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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走基层

聚变能源，作为人类梦寐以求的终极能源，也被誉

为“人造太阳”，一旦实现商业发电，将从根本上解决人

类能源问题。从美国国家点火装置到国际热核聚变实

验堆(ITER)计划，无不是为这一终极目标而探索。

为在这场漫长曲折的终极能源探索中，升起来自东

方的“中国太阳”，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与生产单位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正是其中一支隐秘而伟大的先锋力量：

从1967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用惯性约束聚变

的方式实现核聚变反应至今，该院通过军民融合的全国大

协作，不断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不断冲击世界先进，逐步建

立相对完整、独立自主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体系，建成神

光-Ⅲ、聚龙一号等多套大型科学实验装置。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应邀走进中物院，探寻这里军

民融合发展，追逐我国聚变能源梦的峥嵘历程。

聚变反应，基本原理是通过使氢的同位素结合，产

生氦和中子释放巨大能量。目前全球科学家们聚焦研

究、可能实现可控核聚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即磁约束

聚变和惯性约束聚变。前者是通过强磁场较长时间约

束高温稀薄等离子体使之发生聚变反应，例如 ITER 计

划。后者原理类似氢弹，是利用多种高能量驱动方式

形成高温高压环境，使氘氚靶丸实现热核聚变点火和

燃烧，从而释放出更为巨大的能量。由于它可控、清

洁、高效和资源充足，就像是装在“瓶中的太阳”。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作为我国科

学家与国际同步提出、同步研究的终极能源道路，于诞生

之初便是我国军民融合研究的典范。其理论雏形，最早来

源于“利用爱因斯坦的受激辐射原理，将激光放大后照射

氘氚产生中子的实验建议”。这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曾

任中物院副院长的王淦昌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与国外

科学家同期独立提出的。随后，为我国氢弹理论突破作出

重要贡献的于敏先生明确了惯性约束聚变的实现路径。

“你们知道激光的名字是谁取的？神光系列又怎

么得名？”中物院副总工程师张小民说，“‘激光’一词是

1965年由钱学森先生提出的，而在 1966年，钱老听说了

惯性约束聚变的构想后对此评价：你们的事业是在地

球上人造一个小太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中科院通过

科研合作，共同组建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团队，并成立

了国内第一个惯性约束聚变专业实验室，开展理论、实

验、诊断、制靶、驱动器“五位一体”实验。1985年该项研

究迎来重大成果，我国首台实现两路光源、千焦耳级出

光，并可用于激光约束聚变科研的大功率激光器在中物

院诞生，张爱萍将军曾亲自为它命名为“神光”。这就是

目前我国神光-Ⅰ、神光-Ⅱ、神光-Ⅲ系列名称的来源。

在国际聚变科研领域，无论是磁约束聚变，还是惯

性约束聚变，都是世界各个科技大国暗自角力的战

场。而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之所以在技术封锁的

环境下，与世界科技强国并驾齐驱，正是由于它的军民

两用特殊性质。“惯性约束聚变是在高温、高压、高密度

条件下的实验。这实际上是与武器物理有关联的。目

前在全球科学界对于聚变能源的探索中，惯性约束聚

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张小民说，由于

惯性约束聚变可用于未来清洁能源开发，各科技大国

纷纷投入巨资开展研究，竞相争夺这一高技术领域的

战略制高点。目前，随着我国对聚变科研的不断重视、

新老科学家们前赴后继的努力，惯性约束聚变相关领

域的研究正不断取得新突破。

作为开展高能量密度物理和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首台

十万焦耳量级高功率激光装置，“神光-Ⅲ主机装置”，已在

中物院基本建成。作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激光装置，神

光-Ⅲ主机装置共有48束激光，总输出能量为18万焦耳，峰

值功率高达60万亿瓦。2015年2月，神光-Ⅲ主机装置六

个束组均实现了基频光7500焦、三倍频光2850焦的能量输

出，激光器主要性能指标均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标志着神

光-Ⅲ主机基本建成，我国成为继美国国家点火装置后，第

二个开展多束组激光惯性约束聚变实验研究的国家。

2014年12月27日，中物院聚龙一号装置建设项目通

过国家验收。作为国内首台多路并联超高功率脉冲激光

装置，其采用超高功率脉冲装置驱动柱形金属丝阵负载，

使其汽化并向轴心箍缩（即Z箍缩），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

类先进水平。中物院脉冲功率技术及应用研究室主任王

勐说，聚龙一号输出电流达到800至1000万安培，电流脉

冲上升时间小于千万分之一秒，瞬间功率超过20万亿瓦，

相当于全球平均发电功率的2倍。截至今年5月，该装置

进行近170次试验，取得了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物理

实验结果。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少数几个独立

掌握数十万亿瓦超高功率脉冲加速器研制技术的国家。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在几代科学家的不懈探索中，

中物院惯性约束聚变科研及系列科学大装置，不仅正

为武器物理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也为人类

开展远期聚变能源研究提供重要手段。

地球上“造太阳”的追梦之旅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盛 利

图为超高功率脉冲装置聚龙一号放电瞬间

新华社北京 7月 25 日
电 （刘奕湛 肖泰景）记者

25 日从国家行政学院了解

到 ，2015 年 中 国 主 要 城 市

（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

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自治

区首府）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EDGI）排名前十的城市依

次为：北京、上海、广州、青

岛、深圳、厦门、杭州、福州、

武汉以及南昌。

25 日，在 2015（第十届）

中国电子政务论坛上，由国

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

中心组织开展研究的《2015

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

平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旨

在更好地反映我国城市电

子政务发展的现状，探索具

有中国特色的电子政务发

展道路。

据介绍，报告调查对象

涵盖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自

治区首府、地级市共 338 个

城市，报告在联合国电子政

务调查评估框架下，以国家

信息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和

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体

系为标准，构建全面反映我

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的评估指标模型，综合运用

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的采

集方法与分析工具，从基础

准备、在线服务、电子参与、

移动政务四个方面客观评

估我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

水平，特别是在针对“互联

网＋”时代电子政务发展的

新问题和新情况，以利于更

好地总结经验、诊断问题，

促进我国电子政务持续、健康、均衡、有序发展。

报告显示，与 2014年相比，我国主要城市电子政务

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适应了移动互联时代

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取得了一定建树和成果。

据了解，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是国家

行政学院直属科研单位，是国内最早开展电子政务研

究的专业机构之一。多年来，以电子政务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为主，充分发挥学院政府管理领域的综合优

势，推动政府管理和信息技术相互融合，研究和解决电

子政务领域基础性、战略性、对策性、前瞻性关键问题，

为电子政务建设提供政策咨询、需求分析、规划设计、

决策支撑、教学培训服务。

“中国电子政务论坛”由国家行政学院、国家信息

中心联合发起创办，从 2006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本

届论坛的主题是：互联网+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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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周嘉恩 记者王春）
近日，由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和东方

财经·浦东频道共同打造的“众创时代

下的上海机会”科创主题论坛在沪举

行。该论坛就上海众创空间在创新

2.0 时代下的探索，寻找企业创新、成

长的上海机会，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发展等话题进行探讨。

上海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雄在

论坛上发布了《上海众创空间建设与发

展报告》：目前上海已有创业孵化园区

71家，累计预孵项目 5300多个；孵化器

149家，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 125家、新

型孵化器 24家，在孵企业有近 7000家；

加速器14个；涌现出新型创新创业服务

机构近百家。“这些众创空间内，已形成

了由金领、白领、蓝领、上海人、外省市

人、外国人、教授（科技工作者）、大学生

等组成的上海创业‘新军’。”严雄说。

《报告》指出，上海的众创空间包

括天使投资、产业链、创客孵化、大企

业平台、咖啡沙龙、创业教育、朋友圈、

创业媒体、综合创业孵化、跨境合作等

模式。严雄指出，未来众创空间的运

营将围绕产业生态更为专业化，具有

一定品牌度的众创空间将迅速扩展，

大企业平台模式将成为主流；众创空

间与风险投资更加无缝对接；创业社

区和创业社群会越来越成熟；众创空

间的专业化、品牌化、规范化、规模化、

平台化特征将日益明显。

戈壁创投合伙人徐晨提出，在众创时

代下,创业者最需要的不是场地和资金，而

是4.0孵化器。与普遍的孵化器主要提供场地、服务和资金

不同，4.0孵化器关键在于连接和分享。“只要连接做好了，小

产品可以产生大势能。如何更好地连接创业者，连接服务，

连接经验，连接人脉，是未来孵化器服务好科创企业的关

键”，徐晨解释说。他还以iPhone为例子，解释“与其更好，

不如不同”的观点。未来孵化器将会与时并进，精要准确地

为创业者找出问题，并为在孵企业解决各类问题。

浦东新区科技孵化联盟秘书长吴俊也在会上分享了

《浦东新区众创空间现状与发展》。据悉，目前浦东新区

的孵化器有 39 家，占到整个上海孵化器总数的近 1/3。

吴俊透露，未来浦东的众创空间将在上海自贸区和科创

中心的建设背景下，迈向国际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利用

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浦东孵化器将走向世界，成为

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中心。

上
海
：
众
创
空
间
集
聚
众
多
创
业
﹃
新
军
﹄

“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比桑葚

要好得多”。

还记得鲁迅先生笔下《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的覆

盆子吗？就是这“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让黄远超放

弃了加拿大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湖北天门，心甘情愿

地当起了农民。如今在天门，这种学名为树莓的水果

悄然成长为全产业链的“黄金果”。

树莓，又称覆盆子，在国际上被誉为“黄金水果”

“抗癌克星”。黄远超告诉记者，树莓产品在国外市场

已非常成熟，每年需求量在 200 万吨以上，但国内产量

很小，基本都用于出口。

“我要让中国人也喝上树莓原浆。”为了实现这个

看似不大的目标，黄远超用了 8年。

有机树莓农场，百分百的纯天然

从砸了“铁饭碗”下海经商，到生意越做越大时回

湖北老家种树莓，黄远超的人生经历了两次创业。

1997 年，黄远超放弃了在机械部自动研究所 11 年

的工作，下海经商，从事汽车贸易。短短 5年，从文化产

业到汽车贸易，从影楼到宾馆，他的商业版图不断扩

大。2002年，黄远超携全家移民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日子很安逸，但我不想过这种退休生

活。”2006 年，已迈入不惑之年的黄远超无意中邂逅了

树莓，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国内也有一些零散的种

植项目，以鲜果出口为主，但我觉得中高收入阶层正在

崛起，他们既有购买力，也有天然健康食品的消费需

求。”一番考察后，他毅然决定投身树莓产业，成立了湖

北金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凭借着一份热情，黄远超在从来没有种过树莓的

江汉平原上开始树莓种植。2006 年，黄远超与技术人

员选了 7 个品种几千棵苗在长寿林场的四亩田里试

种。3年后，黄远超投资百万，建立了 200亩红树莓实验

基地，栽下了 20万株树苗。眼看就要结果丰收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暴雨却让所有树莓“全军覆没”，损失惨重。

这场“天灾”没有让黄远超放弃，他依旧不改初心，

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完善基地的各种设施。目前，他的

树莓基地已经达到 2000 亩，全部实现滴灌灌溉。“只要

不发生地震，冰雹，洪水这样的恶劣天气，平常的干旱、

雨涝对树莓产量都不会影响。”黄远超自信地说。

“这是个‘娇小姐’，投入大，风险高。”黄远超告诉

记者，树莓对土壤和气候要求十分严苛，全程不能打一

滴农药，收获时也只能人工采摘，保存更是难上加难。

经过多年摸索，黄远超的有机农场包含红黄黑 3 种颜

色，7个不同品种的树莓，全部适合天门的气候。

7 月 21 日，记者来到黄远超的“树莓王国”，只见他

基地里一片红火，一颗颗红宝石般的树莓果半遮娇颜

“躲”在茂盛的叶子下，工人们认真有序地采摘着。今

年，有机树莓农场将迎来第一次大丰收，产量达到 200

万斤，价值 1亿多人民币。

“成片成片树莓成熟的时候，就像自己养的孩子长

大一样。我们全程有机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树

莓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利用，真正实现了循环绿色经

济。”站在自己的树莓农场中，黄远超将自己的产业已

规划到 2020 年，“到那时，种植面积将达到 1 万亩，将周

围的 10 个村子组成一个树莓新村，建树莓采摘观光景

点和小浆果资源圃。农村的面貌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农民可以就近工作，农场整洁漂亮。”

多条产业链结合，小小树莓
带领农民致富

走进生产车间，树莓鲜果、树莓汁、树莓茶等几条

生产线正在运行。历时 8 年，投资近 7000 万，黄远超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

院所合作，对树莓果实、果渣、叶茎的生物成分和医药

功能进行分析，“吃干榨尽”一棵树莓，极大地提升了

产值。

黄远超告诉记者，树莓原果由人工采摘，冷链运输

到无菌加工车间，经过人工榨取方式，提取 100%纯树莓

果浆。产生的树莓渣制成保健含片。树莓叶经过深加

工，制成四种不同品种的树莓茶，具有健胃提高免疫力

的功效。此外，就在7月21日，金莓科技与劲酒签署了合

作协议，共同进行树莓酒的研发，预计最快数月内上市。

在一些私人会所和一些商超，树莓鲜果和一系列

产品逐渐进入市场。据悉，125克一盒的树莓鲜果竟卖

到 58 元的“天价”，而且每天的销售量达到 1000 多盒。

一瓶 175ML的树莓原浆售价近百，依旧供不应求。

为了更好地保证树莓原果的种植和采摘，黄远超

将 2000亩树莓基地实行“网格化”管理。水府庙村吴小

平是种植基地的负责人之一，他介绍，农场每 100 亩聘

请一个管理员，由每个村的小组长担任，负责日常管理

及请季节工。每到栽植和采摘时节，周边 5个村的上千

农民都来帮工。

“坐收土地租金，还可以在家门口挣工钱。”在基地

打工的水府庙村农民陈翠娥乐呵呵地说，她家的 5亩地

租给了金莓公司，年租金 3500元。

“我希望将纯天然的树莓系列产品，原汁原味送到

千千万万中国消费者手中！”对于黄远超来说，树莓就

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他去探索。

黄远超：把覆盆子变成家乡“黄金果”
本报记者 刘志伟 实习生 邹雪妍

（上接第一版）
有绝技、身价也不菲，这自然让那些舍得砸钱的机

器人团队在性能上更胜一筹。“但也不能一味比拼造价。”

陈小平说，“所以本次在服务机器人精确测试项目上，我

们设置了价格门槛。”据悉，今年要求参加这项比赛的机

器人最高造价不超过1.5万元，包括基本移动平台和传感

器。“往年5万元是最便宜的，高的可能要到二三十万元，

产业化的机器人要力求最低价格、最优性能。”陈小平说，

“除了出于公平公正的考虑，大赛还希望能够引导机器人

的研发工作向经济实用的方向发展。”

他介绍，服务机器人项目是从 2005年设立的，今年

正好是 10 周年，是到“做出改变的时候”了。“我们提出

这个要求，是希望将科研人员的注意力从过去完全聚

焦于基础研究，转向同时体现应用需求。只有这样，服

务机器人才能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和家庭。”

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

(上接第一版）办学特色不明显，办学定位偏于大而

全——由于办学经费主要靠生均拨款，所以高校更乐

意扩招成本低的大文大理专业，而培养成本高、山西又

迫切需要的工科人才少。在经济下滑、产业转型升级

时，这块短板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些都说明，山西长

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缺乏对高等教育和人才的依赖，

很多积累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

通过初步调研，山西高校存在着创新力量不足、

服务能力不强、机制体制不顺、成果转化不够等 10 大

问题。

改革的目标是：改革高校职称评定和人才评价

标准。引导更加重视来自生产一线、解决产业问题

的重大“横向”课题，增加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让

的权重，改变职称评定中解决一个产业关键技术问

题比不上一篇学术论文的状况，对科研型和科研教

学型教师形成正确导向。改革高校学科和专业设

置。充分对接山西产业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破

解高校创新资源缺乏、创新力量不足的问题。突破

奖励额度限制，大力引进教学科研型人才，特别是

团队的领军人才。在高校全面落实国家和省成果

转化奖励政策，激励高校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

础上，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产业技术攻关上来。破解

高校成果转化难的问题。通过创新职称评定和人

才评价标准，引导高校教师走出学校，了解产业技

术需求，承接产业技术难题，使高校科研成果更接

地气。

科研院所改革：打造一支新
型研发机构

山西省属科研院所改革严重滞后，从 1999 年省里

确定 16 个科研院所改制到现在，还有近 60％的院所没

有改制，甚至没有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目前山西省科

技厅已经牵头提出了科研院所改革意见，将着眼打造

集研发、技术供给、成果转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

三大改革的着力点是，破解科技创新发展的体质机制

障碍，打破部门界限、区域界限，整合配置科技资源，加强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深

度融合，健全科技评价和奖励机制，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

力，为山西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暑假期间，安徽合肥市育新小学城市学校少年宫对全校学生免费开放，假期校园成为学生们遨游艺术海洋的乐园。图为在合肥市育新小学城市学校少年宫，小学
生在学习弹奏古筝。 新华社发（安君摄）

乐乐 享享 暑暑 假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