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茂名 PX 项目所触发的公共事件，经由恐慌、愤

怒、聚众上街到拉锯于“低毒”与“剧毒”的“词条保卫

战”，很是热闹了一番。此事不同往常的是，尽管茂名市

政府未雨绸缪，自 2 月 27 日起就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

科普 PX相关知识，但是，抗议事件还是发生了！

不可否认，就公众这一层面，有无知，有多疑，有盲从，

甚至也有不负责任的猜度和煽动，借以放大恐惧、扰乱视

听。但是，也要看到，更有先前一个又一个安全事故的红

灯在闪亮，它们在触发公众安全意识、“迫使”人们做出“选

择性相信”（宁可信其有）的同时，也消解了人们对政府的信

任感。他们毕竟是为守护自己的家园和生存基础而“忧”

而“争”，不能苛求他们的话都中规中矩、做出的事都合情合

理（违法乱纪另当别论）。由此也能看出，政府的治理及与

公众沟通的能力，当下多少还是有些欠缺。

化学的应用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连，化学物在

很多方面改变和丰富我们的生活。但如果它们被误用、

滥用，或是不够谨慎小心地使用，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

不确定性，甚至是灾难。然而，停止制造和使用化学物

也并不现实。有学者为此总结了一种所谓的“毒物迷

思”：化学物可以产生有用和有益的效应，但在不同的情

况下，同样的化学物却会变得有害。

我觉得，这种“迷思”可以比照近年来人们常常展开

争鸣的所谓“科学的负面作用”。一言以蔽之，诸如污

染、中毒这类环境问题或负面作用，是在科学的应用中

产生的，而并非科学本身所固有。我们需要的是把握一

种合理的限度。

把握合理的限度
尹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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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磊）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

日，由我国科学家建议和主导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IODP）349 航次在我国南海成功结束，并首次获得南

海形成年龄的直接证据。

IODP 349 航次是为期 10 年（2013—2023）的国际

大洋发现计划启动后的第一个科学钻探航次，共历时

62 天，其目的是钻获大洋玄武岩和南海海底关键沉积

层样品，揭示南海海盆演化过程及其与中生代以来东

南亚构造和气候的关系、相应的深部地幔过程。IO-

DP 349 航次采用我国和 IODP 联合资助的方式，使用

美国“决心号”科学钻探船实施。

IODP 349 航次共进行了 5 个站位的钻探取芯和 2

个站位的地球物理测井工作，钻探深度共 4300米，其中

沉积岩取芯约 2300 米、基底玄武岩取芯约 200 米，获得

一大批珍贵地质样品，使今后较全面、深入开展南海科

学研究成为可能。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 位科学

家（其中我国科学家 12 位，另有华裔科学家 6 位）在现

场初步完成了大量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微生物

等多学科测量和分析工作。

截至目前，航次计划任务已圆满完成，就初步分析

结果，该航次已取得重大发现。如首次获得南海形成年

龄直接证据。本航次首次实现对南海海盆洋壳玄武岩

的钻探，取得海底扩张形成的玄武岩样品，使精确确定

扩张时代与岩浆活动过程成为现实；通过利用微体化石

和古地磁测定，初步标定了南海东西两大海盆年龄。本

航次还发现南海形成过程中有多期次的大规模火山喷

发。钻探发现的多层玄武岩和多层火山碎屑岩，说明南

海扩张形成的晚期有过多期强烈的火山活动。此项发

现为研究海山的形成原因和海底扩张如何停止的历史

过程，提供了全新线索。 （下转第三版）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349航次成功结束
首次获得南海形成年龄直接证据

用一张3岁孩子的照片（最左）生成他在多个年龄的成长照（每对照片左图）与他当时
的真实照片（每对照片右图）相对比。

夜深人静，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园B座，辽宁

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沈鼓研究院的办公

室依然灯火通明，几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和沈

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研发人员围坐在

电脑前，反复审核着“百万千瓦核电装置核级

泵”项目力学计算过程中的每一组数据。尽管

全部数据已经多次演算验证，但科研人员还在

细致地搜寻任何可能被疏漏的“蛛丝马迹”。

已成功运作 7 年多的沈鼓研究院以日益

成熟的“驻校建院”式校企合作模式，成为今天

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旗下的“科研

特区”之一。

“强磁场”吸引深度融
合协同效应最大化

作为新中国工业摇篮和“共和国装备部”

的辽宁，为我国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作出过重大贡献，辽宁省重大装备

曾经创造了很多国内第一。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历史进程中，辽宁迫切需要实现重大装备制

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作为

拥有雄厚人才和科技资源的高等院校责任重

大，为此，2012 年 11 月，大连理工大学牵头协

同东北大学、沈阳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大

连交通大学 4 所高校和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华锐

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4 家企业，共同成立了辽宁重大装备

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他们瞄准国家和区域经

济发展重大需求，依靠创新驱动，打造综合竞

争优势，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提升，促进区域经

济提质增效升级。

李克强总理近日视察辽宁时指出，要继续

以体制创新，引导科技创新力量。大连理工大

学在多年校企合作中发现，原有合作模式在体

制机制方面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于是，

2006年 5月，便与多年合作的沈阳鼓风机集团

一起，创造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合作模式——

沈鼓—大工研究院，这是一种全新的体制机制

的探索。新模式一经推出，就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随着国家“2011”计划的启动实施，辽宁重

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在此前多年积累的

基础上应运而生，沈鼓研究院以其成熟的运行

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心的改革“示范区”。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与材料能源学

部邓德伟副教授到沈鼓集团生产现场，与企业工

程技术人员一起为出现问题的叶轮进行诊断。

这位当年德国洪堡基金获得者，回国后即进入创

建伊始的沈鼓研究院工作，是辽宁重大装备制造

协同创新中心体制机制改革的见证者之一，也是

“科研特区”政策的受益者。“驻校建院的模式，就

是由沈鼓集团和大连理工大学联手在高校建立

的研究院，我们这些被派到中心的老师都是双重

身份，既属于学校又享受着企业的相关待遇。”他

笑言，每当自己穿上湖蓝色的沈鼓集团工作服，

拿着沈鼓的门卡走进厂区与工程技术人员交流

时，就有种“最惠国”的优越感。

政府、企业、高校的多元参与，给予重点保

证和政策倾斜；机械工程、海洋工程、工程热物

理、应用力学等交叉融合的区域重大装备制造

学科群支撑；1 个平台、5 个研究院的中心科研

创新架构；“流动不调动”跨体系的人事管理；

开放的科技资源……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使辽

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犹如巨大的“磁

场”，吸引协同单位展开深度融合，以实现协同

效应的最大化。 （下转第三版）

协同创新助推“中国创造”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发展纪实

许梅杰

科技日报重庆4月 10日电 (记者冯竞)
第十一届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暨第七届中国

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参观

了首日会展。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7 个

展团、770家企业、24个高校及科研院所，以及

国内11大军工集团组团参展本届高交会。

本届高交会以“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为主

题，着力打造国内军民两用技术品牌。展出技

术包括核工业应用、航天航空、船舶工业、兵器

工业、国防电子科技等领域的616项军工技术，

以及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指

挥与控制系统等领域的203项民用技术。展会

首日，来自香港的OGS纳米触摸屏、韩国工业

机器人技术研发及市场推广、俄罗斯城市污泥

低温等离子体溶解技术等6个项目现场签约。

未来3天，展会将举办军民融合产业论坛、国际

引才引智项目对接交流会、国际高新技术对接

会等活动，力促一批技术实现交易。

本届高交会由科技部、工信部、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发明协会和重庆市

政府联合主办。据统计，此前举办的 10届高

交会和 6 届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共吸引参

展代表团 1098 个，参展的高新技术项目达

104400 余项，实现技术交易 4494 项，累计合

同成交额达 2175.74 亿元。对重庆乃至西部

地区的科技推动作用日益明显。

上图 高交会上，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
技术研究院展出的智能机器人在表演舞
蹈。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第十一届重庆高交会开幕

□李克强出席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14 年年会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李克强会见
巴基斯坦总理谢
里夫

□李克强会见
韩国总理郑烘原

□李克强会见
博鳌亚洲论坛理
事会成员

□李克强会见
萧万长一行

□张德江与缅
甸联邦议会议长
吴瑞曼举行会谈

□俞正声会见
泰国公主诗琳通

（均据新华社）

科技日报西安 4月 10 日电
（记者刘莉）“科技梦·中国梦——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全国巡

展，今天在陕西师范大学启动。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是共

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科学家群体

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展览按照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设

置了“撒播现代科学的种子”“让

现代科学扎根中国”“动荡岁月里

的科教人生”“新中国·新科学”

“在科学的春天里”“走进新世纪”

等章节，运用了近千幅历史图片、

百余件重要实物。该展览由中国

科协联合教育部、财政部等八部

委共同组织。展览去年在国家博

物馆首次展出，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

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出席

今天的启动仪式。他代表主办方

表示，期待巡展能够引导社会公

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参与科学、支

持科学，营造人人参与创新、支持

创新、推动创新的浓厚氛围。

展览将在西安展出两周。中

国科协计划用两年时间组织该展览

在全国12省15个城市进行巡展。

“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
科学家主题展”全国巡展启动

○国际新闻
暗 物 质 可 能

处于银河系的“心
脏” （2版）

○科技改变生活
室 内 PM2.5：

不容忽视的污染
源 （4版）

○科技之谜
两 千 年 前 的

小麦为啥保存这
么好？ （5版）

○技术解读
有没有“万无

一失”的黑匣子？
（6版）

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可能是父母最爱想

象的事情之一。现在，计算机能在不到一分

钟内给出答案。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最近开

发出一款软件，自动生成小孩子从小到大的

脸部图像。这种技术首次以全自动的方式向

人们展示一个孩子从婴儿到老年的样子，还

能配上各种灯光、表情和姿势。

婴儿的脸通常表情丰富，他们的脸型、

相貌和长大后的样子往往相差很大，因此要

建立模型来预测未来变化非常困难。研究

人员解释说，部分原因在于光线、阴影多样，

还有他们滑稽的表情、嘴边的牛奶等缺陷因

素。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4月 10日报道，新技

术将数千张相同年龄和性别的脸部照片进

行平均，然后计算出在各个不同的年龄群体

之间，照片上相貌有哪些变化，再将这种变

化因素应用到新人脸上，以此计算生成他们

将来的模样，一直到他们 80 岁时。该算法

还能弥补真实照片的缺陷，自动校正面部倾

斜、头部偏转、光线不一致等，然后经过计算

脸型和外貌变化，生成新的小孩的脸。

研究人员还对计算机生成的照片进行

检验，将照片与 82 张跨度不同年限的真人

真实照片进行对比。他们以随机询问方式，

让志愿者找出每个样本照的真实年龄照片，

结果志愿者识别的准确几率跟识别真实照

片一样。

“只用一张年龄很小的孩子的照片生成

他逐渐长大的一系列照片，这被认为是最困

难的，我们想集中攻克这一难题。”华盛顿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副教授艾拉·凯玛梅

卡-斯里泽曼说，“我们在完全不受限制的

环境下给孩子拍照，发现这种方法的效果非

常好。”他们已经公布了关于这种新技术的

论文，并将在今年 6月俄亥俄州哥伦布召开

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计算机视

觉与模式识别大会上进行介绍。

这款年龄增长软件可以安装在普通计

算机中，只需 30 秒就能完成一张脸在某个

年龄的照片。研究人员说，一般的编辑软件

是参考小孩自己的照片及其家庭成员的照

片，考虑他的脸随年龄增长通常会发生的变

化，如脸部延展、皱纹、鼻子长度等来制作，

但要做出一张照片耗时良久。

目前这款软件考虑了性别和年龄。研

究小组还希望今后能把其他特征也结合进

来，如种族特征、美容因素等，让这种方法变

得更加可靠，能表现每个人的脸。

中国古人早就说过“三岁看老”。不过

当时“看”的真不是长相。我们能轻易从同

事朋友学生时代的集体照中，辨认出那个曾

经青涩的他（她）；但要换成婴儿时期的“呆

萌”照，就比较费劲了，这也是很多年轻父母

常常因为 baby 像谁而争论不休的原因。这

款软件的神奇，正是可以“预测”未来，而且

绝不是像其他软件那样随便加几条皱纹糊

弄人。也许你想到了，可以用它来及早发掘

日后的帅哥美女；但它更大的作用，或许是

帮助那些失散多年的父母与孩子，能在多年

后相认。

新软件能“预测”你各年龄段长相

■为您导读

“是时候为 PX 正名了。”4 月 10 日在京举行的中国 PX

发展论坛，以“责任·战略·创新”为主题，几乎囊括了业界

专家的 300 余位代表，对 PX 被妖魔化发出了迄今为止最

为系统性的回应——PX 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低

毒；其生产的安全、环保可控，公众无需过度解读；我们的

生活离不开 PX，经济发展离不开 PX。

整个聚酯产业链的核心是解决
百姓穿衣问题

在题为《我国 PX 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的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主任曹湘洪再一次普及了有关 PX 的基本知

识：PX（对二甲苯）是一种普通的有机化合物，只含有碳、

氢两种元素。PX 氧化精制成对苯二甲酸（PTA），再缩合

聚合成聚酯（PET）。聚酯可制成纤维，变成纺织品；可注

塑做成瓶子，如日常生活中各种饮料瓶；可拉伸制成各种

光学薄膜、包装膜、电工膜等。

“整个聚酯产业链的核心是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

题。”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毛加祥从产业角

度论证 PX 的不可或缺：要解决十几亿人的穿衣问题，

单靠天然纤维（棉花）就必然面临“粮棉争地”矛盾，实

际上关系到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为了生计而大量进

口粮食，“这个局面不堪设想”。所以，中国纺织业的发

展离不开化纤，化纤的发展离不开聚酯产业链，“而 PX

是目前面临的最后一道关，把 PX 发展好了，整个聚酯

产业链就打通了”。

“而现在恰恰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他不无忧心地说。

PX毒性和汽油相当

曹湘洪解释，炼油石化生产装置客观上存在安全环境

风险，因为其原料和产品大多数易燃易爆，生产过程中温

度、压力变化大，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但他强调：“风险不等于事故。”他比喻说，我们都带孩

子去过动物园，那里有老虎、豹子等猛兽，只要把笼子关

严，就不可能造成伤害。他以“在企业一线工作 30年”的经

验介绍，PX 生产装置其实是同类炼油化工装置中安全环

境风险较小的，PX 低毒，其燃爆可能性、毒性跟我们常用

的汽油相似。他引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称，现

有证据不能使 PX 进入对人类致癌性分类，而“抽烟是明确

致癌的，可那么多人不是还在抽烟吗？” （下转第三版）

PX：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问题
本报记者 瞿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