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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千年古都的青春舞步。

■ 晶晶乐道

■ 基础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风采

研究脑血管病治疗取得世界性突破的

医生王拥军；研发数控机械追赶世界前沿

的工程师单忠德；培养出播种面积扩展最

快的玉米种子的赵久然……这些前沿科技

领域的探索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

市科技新星。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始于 1993 年，由北

京市科委具体负责实施，20 年来已资助 1820

人，市财政累计投入 2.6 亿元。在计划支持

下，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找到科研方向，点燃

了科技梦想，成为冉冉升起有影响力的科技

明星。

今年 10 月 10 日，北京市科技新星工作会

成功召开。北京市相关领导出席会议，科研

单位代表和科技新星计划入选者代表进行了

发言，近百家首都地区科研单位和企业代表、

300 余位历年入选科技新星参加会议。大会

上，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做了北京市科技

新星计划实施 20 年工作报告，全面介绍了科

技新星计划的设立背景、发展历程、实施方

法、培养机制，总结了实施 20年来的工作成效

和体会。

应时而生，一解首都人
才之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改革开放进入

新的阶段，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全面提

速，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为加快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满足首都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1993 年 7 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

准设立“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重点培养

和资助 35 岁以下具有较高素质与创新精神

的青年科技人员。迄今共有 21 批 1820 人入

选并获得资助。

作为时代的产物，科技新星计划启动之

初就肩负着培养跨世纪青年科技带头人的重

任，努力造就一批青年科技带头人和科技管

理专家。

“新星 计 划 ”启 动 之 初 ，申 报 范 围 限 于

“北京市属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

生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计划为入选人

员 独 立 承 担 科 研 项 目 提 供 启 动 性 研 究 经

费，培养周期为 5 年。2002 年为了更好地适

应首都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将申报范

围扩大至“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企事业单

位”，培养周期调整为 3 年。2010 年在以项

目为载体的资助方式中留下更多空间用于

进行学术交流及人员培养，特别是加强了

对企业优秀科技人才的选拔；支持和引导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实施联合培养模式；探

索入选人员跟踪支持方式，实施交叉学科

合作研究项目。

在新星计划推动下，北京的青年科技人

才快速成长。入选新星计划 10 年以上的人

员中，获得正高级职称的比例超过 88%，博

导比例接近 60%。新 星 获 得 副 高 级 职 称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33.1 岁 ，比 北 京 市 科 研 人 员 平

均 水 平 早 2.2 年 ，获 得 正 高 级 职 称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37.1 岁 ，比 北 京 市 科 研 人 员 平 均 水

平 早 4.3 年 ，科 技 新 星 计 划 加 速 器 作 用 明

显。而在培养期内，入选人员共发表论文

3.5 万篇，获 4356 项专利，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 及 社 会 效 益 。 入 选 人 员 优 秀 成 果 及 其

后 续 研 究 ，共 有 246 个 项 目 获 得 国 家 奖

励 ，304 个 项 目 获 得 过 省 部 级 奖 励 ，其 中

93 人 次 获 得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一 、二 、三 等

奖 、18 人 获 得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奖 、14 人 获 得

国家发明奖。

不仅如此，作为实施较早的人才培养计

划，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有重要的示范作

用。一大批科研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科

技人才计划，与科技新星计划实施形成有机

衔接。

群星璀璨，感谢计划雪
中送炭

二十年来，科技新星计划被首都青年科

研人员广泛看作是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

科技新星计划的发展历程也充分契合了其为

人才成长“雪中送炭”的定位看，因而在青年

科学家群体中有口皆碑。那些早期在科技新

星计划资助下富有创新思维、开展独立研究

的科学家们，如今成功开创出一片科研事业

天地，成为首都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一道亮丽

风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王拥军，作

为首都十大疾病脑血管病领域领衔专家，

最新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界级别最高的杂

志《新英格兰医学》上发表，标志着我国脑

血管病治疗研究水平取得世界性突破。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赵春江，多年致力于信息

科技与农业应用研究，成为国家农业信息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许勇从事蔬菜遗传育种与分子生

物学研究，在世界首次绘制了西瓜全基因

全基因组序列图谱。北京农科院赵久然开

展玉米遗传育种和产业化研究，选育审定

玉米新品种 60 多个，京科糯 2000占全国糯玉

米总面积 50%以上。

机械研究总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单

忠德，长期从事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成形技

术与装备的研发，技术与产品服务汽车、机

床、模具等行业企业 100多家，在“北京高端数

控装备产业技术跨越发展工程（精机工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

所的张斌，开展阻尼钢弹簧浮置道床隔振研

究，成果达到国际水平并实现产业化；北京中

视中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毕勇开展“超大屏

幕激光数码影院技术研究”，推出了世界第一

台符合 DCI国际数字电影规范的激光数字电

影放映机。

首钢技术研究院的李本海主持汽车板

全 流 程 工 艺 技 术 攻 关 ，突 破 了 成 形 纹 、粗

晶、振纹等技术瓶颈，2000 年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北京农业机械所张晓文长期从事

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与装备的研究，2010 年

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理工雷科电

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刘峰完成我国北斗卫

星导航基带信号处理芯片流片的研制，实

现了重大突破，2013 年获得全国五四劳动

奖章……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大批入选人员在

各自学术领域和单位崭露头角。历年新星计

划入选人员中，怀进鹏、徐惠彬等两人成为院

士，90多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70人次

分别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

143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首都

战略新兴产业各领域均有新星、老星领衔担

负重任。

创新机制，依照人才规
律帮扶

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在 10 月 10 日的

科技新星工作会上介绍说，科技新星计划实

施过程中，坚持遵循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规

律，坚持突出重点、协同推进，坚持科学评价、

规范管理，把握了“程序严格”与“形式宽松”

的尺度，形成选拔、培养、服务和使用的“全过

程”管理。

计划选拔坚持突出重点，做到“雪中送

炭”。科技新星计划科学设置申报条件、推

荐方式和评审程序，重点支持具有发展潜

力 和 愿 望 、急 需 要 支 持 的 青 年 科 技 人 才 。

计 划 明 确 规 定 申 报 人 年 龄 限 制 和 资 格 条

件，将重点放在 35 岁以下工作在科研一线、

崭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并对已获得高级职

称、博士生导师和国家级人才计划的人员

进行限制，真正发挥为青年科研人员“雪中

送炭”作用。

计划明确要求单位组织申报和推荐，申

报单位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和人才布局，进行

限额推荐和申报，突出单位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强化其人才培养意识主体地位。另外，其

专家评审侧重领域和专业技术属性，进行大

同行、小同行专家评议。

科技新星计划把握青年科技人才阶段

特征，专注于搭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交

流合作平台，建立“全周期、全过程”管理和

服务机制。一是依托课题开展培养，人才

培养与课题研究周期一致，课题研究与人

才培养目标绑定；二是按照合同进行管理，

提升青年科研人员牵头承担课题的组织管

理能力。三是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选聘院

士和学术技术带头人担任导师，定期组织

新星交流大会、学术沙龙活动、科技创新论

坛等活动。20 年来，一大批新星已经成为北

京市及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国际合作和重大

产业开发工程的研究和开发主力军。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走过 20 年，现在又

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下一步，它将围绕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促进人才、项目

与团队的有效结合，探索科技新星计划与全

市重大科技项目、重要科技工作和经济社会

发展重点任务的对接，增强联合培养与交叉

学科研究的广度和力度，为新星提供更大的

发展空间。

采光剖璞二十载 点燃青年科技梦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二十周年回顾

□ 本报记者 高 博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由北京市科委负

责实施，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的形式，重点

培养和资助 35 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迄

今 共 有 21 批 1820 人 入 选 并 获 得 立 项 支

持，实施 20 年来已成为首都青年科技人才

培养的工作品牌，对人才资助工作有众多

的启示。

科技新星计划实施 20 年来，形成了其

为青年人“雪中送炭”的特色。它表现出

了 “大人才观”——自 2002 年起，科技新

星计划率先探索，将资助范围从市属单位

扩展到首都地区各类科研单位；它重视从

企业选拔人才，企业新星入选比例从 2009

年的 8%增长到 2013 年的 30%左右；它加强

社 会 资 源 统 筹 力 度 ，探 索“ 联 合 培 养 ”模

式，于 2010 年与解放军总医院开展合作；

它 切 实 推 动 了 新 星 间 科 研 合 作 ，2012 年

启动了交叉学科合作研究项目，两年来，

共 有“ 农 产 品 中 毒 素 残 留 快 速 检 测 方 法

建 立 及 产 品 开 发 ”、“ 基 于 纳 米 发 电 机 的

自 驱 动 心 脏 起 搏 能 量 包 ”等 20 项 交 叉 学

科项目获得支持。

科技新星计划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完

善，在各方面都形成了新机制。其机制创新

的主线，就是坚持遵循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

规律，坚持突出重点、协同推进，坚持科学评

价、规范管理，把握了“程序严格”与“形式宽

松”的尺度，形成选拔、培养、服务和使用的

“全过程”管理。

正因为如此，科技新星计划根据国家创

新战略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和造

就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创新成果，在涵养和活跃创新资源、培养

创新人才、促进学科发展、营造创新氛围等

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充分体现了“科技

新星计划”作为“人才孵化器”、“发展加速

器”的作用。

20周年召开大会，新星计划被各方高度

肯定。有些管理者认为科技新星计划作为

首都地区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不仅在出人

才、出成果方面成效显著，并且在科技人才

评价选拔、培养使用上进行了大量探索，其

意义已远远超过一个人才计划本身，具有很

强的示范作用。

下一步，新星计划将努力完善人才发展

机制，用好用活人才，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

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新星计划未来的发展，

应该会通过政府、单位、人才各方统筹协调，

共同推进，建立长效机制。这一奖励将引导

社会各方关心关爱人才，共同营造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而首都地区广大

科技人才也会在鼓励下大胆探索、勇于实

践，做推动发展的模范、协同创新的模范和

改革探索的模范。

■ 科技半月谈

二十年创新机制 新星计划启示多
□ 柯 伦

北京的秋天向来绚烂，京西一带更是如

此，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香山红叶。从“霜叶红

于二月花”到“小枫一夜偷天酒”耳熟能详的诗

句,及至霜秋、满山火红，层林浸染间上演着寂

静冬日之前的最后繁华。这生如夏花般的红

叶，究竟是为何如此艳丽而令人倾倒的呢？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王亮生副研究员研

究植物成色机理多年，他主持了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香山黄栌红叶的成色机理研

究”，揭示了香山黄栌为何“红艳”的秘密。

西山红叶的主角——黄栌

秋天一些落叶植物，比如槭树科槭属植物和大

戟科的乌桕会在落叶前变成红色。香山红叶包括

了8个科14个树种，总株数达10万余株，五角枫、三

角枫、鸡爪槭、紫叶李、柿树、银杏、栾树、小檗、五叶

地锦等彩叶植物都是西山红叶景观中不可缺少的

树种，但出演这场美景的主角却当属——黄栌。

黄栌属于漆树科黄栌属，为落叶灌木或乔

木植物。我国生长的黄栌是红叶变种，与原产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变种不同之处在

于叶两面及花序披柔毛。黄栌除了它那可供

观赏的红色叶片，还有其它可供八卦的地方。

黄栌花落后（六七月份），不孕花的花梗像落在

树梢的紫红色羽毛，成片的黄栌连在一起就宛

如万缕罗纱缭绕林间，黄栌的另一个俗称“烟

树”因此而得。黄栌木材为黄色，在古代是作

黄色染料。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皇袍的颜色就

是用黄栌来染，但这一说法还有待考证。

叶子为什么这么红

人尽皆知，叶片因含有叶绿素显绿色，但

叶片中其实还含有其他色素，黄栌叶片中除了

叶绿素外还含有花青素、黄酮醇苷和类胡萝卜

素。花青素是一类天然色素，由花青苷元与糖

结合而成。花青苷元与不同种类的糖结合，形

成了种类繁多的花青素。黄栌叶片能呈现出

红色就是叶绿素降解后，花青素含量上升的结

果。王亮生说：“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等条件

都会影响到黄栌叶色的变化，其中温度和光照

是最主要的因素。”

温度可以通过影响色素合成途径中关键

酶的活性以及调节光合与呼吸速率的强弱，影

响碳水化合物的积累，进而调节叶片中花青素

的合成。而且许多彩叶植物要在较低的温度

下或一定的高、低温循环才能表现出最佳色

彩。对于黄栌来说，在昼/夜温度为 17/9℃循

环的条件下，叶片可以积累高浓度的花青素，

从而迅速变红。

光强同样会影响叶片的呈色效果。王亮

生说，光照一般能促进花青素或胡萝卜素的

生成，光照越强，促进作用越大。黄栌叶片

的红色受光照的影响就十分明显。山顶光

照充足的黄栌叶片鲜艳美丽，而位于山底光

照不足的植株，其叶片上会掺杂不同程度的

绿色，看上去就不那么可人了。不过好在低

温能够弥补光照的不足，只要等天气再冷些

就能美丽动人。

香山黄栌主要分布在海拔 150—500 米之

间，不同海拔的植株因为感受到的光照和温度

不同，变色时间也存在差异。香山公园的葛雨

萱助理工程师介绍说：“在空间尺度上，高海拔

处（564米）的黄栌变色较早，但红得快，落得也

快，因此比较合适的观赏期在 10 月下旬 20 日

至 10 月 28 日；而中海拔处的变色时期与高海

拔处的相差不多，但红叶期持续时间更久，观

赏期也可持续到 11 月初。山下低海拔处的黄

栌最晚变色，也是最晚落叶的，比较适合后期

观赏（11月初以后）。”

不仅红，还要艳

要独占红叶美景鳌头，香山黄栌光红还不

行，还要艳！这就要依靠叶片中的另一类色

素——黄酮醇苷了。这种色素在叶片中含量

的上升可以增加叶片的黄色调和明度。根据

王亮生的研究，在香山黄栌叶片的颜色由绿转

红的过程中，黄酮醇苷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因

此黄栌的红就会像艳丽的晚霞。通过其他学

者对银杏叶片的研究发现，同花青素的合成一

样，光照和温度对黄酮醇苷的合成影响最大。

黄酮醇苷有助于植物抵抗紫外线，因此紫外线

强度较大的光照更能增加叶片中黄酮醇苷的

含量。同时适当的低温和较大的温差也可促

进黄酮醇苷的合成，提高叶片的艳丽程度。

不同植物叶片中的色素组成有所差别，也

就造成了秋天缤纷多彩的叶片颜色。红色或

紫色是由于新合成的花青素在叶片内积累，如

黄栌、鸡爪槭；而变黄的树叶，如银杏、杨树的

树叶中一般没有花青素的积累或者含量很低，

于是叶绿素降解后类胡萝卜素和类黄酮（黄

酮、黄酮醇类色素）的颜色占了主导地位。

其实，就算是黄栌本身，不同植株的秋叶

色彩也是不尽相同的。王亮生说，经过多年的

观察，香山公园黄栌秋叶的呈色主要有“黄”

“橙红”“紫红”和“红”4 种叶色类型。在变色

期，这 4 种类型的黄栌叶片中，花青素的含量

差异较大，颜色越红，越深的，花青素含量越

高。虽说颜色的差别会增加层次感，景色也更

加丰富，但如果黄色过多还是会对红叶的观赏

效果打点折扣。王亮生及其研究小组发现，外

施乙烯利可以有效的改善黄栌秋叶的颜色，加

深红色，并且不会使叶片提前脱落，缩短观赏

期。目前，他们也正在研究其它人工改善微环

境、调节小气候来改善叶色的方法。

香 山 红 叶 为 何 这 般 红
□ 万 仟

10月10日，北京市科技新星工作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

3D 欢乐季
为进一步推动 3D 打印在文创领域的

推广应用，北京数字化制造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企业——北京象清物华科技有限公

司承办了“3D 欢乐季”，并于 9 月 27 日在

2013 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此次“3D 欢

乐季”位于 751 时尚设计广场，展区分为

“数字自我、3D 打印、增强现实、3D 工坊”

四部分，集中为来访嘉宾和文化创意产

业的设计师们展示了先进的 3D 打印和虚

拟现实技术，并为建筑师、时尚设计师和

工业设计师等提供实际的技术指导和技

术服务。

3D 打印技术是制作方式和手段的革

命性创新，代表着未来制造业信息化、智

能化的发展方向。随着人们个性化需求

的不断增强，3D打印将在文创和大众消费

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3D欢乐季”是

为创意产业的设计师提供的技术展示平

台，通过在设计圈内 3D 打印技术的推广

和普及，有望给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师

提供新的设计工具，新的设计范式，推动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

生物农药
近日,主题为“生物农药及植物病害绿

色防控”的学术研讨沙龙在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举办。研讨会上,生物农药领域的相

关专家、教授围绕“生物农药及植物病害

绿色防控”分别对团队研究领域中芽孢

杆菌生防制剂研究进展、植物内生真菌

及其应用、对假单胞杆菌与植物病害生

物防治等作了专题报告。会上全面总结

和交流了我国生物农药及植物病害绿色

防控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同时

对本领域的前沿科技进行专题讨论，并展

望发展方向。

在食品安全备受关注的今天，人们往

往谈农药色变。加大生物农药的发展，对

于促进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

生态环境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

议为该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探讨新思

想、交流新技术、展示新成果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平台。会议的成功举办对首都生

物农药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进一步开展学

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营造了良好的氛

围，对进一步促进联盟各单位在生物技术

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视听安全
10月 10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

的“中国少年儿童视听安全系列公益科普

活动”启动大会在北京召开。该活动是一

项以关注中国少年儿童精神健康为核心

的公益项目。活动内容包括设立救助基

金，救助因模仿影视内容而致伤致残致死

的儿童及其家庭；开展系列国际交流活

动，研讨“中国少年儿童视听安全”问题与

对策；设立“中国少年儿童视听安全标准

委员会”，研究制定、推广实施“中国少年

儿童视听安全”方面科学的分类标准与方

法，促使各类视听内容与产品规范化，并

促进“中国少年儿童视听安全”的相关政

策法规的出台与实施等。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儿童是实现

“中国梦”的后备力量。目前中国给儿童

观看的影视内容仅删除色情和暴力情节

是远远不够的，急需“绿色无公害产品”。

社会各界要以自身行动切实关注少年儿

童视听领域，倡导规范少年儿童视听内

容，共同携手为下一代的精神成长提供安

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