子、蛋白质分子

的原子等。

“分子层面利用冷冻电镜能看到埃（0.1纳

米）的尺度，细胞层面用超分辨技术能对活细

胞成像，看到 100 纳米左右的尺度，这两个尺

度之间的细胞内部世界还没有稳定的科学仪

器可以观察。”颜宁说，这个“视角”下，对生命

活动的认知是个黑洞。

但在颜宁看来，这意味着一个大的发展方

向，“现在看来是未知，但如果你能够看到的时

候，必然会有新的生物现象发现。”颜宁表示，

她也在关注这方面的技术推进，例如将电镜与

光镜偶联起来可能有所突破。

此前有媒体用“爆发”来形容颜宁今年的

成绩，但在谈到可能的新技术手段，颜宁并不

像刚爆发过，更像等待称心兵器的将领，摩拳

擦掌为下一个的“爆发”蓄势。

（科技日报北京10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