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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号在执行中国第 35次南极考察任

务期间，于北京时间 1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47

分，在阿蒙森海密集冰区航行中，因受浓雾影

响，与冰山碰撞，无人员受伤，船舶动力设备、

通讯导航设备运行正常。

船只配备了用于识别碍航物的雷达，为何

还会撞上冰山？一名有着南极海区航海经验

的船长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极区航行，船载雷

达是有效的探测碍航物的手段，但这种手段也

有弊端，比如根据反射回来的信号，难以区分

浮冰、冰山。自然资源部在情况通报中也提

到，“雪龙”号是在阿蒙森海密集冰区航行中。

“阿蒙森海海域是南极冰架崩解底部融

化最强烈、前端崩解最活跃的地方。”北京师

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

程晓教授告诉记者，1 月 13 日至 20 日连续 8

天的卫星影像显示，该海域存在大量碎浮冰，

夹杂有小型冰山，受沿岸下降风影响，浮冰整

体向北漂移，对“雪龙”号航行产生一定影响。

对比该海域 2018 年同期卫星影像，程晓

发现，2018年该海域内浮冰较为稳定，多为大

面积浮冰；2019 年破碎浮冰大增。天气条件

方面，2018 年与 2019 年该海域内的云量变化

均较大，但 2018年气旋条件较为稳定，因此海

冰情况较为稳定，海冰边缘线较为清晰；2019

年气旋活动较为强烈，导致海冰破碎度较高。

报道中同时提到，碰撞冰山是因为受到

浓雾影响。

极地缘何会出现浓雾，这是大家关心的

另一个问题。上述船长表示，环南极大陆常

年存在的绕极地低压槽区，把大陆高压区团

团围住，像一个封闭的生命禁区。低压槽内

经常有绕极地气旋活动，同一时刻环极地可

以存在 4—5个以上中等强度以上的绕极地气

旋，气旋会把西风带的暖湿气流带到高纬度

寒冷海区，形成大面积海雾。当气旋过境或

低压槽控制区域，容易出现浓雾（海雾）天气，

严重影响航行安全。

该船长分析，南纬 55°—65°之间，是西

风带气旋和绕极气旋活动区域，风大浪高，靠

近岸边浮冰和冰山较多，航行条件比较复

杂。“冰山、浮冰、浓雾，三者叠加，更加增加了

浓雾中冰区航行的风险。”

此次事故中，碰撞冰山时“雪龙”号船速

为 3节（约 5.56公里/小时）。这样的航速会产

生多大的冲力，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该船长同时表示，不同船舶的巡航速度

不同，一般经济航速是 10—15 节。3 节的速

度比正常人走路的速度还慢，这已接近破冰

速度，也是业内认可的安全速度。但他同时

表示，虽然速度不快，但作为 2万吨的破冰船，

“雪龙”号由于惯性会产生不小的冲力，碰撞

会对船壳造成一定的损伤。

（科技日报北京1月22日电）

配了雷达，“雪龙”号为何还会撞上冰山
专家解释：船载雷达信号难以区分浮冰和冰山

本报记者 陈 瑜

5.2 亿元“转让费”！这是山东理工大

学毕玉遂教授团队创造的成果转化额“中

国记录”。成果接手方补天新材料公司以

5.2亿元价格，获得前者新型无氯氟聚氨酯

化学发泡剂 20 年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权。

这项成果，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认定为

属“颠覆性技术发明”，“解决了一个世界性

难题”。

毕玉遂团队创造的中国纪录，成为山

东理工大学探索科技体制深度改革，激发

科研人能动性的最新证明。作为山东高校

科研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之一，两年来，该校

瞄准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重论文轻科研”

导向，引才难、留才更难难题，大胆改革，设

置“成果转化型教授”，设立“学术特区”，横

向课题纳入职称评审条件，取消学院行政

级别……这一系列突破性做法让该校的发

明专利稳居山东高校前三位，并相继斩获

六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

登上高考试卷的发泡剂

在新型聚氨酯化学发泡剂实验室，毕

玉遂向科技日报记者展示了一种无色液

体，“发泡剂是生产聚氨酯泡沫材料的重要

原料，欧美国家已研发出第四代产品，但都

含有氟氯元素。”摒弃了传统物理发泡思

路，毕玉遂创造性的“另起炉灶”搞研发，最

终研发出新型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

去年，这一独创性成果登上全国高考语文

试卷。

支持毕玉遂 15 年如一日，埋头研发的

是该校的科研新政。按照新政，毕玉遂团

队将独享 80%项目收益权，即 4 个多亿。

“我们大刀阔斧地改革，激励机制更多一

些，步子迈大一些，就是鼓励越来越多的科

学家富起来，产生示范效应。”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专访时，山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吕

传毅坦言，山东省科研体制改革政策出台

后，我们又颁布了首批 6个改革文件，加大

政策倾斜力度。

这种倾斜，瞄准问题而来。比如研发

“新型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期间，毕

玉遂心无旁骛搞研发，一门心思促转化，按

照之前政策，他的博导身份要被拿掉，但该

校设立“学术特区”，特事特办，解决了其博

导问题；又比如该成果核心发明人之一的

毕戈华在国外留学时中途退学搞起了研

发。按照之前的评聘政策，他的学历不达

标，可能一辈子提升无望。但“学术特区”

将其引入教职，解决了身份问题。

破除“唯论文”紧箍咒

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高校教师的

三大职责。但对年轻教师蒋兵来说，以往

晋级所需论文指标成了“紧箍咒”；前不久，

他加快淄博市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受

到当地决策层重视，并在企业落了地。此

举契合了该校“成果转化型教授”的条件，

1982 年出生的蒋兵得以拿到晋升高级职

称的门票。

吕传毅告诉记者，学校将教师岗位分

为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成果转化

型四类，在管理和考核上不搞“一刀切”，让

教师人尽其能。尤其是开创性的“成果转

化型教授”，侧重以学术价值和社会贡献为

考核导向。这种做法，与去年科技部、教育

部、人社部等部门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

学历、唯奖项”的导向一脉相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山东理工大学交

通与车辆工程学院车辆工程系主任张学义

教授发现，车辆在夜间行驶或泥泞道路上

行驶时，发动机转速降低，发电机输出电压

低导致车辆照明灯变暗，而车辆在白天平

坦道路上行驶时，发电机输出电压高，车辆

用电设备经常烧坏，这就是“低速灯不亮，

高速烧灯泡”弊病。

“30 多年来，我就干了一件事。”张学

义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攻克上述难题，

便有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诞生。在研

发了第一代皮带式永磁恒压发电机之后，

他又带领团队研发了离心式、飞轮式、涨紧

轮式多类永磁恒压发电机，而这些成果都

已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如今，作为团队负责人，他享受到山东

理工大学“首席专家负责制”的红利，在配

备人才、科研立项上“说了算”，在经费管理

中，更加灵活，“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了”。

放权，宽松，成了山东理工大学科研体

制改革的关键词之一。但这种宽松，并不

是没有边界的。前一阶段，该校在新一轮

聘用时，对 117 位考核不合格的教师予以

高职低聘。吕传毅说，改革是“动奶酪”的

事情，需要有激励，有考核，让每一位科研

人员都有压力，有动力。

破
除
﹃
唯
论
文
﹄
紧
箍
咒
，

做
好
成
果
转
化
也
能
评
教
授

本
报
记
者

王
延
斌

通
讯
员

马
文
哲

陈
兆
磊

1 月 21 日晚，第
二十五届自贡国际恐
龙灯会在四川省自贡
市彩灯公园开幕。图
为观众在灯珠中感受
其科技元素。

新华社记者 江宏
景摄

1 月 22 日 10 时 10 分，一架“奖状
680”校验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西一跑道上，留下了第一道飞机
轮胎印迹，意味着北京新机场第一场校
验任务圆满完成，机场工程建设即将进
入验收移交阶段。

新华社发（汪洋摄）

北京新机场
迎来“第一飞”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2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2日发表的一篇

论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

究所张锋团队报告了第三个可以编辑人类细

胞 基 因 组 的 CRISPR-Cas 系 统 。 实 验 中 ，

CRISPR-Cas12b 系统比众所周知的 Cas9，表

现出了对靶序列更高的特异性。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被称为生命科学

领域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一突破性技术

通过一种名叫 Cas9 的特殊编程的酶来发现、

切除并取代 DNA 的特定部分，因此 CRIS-

PR-Cas9是一个多功能基因组编辑系统。

但 Cas9 却并非 Cas 蛋白家族中唯一一种

RNA 导向的核酸酶（即一种能切割 DNA 的

酶）。 除 了 Cas9 之 外 ，研 究 人 员 还 发 现 了

Cas12a 和 Cas12b。Cas12a 已被开发成基因组

编辑工具，而 Cas12b尚未被完全开发，这其中

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嗜高温的特性。

张锋及其同事对 Cas12b 进行了研究，因

为这种蛋白比 Cas9 或 Cas12a 更小，更容易通

过病毒载体实现细胞间递送。但原始结构的

Cas12b会切割双链DNA中的非靶标单链。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对Cas12b重新进行

了设计，增强其在人体体温（37℃）下的活性。

与 Cas9 相比，重新设计的 Cas12b 在细胞培养

实验中对靶序列具有更高的特异性。

研究人员表示，想要将 Cas12b 改造成和

Cas9 一样应用广泛的工具，目前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但第三个潜在基因组编辑系统的出

现，将会给全世界研究人员提供更多选择。

此前，CRISPR 因其巨大的商业价值引

发了专利大战。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判和

上诉委员会 2017 年 2 月作出关键裁决之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起上诉，2018 年 9 月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判决，张锋所在机构

继续占据上风。

张锋团队成功开发“新款”基因剪刀

科技日报天津 1月 22日电 （记者孙玉
松 通讯员刘晓艳）临近春节，天津大学智能

医学工程专业大一学生刘子恒用脑控机械臂

握毛笔蘸墨一笔一划地写出“福”字后，惊喜

地感叹自己仿佛长出了三头六臂。让他具有

如此“神来之笔”的是天大自主研发国际最大

指令集高速脑控智臂机器人“哪吒”。

传说中，勇敢的哪吒闹海之处就位于天

津的三岔河口；而今，哪吒的“三头六臂”在

天津大学从神话变为现实。这台名为“哪

吒”的脑控智臂机器人系统是天大神经工程

团队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BCI）系列最新成

果。该技术通过创立超短 SSVEP（200ms）和

P300 脑电波高效融合范式，设计时—频—相

混合编码脑—机交互信息策略，针对极微弱

脑电特征进行精细分辨与快速解码，创造了

目 前 头 皮 脑 电 BCI 在 线 控 制 最 大 指 令 集

（108）的世界纪录，最高信息传输速率达到

238bits/min。依托上述关键技术突破，“哪

吒”机器人系统破译“执笔者”的脑电密码，

将脑控笔画拓扑的视图像素指令映射转化

为智能机械臂的 6D 空间坐标，在国际上首

次实现了 BCI 信息输出方式由“拼”到“写”

的重大变革。

下一步，脑控智臂机器人系统功能将进

一步完善和拓展，对新一代人机混合智能与

人机交互协作在临床医学等领域的发展与

应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航空航天与

特种军事等场合，“哪吒”也将为特殊人群提

供肢体约束环境下的“第三只手”，助他们关

键时的一“臂”之力，以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工

作任务。

脑控智臂机器人“哪吒”问世

科技日报杭州 1月 22日电 （记者江耘
实习生洪恒飞 通讯员柯溢能）记者从浙江大

学获悉，该校物理学系和量子信息交叉研究

中心王大伟研究员同王浩华教授联合国内外

多个研究团队，首次在人工量子系统中合成

了反对称自旋交换作用，演示出利用手征自

旋态制备量子纠缠的新方法。这项研究成果

于 22日发表在《自然·物理》杂志上。

“手征性是指物体和它的镜像不能重叠。好

比左右手，互为镜面对称，上下叠放时却不重

合。”王大伟解释道。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洪特曾

提出，由于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打破“左右

对称”的形态，分子的定态应该是左手性和右手

性分子的量子叠加态。然而实际情况是，左手性

分子与右手性分子的量子叠加态极其不稳定。

此项研究中，王大伟提出在超导量子比

特系统中合成反对称自旋交换作用来研究手

征自旋态的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通过周期

性调制量子比特频率并对不同比特采用不同

的调制相位，可以在通过腔连接在一起的比

特之间合成出反对称交换相互作用。这样不

同手征态具有了不同的能量，自旋态的动力

学演化体现出了左手性与右手性。

反对称自旋交换作用又是如何产生量子纠

缠的？这需要同时利用量子叠加和自旋的手征

性演化。浙大物理学系博士生宋超分别将三个

比特制备在1态，0和1的叠加态和0态。整体而

言，三个比特处于100和110的叠加态这一非纠

缠态。这两个状态手征性演化方向相反，会变为

010和101的叠加态。随即翻转第二个比特，就

得到了000和111的叠加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纠缠态。这种状态下，研究人员测量其中一个比

特的能量值，另外两个即可确定为同一数值。

该成果将对研究量子磁性、提高多粒子

纠缠态制备速度、利用手征自旋态进行量子

计算等具有积极意义。

人工量子系统中量子纠缠新途径被发现

冬日里的琴亭河串珠公园，两岸青葱榕

树，影映水中；不时可见候鸟掠过水面，飞上

树梢。

这里成了市民老林的“福地”，平日约一

群老友或在步道上聊着家常，或围坐下棋。

已年届七旬的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见

证这条河的变迁，“以前，这是条积淤严重、水

道黑臭，人们避而远之的‘病’河。”

2016 年 ，福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全 面 启 动 城

区水系综合治理工作，在全省率先成立城

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将城区内河水系治

理和内涝防治从“九龙治水”向“统一作战”

转型，取得显著成效；2018 年 11 月中旬，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建部联合举办的评

审中，福州脱颖而出，获评全国黑臭水体治

理示范城市。

生态理念入心，乡愁
与“颜值”和谐共生

福州是一座水城，共有 107 条内河，水

网平均密度之大，全国罕见。这给福州带

来了灵气与活力，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

记忆。然而，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过

快 ，基 础 设 施 跟 不 上 ，该 市 也 患 上 城 区 内

涝、水体黑臭等“城市病”，影响着市民的生

产生活。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习近平总书记担任

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前瞻性地提出了“全党

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治

水方略。

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

以来，全国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多年来，围绕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和中央

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福州市坚持将“一张蓝图

绘到底”，提出“九个有”的生态文明理念，让

乡愁与“颜值”和谐共生：如致力于打造有自

然弯曲的河岸，有深潭、有浅滩；有长得出水

草、藏得住鱼虾的生态驳岸，有野趣、乡愁等

的生态水系。

2017 年 3 月，福州市整合建设局、水利

局、城管委等三大涉水部门，成立了城区水系

联排联调中心，打破水系治理工作中“九龙治

水”的困境，将排涝、调水、污水治理“集于一

身”，实现一套预案、统一调度。

（下转第四版）

福州智慧治水：守得住乡愁，看得见“颜值”

全面深化改革这五年
柯怀鸿 温锦胜
本报记者 谢开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