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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6 日电 （记者刘
晓军）慢 性 乙 肝 在 中 国 每 年 导 致 33 万 多

例 癌 症 相 关 死 亡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世 卫

组织）16 日发布了首部《慢性乙型肝炎病

毒 感 染 预 防 、关 怀 和 治 疗 指 南》中 文 版 ，

针对乙肝慢性感染的治疗关怀提出了简

化方法。

慢性乙肝是由一种经血液和体液传播、

侵害肝脏的病毒引起的。据估计，中国约有

9000万乙肝病毒慢性感染者，几乎占中国人

口的 7%。大多数感染者没有症状，因而不

知道自己已被感染，但每 10 名慢性感染者

中，就可能有 3 人出现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

症，如肝硬化和肝癌等。

“乙肝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但乙肝完全可以通过免疫接种加以预

防。中国的婴幼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位于

世界前列，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因此得到

保护，但仍有数千万中国成年人在乙肝疫苗

接种项目开始之前就已经感染了乙肝，其中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如果不

接受治疗，这些人有 3/10 的可能性会发生

肝硬化和肝癌。”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

博士表示。

新指南提出的建议包括使用一些简单、

花费较低的非侵入性诊断方法对肝病进行

分期，以确定需要治疗的患者；优先治疗出

现肝硬化（肝病的最严重阶段）的患者；使用

替诺福韦或恩替卡韦这两种安全高效药品

治疗慢性乙肝；采用简单的方法进行定期监

测，以及早发现肝癌、评估治疗效果、决定何

时停药；推荐用于治疗乙肝的两种药物已在

中国上市。

世卫组织发布最新乙肝治疗指南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式 5

月 16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全国科技活动周开展

15年来，已成为公众参与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群众性

科技活动品牌，为推动全国科普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今年的活动以“创新创业、科技惠民”为主题，

契合时代大潮，很有意义。科技发展和普及是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完善科技管理体

制机制，进一步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造、追求卓越的

创新文化，进一步激发亿万群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创业

创新热情，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及人人，拓展创业新

空间，汇聚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

向中高端水平。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刘 延 东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参

加 201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启动式现

场活动。刘延东宣布 201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

京科技周启动。

全国科技活动周自 2001 年举办以来，开展各类科

普活动 80 余万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 10 亿多人次，

已经成为一项公众参与度高、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力

大的群众性科技活动品牌，成为推动全国科普事业发

展的标志性活动和重要载体，在普及科学知识、倡导

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201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将开展 1800 余项

重点活动，包括众创空间、国际科普体验园、创新创业

者梦工厂等。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全国政协副主

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一同参加启动式。中央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和首都科技

教育工作者、科普专家、青少年学生、社区居民等参加

了科普博览活动。

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式在京举行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刘延东郭金龙万钢王正伟等出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伴随着全面深化改

革、继续扩大开放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在广袤的中

华大地上已然掀起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在这

生机勃勃的初夏时节，以“创新

创业 科技惠民”为主题的 201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拉开帷幕，上

万项科技活动将以丰富多彩的

形式，从不同层面充分展现各地

的创新成果和创业案例。

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

升级的关键之时、旧模式与新常

态的接轨之处，创新创业所担当

的角色至为重要。习近平总书

记在今年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

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李克强

总理在深圳考察柴火创客空间

后指出，创客充分展示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这种活力

和创造，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

增长的不熄引擎。

本届科技活动周的最大亮

点之一，正是以“众创大道”为主

线，通过“众创空间”展示北京大

学创客空间、清华大学 X-Lab、

DRC 创億梦工厂、3W 咖啡、36

氪等创客团队的服务案例，以期

为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提供更

多的支撑和分享。可以想见，通

过构建“众创空间”的载体，让创

业者的奇思妙想与市场需求充

分对接，一定能够激励、促进众

多初创企业研发新产品、打造新

业态，进而形成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生动局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遍布

在华夏大地上的创新创业者们正在用他们的梦想与热

情谱写着华丽的创新乐章。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破除

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

活力和创造潜能，中国经济必将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创新创业热潮中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科技活动周自 2001 年首次亮相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14 届，成为全国参与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

的群众性科技活动。我们期待，本届科技活动周精彩纷

呈的各项活动能够促进创新创业深入人心，进一步推动

创新创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祝愿科技活动周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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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或许并不

新鲜，可你见过无人驾驶

的电动汽车吗？主题为

“创新创业 科技惠民”的

201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暨北京科技周将会让你

眼见为实。

5 月 16 日 上 午 8 点

半，距离科技周开幕还有

半小时，主场北京民族文

化宫室外展区的“京龙 2

号”无人驾驶电动汽车就

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浅

蓝绿色的车身，紧凑的两

厢车型，安装在车头的激

光雷达和车顶的导航仪

使它看去有些“不一样”。

参与该车研发的北

京联合大学教授杜煜介

绍，“我们研发的无人驾

驶智能电动汽车已经累

计完成 5000 公里场地试

验，目前转入实际道路测

试阶段”。

走进北京科技周主

场展区，感受众创空间

的创新创业热潮，品味

科技创意的奇思妙想，

体验互动科技带来的头

脑风暴……

众 创 空
间 为创业者
铺路搭桥

一台外形简约的白

色钢琴上，放置琴谱的位

置摆放的是一台用数据

线与钢琴相连的平板电

脑。只要在电脑曲库里

找到喜欢的乐曲，哪怕你

“零基础”，也可以弹奏曲

目。因为每个琴键前端

有个指示灯，跟随不断亮

起的灯，手指敲击对应的

琴键，便能感受到音乐从

指间流淌的快乐。

记者在众创空间展

区看到的这台智能钢琴

是何雨沙和一群爱好音

乐的小伙们的创业“作

品”。她们的智能钢琴项

目获得了创新工场的 A

轮千万级投资。创新工场由李开复创办，是一家早期投

资机构，同时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创业服务。

“作为创新工场‘孵化’项目，我们不只是获得一笔

投资，创新工场还会定期组织人才招聘、财务管理等创

业相关的培训，对我们的创业进行指导。”何雨沙说。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到国家层面，为创

业者服务的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来自

上海的苏河汇是一家专注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领

域早期投资的天使投资机构。

在苏河汇工作的黄静梅接触了不少的创业者。在

她看来，执着和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是很多创业者的特质

之一，但过于执着和专注容易导致视野的局限性。“我们

会为创业者提供很多和不同领域人士交流的机会，大家

在一起思维碰撞，会产生很多新的点子”。

胡坤是北京奈思膳品科技的创始人。自称“超级吃

货”的他，希望能推出一系列做出五星级饭店菜品口感

的烹饪“神器”。“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是非常重

要的事情，我们团队 2/3的成员都是在北京创客空间找

到的。”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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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一大早，中科院物理所 M 大楼大厅人头

攒动，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迎来不少粉丝。科技日报

记者也随老百姓体验了一把物理世界的神奇。

排队登记后，从工作人员手中领取一张参观路线示

意图。记者发现，在好玩有趣的项目旁还标有笑脸符

号，特别贴心。

珠链会跳舞吗？答案是“会”。来到七楼，许多小朋

友簇拥在跳舞的珠链项目前。他们看到珠链从杯沿飞

下，就像平时经常看到的喷泉一样。

“这是为什么啊？”有小朋友问。

“你觉得呢，我们为什么能站在地上而不飘在空中

呢？”工作人员边理链子，边引导说。

“因为地球引力。”一个小女孩回答。

“对啊，我们本身都有一个重力，物体在下落过程中

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而且这个链子是刚性的，不能完

全折叠在一起，在其跨过杯沿时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就会

悬起来，就像喷泉中喷出的水流一样。”尽管人很多，这位

姓于的物理所在读博士还是认真地回答小女孩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是个难得的科普机会。只是现场人

数实在太多，平均一个小时要接待七八百人，而且像小

女孩这样发问的小朋友不在少数，不一会儿，他已经忙

得满头大汗。

“这个也挺好玩！”循声望去，只见一男孩将水滴在

紫罗兰的叶子上，水珠就顺着长长的叶子滚了下来。

与此同时，旁边的工作人员将水滴在一块玻璃上，然

后放上另一块玻璃，只见两块玻璃紧紧粘在一起。同样

的水放在两块白色的材料制品上，很轻松就拿开了。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玻璃是亲水性

的，而紫罗兰就像这个聚四氟乙烯材料一样是疏水的。

用这种材料就可以做不粘锅、防水雨衣等等。”工作人员

讲解说。

记者朋友圈一媒体朋友说：“自动化所人满为患，看

来将来科学院的公众日已经成为品牌，如何合理控制参

观人数会是一个新的问题。”

一位家长就感慨：“活动是很好，如果一年能多开放

几次就好了。” （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

中科院物理所：物理实验神奇有趣儿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记者李艳）宇宙之大，

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文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

日用之繁等各个方面，无处不用数学。这是著名数学

家华罗庚对数学之用的总结。因为华老的这句总结，

人们知道了数学不仅仅是一堆枯燥的数字或图形，它

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6 日，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举办第十一

届公众科学日，贯彻的正是华老的这一核心思想。数

学家们希望人们了解更多与数学相关的知识，让更多

人知道数学不是高深的理论。同时也希望更多真正热

爱数学的人加入到他们的研究队伍中来。

上午八点半，活动刚开始，来自西城区的一位小学

生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数学所。小姑娘才十一岁，就对

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父亲告诉记者，因为孩子

对数学情有独钟，在众多科技周活动中选择来数学所的

公众科学日。因为有了微信平台，家长对各项活动也比

往常更加了解。不到九点，就已经有许多孩子在家长的

带领下来到了数学院。

九点半，闫桂英研究员讲座介绍第八届国际工业

与应用数学大会。张志芳博士的《密码并不神秘》，霍

琳博士的《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做预测》，衣鹏博

士的《从都江堰到神舟飞船——浅谈控制的历史与未

来》都是今天讲座的主题。

往年的公众科学日，数学院的活动多以科普为

主，针对的受众也多以中小学生为主，但是今年数学

院在科普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专业元素。数学院公

众科学日的团体也以数学系的大学生为主，来自保

定学院数学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系、北京邮电

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们参加了今天的活动。他们在数

学馆聆听新中国数学发展史，数学界前辈们的传奇

故事。他们参观最顶尖的研究设备和成果，与数学

院的在读学生交流。

中科院数学院：数字走近百姓生活

科技日报青岛5月 16日电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

刘洋）16日，周六，中国科学院海洋所举办主题为“创新

创业 科技惠民”的第十一届公众科学日。

住在青岛的市民们利用周六休息时间，纷纷走进位

于青岛市南海路 7号的中科院海洋所，一睹这个神秘的

国家科研机构的风采。市民们参观了亚洲馆藏量最大

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欣赏千姿百态的海洋生

物，生物标本库将展出我国历次南北极考察采集到的珍

贵海洋生物标本。同时，市民们深入中国科学院海洋生

物学、海洋地质学、海洋生态学等重点实验室，亲身感受

海洋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

活动当天，举办了青岛市第八届中小学生“我心目

中的海洋”主题绘画活动、海洋知识有奖问答、“我是小

小海洋科学家”海洋小实验、“走进南北极”科普讲座等

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中科院海洋所始建于 1950 年 8 月，是从事海洋科

学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发的综合性

海洋科研机构。作为全国青少年走进科学世界科技示

范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科普教

育社会实践基地、山东省三星级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

关心下一代科普教育基地、青岛市科普教育基地，中科

院海洋所每年定期免费开放，让社会公众有机会了解

海洋科学知识，零距离感受海洋科学魅力。

中科院海洋所：海洋生物标本千姿百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等领导参加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式，并饶
有兴致地参观了北京科技周的各大展区。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用声音不光能给设备看病，还能实时给出“B 超”

图？这不是个玩笑。在 16日中科院声学所第十一届公

众科学日上，这已经变成现实。

四楼展厅里，中科院声学所研究人员向公众讲解着

今年的新展品——超声相控阵探伤仪。

“这个叫换能器，别看只有一节手指大小，但里面布置

了32片压电陶瓷。”说话间他将换能器置于一块矩形的试块。

从外形看，矩形的试块千疮百孔，“身体”不同部位

被扎了多个笔尖粗细的孔。

“这是按照国家标准做的人工缺陷。”研究人员轻轻

推着换能器移动。当经过试块上的一个缺陷时，屏幕图

像呈现异常，“声波遇到障碍会反弹，我们通过信号处理

最终成像。它的工作原理与医学上的 B超类似。”

“为什么要安装那么多压电陶瓷？”

“压电陶瓷的工作原理是把电信号变成声信号，通

过对不同压电陶瓷激发不同延时和波形的信号，从而控

制在物理体中的传播声场。”研究人员说，“超声相控阵

探伤仪”本身体积不大，但它的复杂程度和一个小型相

控阵雷达相当。不同的是，声波能在金属物体里传播较

远，而雷达所用的电磁波则不行。

屏幕旁的一个银色盒子里，隐藏着“超声相控阵探

伤仪”的“大脑”，发现缺陷后它迅速计算，并以图像形式

实时快速地显示检测结果并报警。

“与传统检测技术相比，该技术大大提高检测灵敏

度和检测效率。”该人士自豪地说，这项我国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货车轮轴检测。

今天展示的声学“医生”中，既有主动听声的“超声

相控阵探伤仪”，还有被动收听声音的设备。

中科院噪声与振动重点实验室有个像旋转“风火轮”的

声相仪，上面布满了64个大小相同的声音传感器，在“风火

轮”中心，装有一个摄像头。当站在距离仪器约一米远的位

置发声，屏幕上迅速出现圈状彩色图斑，声音位置由此确定。

“当仪器有故障但无法确定位置时，可使用它定

位。”工作人员说。 （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

中科院声学所：声音“医生”给设备做 B超
本报记者 陈 瑜

全国各地科技活动周异彩纷呈
（详见今日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