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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被认为是北京区县中仅次于海淀的高端创

新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不仅聚集了一大批国内知

名的高校，也是国内央企研发中心、科研成果转化基

地最集中的地区。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昌平的定位是北京

市西北部农产品出产区域，其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

的自然资源、以及众多的人文景观均为人称道。

而现在，传统的农业和旅游业在昌平经济的比

重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科技创新企业的不

断崛起。

作为昌平经济发展龙头的昌平园，现已聚集科

技型中小企业 3650 家，其中国家级高新企业 705 家、

上市企业 20 家、新三板企业 58 家、“十百千工程”企

业 37 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昌平园已经在能源环

保、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高端现代制造四个产业领

域形成了扎实的产业基础，经济规模占到园区总量

的 90%。

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代表着昌平多年来聚集起

来的创新资源，已初步呈现出大型央企、民企与众多

中小微企业同步发展、集群发展的态势，也正是由于

这些资源的聚集才有了如今昌平在创新路上的丰硕

成果。

高新技术产业“大咖”云集

偏居昌平一隅的乐普医疗长期以来致力于生物

医药领域的创新研究，先后有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成果上市。同时作为第一批创业板上市公司，

乐普医疗先后承担了多个国家重大课题，包括国家

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国家科技部

863 计划发展项目、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组建了

“国家心脏病植介入诊疗器械及设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说起最初选择在昌平创业，乐普医疗媒体总监

庞瑞表示，对于初创企业而言，低成本的创业空间是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昌平园虽置身郊区，但服

务却很专业；同时这里周边集聚了众多高校、科技园

区，人才聚集度比较高，企业招人相对容易。

在昌平扎根十几年的乐普医疗，目前已建立了

自己的研发总部、清洁厂房、生产车间等等。“未来还

会不断发展壮大，但根还是在昌平。”庞瑞说。

对昌平情有独钟的不仅仅是乐普医疗。在能源

环保产业领域，昌平园聚集的企业多达 500 家，既包

括神华集团、中石油、中国核电等一批中央能源骨干

企业下属二三级公司，同时也有北京神雾、中信国安

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能源企业；在生物医药产业领

域，既有中粮集团、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瑞士诺华

制药等多家大型领军企业，也有万泰生物、博奥生

物、百济神州等一大批知名科技型创新企业，还有北

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多家国内外顶级科研

机构；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中国移动国际信息港及

其云计算中心、中国电信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及云计

算中心等已成为重要创新平台；在现代装备制造产

业领域，以北汽福田产业基地、三一产业园和北京通

用航空产业园作为重要载体，逐步形成了“龙头企业

—产业链—产业集群”的现代制造业格局……

高校院所为创新注入生命力

一条学院路全国闻名，那条路上汇集了全中国

最“牛”的高校。最近一些年，随着市区场地的限制，

高校们的外迁成为趋势，早早就开始布局的昌平如

今已经尝到了“高校溢出”带来的甜头。

昌平区科委主任李雪红介绍，昌平区聚集了包

括北京航空航天、北京邮电、中国石油、华北电力、北

京化工等在内的 43 所高等院校。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背景下，高校创业氛围浓厚。截至今年 10

月，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7 家大学科技园已经入驻企业 491 家，注册总资金达

26 亿元，解决就业人口 4000 多人。在成果转化上，4

所驻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共计 326 项，涉及油

气、新材料、电力、新能源、化工、环境工程、都市农

业等多个领域。

除了创新企业和底蕴深厚的高校，各类科研院

所也是昌平的一大特色。科研院所一直是产学研转

化的主要阵地，昌平的这些院所被认为是成果转化

的“急先锋”。

昌平区政府的官方资料显示，截至 10 月，驻昌

科研机构累计 188 家，其中，国家级科研院所 14 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 15 家、高校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54

家、北京市经信委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52 家、

北京市科委认定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 53 家、农业科

研机构 7 家。

另一方面，随着未来科技城的发展，又有一大批

央企设立的科研院所落户昌平，据统计，目前已经有

25 家央企的研发总部落户昌平。中国神华、中国移

动等 35 家大型央企设立了 182 家下属企业和分支机

构。这些央企设立的大型研究院，在机制运行上不

同于过去的一些国有级科研院所，但在研发能力和

市场转化能力方面却有不可小觑的实力。按照《北

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2017）》，未来科技城将

成为“首都能源科技创新基地”，从这里孕育的能源

科技创新成果，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国家重大建设

工程和民生建设项目中去。

昌平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燕友表示，过去昌平

的院所为全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比如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为了全国院所的标杆，推动

了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产业的

迅速成长。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们期望未来科技

城也能发挥这样的产业支撑、引领作用——在未来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科技研发中心，力争成为

世界上研发水平最高、产出成果最多、获专利最多、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最快的地区。

前瞻布局静待花开结果

12 月 8 日，乐普医疗对外发布：全降解聚合物基

体药物（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通过创新医疗器械

特别审批审核。“这可以说是心脏支架技术的革命性

产品，意味着我们打破了可降解支架领域国外品牌

的垄断，可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好的术后康复效果和

低成本的医药支出。”庞瑞言语中带着兴奋。

同样作为在昌平落地生根的上市公司，北汽福

田在一个月前推出的福田超级卡车及国内首款自

动驾驶卡车受到关注。“商用车无人驾驶技术的实

现，将极大地降低运输成本和提升运营效率”，福

田汽车集团副总裁、工程研究总院院长陈青山表

示，无论是从无人驾驶技术对于运输效率的提升，

还是整个汽车行业的大环境考量，商用车制造企业

转型迫在眉睫。

北京华电泰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团队的核心成员史飞、宝志坚均为华北电力大学

在读脱产博士。公司依托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表面

工程技术研究所进行技术研发，积极推进项目成果

转化。目前已与多家电厂达成了示范应用的意向。

相关技术产品在石油石化、炼化、煤化工、水泥等行

业也已推广使用，并显示出优良的性能。

与此同时，昌平还积极鼓励原始创新并就地转

化，目前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6.5%，清华脑起搏器、北航激光成型等一批尖端成果

就地转化。

对于这些开创性成果在市场取得的成功，昌平

园工委书记、常务副主任张劲柏同样感到高兴。他

介绍，瞄准 2020 年全面建成的目标，未来科技城正

全力支持央企研发中心、清华科技园、华为云服务平

台建设，打造国家应用型技术创新示范区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策源地；而生命科学园的三期建设，将着重

于在基因测序、生命健康等领域壮大一批顶尖科研

机构，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和

产业基地；TBD 核心区将抓好国家知识产权园、计

量科技创新园、赛迪智能制造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

力争形成引领北京科技服务的新高地。

让科技之花变成创新硕果
——来自创新型城市的一线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蒋秀娟

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于近日开

播。讲述的是上世纪 80年代在北京倒卖磁

带光盘的王凯旋，与曾经的战友胡八一一起

进行探墓的故事。该剧开播仅 24小时网播

量已突破 2亿，强劲势头引爆全网。

除了《鬼吹灯》之外，关于盗墓方面的

艺术作品还有很多，如《木乃伊》《盗墓笔

记》等等。在所有的探险活动中，盗墓或

者说墓穴探险，无疑是最吸引人的一种。

而且，自从有了“厚葬”这一习俗之后，盗

墓者就出现了。而墓穴的主人则会像银

行保卫金库一样，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死

后的安宁。那么，古人尤其是古代帝王究

竟是怎么给墓穴防盗的呢？

网剧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再掀探墓热再掀探墓热

拒贼门外拒贼门外，，古墓用了哪些大招古墓用了哪些大招

盗墓贼想要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

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建立许多

疑冢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你得

有能耐找到我。“疑冢虽然是防盗手段中

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

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中。”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员公众考古与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马俊才说。

马俊才介绍，最有名的疑冢当属曹操

墓，其将疑冢方法运用得可谓登峰造极，《三

国演义》中称，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

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

人所发掘故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曹操的

生性多疑，设立七十二疑冢，让深恨其之人

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虽然是出自演义的

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

且被广泛使用。

故布疑冢 瞒天过海

土丘墓最绝的反盗墓招式是“积沙”，这

种墓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积沙墓”。“积沙

墓”俗称流沙墓，是盗墓者最为头疼和害怕

的墓冢类型之一，出现时间很早。在营建

时，开挖十几米深、面积达几十甚至几百平

方米的地下空间，定好棺椁的朝向、方位后，

以炒干的细沙埋葬棺椁，而不是以土回填。

沙子积埋到一定位置和厚度后，才以泥土覆

埋，并将四周夯实筑牢。

马俊才解释说，之所以用干燥的细沙，

一是可以保持地下干燥的环境，防止尸体腐

坏；二是强化防盗效果。干燥的细沙如水，

流动性极强，盗墓者根本无法挖掘盗洞，因

为挖的时候，沙子会流淌，根本就形不成盗

洞。就是挖成了，也极容易造成塌方，让盗

墓者成为殉葬者。

2005年 5月，马俊才作为领队参与上蔡

县郭庄村楚墓的全面发掘。据他介绍，整座

墓的防盗招式一环套一环：大墓深达 17米，

其中 10米多埋的都是沙子。又在主棺的正

流沙填墓 盗洞难挖

很多古墓都被盗墓者光顾、洗劫，但是

历史上有一座古墓却幸免于难，这就是唐高

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

“考古结果表明，目前确实没有发现乾

陵被盗的痕迹。”马俊才说，其主要就是采

用铁水封陵的方法，墓道与墓门间用吞条

填砌，多达 39 层，用石近 4000 块。石条之

间用铁拴板拴拉，每 3 层上下用铁棍穿联，

而且在石头上凿有倒梯形的洞，类似于木

工做的木榫，在墓地现场筑炉化铁成汁，浇

塞石上的榫洞，使石块牢牢地粘在一起，成

为一体。

“如果没有这种榫洞，石块就很容易抽

离。”马俊才说，历史上有很多次盗挖乾陵的

记载，如黄巢起义时，曾在墓道西面挖了大

沟，后也有军阀组织大批人马盗挖，但均没

有成功。可见，武则天铁水封陵的反盗墓手

法是相当成功的。

铁水封陵 固若金汤

除了各类物理防盗手段外，化学陷阱

也被墓主们采用。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

用的化学防盗剂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

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

麻烦。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

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可能是利用水银挥

发剧毒进行防盗。“此设计目前还未证实，但

化学毒物 闻之毙命

一些盗墓小说中还提到，很多盗墓贼一

打开古墓，便发生大火，被烧死、烧伤。《汉旧

仪》里所言：“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

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

制有其机也。”这段文字中透露出，古墓中的

“伏火”是古人反盗墓设计的传统手段之

一。曾震惊世人的长沙马王堆 1号墓（辛追

墓），就曾出现“伏火”。

对此，马俊才表示，这种所谓的“墓火”可

能并不是有意为之的防盗设计。而是因为墓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如衣服、食物等等，

长时间埋藏之后会腐烂，从而产生一种可燃

气体——沼气。盗墓者手持火把或蜡烛而

入，沼气一遇明火，就会发生爆燃或者火灾了。

伏火深藏 或为沼气

在盗墓小说、电影中，经常会看到墓穴

中装有机关弩箭，盗墓者一旦触发机关，弩

箭就会射出，使其毙命当场。

伏弩一般只有帝王陵一类的高等陵寝才

会使用，秦始皇的陵墓就有“伏弩”。郭沫若在

《中国史稿》第三篇第三章第一节中写道：“为了

防止后人挖掘他的坟墓，秦始皇命令工匠装置

了许多机弩，以射杀企图进入墓道的人。”

“这种多见于文字记载中，一旦盗墓者

靠近就会被射杀，但目前发掘的墓穴中还从

未发现过。”马俊才说，这种“机关”在现实中

不太可能存在，因为箭是金属、弦是各种牛

筋做的，时间长了就会锈蚀、腐烂，从而失去

效能，无法使用。

机关伏弩 并不实用

秦陵封土的确可能有大量水银，曾有人对当

地土壤进行测量，越到下面发现汞含量越

高。”马俊才说。

其 他 帝 王 陵 墓 内 部 也 可 能 有“ 水 银

池”。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黄色

气体，让人靠近不得。《太平广记》有载：“襄

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

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

日乃歇。”马俊才表示，野史记载，河南省卫

辉市一墓穴遭盗掘时，曾有白气逸出。

上方和侧方，加修了两个假棺材，为了逼真，

还放置了小件陪葬品。墓道走向设计也很

绝，不像通常大墓那样，墓道直达墓底，而是

改变了方向，如果盗墓者顺墓道而下，根本

看不见真正的棺室。

“这座楚墓内的陪葬品，能历两千多年

而不被盗出。完全是因为这环环相扣的反

盗墓设计。现场发现，此墓大大小小有 17

个盗洞，其中年代最早的盗洞挖于战国时

期，位于墓室北口外约 3 米处，是一个阶梯

式的斜向洞，向下发现积沙后就停止了挖

掘。”马俊才说。

文·本报记者 付丽丽

品驰医疗研发的新产品品驰医疗研发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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