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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马

爱平）记 者 15 日 从 大 唐 电 信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获 悉 ，其 旗 下 联 芯 科 技 推 出 了 国

内 首 款 64 位 LTE Cat6 SDR SoC 芯 片

LC1881。该产品具有高集成、易扩展、宽

频带、低功耗等优势，可扩展、可裁剪、可

定制，具备强大的计算和通信处理能力。

近年来，人们对无线通信质量、数据

传 输 速 率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而 载 波 聚 合

作 为 重 要 技 术 之 一 ，拥 有 在 频 段 内 及 跨

频段整合无线信道的特性。据联芯科技

负责人介绍，应用载波聚合技术之后，4G

网 络 就 好 比 单 车 道 变 成 了 多 车 道 ，上 网

速 度 得 到 成 倍 提 升 ，LC1881 采 用 双 载 波

聚合，下行速率可达 300Mbps。

该 负 责 人 介 绍 ，LC1881 具 备 领 先 的

芯 片 架 构 设 计 ，能 大 幅 提 升 芯 片 集 成 度

并 降 低 功 耗 及 成 本 ；CPU 采 用 独 特 的 八

核 大 小 核 设 计 架 构 ，可 针 对 不 同 数 据 处

理 负 荷 ，灵 活 调 用 八 核 或 者 仅 一 个 小

核 。 同 时 ，LC1881 的 软 件 无 线 电 技 术 采

用 了 矢 量 处 理 器 和 通 用 的 组 合 架 构 ，具

备强大的数据并行存取能力和超强计算

能力，将 LC1881 应用到新领域时，只需要

重 新 编 程 实 现 对 应 于 该 领 域 的 各 种 处

理，无需设计新的硬件加速器，也无需重

新流片。

此 次 ，LC1881 新 增 编 解 码 技 术,可 实

现 利 用 1—2Mbps 的 传 输 速 度 传 送 720P

普 通 高 清 音 视 频 ，可 节 省 带 宽 ；在 相 同

的 图 像 质 量 下 ，视 频 大 小 将 减 少 大 约

39％ —44％ 。 同 时 ，LC1881 可 支 持 FHD

全 高 清 的 图 像 显 示 ，可 支 持 双 路 1080P

摄像。

国内首款64位商用智能芯片推出

科技日报北京7月15日电（记者常丽君）据美国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官网消息，该校研究人员通过实验

识别出多组生化信号，能指令人类胚胎干细胞在 5到 9

天内迅速发育成 12种纯细胞群，包括骨骼、心肌、软骨

等。这是再生医学走向临床应用的关键一步，有望让

医生培育出心脏细胞、软骨或骨骼，修复各种组织损

伤。

胚胎干细胞具有多能性，但在发育过程中，它们

要能响应不同时间、不同部位的信号，才能变成特定

类型的细胞。人类胚胎早期阶段由外胚层、内胚层和

中胚层 3 个主要部分构成，每个胚层负责生成特定的

细胞型。中胚层生成一些关键细胞型，包括心肌、骨

骼肌、结缔组织、骨骼、血管、血细胞、软骨、部分肾脏

和皮肤等。

研究人员发表在近日出版的美国《细胞》杂志上

的论文称，为了找出驱动每种中胚层细胞型发育的信

号，他们对已知的信号分子进行了多组实验，结果发

现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是，把那些既刺激细胞同向分

化、又遏制它们异向分化的信号因子同时结合起来。

他们给细胞设计了一系列“二选一”的选项，掌握它们

的发育路径。通过引导细胞在每一个岔路口的选择，

生成了骨骼祖细胞，移植到实验室小鼠体内后能发育

成人类骨骼。此外，他们还生成了跳动的心肌细胞，

以及 10种其他中胚层细胞系。在每个发育阶段，研究

人员均对单个细胞进行了 RNA 测序，以确定它们独

特的基因表达模式，并对单个细胞群的纯度做了评

估。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该校研究生科勒·罗说，生成

多种类型纯细胞群的能力对再生医学临床应用非常

重要，就像画出了一幅人类胚胎发育的基本路线图。

以往生成这些类型的细胞要花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

主要由于不能精确控制细胞发育方向，最后得到的细

胞群驳杂不纯。

研究人员还第一次观察到在胚胎发育阶段，有

些短暂出现的基因表达模式非常关键，证明了人类

发育似乎依赖许多动物在进化中保留的某些过程。

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某些先天性缺陷是如何

发生的。

灯塔水母在遇到物理性损伤时，会转化成水滴一

样的胞囊，再继续发展成水母的原始生命形态，通过无

性繁殖后，重新生成几百个和受损水母 DNA一致的水

母。再生医学就是用替代细胞、工程组织甚至器官治

疗人类重大疾病。随着体细胞克隆和干细胞定向分化

两种技术的不断发展，修复、替代衰老损伤器官成为可

能。本文正是应用后一种

技术，获得了高效率高纯

度的定向分化能力。未来

某一天，复杂神秘的人体

细胞或许也能像水母那样

简单再生。

新法使干细胞迅速育成纯细胞群
再生医学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这本是商业世界里，一

次再正常不过的交易。

11 日，汤森路透集团宣

布，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

售其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

买主是两家此前从未涉足过

此 类 业 务 的 公 司 ——Onex

Corp 和霸菱亚洲投资（Bar-

ing Private Equity Asia）。

打包出售的业务中，包

括了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

下简称 SCI），拨动了科研人

员的神经。毕竟，SCI和期刊

影响因子，已成为大部分科

研人员在成长之路上绕不开

的“关键词”。

“名牌香水换了瓶子，让

人不确定还能不能当香水用

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研究员张冬荣说，大家在

转发这条新闻时，大多用了

“惊恐”“发呆”或“流泪”的表

情。

SCI易主了，但关于它的

讨论和争议，依然会继续。

SCI 和 影 响
因子：从诞生起
就是商业产品

1964 年，美国科学情报

研 究 所（ISI）首 次 出 版 1961

年 SCI 报告，此后逐年出版，

延续至今。虽然顶着“研究

所”的名号，但它实质上是一

家商业公司。

而发布期刊影响因子的

JCR（Journal Citation Re-

port，期刊引证报告），从本质

来说是 SCI 的衍生产品，该

数据目前也已成为学界评判

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科学

史和科学文化研究院穆蕴秋

讲师和江晓原教授的研究，从

1964 年 SCI 推向市场到 1971

年的短短七年，ISI 的利润平

均 以 每 年 27.5% 的 速 度 增

长。1992 年，汤森路透收购

ISI，也是看上了其盈利能力。

如今，汤森路透出于战

略发展的需要，决定砍掉这

个和集团其他部门并不匹配

的业务。购买者之一霸菱亚

洲投资发言人向科技日报记

者指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

专业数据库的市场先驱，汤

森路透的知识产权和科技业

务有着客户关系稳定、内部公开透明、稳定高收入及强

大现金流转换等极富吸引力的金融特性。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表示，

从商业角度来看，买卖行为非常正常。他强调，一项业务

的质量高低，与它是否使用商业方式进行运作，没有必然

联系。SCI的商业性，不是它受到指摘的理由。

“这次交易之所以让人感觉不一样，是因为现任东

家和前任东家的属性完全不同。”张冬荣说。但她认

为，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信息社会内容为王，作为一

个科技信息产品，它能不能在科研和科研管理领域发

挥应有的作用，要看产品能否继续满足用户需求、把握

时代脉搏，管控好自身质量。“所以，这次交易能产生什

么影响，关键还要看新东家对产品如何打造。”

SCI在中国，争议由来已久

SCI逐渐为中国学者重视，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从 1987年起开展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

工作。在那之前，科技主管部门对我国科技论文发表

“心中无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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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 7月 15日电 （记者矫阳 乔地 井长水
张兆军）15日 11时 20分，我国自行设计研制、全面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两辆标准动车组在郑州至徐州高速铁

路以 420 公里时速成功交会，秒速 117 米，两车交会相

对时速 840公里，达到客机巡航速度。中国铁路总公司

证实，7 月 1 日至 15 日，我国在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进

行了综合试验，这是拟运营高铁动车组列车世界上首

次实现时速 420公里交会和重联运行。

此次中国标准动车组综合试验共包含提速试验、

交会试验和重联试验三个分部试验。据专家介绍，两

辆时速 420公里的列车交会时会发生相互冲击和干扰，

产生的压力波相当于一平方米瞬时受到近 200 公斤的

重力，这对列车的研发设计和生产质量都是严峻考

验。在会车过程中，中国标准动车组行驶稳定，空气动

力学、弓网受流性能、振动噪声等各项数据符合标准，

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和可靠的质量。自此我国首列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又完成了一项重

要测试，距离正式投入运营再近一步。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人介绍，这一试验的成功，

标志着我国已全面掌握高速铁路核心技术，高铁动车组

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中国高铁总体技术水平跻身世界

先进行列，部分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对于打造中国标

准动车组品牌，助力中国高铁“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这位负责人还回答了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的主要

目的，即适应环境，全面兼容。适应不同地质条件和运

营环境的需要，实现动车组技术的兼容性。这也是中

国标准动车组世界上独有的核心竞争优势。

据悉，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工作自2012年开始，2013

年 12月完成总体技术条件制定，2014年 9月完成方案设

计，2015年6月完成两列动车组组装、调试并下线。2015

年7月，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环行试验基地，开展时速

160公里及以下型式试验。同年9月至2016年5月，在大

同至西安高铁原平至太原高速综合试验段，开展型式试验

和运用考核。今年5月，在郑徐高铁开展运用考核。

此次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郑徐高铁上进行的综合试

验，成功获取了中国标准动车组运行能耗数据、振动噪

声特性，探索了时速 400公里及以上高速铁路系统关键

技术参数变化规律，为深化我国高速铁路轮轨关系、弓

网关系、空气动力学等理论研究和高速铁路核心技术

攻关、运营管理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两列动车擦肩“飞”过 相对时速840公里！
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完成综合试验

近日，我国首个千亿级

科技服务企业诞生。启迪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启迪）总资产跨过 1000 亿元

门槛。更为惊人的是，2012

年时，启迪还是家总资产 30

亿元、“不起眼的”中小企业。

四年来，是什么成就了

其“核爆式”增长？

王济武，近期由启迪总

裁上任董事长，身上全然没

有互联网时代创富英雄的亢

奋与聒噪，面对提问，他只淡

淡地说：“把科技当作信仰。”

在王济武看来，千亿仅

仅 是 个 数 字 ，并 非 特 殊 节

点。但从其发展轨迹看，这

可能是这家科技服务巨头企

业跃升的新起点。

固有科技服
务基因 坚守产
业情怀

“在做房地产能挣钱的

时代，坚持做科技服务，这样

挺‘傻’的，也挺难。需要情

怀，也需要自律。”王济武说。

“科技服务”是启迪的基

因。据常务副总裁陈鸿波回

忆，1994 年，当启迪控股前身

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成立并

着手创建清华科技园之际，

清华校领导就嘱托其不要炒

地，专心做科技创新与孵化

服务。这些年，启迪放弃了

很多“诱人”的机会。

如今，该企业形成了以

科技服务、科技园及孵化器

运营管理、数字产城、科技金

融平台为核心，教育、传媒、

酒店等为支撑的业务架构，

是拥有丰富经验和智慧、具

备全面业务能力的科技服务

提供商。

王济武说：“跟美国人交流时，他们老问我‘科技服

务’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近两年，王济武才将科技服务确立为“一体两面”：

一方面用科技去服务新经济、新产业；另一方面为科技

服务，服务科技成果的转化、产业的升级、区域的创新。

二十多年来，地产浪潮几经翻涌，造就诸多知名企

业，很多大学科技园也投身其中，但启迪经受住了“诱

惑”，“愚守”着科技服务。这是启迪的性格。

王济武表示，在启迪的企业文化中，他们是一个半

商业化机构。企业当然得挣钱，但不全是牟利。王济

武刚到启迪时，设立了 3个目标：成为清华产业之花；成

为科技服务业的中国引领者和全球典范；成为一个幸

福的企业——这些目标与挣钱，并非正相关。

启迪“三合一”模式

王济武数次提及“三合一”。启迪做科技服务，近

几年的突破深深得益于其独有的“三合一”的“集群式”

模式。

总结下来，即以科技园区为载体，以科技实业为

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三位一体、相互协同、相互

独立，并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

托，形成知识、信息、人才、资金等资源共有共享的创

新网络。

“试想，一家入驻洛阳启迪科技园的企业，对接的

将是启迪一百多家基地多年积累的信息与资源。”这种

“互联网+园区”创新体系“跨时空”的巨大优势立现。

目前，启迪已拥有创新创业服务基地 134 个，其中

孵化器 73个，科技园 30个，科技城 24个，在国外建立基

地 7 个。这个庞大的网络体系，将一个个散落的单点，

有机整合在一起，产生了倍增放大的系统作用——这

正是启迪“核爆式”增长的关键所在。2012 年，启迪总

资产仅为 30多亿元，从那时一年翻一番，到现在半年翻

一番，终破千亿。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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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新能源电池一直是科研

创新的重点。日前，方形软包装 5Ah 磷酸钒锂/石墨锂

离子电池制备技术和科技成果在北京通过鉴定。天津

大学教授唐致远说，与目前常规使用的电池相比，该电

池容量高、安全性好、循环使用寿命长，尤其是在低温

条件下性能优良。

该电池制备技术和科技成果由天津大学、哈尔滨

远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远方

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完成。

电动汽车电池爆炸或燃烧时有发生，这让人担

忧大容量锂电池的安全性能。唐致远说，5Ah 磷酸钒

锂/石墨锂离子电池采用安全性能高、寿命长的磷酸

钒锂为正极材料。在模仿极端撞击的针刺短路试验

中，电池没有爆炸或燃烧，仅放出电解液受热后汽化

造成的轻微白烟，实验后电池保持完整，显示出优良

的安全性。

“据国家标准，在-20℃环境条件下，能放出 70%的

电，即为合格；而这种电池经权威机构检测，在-30℃，

放出了高达 81%的荷电量，是目前同类产品中低温性能

最好的一款锂离子电池；高温放电性能也很好，据检

测，在 55℃条件下能放出 93%的荷电量。”唐致远说，该

电池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5项，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

寒冷地区冬季户外各类化学电源中使用，目前已在冷

库仓储搬运车上得到初步应用。

高稳定磷酸钒锂电池问世
适合在北方寒冷地区冬季户外各类化学电源中使用

上图 7月15日11时20分，两列自主研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金凤凰”（左）和“海豚蓝”在郑（州）徐（州）线上，分别以420公里的速度交会而行。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左下图 参加综合试验的技术人员在中国标准动车组“海豚蓝”上工作。右下图 两列动车组即将交会。 新华社记者 朱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