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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策划

“ 喊 了 这 么 多 年‘ 产 学

研 ’，总 有 些‘ 叫 好 不 叫 座 ’

的感觉，离‘到位’还有相当

一段距离，而灵创团队的尝

试 无 疑 是 一 种 创 新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信 息 研 究 所 武 夷

山 研 究 员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 今 年 是 灵 创 团 队 成 立

30 周 年 ，近 日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信 息 研 究 所 将 这 支 队 伍

的创始人之一——北京邮电

大学杨义先教授请来，分享产

学研创新团队的成长故事。

教授们都乐意“把钱变

成技术”，却不愿意“把技术

变成钱”——在杨义先看来，

这是产学研生态链上的重点

和难点。“如果解决不了这个

问题，那么，‘产学研’就是空

话、废话。”

为了闯过“这一关”，30

年前，杨义先和钮心忻教授联

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教育家、科

学家、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等

组成了一支专注于教育、科

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的跨

机构集体，灵创团队就此诞

生。他们决定不再回避“钱”

的问题，不仅要将高科技成果

转化成财富，还要用这些财富

去养活更多的高科技。

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

要经得起“谩骂”：“同样都是

教授，你咋那么富有？”杨义先

说，“谈钱就成了‘商人’，当然

也就等于‘奸商’。放着高傲

的教授不当，有几人愿意把

‘奸商’的帽子戴在头上呢？”

自建立以来，灵创一直顶

着这样的压力。“这个团队的

特征在于把产学研的外部关

系‘内部化’，组成产学研生态

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大学、

科研院所等不同机构，往往都

是灵创团队的成员。”对新型

科研组织有着一定关注的武

夷山介绍说，“团队中有人利

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办了企业，

有企业家创建了自己的民营

科研机构。除此之外，团队成

员还在有意识地去培养能够

参与这种协作模式的学生，让他们接触从科研到成

果转化的全过程。”

武夷山将这样的模式评价为“把教学、科研、成

果转化、企业孵化等不同环节打通，形成了一个良

性的循环”。他同时也表示：“因为毕竟是不同的机

构，合作起来总会有困难”。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灵创团队主张“一山多虎”。

身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杨义先也坦言“我们的

‘毛病’真的不少”：虽然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但

难免“自视清高”，有的时候“宁做鸡头，不当凤尾”，与

他人协作，不如当个“个体户”，甚至有时会“心口不

一”。“这就需要我们去充分挖掘各‘虎’之间的需求互

补性，随时进行微调，在责权利平衡的原则下，尽量满

足每个人的愿望。”他表示，“其实，不同‘虎’的需求是

不相同的，同一只‘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其需求也

是不同的。比如，某‘虎’的小孩要上学时，团队帮忙

解决其后顾之忧后，该‘虎’就会在其他方面甘愿牺

牲，为团队的发展竭尽全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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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天津7月10日电（记者王怡）
磁悬浮除应用于磁悬浮列车外，更是广泛应

用于轴承行业。天津飞旋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轴承技术国外垄断，开

始规模化生产。10日上午，记者随天津市副

市长何树山调研了这家公司，见到了拥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悬浮轴承真空分子泵和

磁悬浮大功率高速电机。

据了解，磁悬浮轴承利用磁力作用将转

子悬浮于空中，与传统轴承相比，具有无接

触、无摩擦、使用寿命长、无需润滑以及高精

度等特殊的优点，在工业领域颇受青睐。

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厂房里，飞旋科技

技术总监沙宏磊向记者介绍了国内第一台磁

悬浮大功率高速电机。他指着一个长度不到1

米，直径半米大小的圆柱形大功率高速磁悬浮

电机说：“别看它体积小，但是功率达 200 千

瓦，在一些对空间要求较高的高科技领域，比

如航空航天、舰船、海上钻井平台等，就突显出

优势，整机比传统技术节能40%以上，而且无

需润滑系统，安全性和易维护性也大大提高。”

由于高端的磁力轴承多应用于石油石

化、半导体、航天航海、核能、国防军工等领

域，国外磁力轴承公司对中国一直采取技术

保密，并且不对中国进行小批量磁力轴承的

出售。作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磁悬浮轴承技

术及产品的民营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飞旋科

技攻克了产业化道路上遇到的诸多技术难

题，目前已有多款采用磁悬浮轴承的高速大

功率电机开始规模化生产。

飞旋科技总经理洪申平说，未来他们将

利用自身在磁悬浮轴承技术上积累的经验，

实现磁悬浮产品系列化和标准化，进而引领

国内磁悬浮轴承技术创新。

我磁悬浮大功率高速电机规模化生产

科技日报7月 12日电 （记者刘莉 高博）“原子反

应能量高，这是个物理问题，但怎么把高能量拿出来，就

是工程问题了。1942 年国外的科学家就设计出了链式

反应……”77 岁的我国快堆首席专家徐銤院士站在最

新的原子能实验快堆模型前，认真地听着每位提问者的

问题，然后用他们能听得懂的方式一一解答。提问的参

观者中有中学生，也有刚完成布展工作的设计公司的年

轻人。

7月 12日，中国科协主办的夏季科学展在中国科技

馆拉开帷幕。与以往的科普活动不同，这个引进国外理

念的全新科普模式主打“高端”，“高端”有两层含义：展

示最高端的科研成果；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亲自站台

与观众互动。对普通公众来说，这是个与科学家接触的

好机会。

徐銤的详细解答好不容易有了休息的间隙，同事过

来提醒他喝点水，他才想起来水杯早忘在了别处。徐銤

忙碌的同时，不远处，“月宫一号”总设计师、首席科学家

刘红正趴在“月宫一号”模型玻璃框边亲切地和参观者

聊天。“这个系统怎么适应月球的环境？”有人问，刘红回

答：“不用考虑怎么适应，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怎样实现在

封闭的环境里让水、氧气和食物等循环起来。”“这是什

么？”“这里种的蔬菜提供氧气，并能清除二氧化碳，净化

封闭的环境。”刘红的回答总是很耐心，尽管不少问题不

断重复。“小朋友，你想去月球吗？”看到一个孩子好奇地

靠近展台，刘红轻声问道。孩子和他身旁的妈妈可能并

不 知 道 ，正 是 这 位 和 蔼 的 阿 姨 主 持 修 建 了“ 月 宫 一

号”——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地基综

合实验系统之一。

据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介绍，夏季科学展借鉴了英

国皇家学会举办科学展的经验，由学会直接推荐近期的

前沿高端科研项目向公众展览展示。 （下转第三版）

来“夏季科学展”体验高端

没有鲜花、横幅，迎客的是两串气球。入口处左右

两侧，各有二十个排球大的气球连成的一串“念珠”，被

风机斜向上吹的两股气流顶在空中，不停旋转。有人

问：“风斜着吹，气球为什么没吹跑？”

今天上午开幕的中国科协举办的夏季科学展上，

精巧的设计吸引了观众（其中很多是放暑假的孩子）的

好奇心。组织者试图证明，“前沿高端”的科研，其实一

看就明白。

巧设计，科学一瞅就明白

“滞空气球”的设计者来自广西师范大学，他揭秘

说：气球之所以没有吹跑，是因为“气球手镯”环外和环

内的气流速度差，造成了“伯努利”压力，平衡了气流的

推力。伯努利效应如此漂亮的演示，记者还是第一次

看到。

在食品安全科技展台，工作人员端出法宝：饭盒大

小的一个纸盒里，装了几根像装口香糖用的塑料管，一

根带显示屏的电子笔，还有一个透明小罐。塑料管里

装着几种试纸，分别用来测牛奶、肉类和瓜果的安全

度，可以根据试纸颜色来判断关键污染物的浓度。能

把检验技术浓缩在几张试纸上，挺不容易。电子笔则

能测水质好坏。据介绍，这套工具既实用，也意在让孩

子跟父母一起实验。

最巧的属那个小盐罐——把手“卡嗒”一声推进罐

中，盐罐子吐出“小舌头”——恰好容纳两克食盐的小

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一天吃盐别超过六克，但欧美

国家和中国人往往超过 10克。”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这

种盐罐，每按一下出两克盐；三口之家，按三次就是一

顿饭的总盐量，很好把握。”

高精尖，技术其实没多难

不远处，一块计算机主电路板浸在“水”里，CPU 的

表面沸腾出无数气泡。这是中科院电工所研发的一种

电路冷却技术。电路板毫无特殊之处，关键在于它泡

着的液体，不仅完全绝缘，而且沸点只有五十多摄氏

度。密封容器内的铜冷却管，让蒸汽凝结，掉落回去。

据介绍，比起一般的风扇降温，这种技术降温更节省能

量，而且成本能进一步降低。

3D打印机是科学展览的常客，此次展会上，它的喷

头依然忙碌，像蜜蜂筑蜡巢一样，一点点吐出“建材”，

而它正在铸造的模型，内含几个奇特的空洞。技术人

员说，这些空洞是全封闭的，用传统方式，要分成几部

分锻造、拼接，麻烦且精度低。变化出这种奇怪的零

件，正需要 3D打印机来显身手。

不远处，备受关注的“月宫一号”的大模型展示出其

真貌——中心生活区借由两端狭长的过道，连接着两个

植物种植区。“月宫一号”是中国为了登月准备的密闭生

活实验装置，今年实验成功，3 名志愿者在里面生活了

105天。此次参观者正赶上它首次展出模型和详情。

模型旁展出的一张照片引人瞩目：平底锅里正煎

着一锅子黄粉虫。这种虫也叫面包虫，经常用来喂鸟

或者乌龟。科学家介绍说，它是志愿者饲养的唯一的

动物，是“月宫一号”里面的植物喂养的。志愿者吸收

高质量的蛋白质就靠它了。

现场看，实验搬到您身边

在心理科学展台，有一位“老板”在招呼小孩子们

来打电子游戏。电视屏幕上有 10 只小狗卡通头像，在

屏幕上不规则地移动，头像还会变形。实验者告诉孩

子，其中的 4 只小狗是小偷，让孩子在头像移动一分钟

后，用遥控器锁定小偷。

这个游戏可以探索人们如何同时保持对好几个

事物的认知。看起来如儿戏，实际用处很多。比如

可以测验神经分裂症和老年痴呆症疑似患者（患者

的游戏分数会下降）。“老板”告诉记者，最近有一篇

全球影响很大的心理学论文，就借用这一实验——

该研究发现，老年大脑虽不太注意细节，但把握大局

的能力上升了；老年人不是笨了，而是在另一种意义

上变聪明了。

大名鼎鼎的“小麦锈病”，也被搬到了展台上。十

来盆“绿草”摆在桌上，稍瞄一眼就看出，一边是健康的

植株，一边是铁锈色的“病号”。叶片上轻轻一捻，粗糙

的粉末就粘在了指头上，闻闻还有一股“锈味儿”，这可

比生物书上的描述明白多了。

锈病的头号医生，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所长陈

万权研究员告诉观众，通过对这些病号的研究，中国

取得了不少成果。病原孢子可在高空中飞行数千公

里，“无需护照便可随意降落于一地”。陈万权和同事

们不仅找到了病菌起源，还找到了一套控制的方法，

让中国平均每亩小麦挽回了 20 公斤的损失。听了这

话，观众们围着老陈合影——跟大科学家肩并肩的机

会还真不多。

（科技日报北京7月12日电）

科 学 展 ，明 白 看
本报记者 高 博 实习生 陈 亭

每次有新工艺或新问题出现，马上掏出随身携带

的笔记本记录下来，回去查资料系统学习，这个习惯，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专责贾廷波坚持了 17年

了。他自称“小学生”，坚持日积月累记笔记，一个个小

本子摞起来已有半米多高。

这个“小学生”了不得——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

员、山东省劳模、山东电力继电保护比武“状元”……自

1997 年参加工作以来，40 岁的他创新创效成果 50 余

项，国家专利 9项，6项革新成果被推广应用。

“作为一线工人，技术最重要，技术可以保安全、

促生产，只有坚持学习，才能在技术上求创新。”这些

年来，贾廷波始终乐于利用每一个检修现场发现难

题，钻研方法。他认为，工作中的一些小发明、小改造

都是生产实际中的小难题带来的灵感，这些看起来没

什么技术含量的小玩意儿，却给工作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便利。

比如剥电缆专用工具，以前，剥电缆使用的是电工

刀或壁纸刀，这些工具在下刀时有轻有重，往往很难准

确把握力道，容易伤到电缆线芯。贾廷波马上付诸行

动，把这个小难题变成了班组讨论的小课题，经过班组

成员的反复研究改进，根据不同型号的电缆，自行打磨

制作了不同规格的专用工具，不仅提高了制作电缆接

头的质量，也缩短了时间。

多年以来，贾廷波坚持把检修现场变成培训徒弟

的小课堂。他会结合自己的经验，在徒弟的操作过程

中设置一些常见的、重点的障碍，先耐心观察他们的操

作过程，再进行正确演示，帮助徒弟们分析各自的操作

优缺点，弥补工作中的不足。一次完整外勤，就是一个

完整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课本上

空洞的理论知识，立刻变得具体而深刻。

“三基两小一微”是他带徒弟多年的总结。即充

分利用工作现场，倡导员工结合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进行小技术改进、小发明创造，利用点

滴微创新实现生产大效能。2010 年 6 月，贾廷波创

办了“贾廷波”创新工作室，对于培养徒弟他有了更

多的“小心思”。作为这个创新队伍的领头人，贾廷

波不仅是继电保护技术“大拿”，更是公司出了名的

带徒高手。

这几年，从变电检修室走出来的优秀人才越来越

多，贾廷波的带徒经验和工作室的人才培训品牌逐渐

打响。截至目前，工作室已为变电检修、变电运行等专

业的人员举办相关实训 10 余期，培训人员达 180 余人

次；开展技能培训小技改、小革新 13 项；培养优秀人才

10余名。

贾廷波:“小心思”与 13项小革新
本报记者 魏 东 本报通讯员 孙宝山

夏季科学展上，研究团队成员向观众介绍蛟龙号。 本报记者 刘莉摄

7月 12日，“AIG美亚道路安全行”在广州启动，以互动有趣的方式唤起人们对道路安全的重
视。现场体验包括引入模拟驾驶器，允许参与者进行多种环境下的驾驶习惯测试；安全带模拟器，
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在10公里时速的撞击下安全带提供的保护。

左图“酒醉小站”让参与者戴上模拟酒后驾车的眼镜，体验酒后视线朦胧时出现错误判断的经历。
上图 体验者在模拟驾驶器上体验，系统会根据驾驶人的操作评分。 新华社记者 吴鲁摄

模拟体验“危险”驾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