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体改革进行时
科技日报福州8月 18日电 （记者谢开飞）科技成

果转化作为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如果探索失败、投资亏

损能否免责？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股权分红

等合法权益如何确权、保障？记者 18 日从福建省科技

厅获悉，该省出台《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若干

规定》，打破上述各种有形无形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藩

篱，进一步放活科研单位、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

《若干规定》首次明确，要界定研发团队、转化团队和

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以各种形式合法获取与

科技成果及其转化相关收益行为，与贪污、私分、侵占、挪

用等非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对涉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和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案件或问题，行政执法部门、执

纪部门和司法机关要加强沟通衔接，依法依纪、积极慎

重办理和解决。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知识产权等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省级事业单位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奖励分配明确给予个人奖励的股份

或出资比例等股权予以承认，并落实国有资产确权、国

有资产变更、知识产权作价量化奖励个人等相关事项。

同时，《若干规定》明确了两款免责情形：一是科技

成果转化过程中，通过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

方式确定价格的，或者通过协议定价并在本单位及技术

交易市场公示拟交易价格的，单位领导在履行勤勉尽责

义务、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除其在科技成果

定价中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

二是省属企事业单位以科技成果对外投资实施转化的，

经审计确认发生投资亏损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已

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且未牟取私利的，不纳入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保值增值考核范围。

福建：成果收益与非法所得界限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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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杂志 18日刊登的一篇天文学论文，报告了白矮

星在发生经典新星爆炸前后的状况。该研究提供了

有关这种现象演化的最新洞察和新星质量迁移变化

的直接证据。

白矮星是一种演化到末期呈白色的恒星，它在亿

万年的时间里逐渐冷却、变暗，呈现出低光度、高密度

和高温度的特征。当一颗经典新星出现在一个白矮

星双星系统中时，白矮星会向伴星产生吸积（致密天

体由引力俘获周围物质）行为。自 2003 年以来，光学

重力透镜实验（OGLE）项目一直在观测 V1213 Cen星

系。该项目的目标是以重力透镜的方法，来寻找宇宙

中的黑暗物质，选取对象为麦哲伦星云及银河系内的

星系。2009 年 5 月，在 V1213 Cen 星系中，这样的情

况终于发生了，名为“Nova Centauri 2009”的一颗新

星爆发。

波兰华沙大学天文台玻书米可·莫洛兹及其同

事，一直利用光学重力透镜实验数据寻找矮新星爆发

的证据，也就是定期发光的信号。在观测进行的 6 年

后，研究人员最终观察到爆炸，获得了能显示双星之

间质量迁移率的重要数据。

团队成员报告称，新星爆发发生在白矮星最后一

次爆发开始后的 6 天内，表明这次堆积在白矮星上的

物质引发了失控热核反应，最终导致爆炸。爆炸发生

后，质量迁移率明显上升，目前该系统正在缓慢衰退。

该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关新星爆发前、中、后质

量 迁 移 变 化 的 直 接 证 据 ，并 支 持 新 星 休 眠 假 说 。

该假说预测在未来几个世纪，在吸积过程再次开

始并最终导致新的新星爆炸前，质量迁移率将会

下降。

从钱德拉塞卡的时代，我们就知道大大小小的太

阳，下场无非是塌陷成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但我们

对这三者全都不了解，黑洞因为极端，最能引起宇宙学

家兴趣。但论景观，白矮星

更称得上奇诡和瑰丽；观察

白矮星周边的光线湍流，或

许不是扬名立万的捷径，但

别有一番乐趣。

观测发现恒星在休眠中爆炸
得 到 新 星 质 量 迁 移 变 化 直 接 证 据

■最新发现与创新

第 31 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今 天 就 要 闭 幕 了 。

首 先 ，我 向 获 奖 的

同学和老师们表示

热烈的祝贺！

全国青少年科

技 创 新 大 赛 在“ 科

学 的 春 天 ”里 应 运

而 生 ，邓 小 平 同 志

殷切寄语：“青少年

是 祖 国 的 未 来 ，科

学 的 希 望 ”。 30 多

年 来 ，大 赛 发 现 培

育了一批又一批科

技 新 苗 ，促 进 了 全

国 青 少 年 讲 科 学 、

爱科学、学科学、用

科 学 。 昨 天 上 午 ，

我观看了同学们的

创 新 创 意 项 目 ，既

有 基 因 编 辑 、反 常

霍尔效应这样的前

沿 科 学 问 题 ，也 有

雾 霾 净 化 、无 人 驾

驶 等 实 用 创 意 发

明 ，从 你 们 身 上 我

看到了中国科技创

新的未来和希望。

前 不 久 ，习 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科

技 创 新 大 会 、两 院

院士大会和中国科

协九大上发表重要

讲 话 ，吹 响 了 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

技 强 国 的 进 军 号 。

当代青少年的成长

与这一时代征程是

同 步 的 ，这 个 宏 伟

目标要靠你们去创

新 创 造 ，将 在 你 们

手中成为现实。希

望大家牢记总书记

教 导 ，努 力 成 长 为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栋梁之才。

第一，希望大家

树立建设世界科技

强 国 的 远 大 志 向 。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

技强则国家强。近

代以来，中国积贫积

弱、任人欺凌，一批

又一批仁人志士怀

抱科学救国理想，但

却报国无门，留下了

深深的遗憾。新中

国成立后，科技工作

者有了科学报国的

广阔舞台，大踏步地

“向科学进军”；改革

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现在又站在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历史新起点上。高福院士说，如果一直在国外，我

只是一个小领域的专家，回到祖国却可以让我最大限度

发挥作用，做顶天立地的事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

国。希望大家继承老一辈科技工作者追求科学、报效国

家的优良传统，从小学习科学本领，放飞科学梦想，胸怀

报国志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奋力成长成才。

第二，希望大家坚定攀登科学高峰的创新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强烈的创新自信，走前人

没有走过的路。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的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创新能

力特别是原创能力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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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近日，记者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获悉，该院类风湿关节炎

治疗策略研究取得临床应用性成果。一项

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随机研究对类风湿

关节炎（RA）患者持续缓解策略进行了系统

研究。研究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Medi-

cine》，为临床上 RA 患者个体化积极治疗策

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文章的第一作者，北大人民医院风湿

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李茹介绍，这项全国多中

心研究共纳入 364 例 RA 患者，随访 84 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西京医院、西南医院、南京鼓

楼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等参与了该项研究。

目前，DMARDs在临床上仍是类风湿关

节炎治疗的核心用药。而类风湿关节炎持续

缓解策略的疗程及减量后如何维持达标研究

尚少。类风湿关节炎持续缓解策略治疗

（PRINT）研究的结果显示，随着DMARDs治

疗时间延长，EULAR显著有效反应率从 3个

月的 18.7%，6个月 36.9%，增加到了 9个月的

54.1%。这证明对于 3—6个月治疗不达标的

RA患者，在原方案不变的情况下延长治疗时

间可进一步提高临床缓解率，而且患者的用药

安全性良好。PRINT 研究第二阶段观察发

现，经治疗获得完全缓解的关节功能障碍轻的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具有更高的维持缓解率。

这项研究证明，类风湿关节炎持续缓解

策略治疗可获得更高的临床缓解率。同时，

达到临床缓解患者给予来氟米特单药可以作

为维持治疗的方案。该研究的结果为类风湿

关节炎持续缓解策略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认

识，PRINT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类风湿关节炎有了更高临床缓解率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

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李传锋教授研究组首次研制出非局

域量子模拟器并模拟宇称—时间（Parity-time, PT）世界

中的超光速现象。该成果首次展示了非局域性在量子模

拟中的重要作用，完成了经典计算机无法模拟的任务，该

成果在线发表在近日的英国《自然·光子学》杂志上。

据了解，量子模拟器是解决特定问题的专用量子

计算机，它最初由费曼于 1981 年提出。他认为自然界

本质上是遵循量子力学的，只有用量子模拟器才能更

好地模拟它。本成果首次揭示量子模拟器的另一个重

要优势，即量子非局域特性。研究组构建的非局域量

子模拟器可以用来研究一些量子物理基本问题，对这

类问题经典计算机在原理上是无法求解的。

宇称—时间（PT）对称理论是由美国物理学家卡

尔·班德等人于 2002 年对量子力学进行推广而提出

的。我们知道量子力学是基于一系列假定的，那么其

中哪些假定可以放宽呢？班德等人认为哈密顿量的厄

米性假定要求过严，可以放宽到用 PT 对称性假定代

替，即假定哈密顿量具有空间—时间反演对称性。根

据这一理论，我们现在认识的量子世界只是 PT 世界的

一种特殊情况（具有厄米性）。李传锋研究组在实验上

模拟了一个这样的 PT 世界。他们将纠缠光子对分发

到两个相距 25米的实验室构建非局域量子模拟器。除

了纠缠光子对外，他们的量子模拟器还由一系列量子

逻辑门及一个后选择操作构成。通过后选择（成功几

率 50%），他们使纠缠光子对中的一个光子进行 PT对称

演化。量子模拟结果表明，利用量子纠缠“幽灵般的超

距作用”，光子的 PT 对称演化能使信息以超过 1.9 倍的

光速从一个实验室传输到另一个实验室。当然进一步

的结果证实，如果考虑整个系统（包括成功部分和失败

部分），则总体信息的传输速度是不能超过光速的。

本成果同时揭示出了两个基本而有趣的问题：一

是在现实世界中能否找到符合 PT 对称演化的量子系

统，一旦找到则意味着有可能进行超光速通讯；二是在

“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与超光速通讯之间，是否能容下

一个比量子力学更基本的理论。

我科学家挑战广义相对论“魔咒”——

非局域量子模拟器让信息以1.9倍光速传输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17 日 11 时 56 分 24

秒，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属中国遥

感 卫 星 地 面 站 密 云 站 在 第 23 圈 次 成 功 跟 踪 、接 收

到“墨子号”首轨数据。“墨子号”首轨任务时长约 7

分 钟 ，接 收 数 据 量 约 202MB。 经 验 证 ，卫 星 数 据 质

量良好。

“墨子号”是我国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于 16 日凌晨 1 时 40 分发射。其主要科学目标是借

助卫星平台，进行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实验，以期在空间量子

通信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的密云站、喀什站和三亚站负责承担“墨子号”数传数

据的接收任务。

中 国 遥 感 卫 星 地 面 站 负 责 中 国 科 学 院 空 间 科

学先导专项地面接收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工作，已经

形成我国南－北－西地理布局的近地空间科学卫

星接收站网。“墨子号”是继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实践十号卫星之后，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第三

颗卫星。今后，地面站还将陆续承担我国硬 X 射线

调制望远镜卫星等后续空间科学卫星的数据接收

任务。

“墨子号”首轨数据成功接收

“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在新不列颠海沟成功进行“海底蹲点调查” 8月18日，“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成功浮出海面。在新不列颠海沟6748米深的一个海洋环境调
查站位，“张謇”号科考船上的“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成功开展作业，在海底进行了18个小时的“蹲点调查”。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V1213 Cen星系中发生的新星爆炸。

8 月 18 日，国家心血管

疾病临床研究中心远程心

电判读平台硕大的屏幕上，

显示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

县第一人民医院上传的一

位女性患者的心电图。患

者反复出现心慌胸闷，但常

规心电图正常。当地医生

无法明确判断原因，于是提

请 在 北 京 的 专 家 远 程 会

诊。基于丰富的临床经验，

平台会诊专家终于在患者

远程心电实时监测中发现

了问题，提出了进行射频消

融术的治疗建议。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

任助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心血管病医院蒋立新教

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样

的疑难病例会诊每天都会

有，而常规远程心电监测更

是实时进行。这一平台正

在惠及更多百姓。

由科技部、国家卫生计

生委、原总后勤部卫生部

2012 年启动的国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和协同创新网

络建设工作，迄今共布局了

3 个批次 11 个疾病领域的

32 家临床中心以及 9 大疾

病领域的协同创新网络，集

聚攻关，在重大疾病防控方

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构

建形成了科技成果转化推

广的新模式，正成为支撑健

康中国建设一支不可或缺

的生力军。

打造医学
科技创新的中
国模式

在 6 月举行的国家“十

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

生物技术与人口健康领域

展区围观群众众多，临床中

心建设成就被浓墨重彩地

大书特书。为什么？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

的分析或许能概括临床中

心和协同网络在医学科技

创新中的“江湖地位”：在

工程技术领域，企业是技

术创新的主体。而在医学领域，技术创新和转化的主

体应该是医疗机构。在医学研究主体方面，临床中心

是承接基础研究发现、转化前沿技术成果、应用评价

创新产品、研究制定指南规范的核心力量，处于创新

链条的枢纽位置。

据统计，前两批 22 个临床中心已经建成了包括

2183 家各级医疗机构 4329 个科室的协同网络，在全国

地级市的总体覆盖率已经达到 70.84%，以往松散的、

系统性差的临时研究团队建设模式被打破，单打独

斗、各自为战、无序竞争的医学科研发展态势正在改

变。临床中心和协同网络在引领医学科技创新模式

变革、优化医学科技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发挥的

作用逐渐显现。

“中国证据”改写国际重大疾
病防治指南

在国家神经系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天

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研究团队做出“双抗”治疗新技术

之前，双重抗血小板治疗一直是脑血管病治疗的禁区，

因为这种治疗会引发出血。

“我们通过中国 90万病人的数据找到了一个‘甜蜜

点’，也就是既不增加出血，又能够降低缺血的一个平衡

点，使得过去的禁区成为了可能。”他们自主研发了针对

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疾病的“强化抗栓”治疗新技术，使

90 天复发风险降低了 32%，每年可减少 10 万例再发致

残性脑血管病。研究成果 2013 年 6 月发表在临床医学

领域最高级别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并被评为

“国际医学领域年度重大进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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