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值班主任 王俊鸣 责编 聂翠蓉 陈 丹 2016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一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国外看中国创新③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8日电（记者林小春）经过 7

个多小时的艰苦工作，国际空间站上的首个试验性充

气式太空舱在 28日的第二次充气尝试中成功展开。这

个“充气房”被看作未来人类探索深空的栖息地雏形。

当天的工作从美国东部时间 9时 4分（北京时间 21

时 4分）开始，由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杰夫·威廉斯负

责给这个名为“比格洛可展开活动模块”（简称比格洛

模块）的太空舱充气。鉴于微重力环境与地面完全不

同，为确保安全，威廉斯每次只把充气阀门打开很短时

间，最长 30秒，最短只有 1秒，然后观察一段时间。

充气过程中，威廉斯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说：“我

听到了像在锅里炸爆米花的噼啪声。”充气式太空舱

的制造商比格洛航天公司随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解

释说：“好消息，‘噼啪声’是（充气房）内部条带展开的

声音。”

人工充气工作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4时 10分（北京

时间 29日 4时 10分）全部结束。期间，威廉斯先后开关

充气阀门 25次，总充气时间 2分钟 27秒，“比格洛模块”

的长度从两天前的0.15米增至1.7米，直径扩至3.2米。

随后，威廉斯打开了“比格洛模块”内部储存的 8个

气罐，用了 10 分钟把此太空舱内气压增加到与空间站

内部大体相同。在此过程中，“比格洛模块”长度继续

增加，最终长度达到约 4 米，而内部空间大小为 16 立方

米，与一个小型卧室相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说，接下来一周将检

查“比格洛模块”是否漏气。如果一切顺利，威廉斯将在

检查工作完成后约一周打开舱口，第一次进入其内部。

今年 4月初，“比格洛模块”搭乘“龙”货运飞船飞抵

空间站。在 5 月 26 日的第一次充气尝试中，据 NASA

说，由于太空舱可能被紧压收缩的时间太长，其外层纤

维织物难以顺利展开。

按计划，这个充气式太空舱将与空间站对接两年。

NASA称，充气式太空舱重量轻，在运载火箭内占用空间

小，但膨胀后可供利用的空间大，人类未来到月球、小行

星、火星乃至其他太空目标的旅行都可能用得上。

国际空间站首个“充气房”成功展开
人 类 探 索 深 空 栖 息 地 或 初 具 雏 形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人文交流与合作是中俄关系的一大亮点，也是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根
基所在。近年来，中俄连续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和青年友好交流年等主题年活动。俄罗斯副总理、中
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戈洛杰茨表示，“人文合作是俄中关系的坚实基础”。

图为在俄罗斯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一名女士制作杨柳青木板年画。 新华社记者 戴天放摄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商学院创业创新专家李俊博

士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世界上

公认的创新活跃型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

迫切需要加快经济模式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

伐，这需要处理好技术、人才和包容（即“3T”要素）之

间的关系。

企业创新需“三管齐下”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的理论，创

新型经济的“3T 要素”分别指技术（Technology）、人才

（Talent）和包容（Tolerance）。在李俊博士看来，技术

是创新型经济的载体和标志，也是创新型人才的创造

成果；人才是创新、技术进步的动力；包容性文化和激

励机制则有利于实现人尽其才。

李俊把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概括为“二次创新活

跃，开创性原始创新薄弱”。他认为，针对当前原始创

新薄弱的局面，国内企业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三管

齐下”：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国际并购获取核

心技术；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基地进行原创型研

发。但中国能否成为创新型国家，最终将取决于国内

自主创新的能力：即原创知识的开发和创造性运用，

以及对国外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

创新型人才是根本

在国际上，一个国家拥有工程学位的大学毕业生

人数，是衡量其创新型人才资源的标准之一。在李俊

博士看来，技术进步的根本在于创新型人才，中国具

有世界上庞大的创新型人才库。首先，中国的高等院

校理工科在校生人数居世界之首，2014年理工科本科

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 140万。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超过 100 万人，近年留学海归人

数持续增长，共达 36 万人。再次，近几年中国通过各

种人才计划，从国外引进了一批高端人才。2014年仅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申报人数就达

5720 人。具有同等意义的是，2006 年以来，中国的创

业模式实现了从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的转变。

据测算，全国每年进行机会型创业的人数达 8000万以

上。这表明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有数量庞大的

科学技术人才，也有相当规模的不惧风险创业者。让

创新型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迫切需要。

包容性创新文化待营造

李俊博士认为，在创新型经济的“3T”要素中，中

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营造包容性创新文化。包容既是

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对人对事的开放心态。在中国

培育包容性创新文化，需要注重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包容创新过程中离经叛道的观念和行为。

创新的本质就是做与众不同的人和事。目前中国大

量存在的是在既有技术范式上的二次创新，缺乏以开

创新技术范式为宗旨的原始创新，二者在创新特性上

具有本质区别。从现有技术范式和思维习惯的角度

来看，原始创新的观念和行为似乎离经叛道，这就要

求社会要有包容心态，在观念上扭转凡事强调整齐划

一这种不利于创新的观念。

第二，包容失败。原始创新的成功率低，重在锲

而不舍的追求。今天苹果公司创新硕果累累，但当年

它因创新受挫也曾奄奄一息；同样，美国硅谷因诞生

了一批世界级企业而被视为创新宝地，但硅谷的成功

恰恰是建立在大量创新创业失败的残酷现实之上

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胜王败寇”的观念不利于

包容失败，亟待扭转。

第三，包容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中国的创新模

式注重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发挥政府的管理职

能，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互为补充。另外，中国模式

强调战略规划、凝聚共识、政府主导和自上而下。这

种创新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明确创新战略愿景，集一

国一地之力支持创新，但也存在挤压市场、过渡干预

的风险。包容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就是要包容市场

经济中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

用，减少社会寻租的机会。

（科技日报伦敦5月28日电）

创 新 与 转 型 “ 3T ”最 关 键
——英国创业创新专家李俊博士为中国科技创新支招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

本周焦点

英皇家学会认为转基因农作物可安全食用
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宣传册子指出，与传统农作

物相比，转基因农作物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食用转

基因农作物是安全的。在一周之内，英国皇家学会成

为全球第 2 家摈弃“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人类健康风

险”担忧的主要科学机构。

该小册子由英国 6 名资深植物学家组成的专家

组完成，其中包括剑桥大学的两位著名教授。该报告

的结论指出，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

康带来任何威胁。

本周明星

热光伏设备：或使光电转换率突破极限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首次证明，使用太阳

热光伏设备（STPVs），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有

望突破理论限制。它能不让太阳能电池内无法使用

的能量以热的形式散失，所有能量和热首先被一个中

间元件吸收，让元件达到能释放热辐射的温度。通过

调节添加层的材料和构造，辐射能以合适波长的光释

放出来，而这一波长的光刚好能被太阳能电池捕获，

从而提高系统的光电转化效率，并降低太阳能电池的

热生成。

外媒精选

SpaceX第三次在海上成功回收火箭的第一级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成功完成了本

月的第二次发射任务，而它的“猎鹰 9”号火箭第一级

已是第三次在海上成功着陆。SpaceX 至今完成了四

次火箭第一级成功回收，其中有三次是在海上，而回

收火箭第一级是重复使用火箭的第一步，将有助于大

幅降低发射费用。

一周之“首”

“薛定谔猫”首次实现同处两地
科学家在实验中制造出一种状态更加奇异的“薛

定谔猫”，它同时存在于两个箱子之中，新研究第一次

给单模式猫态引入量子纠缠的元素，其产生的量子态

可以比作一只“薛定谔猫”跨越两个箱子，或者说是首

次实现一种双模式猫态。该成果朝研制实用可靠的

量子计算机又迈出了一步。

英首次批准对中草药进行临床试验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科学家将测试中草药在治疗

复发性尿路感染中的作用，以研究能否用中草药替代

抗生素来治疗此类症状。这是英国首次批准对中草

药进行临床试验研究。该临床试验属于双盲、随机实

验，研究对象或将接受由中医开具的“个性化”中草药

药方，或将接受初级保健医生开具的“标准化”草药药

方，治疗周期为 16周。

本周争鸣

太阳超级耀斑或有助地球早期生命存活
是太阳超级耀斑触发了最初的地球大气化学变

化吗？科学家通过天文望远镜对恒星风暴进行观察

后认为，太阳年轻时的活跃可能有助于给早期地球生

命提供所需成分和气候。类似过程可能也对火星早

期环境产生了影响，对那些环绕着其他年轻恒星的类

地行星来说，这一过程对其气候和是否能存在生命也

产生了类似的重要作用。

洁净大气中也能形成气溶胶
两项独立研究发现，即便在没有硫酸污染的洁净

大气中也能形成气溶胶，这是大气中固态和液态悬浮

颗粒物的总称。该发现提出了一种气溶胶形成新机

制，打破了“化石燃料排放是形成大气气溶胶必要条

件”这一传统理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或将

因此面临重估。

前沿探索

英呼吁设创新基金资助新抗生素研发
由英国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全球范围内

由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病菌抗药性问题日益严重，新抗

生素供应速度远远不足，同时传统抗生素被过于广泛

使用，导致病菌抗药性不断进化，需要全球性变革来

改变现状。如不立即采取行动，预计到 2050 年每年

将有 1000万人因此失去生命。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适用遥远宇宙
一个以日本科学家为主的国际联合研究小组，利用

在夏威夷的“昴”望远镜对遥远星系进行观测，在绘制平

均距离130亿光年约3000个星系范围的宇宙三维图的

基础上，首次测算出由重力引起的大规模结构形成速

度，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在遥远宇宙中也成立。

新技术可准确预测流感病毒抗体变异
一个以日本、美国和英国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成

功开发出一项可准确预测季节性流感病毒的新技

术。研究小组首先开发了人工制造变异性流感病毒

的“反向遗传学法”，并利用此法向流感病毒遗传基因

中导入各种变异，制作出具有不同抗原特征的病毒

库，这有助改善疫苗预防效果。

一周技术刷新

新型光学显微镜突破分辨率极限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科学家演示了一种空间

分辨率达 2η（η是非线性光强反应单位最高级）的多

光子—空间频率调制成像（MP-SPIFI）技术，突破了

光学显微成像分辨率极限。该技术的另一个重要优

势是，能为高度分散的生物组织提供超分辨率成像，

或能获得大量生物信息。这一成果打破了现有光学

显微镜的极限，能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观察活组织中

单个细胞的生理过程。

新型光催化法可大幅提高海水发电效率
传统海水发电一般是利用潮汐、海浪或海水温

差。然而，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新的

光催化方法，能利用阳光把海水变成过氧化氢，然后

用在燃料电池中产生电流，总体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0.28％，与生物质能源柳枝稷相当。

用萘能开发出锂电池负极材料
日本一个联合研究小组首次用家用防虫剂原

料——大环状有机分子萘，开发出一种全固体锂离子

电池的负电极材料。用这种新材料（CNAP）制成的

负极电容量比石墨电极高两倍，且经过 65 次冲放电

后仍能保持原来的大容量状态。该研究成果是日本

“元素战略”的一环，得到了很高评价。研究小组今后

将对各种碳材料的原子、分子进行精密设计，以开发

出更好的材料。

奇观轶闻

智能机器“变身”高效实验助手
澳 大 利 亚 科 学 家 利 用 在 线 优 化 程 序 ，教 一 台

机器学会了用激光束给捕获的冷原子云制冷，成

为一个会做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实验的智

能 机 器 。 这 台 智 能 机 器 自 己 从 零 开 始 ，在 1 小 时

内就学会了做实验。而如果只用简单的计算机程

序指挥它做实验的话，花的时间可能比宇宙年龄

还长。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5月23日—5月29日）

新华社杭州5月29日电 （记者

朱涵）记者日前从浙江大学了解到，

浙江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

用鸡蛋清和可降解金属制造出一种

可被人体体液溶解、吸收的忆阻器。

这种电子器件将在疾病诊断和治疗

中发挥作用。

忆阻器是一种能够实现信息存

储功能的电子器件。记者在浙江大

学见到了这种新型微电子忆阻器，一

片薄薄的圆形单晶硅衬底上整齐排

列着 16 个白色小方块阵列，这些白

色小方块都是由镁和钨薄膜金属构

成的电极。

论文的通讯作者、浙江大学信息

与电子工程学院汪小知副教授介绍，

16 个电极中间的核心材料是一层 30

纳米厚的蛋白，这样一个忆阻器可储

存 16比特大小的信息。

研究人员表示，忆阻器被植入到

人体内后，可以执行体征监测、疾病

预警、伤口愈合跟踪，并能够将信息

无线地传送给医生或患者，以便于采

取后续措施。实验证实，可降解忆阻

器可读写数百次，在干燥情况下，信

息可储存 3 个月。而当忆阻器放入

水中或人体体液中时，整个器件在 3

天时间内就几乎完全溶解。

汪小知介绍，现有的植入式医疗

器件一般含有铜、金、银或铝等不可

降解金属材料，植入和更换、去除都

需要经由手术完成。可降解医疗系

统的出现，将有可能令医疗器件与人

体环境更相容，避免一次植入多次手

术。

该项研究的相关论文日前在线

发表于美国化学学会期刊《应用材料与界面》。汪小知

表示，研究团队还将使用可降解材料研发如人工心脏、

人工膀胱、人工皮肤等电子器件，为未来植入人体的各

类电子系统提供技术基础。

可
被
人
体
吸
收
的
电
子
器
件
问
世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林小春）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的“猎鹰 9”号火箭 27 日在将一颗泰国通信卫星

发射至目标轨道的同时，其第一级成功在大西洋中一艘

无人船上降落。这是“猎鹰 9”号火箭在两个月内连续

第三次实现海上回收。

此次发射与火箭回收全程的网络直播画面显示，蓝

天白云下，“猎鹰 9”号火箭于美国东部时间 27 日 17 时

39分（北京时间 28日 5时 39分）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

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大约 10 分钟后，火箭第二级携带卫星继续飞向目

标轨道，而网络直播画面中开了一个小视窗，同时直播

火箭第一级的降落。降落前，小视窗短暂中断，当画面

重新回来时，只见火箭第一级已稳稳立在大西洋中的无

人船上。此时，画面中可听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加

利福尼亚州的总部爆发出欢呼声。

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

道，火箭降落速度接近最大设计速度，有一些来回晃动，

“可能没有问题，但还是有一些倾倒的风险”。

这是“猎鹰 9”号火箭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第三次

实现海上回收。第一次是 4 月 8 日，把一艘货运飞船送

往国际空间站。第二次是 5 月 6 日，把一颗卫星送至地

球同步转移轨道。

而这次，火箭则需要把卫星送至超同步转移轨道。

考虑到超同步转移轨道的高度，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发

射前说，此次火箭第一级返回时速度极高，并承受高温，

成功降落具有“挑战性”。

火箭第一级回收尝试的最终目标是研制可重复使

用的运载火箭。在这三次海上回收成功之前，“猎鹰 9”

号的 4次类似回收都以失败告终。

当天发射的泰国通信卫星最终将会从超同步转移

轨道进入距地约 3.6 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为南亚和

东南亚的用户提供通信服务。

“猎鹰9”号第三次实现海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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