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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对接，云南引进 422 位院士专家团

队，累计突破杂交水稻、柑橘产业、贵金属和

铝材料加工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435项，

开发新产品 338个。

“景东 120米脉冲星射电望远镜研制”“活

性多肽产业化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平台”等一

批重大项目在云南落地。

中国工程院组织院士在云南澜沧、会泽

和怒江实施了林下三七中药材种植、燕麦和

柑橘推广种植等科技产业扶贫示范项目，带

动当地产业发展……

这些，都是科技部和云南省政府推动的

“科技入滇”平台结出的硕果。

科技日报记者从云南省科技厅了解到，

作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

措，组织动员全国科技力量，支持云南创新发

展，“科技入滇”已于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成功举办 4 届，推动科研平台、科

技型企业、科技成果、人才和团队“四个落

地”，共实现签约项目 2500 余项；引进了北航

云南创新研究院、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

院、浙大红河研究院、北理工昆明产业技术研

究院、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云南研究院、华

大基因云南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落户

云南，逐渐成为云南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

“科技入滇也已成为全国区域创新合作

的成功实践，成为云南科技开放创新的靓丽

名片。”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勤

表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越

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

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等重要论

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云南

省科技厅近日向全省科技系统发出了启动新

一届科技入滇行动的“动员令”，要求以全新

的认识、全新的姿态、全新的举措，高质量打

造科技入滇升级版，为云南创新发展注入新

动能。

“科技入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

举。我们要把引入省外高端创新资源要素，

打造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和创新主体，作为云

南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云南

战略科技力量。”王学勤说，因此在“十四五”

启动之年，必须紧密结合云南重点产业高质

量发展，紧密结合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科技入

滇，引入创新资源服务和支撑面向南亚东南

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咖啡飘香、瓜果遍地。如今越来越多的

农业专家团队和技术成果在云南保山落地，

潞江坝已成为保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核心

示范区；建设研发平台、两期年产 10万吨和生

产线，保山正加紧打造国内最大的高纯晶硅

研发生产基地。

加速种业、新材料产业、高原特色香料、

花卉、循环经济、5G+工业互联网和水果等产

业创新发展，楚雄彝族自治州以“科技入楚”

为平台，累计举办了 23场对接会，签约科技项

目 398项，签约投资 1079.69亿元……

云南省还将推广“科技入楚”“科技入玉”

等有效模式，推动科技入滇进州市、进县区，

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为科技入滇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据 介 绍 ，2021 年 第 五 届 科 技 入 滇 对 接

活动，将围绕云南省持续打造世界一流“三

张牌”、建设数字云南、重塑云南支柱产业

新优势和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重大科

技需求，结合各地区发展定位和主导产业

实际，面向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凝练需求，

提出重大科技合作需求清单，精准发力，做

好对接；主动“走出去”，带着全省重大科技

需求项目信息，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等片区，与当地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园区和大型科技企业及科技管理机构，面

对面对接洽谈。

“为完善支撑体系，营造全省科技入滇良

好氛围，我们会举全厅之力，整合科技计划、

项目、平台、政策、人才资源，统筹协调，形成

合力，搭建科技入滇全方位支撑体系。”王学

勤说。

（科技日报昆明8月1日电）

科技入滇，为云南跨越发展注入新动能
“十四五”开新局

7 月 31 日，互联网医院高质量发展高

峰论坛在北京协和医院举办。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医院超 1600 家。中国

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会长文俭

表示，我国互联网医院取得巨大成就，但总

体还在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尤其表现

在职能定位模糊、互联互通机制不畅、行业

监管困难等方面。现有互联网医院中，闲

置不用和同质化问题严重。

《2021 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指

出，受益于 2018 年国家关于互联网+医疗

的准入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互联网

医院审批加速，数量大幅增加。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全国建成互联网医院累计达

1004 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

疗资源处副处长高勇透露，截至 2021 年 6

月，这一数据增长到 1600 余家。互联网医

院成为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为优质

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发挥重要作用。

“互联网医院进入了集中建设期，如果

不实行总量控制或规划控制，将来每家医

院都有互联网医院也是可能的。”文俭称，

“但是，建成的互联网医院中存在闲置不用

的现象，以及同质化问题严重，即都在做预

约挂号、医疗咨询、复诊续方、开方售药等

非医疗核心业务。”

此外，互联互通建设也不理想。现实

中，各个互联网医院基本上各自为政，数据

不能共享、资源不能共用。“一家互联网医

院就是一个信息孤岛。患者要找多少个医

院的专家，就需要下载多少个 App。”文俭

直言。

针对上述互联网医院职能定位模糊的

问题，文俭提出，互联网医院应以实体医院

为依托，以公立医院为主体，为打通医改的

“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辅助作用。各医院

举办的互联网医院应与实体医院的职能定

位相一致，尤其不能超越实体医院的职能。

“公立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时，要有所

为有所不为，要在疑难杂症等方面下功夫，

发挥专家和技术优势，开展继续医学教育，

引领创新，明确流程，争做标准。”文俭表

示，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管理互联网医

院的经验。

而谈及打破互联互通中的藩篱，文俭

表示，要树立联体联动、共享共赢的观念，

通过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医院参与的方式

合力构建互联网医疗公共平台。

文俭强调，此类平台是公益性的公众资

源，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追求资本化，避免互

联网平台公司出现的问题在医疗领域发

生。同时，平台要具有包容性，比如可以接

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和

所有合规的医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配送

企业，保障其公信力。平台还要足够智能

化，让各类主体之间的交流更方便快捷。

平台推行统一的数据标准也很重要，

通过统一的数据中心、统一的数据共享办

法、统一的安全制度，实现监管和执业一体

化，但要保护信息安全。

多位专家强调，要加强对互联网医院

的监管。除了行业自我监管，还要健全法

律政策，强化社会监督。据悉，国家卫生健

康委相关部门已起草了互联网医院诊疗监

管的相关文件。

北京协和医院远程医疗中心主任秦明

伟表示，互联网医院建设始终要以人为

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

书记、理事长辛有清认为，互联网医院建设

要坚持创新，绽放医德光芒、科学光芒、人

文光芒。清华大学网络行为研究所副所长

杨斌强调，要为互联网医院发展构建健康

的生态体系，让人民健康、医院生存和学科

发展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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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河北省邢台市内
丘县文化馆举办舞蹈、戏曲、剪纸
等公益培训班，丰富孩子们的假
期生活。

图为8月1日，在邢台市内丘
县文化馆，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剪纸。

新华社发（刘继东摄）

多彩活动

乐暑假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科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院

合 肥 研 究 院）了 解 到 ，由 中 科 院 空 天 院 承

建、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参与研制的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系统，日前通过

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验收委员会认

为，该设施建成了我国目前综合能力最强

的航空遥感平台和科学实验平台，设施综

合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对促

进我国航空遥感技术与应用实现重大原创

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十余种遥感载

荷中首个交付并获得总体好评的“环境大

气成分探测系统”由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安

光所承研。

据悉，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

航空遥感系统，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立项的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其建设内容包括

两架国产中型遥感飞机平台、10 余种遥感载

荷、具备综合遥感多源信息数据处理能力的

航空遥感数据综合处理与管理系统，以及位

于北京的航空遥感系统综合楼和位于辽宁营

口机场的飞机库。该系统能够获取包括陆

地、海洋、大气在内的多类型遥感数据，服务

领域可广泛覆盖农业、林业、海洋、测绘、环

境、灾害等，可提供科学实验模式、巡航模式、

应急反应模式和订单模式等多类型航空遥感

服务。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安光所研制的“环

境 大 气 成 分 探 测 系 统 ”，是 用 于 机 载 快 速

获 取 区 域 环 境 大 气 监 测 参 数 的 环 境 大 气

成分探测系统，由四个独立的硬件子系统

组 成 ，即 大 气 环 境 激 光 雷 达 、差 分 吸 收 光

谱 仪 、多 角 度 偏 振 辐 射 计 和 主 控 管 理 系

统，利用主被动相结合的光学遥感探测技

术，随着飞行实时获取并记录飞行路径上

一 定 范 围 内 飞 行 高 度 以 下 的 大 气 气 溶 胶

光 学 性 质 和 微 物 理 性 质 、二 氧 化 硫 、二 氧

化 氮 、臭 氧 等 大 气 污 染 气 体 的 浓 度 、云 况

与云态的空间分布立体信息，可以根据探

测 的 实 际 需 要 由 主 控 程 序 确 定 子 系 统 探

测设备工作或组合工作，也可以配合其他

机载系统获取大气气溶胶、云等影响的校

正信息。所获取的综合大气环境信息，主

要应用于大气云和气溶胶特性研究、大气

环境科学和气象科学研究、大气污染突发

事件应急等领域。

环境大气成分探测系统多次飞行实验表

明，该系统可为区域性、多发性、灾难性的大

气环境污染测量提供综合观测手段，为认知

我国气溶胶和大气环境质量演变的定量化分

布及其认知大气环境气溶胶的微物理特性和

分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技术支撑。该系统可

作为地面监测仪器或星载仪器监测的有效补

充，可为污染源定位、排查提供数据支持，是

快速获取区域污染信息、研究污染过程的有

力手段。

国之重器！航空遥感系统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

科技日报昆明8月1日电（记者瞿剑）国

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

院麻类研究所研究员熊和平在此间表示，重

视发挥麻类作物突出的固碳作用，开发麻类

多用途利用价值，麻类产业在实现国家双碳

目标中就可以大有作为。他是在今天结束的

国际麻类多用途利用产业大会上作此番表述

的。

熊和平在题为《碳中和背景下麻类产

业趋势与建议》的主旨报告中指出，麻类作

物对土壤、气候的适应能力强，在干旱、贫

瘠、污染土壤中也能获得较高产量。由于

麻类主要收获植物的营养体，在长期的育

种选择下，麻类的生物产量普遍高于以收

获籽粒为主的粮食作物：一亩苎麻可以收

获 1.8 吨以上干物质，一亩红麻可以收获 2

吨以上，而生长周期相对较短，因此固碳能

力突出，仅原麻的碳汇就接近 600 公斤/公

顷的二氧化碳当量。麻类种植过程中，根

系、落叶在土壤中腐烂，转变为有机质，也

增加了土壤碳汇。

熊和平强调，另一方面，麻纤维只占到一

株麻 5%的重量，“仅仅利用麻纤维，就意味着

农民种植的麻有 95%的物质通过生产损耗、

废弃等途径白白浪费”。严重浪费也就意味

着严重排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科学家提

出“一麻多用”的理念，并研发的麻类多用途

技术，挖掘麻骨、麻叶这些“副产物”的新价

值，高效加工为食物、药物、饲料、生物质材料

等等。麻类资源利用率提高到了 80%以上，

更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

产品。通过这种循环利用模式，显著降低了

麻类生产的碳排放强度。

中国农科院麻类所所长杨永坤研究员透

露，该所正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天然纤维

组织以及世界多国建立紧密的国际合作关

系，以国际天然纤维组织落户麻类所为契机，

领衔启动国际天然纤维产业研发计划，在麻

类多用途利用以及产业全球规划与政策制定

方面展现中国担当。

实现“双碳”目标 麻类产业大有可为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朱彦武教授

团队通过原位 X 射线研究，结合第一原理

计算提出了 3R 石墨到 2H 石墨的层间滑

移路径，并通过研究同一区域接触氮化锂

前后的薄层石墨拉曼信号变化，确认了其

电荷状态变化。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知名

学术期刊《纳米快报》上。

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石墨烯制备等

领域的重要原材料，石墨一般包含两种晶

格结构：六方相（简称 2H 相）和菱形相（简

称 3R 相）。其中，2H 相能量较低，在粉体

中占比较高；3R 相能量较高，在粉体一般

占比较低。但随着石墨颗粒碎化，片径减

小，3R相占比逐渐升高，最高可达 50%。

最近研究表明，3R 相石墨能带结构中

包含三维狄拉克锥，电子态具有间隙，在低

温下电子传输受表面态支配；3R 堆叠形式

的三层石墨烯表面具有的平坦能带有助于

产生强关联现象，从而产生具有自发对称

性破缺，例如铁磁有序态和表面超导态。

在已有的石墨相变研究中，为将石墨粉体

中的 3R 相全部转变为 2H 相，常需要对其

进行高温高压石墨化处理，或采用激光加

热、焦耳热等手段，所需条件苛刻，能耗较

大。

科研人员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在石墨

粉体中加入少量氮化锂晶体粉末，即可在

较低温度下实现大范围片径尺寸宏量石墨

粉体中的 3R 相向 2H 相完全转变。进一

步研究发现，该条件下石墨相变机理为：功

函数差异导致氮化锂晶体粉末在接触石墨

时将部分电子转移至石墨的共轭π电子

云，使得石墨层间距异常增大，从而显著降

低石墨层间滑移能垒，使得 3R 相得以在

更加温和条件下转变为 2H相。

这项研究成果通过对石墨电子云形态

进行调控，有望实现对石墨堆叠形态和性

质的精确控制，也为其他碳基材料结构调

控及新型碳材料制备提供了新思路。

我学者通过电子云调控发现石墨相变新机制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瑜）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副局长董保同 7 月 30 日表示，要进一

步强化标准对核工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和引导

能力，以标准助力核工业重大工程实施、关键

技术突破、高水平安全监管和深层次交流合

作，全面开启核工业标准化工作新局面。

当天，以“标准支撑新时代中国核工业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 332 场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中国核工业标准化发展战略论

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工程院与国

家国防科工局主办，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

工程学部、中核集团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承办。

董保同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核工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核电机组在建规模世界第一，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实现“走出去”，铀同位素

分离技术升级换代，三代采铀技术实现工业

规模化应用，我国正在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

进，在这一关键时期，作为支撑核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核工业标准，也将面临发展的重要窗

口期。标准是核工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重要支撑；标准是核安全的重要保障；标准是

核工业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实现核工业走出

去的重要基础。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院士表示，标

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

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核工

业标准作为重要的技术基础，是维护核工业

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促进核

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是引领核工业技

术进步的重要手段，是助力核工业走出去的

重要形式。核工业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迫切

需要核工业标准的支撑。

在论坛上，多位业内专家还就核燃料循

环、核医疗、核安全、核技术应用等领域的标

准化战略和实践提出建议。

业内人士建议强化标准对核工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7月30日郑州市决定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截至 8月 1日 16时 10分，本轮核酸检测已完成采样 1244719份，检测工作目前正
在加紧有序推进中。

图为8月1日，在郑州市二七区的一个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对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取
样。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郑州核酸检测完成采样124万多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