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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策划
到 2016 年 4 月 16 日，有近 16000 名研究者在“知识

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网页上签名。他们

以这种方式和大型国际出版集团爱思唯尔（Elseviver）

划清界限。

这是科学共同体对跨国期刊出版商的抗争，抗争

其用学者免费的学术成果牟取高额利润，用商业化运

作为学术的正常传播筑起高墙。

大型出版商将技术手段运用到学术出版领域，搭建在

线出版和阅读平台，将分散的学术资源汇集成数据库，当

然是做了一桩好事；问题在于，它们从学者处获得知识产

品的版权后，将其打包高价出售给科学共同体，价格甚至

高到大学图书馆和科研机构难以承受的地步。

于是也有了类似 Sci-Hub 这样的网站。创办者高

呼“扫除科学道路上一切障碍”，“黑”了各大出版商数

据库，实现了 4800多万篇论文的免费下载。

“这是侵犯版权！”出版商们已经对网站主要运营商

提起诉讼。而Sci-Hub也有了中国版本，其网站上，运营

者这样写：“纯公益网站,旨在支持中国的科研事业!”

“资本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出版商将知

识视为商品。”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丁大尉和清华

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李正风曾撰文指出，在

知识的扩散链条中，知识产权的转让是维持科学信息垄

断经营模式的重要环节，科学家在发表知识成果的同时

往往被迫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而出版商则利用产权转

让关系通过“销售”科学知识产品攫取高额利润。

然而，创新型社会的发展，又要求知识以更快的速

度交流和共享，要求知识能够回归“公有性”的本质，而

不是被束缚在商业垄断的高墙之内。

进入 21 世纪后，“开放存取”的交流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这一理念主张，将论文的发表依托于网络媒介，

从而建构一个独立的、真正服务于科学研究和学术交

流的学术期刊出版体系。

它背后的精神，也与“知识共享”的理念暗合。“知

识共享”是一场围绕版权而展开的“信息解放”运动。

在版权专有和彻底去版权的公共领域之间的灰色地

带，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它试图开拓出一个灵活自由的

知识分享空间。

“在拥有权利与放弃权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二元

对立的关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

忠博研究知识传播，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著作权”的概

念并没有限制著作权人分享其作品。实际上，可以在保

有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将作品的复制、传播向社会开

放，将知识视作一种“分享财产”。“人们不贩卖或放弃自

己的权利，而是以分享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作品。”

新闻传播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国际

新闻界》，目前已经实现期刊论文全文免费上网。“我们

不靠杂志赚钱，不如全面开放，让更多人能够读到。”该

期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表示。

由于期刊运营获得国家基金支持，对于论文的分享，他

们表现得更加“慷慨”。

“可以让那些得到公共部门资金支持的期刊先行

开放，将期刊文章免费上网，然后逐渐推而广之，打造

高质量的公共数据库。”刘忠博指出，大型出版商对数

据库开价之高，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不可承受之

重；要改善这种状况，学术共同体必须有所行动，与大

型出版商进行抗争。“需要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共同来

思考，探讨建设这种数据库的可能性。”

这样的公共数据库，已经显现出了它的作用，它降

低了普通人获得科学文献的门槛，拆掉了知识流通的

高墙。刘忠博举例说，美国马里兰州高中生杰克·安佐

卡设计了一套能够准确快速检测胰腺癌的方法，而他

所需的医学文章，大部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免费文章。通过这些

分享，无法获得商业数据库使用权的人，同样能“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推动社会创新。

而在丁大尉和李正风的论述中，政府应该为新的

知识共享机制的构建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和法律支

撑。“构建全球性的、可在线共享的开放知识资源库的

理念的确已对当代科学研究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探索

网络环境下新的知识共享机制已成为当代科学交流活

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科技日报北京4月16日电）

科学知识传播如何越过商业垄断这道墙？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吴佳珅

图书馆和数据库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最近，北京大学图书馆挂出了一则通知，指出由于

数据库商“中国知网”涨价过高，北大图书馆正在与对

方进行续订谈判；不过谈判没有结束前，北大图书馆订

购的“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的访问服务不会中断。

近些年来，已有多所高校图书馆发出过和北大图

书馆类似的通知：知网涨价，暂停使用。

和国外学术期刊数据库不同，“中国知网”并非传

统纸本期刊的出版商或者发行商，它主要以与学术出

版机构逐一谈判获得授权的方式来集纳期刊论文电子

版、建设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李红祥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科学知识不是一种商品。但它在传播过程中，一旦

作为内容产业价值链中的一环，某些组织就把它当成

一种商品。“这不是科学知识本质的应有之义。”

“中国知网并非传统学术生态链条中的一环。它

提价了，学术期刊其实得不到什么好处。”一位不愿具

名的核心期刊编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知网每年以较

低价格买断其期刊所有论文，但在兜售论文数据库时，

开出的价格又“高得有点离谱”。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期刊编辑也认为，中国知网目

前算是“一家独大”，为了获得更高利润率，其涨价似乎

成为常态。“在卖方市场主导下，涨价的具体标准和缘

由难以追寻。”

对此，《国际新闻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刘海龙指出，在学术的出版和传播中，数据库商确

实付出了人力、物力成本，收费无可厚非。“不过，数据

库商获取利润，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学

术生产、传播链条上的行动者都应为构建一个良好的

学术生态体系而努力。”

李红祥认为，中国知网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垄断，

应让更多机构和组织参与这一行业的竞争，并加强行

业监管和社会监督。“数据库商不能把知识作为一种私

人财产来经营。其收取的费用，不能高出整个社会的

合理水平，除了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

（科技日报北京4月16日电）

数据库收费，除了合法还要合情合理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吴佳珅

在 4 月 17 日世界肿瘤日

来临之际，北京市科委公布了

历时三年的“中医药提升恶性

肿瘤疗效系统研究”项目成

果，为中医药综合治疗肿瘤常

见并发症提供了科学研究基

础。研究人员称，临床上具有

操作规范性、可重复性、适宜

推广性的“二黄煎”“参草手足

润肤膏”等有效制剂，即将在

未来开发成院内制剂或新药，

为更多患者服务。

国内启动首
个中医药提升恶
性肿瘤疗效系统
研究

在北京，恶性肿瘤已连续

8 年成为居民首位死因，而患

者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几乎

都会出现数种并发症，身心备

受折磨。在我国，中医药治疗

已成为综合治疗恶性肿瘤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广泛涵盖到

了治疗的各个阶段，很多患者

会寻求中医药来缓解肿瘤治

疗过程中的并发症和副反应，

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

势作用，北京市科委于 2013

年启动“中医药提升恶性肿瘤

疗效系统研究”重大项目，以

临床常见肿瘤并发症为研究

对象，以中医药治疗提高恶性

肿瘤并发症有效率为研究切

入点，以提高肿瘤整体疗效和

患者生活质量为核心，开展了

13 项前瞻性、随机对照、多中

心的临床研究，总计 20 余家

中西医医院参与研究，几乎涵

盖了北京市全部的中医医院。

据项目负责人、北京中医

医院肿瘤科主任杨国旺介绍，

项目研究过程中获得了总计

1990 例临床病例信息，形成

了中医药治疗芳香化酶抑制

剂治疗相关骨关节症状、消化

系统肿瘤术后胃瘫等提高恶

性肿瘤并发症治疗有效率的

治疗方案，形成了放射性皮肤

损伤、手足综合征、周围神经毒性等中医外治恶性肿瘤

及其治疗相关并发症特色技术规范。

这是国内首个大规模中医药防治肿瘤并发症系列

研究，研究过程严谨，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证据级别。

“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力图拿出科学的数据、证据来证

明中医药在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客观作用，挖掘中医

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特色。”杨国旺表示。

中医药广泛用于肿瘤治疗各阶段

据杨国旺介绍，中医药治疗肿瘤主要集中在三个阶

段：针对晚期患者，中医药能帮助患者延长生存期，改善

生活质量；针对完成西医手术、放化疗等规范治疗后，长

期应用中医药能延缓复发和转移的时间，或降低复发转

移的几率；针对希望用中医药来减轻并发症痛苦的患者。

据了解，在恶性肿瘤的发展和治疗过程中，几乎每

一位患者都会出现数种并发症，由于肿瘤本身进展而导

致的并发症包括疲乏、疼痛、贫血、血栓等，因肿瘤治疗

导致的并发症包括恶心、呕吐、腹泻、骨髓抑制、皮疹等，

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明显降低了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肿瘤

的治疗，某些并发症甚至是影响远期预后的独立因素。

临床中药制剂有望让更多患者受益

“本次项目研究的技术及形成的一系列中药制剂，

有些可以写进诊疗规范和指南，将会在基层医院进一步

研发推广，也可以转化给生产经营单位，让更多患者受

益。”杨国旺表示。

目前的研究结果验证了一系列中药制剂的临床疗效，

例如，北京中医医院的“益肾健骨颗粒”能够明显改善芳香

化酶抑制剂引起的骨骼肌肉关节的疼痛、僵硬及功能下

降，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安全性高，耐受性好。广

安门中医院的“二黄煎”喷雾对于放射性皮肤损伤疼痛、水

肿及受试者中医临床症状的疗效优于比亚芬，且制作成

本低廉；“参草手足润肤膏”可有效地缓解手足综合征的

临床症状，尤其在改善感觉迟钝、麻木感、针刺感、烧灼

感、红斑、肿胀、干燥脱屑、溃疡、疼痛症状有较明显的改

善和缓解作用。中日友好医院的“实脾消水膏”在改善恶

性腹腔积液患者腹胀、腹痛，以及食欲减退上具有显著作

用。东方医院的“胃瘫外敷方”运用中药穴位贴敷的给药

途径，外治消化道肿瘤术后胃瘫，药物作用直接、操作简

单、疗效确切，易于被患者接受，临床上具有操作规范性、

可重复性、适宜推广性。有专家称，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

中医药治疗肿瘤相关并发症“简、便、廉、验”的特色，具有

良好的社会效益。 （科技日报北京4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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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16 日
电 （记者朱丽）站在 64 平方米

的“天幕”下，戴上脑机接口设

备，你的情绪幻化成“天幕”上数

只蝴蝶，在你头顶的光环中翩

翩起舞。光环的边界范围随着

你的心情而改变，甚至你还可

以凭借“意念”吸引蝴蝶飞进光

环……当幸福拥抱科技，荧屏中

的科幻场景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4 月 16 日，在首届中国积

极心理学应用高峰论坛上，“世

界最幸福的房子”——清华大

学 幸 福 科 技 实 验（简 称“ 清 华

H+Lab”）宣布成立。这标志着

我国率先建成世界第一个将积

极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产学研

转化的科技创新孵化平台。清

华 H+Lab 是由清华大学心理学

系、清华科技园、启迪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以幸福、健

康、和谐为理念，集研发、学习、

体验、展示、孵化于一体的复合

型创新幸福科技平台。内含目

前世界最先进的云计算、大数

据技术、生物和神经科学等技

术设备，能有效测量、追踪、关

怀、保障和提升人们的主观幸

福感。屏幕上频繁出现含有人

脸情绪的图片，每张对应一种

正性或负性情绪。通过捕捉眼

球运动，记录用户按键反应时

间，10 分钟测试完成，你就知道

自己是不是得了焦虑症或抑郁

症。在展示区，清华电子系研

发的这台基于情绪图像认知反

应的心理测试仪器在今年即将

实现产业化。

清华 H+Lab 联合主席、清

华 大 学 心 理 学 系 主 任 彭 凯 平

介绍，在 H+Lab 的科研工作者

不 仅 能 够 实 现 对 幸 福 感 的 科

学检测，同时结合新媒体交互

体验技术，利用脑电信号采集

训 练 系 统“ 天 幕 ”项 目 和 全 息

声疗系统“心声”项目，还可以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更

直观地感受幸福。通过测定心电波，“懂你”帮你了

解亲属的喜怒哀乐、进而给予心灵关爱；“八度阳光”

团队将柔性晶硅电池制成太阳能充电钱包，跟普通

折叠钱包一般大小，阳光下两个小时就能给手机充

满电；来自美国的“开豆”公司自主研发提高认知能

力的方法，有助于儿童提高语言学习能力，促进运动

员提高运动技能……

首批入驻清华 H+Lab的创业团队正在用科技提升

人们的幸福感。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启迪控股董

事长梅萌表示，启迪控股已首期为清华 H+Lab 注入

2000万人民币，未来还将成立总金额达 2亿元人民币的

幸福科技发展基金，用以培养幸福科技领域创业先锋，

孵化造福社会前沿项目。

清
华
建
成
首
个
可
孵
化
﹃
幸
福
﹄
的
创
新
平
台

情
绪
图
像
认
知
反
应
心
理
测
试
仪
即
将
实
现
产
业
化

4月16日，在深圳举行的“羽林争霸”业余羽毛球比赛上，成都电科创品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羽毛球机器人Robomintoner吸引了众人目光。据该公司工程师介绍，
Robomintoner运用高精度滑轨式挥拍支架与快速机械运动底盘、高精度快速移动目标视觉跟踪算法、机器人实时位置校正等技术，达到一般羽毛球爱好者的基本水平。
图为羽毛球机器人和一位羽毛球爱好者对战。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会打羽毛球的机器人亮相深圳会打羽毛球的机器人亮相深圳

4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清华大学时，听

取了高温气冷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设计师、清华大

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中核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张作义教授关于第四代核电站高温气冷

堆发展情况的汇报。

“总理对核电的发展非常重视，对核电的情况也非

常了解。他问了我们关于关键技术的研发、核电安全

性以及安全性如何验证的问题。”张作义回忆。

高温气冷堆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

代先进核电技术，具有固有安全性、应用领域广泛、可

模块化建造、市场适应性强等特点和优势。建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20 万千瓦级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是

高温气冷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一个核心目标。目

前，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已经进入全面

安装的建设阶段。今年 3 月 20 日，首台反应堆压力容

器成功吊装就位；3 月底，球形燃料元件生产线建成并

进入正式生产阶段；4 月初，数字化仪控系统（DCS）顺

利交货。各项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总理还特别追问，什么时候示范电站能够并网发

电。总理也表示支持高温气冷堆‘走出去’。”张作义表

示，经过清华大学数十年的科研攻关，如今高温气冷堆

已经走向产业化。“我们回答总理，2017年示范工程将建

成发电，它将对我国第四代核电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目前，高温气冷堆的商业化推广已经启动。国内，

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已经启动前期工作；国际上，中国

核建集团与沙特能源城于今年 1月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高温气冷堆“走出去”迎来了重要机遇。

总理鼓励高温气冷堆“走出去”
2017 年示范工程将建成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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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东大距，这将是水星 2016年的第一次东大距，也是

观测水星的一次好机会。如果大气透明度够高，公众

可以在傍晚的西方低空寻觅到水星的身影。

水星是太阳系八颗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也是其中个头最小的行星。它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落

下，常常淹没在太阳的光辉中而难觅踪影。当水星运

行到“大距”的位置时，是观测它的好时机。

4月18日，水星东大距，这颗行星看起来在太阳东边

最远的位置，我国公众可在18日前后几天的傍晚寻找水

星的身影。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李昕表示，用肉眼看水

星，对天气和大气透明度的要求很高。今年4月中、下旬

水星的观测条件都不错，观测并非只能在大距当天进行。

今年水星将出现西大距和东大距各 3次，但并非每

次大距都适合观测水星。“决定水星观测条件好坏最重

要的因素是它和太阳的赤纬关系。”李昕说，对于北半

球来说，如果大距期间水星的赤纬高于太阳，那么观测

条件就会很好。反之，水星在日出或日落时的地平高

度就会较低，不适合观看。

据了解，下一次水星大距是在 6 月 5 日，水星出现

在太阳西边最远的位置。

18日前后水星盖头掀起来

（上接第一版）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存在

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基础研究特别是基础数学存在“短

板”。希望把基础数学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有一批人能

够静下心来甘于坐“冷板凳”，把板凳坐热。要建立对基

础研究长效支持机制，让教学和科研人员拥有合理稳定

的收入保障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在沿途经过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法学院时，李克

强与围拢过来的师生们亲切交流。得知北大山鹰社正在

为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做准备，李克强向他们致以美好

祝愿并叮嘱要注意安全，希望广大同学们加强体育锻炼，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强健体魄，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李克强还来到北大学生食堂，与学生们一起用餐，

了解食堂饭菜价格和学生学习生活情况。他叮嘱学校

负责人要为广大学生营造更好环境。

刘延东、郭金龙、杨晶陪同考察。

李克强考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上接第一版）
“已有研究表明空间环境能够诱变家蚕。但是，诱变

过程中哪些基因发生了变化？”黄勇平说，这次由返回式卫

星带上天的家蚕胚胎培养箱里，有12盒家蚕胚胎样品，在

空间连续培养12天，温度控制系统每两天会将2个试管温

度降到不再生长的5摄氏度，将家蚕胚胎的生长状况分阶

段固定下来，等卫星返回地面后研究不同生长时期里基因

表达的差异，例如是否会在某一阶段基因发生突变等。

“胚胎阶段的基因变化，对以后家蚕的生长发育很

重要。”在解释实验意义时黄勇平说，经过亿万年的进

化，自然界生物有一些很“机智的做法”。在家蚕胚胎

生长阶段，会把以后成长为“幼虫”、“蛹”、“成虫”等阶

段的基因都表达一遍，这是一个预先筛选检测过程，如

果发现有缺陷后发育就会当即停止。

因此，经历过太空空间培养的家蚕，胚胎期基因表

达与突变检测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等返回地球，这些

经过太空之旅的胚胎样品是否还能长成家蚕？实验结

果令人期待。

第三堂课：“上过天”的神经
干细胞能量会变大吗？

施工时高空坠落、遭遇突发车祸……日常生活中

一旦发生这些意外，如果损伤了中枢神经，康复几率十

分渺茫。在“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卫星上，搭载着这

样一个实验装置，正在为未来更好的修复神经损伤而

做着基础研究。

神经干细胞被看作神经系统的“种子”细胞，是一

类具有分化和自我更新能力的母细胞。如果人们神经

系统出现损伤，神经干细胞可以变成神经元或是胶质

细胞来修补损伤。

那么进入太空之后，在微重力环境下，神经干细胞

的增殖和分化有没有变化？

微重力环境是一种特殊的实验环境。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再生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韩津介绍，他们希望能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发现

促进神经干细胞高效定向分化的机制，为地面研究提

供更多的信息，诱导神经干细胞分化成为更多可用于

治疗疾病的神经元，使其更好地为人们所用。

“目前这些细胞在太空的生长情况良好，等回收后

我们会分析蛋白质表达、基因表达情况。”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戴建

武研究员说，未来，希望神经干细胞能够更多的变成我

们需要的神经元，以修补神经系统的损伤。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