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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垠

编者按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以丰富的实践催生了众多重大成果、重要变革。从今

天起，科技日报开设“创新故事”栏目，讲述科技创新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再现重要成

果诞生的过程，揭示重大变革破局的关键，记录其背后的奋斗和汗水、方法与精神。

穿戴式心脏健康监测干预技术的研究

成 果 有 望 打 通 心 梗 救 治 预 防“ 起 跑 一 公

里”，通过智能分析方法研究可提高诊断预

警准确率；作为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

调控干预手段，节律性深脑磁刺激技术可

通过快速筛查+数字疗法实现个性化靶点

的精准诊疗……

7 月 15 日，由科技部主办，科技部成果转

化与区域创新司、资源配置与管理司等承办

的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生物领域专场

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举办，包括生物材

料、生物技术、药物研发、医疗装备等领域 56

项成果，分为 A 轮及以上投资阶段企业路演

室和天使投资阶段企业路演室同步开展路

演。每项成果路演结束后，会议还开通了专

门腾讯会议室与该项目进一步交流。北京、

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近 600家投资机构

线上参加路演活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启

动实施了 70余个重点专项，组织动员了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等几万家单位、40余万优秀科

研人员联合攻关，在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等方

面已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科技部成果转

化与区域创新司司长周云帆在讲话中指出，

科技部组织开展路演行动，就是要围绕国家

科技计划成果，整合技术、人才、金融等各项

要素，推动国家科技计划成果与风险投资、企

业深度对接，使科技成果在企业转化并产业

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成果只有

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

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

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

近年来，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政策制度日益完善，重点领域体制机

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技术转移服务

体系持续优化，技术市场规模跃上新台阶，科

技成果转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更加突

出，等等。

周云帆介绍，今年，科技部按照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关于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的指示要

求，逐步谋划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六项行

动。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摆在六项行

动之首，开展每月“1+1”（1个领域+1个地域）

两场常态化路演，推动科技计划成果转移转

化。本次生物领域路演活动是路演行动的第

三场活动。6 月 10 日首场信息技术和先进制

造领域路演在京举办，6 月 24 日首场地域路

演活动在陕西举办。7 月 29 日将在安徽省举

办第二场地域路演活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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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项成果同台 让创新与资本更快对接

科技日报合肥7月17日电（记者吴长锋）
17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郭

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柳必恒研究组与奥地利

同行等合作，使用超纠缠实现基于对称联合测

量的纠缠交换，展示了与标准贝尔态测量的非

局域量子网络完全不同的性质。研究成果日

前发表在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

贝尔非局域是量子力学和量子信息科学

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对非局部性的研究不再

局限于两体问题，而是转向更复杂的结构。这

类实验涉及多个独立的纠缠源，实验中将这些

纠缠源进行多方分发和纠缠测量并最终形成

非局域量子网络。由于量子网络所展示的非

局域性突破了传统贝尔实验的框架，因此在物

理理论和实验上都存在巨大的挑战。对称联

合测量是一类重要的纠缠测量，与贝尔态测量

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具有优雅而自然的对称

性，可以作为一种量子信息资源进行利用。

研究人员首先制备出一个超纠缠对，产生

的两个光子的态分别在偏振自由度和路径自

由度存在纠缠。然后，在同一个光子的偏振自

由度和路径自由度通过一个通用量子线路来

实现任意的对称联合测量。由于同一个光子

的不同自由度之间可以实现确定性的控制门，

研究组经过自行设计的偏振—路径交换装置

确定性实现了任意的对称联合测量。实验结

果表明研究组实现的对称联合测量保真度达

到了 97.4%，研究组利用对称联合测量实现了

纠缠交换，并研究了双局域贝尔不等式和全量

子网络非局域性。实验结果展示了与标准贝

尔态测量的非局域量子网络完全不同的性质。

这项成果迈出了超越基于标准贝尔态测

量的非局域量子网络的第一步，证明了不同

的纠缠测量会构造出不同优势的非局域量子

网络，为构建不同结构的非局域量子网络提

供一种技术路线。

量子网络的非局域性得到实验检验

科技日报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付毅飞）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三号货

运飞船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已于北京时间 7 月

17日 10时 59分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天 舟 三 号 货 运 飞 船 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

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

约 6 吨补给物资。日前，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状态良好，后续将在地面控制下择机再入大

气层。

图为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撤离至 19米停泊
点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7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

疆吐鲁番市，先后考察了葡萄沟、高昌区亚

尔镇新城片区新城西门村、交河故城，了解

当地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等情况。

吐鲁番地处北疆、南疆、东疆交会之

地，是古丝绸之路重镇。近年来，吐鲁番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抓重点、强弱

项、补短板，特色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产业

体系不断完善，农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

葡萄引路，支柱产业
提质增效

季夏之月，骄阳似火。在新疆吐鲁番

市高昌区葡萄镇英萨村，一串串晶莹剔透

的绿葡萄缀满了葡萄架，阵阵果香弥漫在

空气中。村民吾斯曼·阿不拉在葡萄园里

忙碌着，捧着累累硕果，笑逐颜开。“一亩地

产两吨鲜食葡萄，一公斤鲜食葡萄能卖将

近 6 块钱，每亩收入上万元。”他从小种葡

萄，是英萨村的葡萄种植能手。

绯红剔透如玛瑙的玻璃脆、翠绿中透

着鲜嫩的无核白……坎儿井旁，火焰山下，

葡萄沟内，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挂满绿色

藤蔓。吐鲁番市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被称为“葡萄之乡”，葡萄总产量约占全

疆的 52.84%，是全中国的五分之一。2021

年 12月，吐鲁番葡萄入选第一批地理标志

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

“葡萄是吐鲁番的支柱产业。葡萄的

生长期短，但葡萄种植、管理、加工各个环

节费时费劲。”吐鲁番市农机局三级调研员

闫志强说，要实现整个产业链条的机械化

仍有难度。

吐鲁番市高昌区林果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阿依夏木古丽哈力克说，要走葡萄标准

化种植的路子，进行品种改良、架式改造，

才能种出优质的好葡萄。

从 2016 年起，吐鲁番市开始推广葡萄

品种改良和架式改造，大力实施林果业提

质增效工程，推广科学种植技术。目前，吐

鲁番市已完成近 7万多亩葡萄地的架式改

造，大大提高了葡萄产量和品质。葡萄产

业正向着产业链条延伸、农民持续增收的

更优方向发展，向着“疆果东送”更畅通便

捷的道路迈进。

特色赋能，多点开花
助农增收

7 月，一场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为

主题的吐鲁番市高昌区鲜食葡萄销售推介

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现场签订销售葡萄

10.56万吨，签约金额约 6.3亿元。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为我们带来了商

机。我们会努力将吐鲁番葡萄宣传出去，

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到吐鲁番葡萄。”吐鲁番

欧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贝都拉·
吾木尔说。

“拓渠道，优服务，做强优势品牌增加

果农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现在高昌区农副

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82家，已培育自治区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 3 家，创建市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23家，初步形成葡萄干年

加工能力达到 10万吨、冷藏保鲜能力达到

11 万吨的生产规模。”吐鲁番市高昌区副

区长哈力木拉提·地里木拉提说。

一串串葡萄串起“葡萄+”产业发展矩阵，

从单一种植向酿造、旅游等领域多点开花。

不过，新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仍然存

在着产业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等短板。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

收，一直是新疆着力答好的重要课题。

在吐鲁番盆地东侧的鄯善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主播正在直播推销农产

品。据了解，该县加快推进国家级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以数字经济助推

乡村振兴。

制定实施三大“双百”工程推动葡萄酒产

业高质量发展，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创

业孵化基地、农村特色产业园……近年来，吐

鲁番积极培育壮大优势产业，不断深化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特

色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振兴步伐铿锵。

联动发展，拓展乡村
增值空间
“葡萄吸引来了游客，我依托葡萄园农

家乐和民宿，哪怕在淡季，一个月最少也能

赚 6000 元。”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

城西门村，阿不都热西提·克然木说。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吐鲁番打造出多样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

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成色。

在距离吐鲁番市区 10 余公里的火山

红酒庄，一座座酒桶形状的风情小屋古朴

典雅，吸引众多游客。以酒带旅、以旅促

酒。新疆正加快推动“葡萄酒+文旅”融合

发展，大力发展葡萄酒文化旅游，形成产业

联动和协调发展。

良好的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鄯

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硬化道路平整通

畅、人居环境优美整洁。该村正致力于发

展乡村文化旅游，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

乡村今胜昔，旧貌换新颜。在乡村振

兴新征程上，吐鲁番市持续夯实振兴之基，

寻找振兴之路，绘制振兴蓝图，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让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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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故事

◎本报记者 张佳星

近日，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利用场馆资源，开展多项非遗
活动，让青少年了解非遗文化，近距离感受非遗传承人
的工匠精神，开启快乐暑假。图为同学们借用暑期了
解中国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近日，“你好·玄界”全4K“元宇宙”主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对外展出。“玄界”是由数十位艺术创作者、近百位工程师耗时三年打造的“元宇宙超纪元”虚实体验空间。展览通
过脑机互动、全息影像、虚拟角色、动作捕捉、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观众感受不一样的沉浸式科技之旅。图为观众体验由多种新科技打造而成的沉浸式展览。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截至 2022 年 7 月初，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中生）已生

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34亿剂。

“就是科研攻关那种劲头，有难题就迎着

上！”回忆起初识新冠病毒时的本能反应，国

药中生首席科学家张云涛说，“我们都是搞技

术出身，遇到新病毒就会拿各种疫苗的研发

技术往上‘套’。”

2020 年 初 ，新 冠 疫 苗 研 发 的 攻 坚 战 打

响。这一次，国药中生的研发是从“吵架”开

始的。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没过去，张云涛就

“急吼吼”地向 3000公里外追去一个电话。电

话那头，身在南方的国药中生董事长杨晓明

忽地被拉回冰天雪地的北方，与自己的老战

友来了场“唇枪舌剑”。

这是一次没有记录的国药中生新冠疫苗

研发决策讨论。此后两年多来舆论关注的多

个话题囊括其中：病毒变异怎么办？疫苗安

全性如何保障？生产工艺会不会被“卡脖

子”？等等。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疫情初

起，走向不明，如果病毒很快没了，研发就会

白贴钱，甚至可能“巨亏”。受当年非典疫苗

未上市的影响，在新冠疫苗生产上，一些企业

尚在考虑要不要第一时间“接题”。

但在这通电话里，两人却心照不宣地有

了相同的答案。

“这是我们央企的责任，不用多说！”杨晓

明回忆道，“做了那么多年疫苗，职业习惯决

定我们当时的关注点只能是：怎么又好又快

地做出来！”

这也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社会最为在

意、最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磨刀石”

杨晓明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走进复兴路乙

15 号院。在这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

攻关组的会议密集、高效。“数据”“时间期限”

“评估分析”——上来就说事，没有任何客套。

疫苗技术路线众多，对付新冠病毒用哪

一种最有把握？科研攻关组抛出来一个犀利

的问题。

这是一个不能张口就答的难题。以灭活

疫苗为例，彼时，新冠病毒一切还是未知数。

一旦它像艾滋病病毒那样激发出的是非保护

性抗体，灭活疫苗将无效。

也正因为如此，杨晓明和张云涛才会在

第一通电话以及后来的讨论里互不相让、各

摆道理。

“杨总和我在讨论里博弈，就各自提出的

论据、论证开启多轮‘互怼’，你反对我、我再

反对你，其实就是想把我们自己的现状摸一

摸，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模拟一遍，也给对方听

一听对不对。”张云涛说，科研就是这样，需要

对立面的提醒和分析，需要“磨刀石”。

来自团队内部的“打磨”，让国药中生团

队冷静、睿智地分析了所有技术路线，就发病

情况、传播途径、死亡危害等因素对疫苗做了

尽可能全面的评估，一些评估的预见性在后

续的两年多里不断得到印证。

几轮汇报研讨下来，国药中生团队夜以

继日地跟进每轮会议的任务部署。很快，杨

晓明再次走进复兴路乙 15 号院，给科研攻关

组带来了结果，包括具体到每一天的完成时

间表。

“我们发现康复者血浆的抗体有治疗效

果，说明灭活疫苗能最快诱导出中和抗体。我

们评估了自己的技术储备和工艺先进性，认为

灭活疫苗最有可能短时间内大规模生产。”

杨晓明报出了国药中生的答案，证据确凿、

条理清晰，还给出了突破极限的最短研发期。

“障碍赛”

在国药中生内部，他们还做了一个“最简单

的选择题”——全选，即每条技术路线都上马。

为什么要全选？在一次出差路上，一位

资深疾控专家与杨晓明讨论起不明原因肺炎

病原体找寻时的困惑。杨晓明敏锐地意识

到，这次的传染病与往次不同，行动一定要

快，准备一定要充分，决不能轻敌。

很快，公司领导层达成共识，决定灭活疫

苗上“双保险”，由武汉所和北京所分头研发；

国药中生研究院进行蛋白重组疫苗研发、储

备腺病毒载体疫苗；同时“打开大门”，与高校

院所、国际药企合作研发。

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有没有必要这样

做？这样做行不行得通？

“我们不太怕反对的声音。”杨晓明说，

“做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认可，那么这件事

肯定创新不足，容易重复，不可做。”

如果说内部“互搏”是科研的“磨刀石”，

那么，外部的质疑就是让创新者强身健体的

“障碍赛”。

“全选”进一步锻炼了国药中生的科研力

量，使其在不同技术路线的“练兵”中获得了

宝贵的实战经验——

比如，新冠疫苗的生产过程中有 19 个方

面的检测项目，其中 9种是新冠特有的。检测

的项目越多，面对质疑时越能提供全面的安

全性数据进行回应。

比如，疫苗生产设备中的片状载体很可

能成为“卡脖子”的关键部件，国药中生研发

团队通过工艺创新创造了新型载体，不仅避

免了“被卡”，还大大提高了细胞培养容量。

“现在用的 300 升篮式反应器里，有我们

的高密度细胞培养专利技术，它相当于 5000

升传统反应器。”杨晓明说。

2020年当年，国药中生新冠疫苗产能就达

20亿剂。这样的数字在之前不可想象——2020

年之前，全国各类疫苗每年总计生产5亿剂。

2021年 5月 7日，国药中生北京所新冠灭

活疫苗获得 WHO 紧急使用授权，成为首个

入选紧急使用清单的非西方国家疫苗。其间

突破了多少阻力与偏见，实在难以说清了。

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创新是抵达目标的

唯一路径。在“摆平”质疑、“跨越”障碍的过程

中，国药中生正在走出更高更远的创新之路。

“ 这 是 我 们 央 企 的 责 任 ”
——国 药 中 生 研 发 新 冠 病 毒 灭 活 疫 苗 纪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