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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科技日报》

与赵林的相见多少有些意外，坐在车上发

现司机竟然是他。

车上的人大都是第一次进高原，大家谈兴

甚浓，但当看到一个山峦连着一个山峦，似乎

永无止尽时，车内顿时沉静下来。后来，不知

谁说，看到灯光就到了，于是大家又开始盼着

能看到灯光。

没想到这一盼，竟盼了 18个小时。

从西宁至格尔木，近 800 公里，除了中间

偶尔的一段换人外，司机始终是赵林。

赵林是藏北高原冰冻圈特殊环境与灾害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以下简称格尔

木站），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寒冻土方面的基础

研究，他的“办公室”就是平均海拔 4000 米以

上的青藏高原。大学毕业至今的 26 年里，他

以每年至少 2 个月，每次至少 1.6 万公里的频

率走遍了青藏高原的三省区。

800公里挺进高原，对于平常人来说是难以

忍受的长途奔袭，对赵林来说却只是家常便饭。

苦乐交错中拥有一颗
朴实无华的心
“3000 米以上无大小，4000 米以上无男

女”。

这是记者听到的第一句形容野外生活的

话。当时以为是句玩笑话，然而在跟随赵林前

往海拔 4636 米的五道梁观测场的路上却深切

感觉到了苦乐交织的感觉。

雄伟的昆仑山，甘冽的圣泉水，圣洁的玉

珠峰……无疑让人心旷神怡，然而紧随而至的

高原反应让人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呕吐、头晕、

四肢乏力使几个同行的女同志止步在海拔

4538米的西大滩观测场。

“在高原，有一首民谚：‘高原气候变无常，

一日需备四季装；山上鲜花山下雪，中午烈日

早上霜’。意思是说你永远不知道前方有什

么，下一秒要发生什么。”进高原之前，寒旱所

党政办副主任岳晓这样给大家打“预防针”。

但当记者真正身处五道梁野外工作点时，

还是被眼前所见的一幕惊呆了，入目的是极为

简陋的帐篷，除了住人外，还堆放着各种设备

和杂物，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一阵狂风吹过，

东西被吹得七零八落。

多年跟随赵林出野外的工程师乔永平告

诉记者，冻土监测主要在冬季进行，那种身体

和心灵的双重折磨是最考验人的。

“哪怕你武装到了牙齿，你所面对的自然条

件并没有改变。你照样得忍受5000米以上严重

的高山缺氧，举步维艰倒也罢了，还要不时竭尽

全力推挖泥泞中的陷车，还有每天下午必起的大

风沙，被雪掩埋的帐篷里普遍的失眠……”乔

永平的讲述让记者顿生感动和敬意。

即便如此，赵林还要进行一天至少四次的

钻孔、放探头、取数据。也因此，他的脚患上了

脉管炎，医生警告他再受冻可能就要截肢。

当记者提出看看他的伤脚时，他只是略微

抬了一下就收了起来，并以此开起了玩笑：“西

医说 60%没治了，中医说 60%可以调理，不管

怎样，病情得以缓和，后来我自己也看起了《黄

帝内经》，期望不再复发。”

还能出野外，成了他最开心的事。

多少人劝他，也有人质疑。

图钱？出野外的补助每天每人包含吃的

也就 200元钱，经常不够花。

图名？他发在全球冻土界最高级别杂志

《多年冻土与冰缘过程》的论文 2013 年进入全

球下载 TOP10，成为国内在冻土领域前 20 名

的科学家的信息全是别人告诉他的。

对此，他说：“登山界有句名言，‘为什么去

登山？——因为山在那里！’对于我们研究冻

土的，数据是最重要的，数据在哪里，我们的人

就应该在哪里。”

用心做事中坚守科技
人员的本分

赵林说，他始终忘不了父亲的教诲——当

个本分人，更忘不了研究生导师邱国庆的告

诫——少说话，多做事。“我始终坚持一个信

条：做人，就要把这个人立起来，把自己应该做

的事做好。”

用心做事，愿意付出，认真负责成了记者

采访的诸多人中对赵林评价最多的几句话。

格尔木站副研员焦克勤告诉记者，赵林对

站里的建设非常用心，刚建站时经费少得连维

持基本的科研都不够，更别说改善生活条件，

后来通过努力陆续申请了不少课题，钱多了大

家都想着能发些补贴，改善一下住宿条件，然

而赵林却全买了设备。

“当时很多人骂他傻，老赵却说，干咱们这

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才是最重要的，

吃的差点，住的差点没什么。”在焦克勤看来，

赵林的心里只装得下科研。

说到数据，助理研究员岳广阳同样感触很

深：“赵老师对数据很看重。当你取得一组严

谨、可信的数据时，赵老师会笑得很开心，当他

发现你的数据有问题马上会板起脸。我们的

论文他都会亲自看，感觉没有观点的，他会要

求我们重写，尽管有时我的心里极不愿意。”

“不准乱发论文，要发高质量论文。”岳广

阳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接受了这个理念。

赵林补充说：“每件事都要想一下合适不

合适，发没有多少进展和亮点的文章，就是对

科学的不尊重。”

在好朋友吴青柏看来，赵林有些“直”得过

分。他记得有一次院里要申报一个项目提出

把赵林的课题也列进去，赵林断然拒绝了。

“我的项目已经结题了，这个项目才开始，

怎么能算到里面去。科学家不说真话，谁还说

真话。”提起此事，赵林依然认为自己没错。

赵林任站长不到 10 年，格尔木站由最初

的 2 人，发展到现在的 20 人，而且汇集了多个

学科——搞生态的、植被的、数据的。

吴青柏认为，这个成绩与赵林所坚守的科

技人员的“本分”不无关系。

探索开拓中占领冻土
科研的前沿

人们常用雄伟、辽阔、壮丽之类字眼描绘

青藏高原，紧跟着还有一词：“神秘”。对于外

人来讲，多年形成的、活动层厚度小于 2 米的

寒冻土则显得更为神秘。

赵林给记者看了一张他新编制的多年冻

土图，对比 1996 年李树德等编制的青藏高原

西部多年冻土分布图，记者很快发现了其中有

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赵林说，近 20 多年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

把以前的资料有不确定性和不准确的找出来，

搞清楚。

“因为之前我们所用的有关青藏高原寒冻

土的数据尽管参考了中国的数据，但没有一个

是由中国发布的，且这些都是表面化统计，究

竟青藏高原寒冻土过去有多少，现在有多少，

未来有多少，以及冻土与气候、与生态的关系

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我相信这项科研对

未来生产生活一定有用。”

基于此，赵林承担了青藏高原的多年冻土

本底调查项目，特别是对一些典型区域，比如

可能修路的，有工程的地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都给出了剖面图或分布图。

赵林如此表达自己对寒冻土研究的期望，

“我希望以后用到青藏高原地表参数方面的

数据能由我们格尔木站代表中国发表，并能

够得到国际认可；我希望在所有模式中用到

地表过程描述方面的参数或者要分析寒冻土

变化机理，能用到我们给出的公式；我也希望

我所研究的多年冻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状

况，以及青藏高原寒冻土会向什么地方变化

能有所成果……”

尽管实现这些复杂而艰难，但对赵林而

言，是挑战也是诱惑。“不管怎样，向寒冻土未

知领域的探索我会始终坚持下去，我相信离目

标不远了。”

也许，这份坚守就是赵林想要书写的美丽

人生。

有 一 种 美 叫 坚 守
——记藏北高原冰冻圈特殊环境与灾害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赵林

本报记者 李建荣

■简 讯

（上接第一版）无论导弹是直接命中飞机还是在

附近爆炸，其战斗部装药的燃烧或爆炸痕迹，会

在飞机上有明显体现。因此如果检测残骸上的

化学残留物并进行理化分析，应能得出该武器的

爆破方式、装药成分等信息。如果能找到部分弹

片，则有可能推断出武器型号，甚至找到编号等。

不过他认为，这些有赖于现场保护情况。

如果天降大雨或受人为破坏，一些线索和证据

可能会消失。

客机如遭遇导弹，灾难
将无可避免

民航客机对防空导弹的规避能力几乎为

零。因此当客机遭遇导弹，灾难性后果将无可

避免。

王亚男介绍说，飞机在万米高空，如果只

是机身出现破洞，会造成客舱内迅速失压。这

会使舱内人员感到呼吸困难、血氧含量迅速下

降，同时由于人体外部气压比内部低许多，还

会导致血管、内脏器官被“胀开”。多种因素影

响下，人会迅速失去知觉甚至死亡。不过他表

示，仅是失压的话，机上人员还有生还希望。

舱内的氧气面罩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帮助乘客

维持供氧，驾驶员则应当立即控制飞机下降到

3000米以下高度并减速，让舱内气压回到基本

正常的状态。

2011 年美国一架从亚利桑那州飞往加利

福尼亚州的波音 737 客机，在飞行过程中因故

障导致顶部出现一个大洞，幸而飞行员处理得

当，最终将飞机迫降在一个军用机场。除一名

空乘人员受轻伤外，机上其他人安然无恙。

但如果飞机是被导弹击中，后果则不堪设

想。王亚男说，导弹不仅能打穿机身，还将导

致部分起火，并使飞机失去飞行性能，进入下

坠状态，这就无法挽救了。假如在下坠过程中

还伴随着旋转、翻滚，则可能导致飞机过载加

大，在空中发生部分解体。

（科技日报北京7月22日电）

释疑马航坠机：黑匣子重要，但不是全部

（上接第一版）2010 年—2011 年，随着全球光

伏产业的又一轮波动，我国多晶硅产业和市

场在调整中走向成熟期。

鲁瑾依然记得，2011 年的全球多晶硅业

像是在过山车上翻滚：上半年，多晶硅主流价

格浮动在 90 美元/公斤。随着欧债危机的影

响，欧洲各国纷纷减少对太阳能的补贴，11

月，多晶硅价格跌破 30美元/公斤。

“去年，国内多晶硅生产企业 85%以上已

经停产，亏损的阴影笼罩着大部分企业。”在

鲁瑾看来，多晶硅产业的困境和下游的发展

密不可分。作为多晶硅下游的主要市场之

一，光伏行业徘徊在寒冬中。此外，还有国外

企业的低价倾销。

突破国际垄断重围

中国多晶硅产业自上世纪 50年代诞生至

今，从技术到市场再到价格，来自国际的巨大

挑战如影随形。

10年前，多晶硅先进技术集中在美、日、德三

国，且一直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由

于国内多晶硅行业技术水平低、生产规模小、产

品单耗高、生产成本高，市场需求全部依赖进口，

信息和新能源产业发展严重受制于人。

2005—2009年，国内多晶硅下游市场呈爆

发式增长，面对狂热的市场需求，企业只能以

几百美元的高价进口。“国外定的战略协议一

签就是十年，给中国的定价高于世界通行价

格。”鲁瑾说，尚德当年赔了几千万美金，就是

协议期内多晶硅价格降低后违约付出的代价。

2011年，多晶硅关键技术研发被纳入“十

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由多晶硅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实施，洛阳中硅高科、

江苏中能硅业、新疆大全集团等共同承担，浙

江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金属所等多家大

学、科研机构参与。一场产学研协同创新，携

手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大幕就此拉开。

“短短三年间，重点突破了大规模改良西

门子法多晶硅低成本生产技术优化集成，物理

法多晶硅生成低成本新工艺和硅烷法多晶硅

产业化制备技术探索，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效低成本多晶硅制备技术和节能减排全循

环清洁生产关键技术。”鲁瑾称，实施企业的多

晶硅生产综合能耗较“十一五”降低 40%以上，

生产成本也由 250 元/公斤降至 150 元/公斤，

部分先进企业成本已低于120元/公斤。

虽然多晶硅行业突破了海外技术封锁，

扎牢了光伏产业的根基，但旋即遭到美国、韩

国、欧盟低价倾销的冲击。“国外多晶硅最低

曾以 15美元/公斤的价格倾销，他们的实际成

本也在 20美元/公斤以上。”鲁瑾说，中国太阳

能电池产量占了全球的一半，当面临市场压

力时，国外企业要维持自己的份额，想把中国

企业扼杀在初步形成阶段。

43 家多晶硅工厂停产 37 家，我国多晶硅

行业全面亏损，商务部随即立项对美韩进行

“双反”。“这说明我们有技术实力和竞争能

力，去跟他们抗争。”鲁瑾直言，前几年国内

95%以上的光伏产品依赖出口欧美市场，严重

依赖外需是国内光伏产业链发展的致命伤，

当务之急是加快国内光伏发电市场开发，使

中国由最大光伏制造国变为最大应用国。

“双高”历史早已翻篇

2002年，我国多晶硅产量只有 50吨；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多晶硅年产量已超 8 万吨，占

全球总产量的 1/3，同比 2010年翻了一番。在

“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的推动下，

2014年的产能将突破 15万吨。

面对国外倾销、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企业

普遍亏损停产的现状，多晶硅行业逆势而上，

交出了一份傲人的成绩单。然而，2009年《华

盛顿邮报》曾报道中国多晶硅的污染问题，让

不少人记住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多晶硅。

鲁瑾的回忆还原了当时的情形：价格居

高不下，国内同时上马十几个多晶硅项目，其

中不乏年产仅为一两百吨的小厂。“大部分厂

家只做了提纯、还原，四氯化硅循环利用处理

无暇也没能力顾及。一吨多晶硅产出十六七

吨四氯化硅，只能由企业出钱让人运走。”

如今，在多晶硅改良西门子法制备工艺

的优化提升后，不仅破解了低能耗还原炉、高

效提纯难题，还突破了氢化工艺及副产物回

收利用处理关键技术。

四氯化硅热氢化关键技术的出现，为本

身不是污染物的四氯化硅正了名。“尾气回收

后氢化处理，在全闭环的过程中，物料得到综

合循环利用，不仅减少了排放，还提高了多晶

硅的产出。”针对高能耗的质疑，鲁瑾拿出数

据说，2008—2009 年，生产 1 公斤多晶硅要消

耗 400 度电，目前所需能耗控制在 100 度电以

内，比传统产业 GDP的能耗都要低。

多晶硅的产能释放终结了暴利时代，而

光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只有降低成本才能

走向大规模应用，这是业界的共识。

“我国多晶硅产业存在总产能过剩与优

质产能不足的困境，一方面国内多晶硅产能

已经达到 15 万吨／年，另一方面成本低于 25

美元／公斤的多晶硅产能不到 10万吨。”鲁瑾

认为，积极培育国内市场，加强产业规范引

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低成本的先进生产技

术，才是中国多晶硅产业可持续发展之道。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2日电 （记者付丽
丽）踩着脚踏车、看着故事，就能与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新粒子发现等最新国际科技前沿

亲密接触，用手机扫一扫大家常吃的食物，

物联网就会用有趣的漫画展示它的种植、生

产过程……22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

未 来——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创 新 年 度 巡 展

2014”在中国科技馆开幕，这是记者在展馆

内看到的情景。

此次展览是中科院第三届科技创新年

度巡展，主要以动画视频、多媒体互动展品、

机电互动展项等形式呈现。展出的 19 项重

要成果是遴选自中科院 2013 年的若干重大

成果产出，分为基础前沿、国家重大任务、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思想库功能等四大方

面，具体包括芦山抗震救灾中曾使用的部分

高科技设备，“天宫”与“神十”对接，“嫦娥三

号”本月的互动模型等等。

为配合巡展，主办方还将开展“H7N9，

病毒的小把戏”“人类演化的 5500 万年历

史”“农资物联网与食品安全”等科普报告，

展览于 8 月 31 日结束后将在京外开展巡

展。与此同时，公众还可以通过登录巡展专

题网站、微博、微信等其他途径参观展览。

上图为观众体验月球漫步。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中科院 2014科技创新年度巡展开幕

作为科技管理工作者，每天阅读《科技

日报》已成为我 20多年的一种习惯，甚至在

单位没有订阅的情况下，我曾自掏腰包自费

订阅，足见我已离不开《科技日报》。这是因

为《科技日报》对我而言，是良师，也是益友，

陪伴我的昨天、今天甚至明天。

先说说师情。

《科技日报》是党和国家宣传科技方针、

政策的重要舆论阵地，集权威性、指导性、知

识性为一体，是了解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把

握科技创新方向的重点窗口和平台。我在

基层科技管理部门的多个重要岗位工作过，

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任职，我总是从《科技日

报》里寻找工作的灵感、动力，不断提高我的

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每逢国家科技创新

的新战略、新部署出台，我总是从《科技日

报》的评论、解读中，掌握国家科技工作的脉

络和方向，使自己的工作始终顺应科技创新

的时代要求。在计划处，我从《科技日报》了

解了当代科技创新的前沿技术，并融入我市

科技发展规划；在高新处，我把工业领域最

近的科技创新成果向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推

荐并组织实施；在成果处，组织推广科技创

新成果……即使现在退休了，我还是从《科

技日报》中了解世界技术发展前沿动态，向

有关企业推荐技术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科技日报》是我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指

导老师。

再说说友情。

《科技日报》在注重权威性、指导性的同

时，还着力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设置了生活

风向标、数字时尚等实用栏目。特别是在当

今养生图书良莠不齐、养生知识真假难辨的

情况下，我对《科技日报》营养快餐等栏目介

绍的养生知识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同时，

我还积极把这些养生常识推荐给亲朋好友，

让他们也跟我一样从中受益。

时光荏苒，与我相伴 20 多年的《科技日

报》如今迎来了出刊万期的日子。蓦然回

首，我对《科技日报》的热爱和喜好，已经深

深融入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出刊万期的《科

技日报》伴我走过了风风雨雨。在此，真诚

地说一句：《科技日报》，谢谢有你的一路相

伴。 （作者系沈阳市科技局原副巡视员）

师情 友情
张庆峰

■寻找最美科技人员

科技日报讯 （记者彭东）7 月 21 日，拜耳

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与安徽大平油脂有

限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安徽省马鞍

山市含山县举办座谈会，各方代表就含山土地

流转项目展开调研和进一步讨论。

据介绍，含山土地流转项目，是在拜耳作

物科学、中信信托、大平油脂及其种植业子公

司含山县九道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多方合作下，

依托农地，以农场主和农民为核心，整合订单、

技术、管理和资金等专业资源，协力打造的一

个创新性农事服务平台。

合作各方以农事服务平台为基础，依托信

托土地，为农场主和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全程农事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土地、

订单、农资和技术，并提供金融支持，如赊销和

垫付流动资金，实现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农事

服务公司和农民的四方共赢。

大平油脂/九道农业是农事服务平台的实施

主体，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农场主经营+

专业技术指导+农田精细管理+农产品全程可追

溯”的科学管理模式，紧密、高效地整合生产力与

生产资料；同时以大平油脂订单需求为驱动的合

作模式，进一步确保农民的基本收益；在生产过程

中，与农民形成合作伙伴而非雇佣关系。

拜耳作物科学在项目中，将采取以下具体

措施：建立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示范病、

虫、草害管理技术，探索适合本区域的农业现代

化解决方案；开展针对农户及基层技术人员的

培训；示范良好的农业规范和先进的栽培技

术。项目第一年覆盖大约 3000 亩水稻。记者

在实地考察时看到，目前水稻长势喜人。

拜耳作物科学与合作伙伴共建农事服务平台

我国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稳步提高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2日电 （记

者陈瑜）7月 22日在京发布的《中国海

洋发展指数报告(2014)》显示，近年来

我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2013 年，我国海洋发展指数科技创新

子指数为 113.0，比 2012 年增长 4.4，

2010—2013年年均增速为 4.2%。

该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

经济和海洋事业整体发展水平的量

化评价，以 2010 年为基期，基期指数

设定为 100。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支撑、环境

生态、科技创新和管理保障六个方

面，共 35 个指标。指数由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和新华（青岛）国际海洋资

讯中心、国家金融信息中心指数研究

院联合研发，以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海

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发展水平，引导海

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全民海洋

意识。

2014青少年高校
科学营北京营开营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7 月 21

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的 2014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在北京正式

开营。来自 31 个省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港澳台的 2490名学生、249名老

师参加，活动将持续到 7月 26日。

据悉，2014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北京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 10 所高校共同组织

实 施 ；专 题 营 5 个 ，分 别 是“梦 想 航

天”航天科学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与清华大学、北航共同承办；“科技

梦、国防梦、中国梦”兵器专题科学

营，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与北京理工

大学共同承办；“仰望星空，探索宇

宙”天文科技营，由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承办；粮农科

学营由中粮集团与中国农业大学共

同承办；还将协调北京天文馆、北京

自然博物馆对营员开放，各分营可自

主参观等。

百名中外记者
首次走进中国军校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2日电 （李

飞 薛祺 周安阳）22 日，来自 61 家媒

体的 112 名中外记者一行参观了解放

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如此众多的中外

记者走进中国军校在我国尚属首次，

表明了中国军校透明度在不断增加。

中外记者观看了反映学院建设的

视频短片《陆战之王的“摇篮”》，听取

了学院院长徐航少将关于学院情况的

介绍。徐航少将还回答了记者们的有

关提问。中外记者参观了教学设施和

有代表性的全地形车等 6 种装备平台

教学科研成果以及学员创新作品的展

示，观看了装甲装备静动态展示，最后

观摩了学员刺杀操、400 米障碍、攀

岩、心理行为等军事基础科目训练，并

与学员互动交流。

中外记者对此次参观活动表现出

强烈的兴趣。他们认为，通过近距离

的接触和交流，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军

队的了解，也有利于增进相互信任。

据统计，该院建院以来，先后接待了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批各类外

军事代表团。

自 2008 年以来，我有关部门每年

“八一”节前期都会组织中外记者赴基

层部队参观采访，已先后参访了北京

军区装甲 6 师、北京卫戍区警卫 3 师、

北京军区工兵团、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陆航四团、兰州军区 47 军防空旅等军

事单位。“中外记者进军营”活动已成

为外界了解中国国防和军队发展建设

情况的一个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