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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济南8月3日电（记者王延斌 通

讯员车慧卿）宇宙在最初诞生的百万分之几秒

内以“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形式存在，这种类

似“电浆”的状态被认为是固体、液体、气体之后

的第四种物质形态。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提

出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整体极化”理论，被美

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重离子碰撞实验证实，该

实验室 RHIC-STAR国际合作组织发言人许

长补教授认为，超流体中相对论量子“整体极

化”的提出和被证实是近年来世界高能核物理

领域里的最重要突破。该实验结果已作为封面

文章发表在3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电子和原子核组

成，而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由更细微的夸克

通过强作用力组成，这种强作用力通过胶子传

递。通常情况下，夸克被约束在中子、质子内，

无法独立存在。通过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的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机，科学家们让两个金

原子核在接近光速下对撞，利用其对撞温度比

太阳表面温度高出 3亿多倍的条件，释放出夸

克和胶子，从而获得“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包括中国6个研究单位在内的14个国家约500

名科学家参与了这项实验计划。

“整体极化”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山东大学

教授梁作堂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两个金核在

“擦肩而过”式的碰撞（即非正面心对心碰撞）

中会导致一系列效应，“整体极化”便是表现之

一。就像月球在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也在自

转一样，碰撞产生的“电浆”状夸克胶子等离子

体在每秒实现 1021自身转速的同时，表现出一

定的方向性，这种方向性类似于地球绕日公转

时表现出的倾角。2004年山东大学梁作堂教

授和王新年教授在《物理评论快报》首次提出

该理论，从而使世界高能核物理界少有地以中

国科学家提出的“Global polarization”（整体极

化）作为专用名词来命名该现象。

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整体极化”理论获证

《知识分子》创立之初，我们就将推动科学

家深入参与我国科学传播事业，进而发展新时

期的科学文化，作为我们所肩负的使命之一。

回溯近两年来事业之发展，我们欣喜地

看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

学家不再固守于象牙塔内，而是愿意主动走

入公众视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享他们的

学识、观点和思想。

科学传播事业根基在教育

然而毋庸讳言，在构建中国科学文化道

路上走得越是深远，我们也愈加感受到实现

理想之艰难，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

这份事业的根基实则在于教育。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我们曾借用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

贝尔斯的这句名言，鞭策自己努力成为这样

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

去年秋天，我们推出了“和孩子一起，听

科学家讲科学”的科学教育产品：《科学队长

幼儿版》，以期在孩子心中埋下一粒科学的种

子，保护好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在“科学队长”的陪伴下，越来越多的孩

子萌发出探索自然世界的强烈兴趣，而他们

脑袋里的无数个为什么，也有了可以得到最

佳回答的好地方。

而对于将孩子的教育作为头等大事的家

长们来说，他们希望孩子从科学教育中所获

得的，则远远不止于满足好奇心，他们希望孩

子心中埋下的这粒科学种子，能够生根发芽，

内化为孩子实实在在的能力和素质。

“和孩子一起学科学，除了满足本能的好

奇心以外，其实我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就慢

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遇事

也能以平和的心态，积极地去解决问题。”“于

短暂的人生中体验无限的科学之美，希望我

的孩子也能有更丰富的内心、更理性的头脑，

与科学相伴，过更精彩的人生。”……

聆听这些来自孩子家长的心声，让我们

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科学教育所应追求的本

质目标。

科学可定义为“智识生活”

同样是在《知识分子》创立之初，我们就

将 科 学 定 义 为 一 种 智 识 生 活（Intellectual

life），它是创造、想象、观察、分析、推理、演绎、

归纳等等智识生活要素的综合体现，代表了

更高阶段的生活追求。

让孩子们在其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能够

过上这样的“智识生活”并受益于它，不正是

我们希望科学教育所能够做到的吗？

（下转第二版）

中国科学教育水平亟须大幅提高

“不收租金，拎包入驻！”

在乌鲁木齐，一家众创空间向创客们

发出邀约后，几乎被报名入驻的创客踏破

了门槛。

这家名为丝路精创的众创空间在全国

首创提出了“计租不收租，租金做股金”的

模式。作为集活动聚合、培训辅导、媒体驱

动、投资驱动、产业链服务、综合创业生态

体系等多种众创空间模式为一体的新型创

业服务平台，丝路精创众创空间也是全国

为数不多的由当地科技主管部门主导建设

的众创空间之一。在它的主导下，位于乌

鲁木齐科学一街的 21间门面装修一新，不

仅创客们实现了拎包入驻，还建起了一条

“天山众创示范街”。丝路精创众创空间也

先后摘得了第三批国家级众创空间、首批

自治区级众创空间、新疆众创空间服务联

盟首届理事长单位等头衔。

瞄准创业痛点培育
“土壤”

走进丝路精创众创空间的大厅，浓郁

的咖啡香味扑鼻而来。咖啡桌旁，三三两

两的创客低声却热烈地交谈着。

点一杯咖啡，不管是寻找创业合伙人、

评估创业项目风险，合作洽谈、招募人才，

还是参加活动、分享创业模式……在这里

都能一一搞定。

“每每看到创客在这里碰撞出思想的

火花，我就特兴奋。创业，一切皆有可能，

这些年轻创客中，或许就会诞生未来的马

云、乔布斯。”丝路精创众创空间董事长兼

总经理黄文金介绍，这里以咖啡吧为创业

载体，主要是吸纳有创业梦想的创业团队

入驻。

“把创客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去办，

了解创客切身痛点，才能为他们提供好定

制化、专业化、全程化的服务。”在创业路上

摸爬滚打多年的黄文金是目前新疆唯一的

中国火炬创业导师，对于创客创业之难，他

有着切肤之痛的体会：技术提升难、政策落

地难、市场开拓难、直接融资难、人才引进

难，任何一“难”都会让创业项目胎死腹中。

也正因为深谙创客痛点，创新创业技

术服务平台、新疆企业研发费用管理服务

平台、天山众筹平台、新疆英才网、新疆云

创服五大特色服务平台在此搭建起来，“技

术提炼+政策导入+资本驱动+人才引进+

市场拓展”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建立起来，

为创新创业者一站式、低成本、全开放、专

业化的服务提供了“土壤”。

为解决创业者融资难的问题，丝路精

创打造了新疆首家天山众筹平台，吸引疆

内国内投资人作为领投人，将优秀的项目

向全国展示，同时资金由金融机构存管，确

保资金安全。利用这一平台，入孵企业新

疆鲁峰影像制作有限公司众筹到首批资金

100 多万元，使新疆首部众筹市场化运作

的蒙古族史诗大型纪录片《江格尔的草原》

顺利开机。

为解决创业企业前期房租成本高的问

题，丝路精创还首创提出“计租不收租，租金

做股金”的模式，受到创客的极大欢迎。该

模式结合设备、装修等费用核定年租，以三

年孵化期为最长年限，对每个入驻企业和团

队不收取租金，只承担必要的水、电、暖、物业

费等，以年租作为股金入股，三年孵化后按

市值退出。股权收益一部分用于毕业企业

三年水、电、暖、物业费的奖励性补助；一部分

用于运营企业自身发展；一部分用于种子基

金等科技创新创业活动资金。

为创客梦想加上强
力引擎
“草根创客”陆俊吉是新疆辉柯农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农民出身的他从

小就立下志愿，要用所学的知识让家乡的

农民富起来。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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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关注的“韩春雨论文事件”有了新进

展。3日凌晨，科技日报记者从《自然》杂志获

悉，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及其同事发

表在《自然—生物技术》上的题为《利用 NgA-

go进行 DNA引导的基因组编辑》的论文于北

京时间 8月 3日撤稿。

撤稿声明中称，由于科研界一直无法根

据其论文提供的实验方案重复出论文图 4 所

示的关键结果，他们决定撤回这项研究。“在

该图中，我们报告说，利用 5′磷酸化单链

DNA 作为引导，NgAgo 能够有效引起双链断

裂，并对人体细胞基因组进行编辑。虽然许

多实验室都进行了努力，但是没有独立重复

出这些结果的报告。因此，我们现在撤回我

们的最初报告，以维护科学记录的完整性。

不过，我们会继续调查该研究缺乏可重复性

的原因，以提供一个优化的实验方案。”

《自然—生物技术》3日同时发表了社论《是

该数据说话的时候了》。文中称，一项宣称通过

Argonaute酶实现基因编辑的研究被撤回，这显

示了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在媒体时代的重要

性。社论梳理了论文发表以来的事件进展：韩

春雨及同事撤回了发表于2016年5月的一篇论

文。该论文称，短5′磷酸化单链DNA可引导

格氏嗜盐碱杆菌核酸内切酶（NgAgo）产生双链

断裂，实现对人类基因组的编辑。论文一发表，

便引起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很快，在社

交媒体的助燃之下，有关该研究可重复性的质

疑开始迅速增多。去年 11月，《自然—生物技

术》发表了“编辑部关注”，提醒科研界留意这些

可重复性方面的担忧。为了最终解决这个争

议，多个研究小组在数月里生成了更多的实验

数据。如今尘埃落定，这也是世界各地的许多

实验室为澄清NgAgo的功能而付出大量时间、

精力和资金的证明。

社论还提到，去年 12 月，韩春雨及同事，

还有另外几个与《自然—生物技术》联系的独

立研究小组，提供了新的数据，称已经重复了

NgAgo 基因编辑活性，但编辑和一位外部评

审人都判定这些数据太过初级，不满足发表

标准。因此，编辑部决定给这些原始论文作

者和新的研究小组更多时间来收集更多能支

持其论点的实验证据。“现在，距原论文发表

已过去了一年多，我们了解到当初曾报告说

初步成功重复出实验结果的独立研究小组，

无法强化初始数据，使其达到可发表的水

平。类似地，在征求专家评审人的反馈意见

后，我们判定韩春雨及同事提供的最新数据

不足以反驳大量与其初始发现相悖的证据。”

社论称，“我们现在确信韩春雨的撤稿决定是

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最好做法”。

文章最后表示，在希望得到快速、明确答

案的全天候媒体和公众眼中，论文发表后的同

行评议流程似乎慢得让人沮丧。但是，当涉及

生物学问题时，往往没有明确的答案。“当研究

重复性时，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这需

要花时间来做。就这篇有关 NgAgo的论文而

言，现在是时候了，数据已经说话了。”

随后，河北科技大学在官网回应称，鉴于

该论文已撤稿，“学校决定启动对韩春雨该项

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相关程序”。河北科

技大学同时发表了韩春雨团队声明：“同意按

学校安排选择一家第三方实验室，在同行专

家支持下开展实验，验证 NgAgo-gDNA 基因

编辑的有效性，并将实验结果公布，以回应社

会关切。” （科技日报北京8月3日电）

韩春雨团队发表声明主动撤稿
《自然—生物技术》社论称“数据已经说话”

8 月 3 日，艳阳高照，四川凉山州宁南县

和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分界处的金沙江干流下

游河段上，机器轰鸣，建设工人热火朝天地浇

筑着混凝土。装机规模全球第二大、在建规

模全球第一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主体

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自此，历时 10多年的科研、勘测、设计和 6

年多筹备，经国务院审批同意，白鹤滩水电站

与乌东德水电站这两座千万千瓦级巨型水电

站同时进入了主体工程大规模全面建设阶段。

白鹤滩水电站是仅次于三峡电站的全球

第二大水电站。它是国务院已批复的《长江

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中的一级水

电站，是中国三峡集团开发建设的金沙江下

游四个水电梯级——乌东德、白鹤滩、溪洛

渡、向家坝中的第二个梯级。工程开发目标

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航运、拦沙，并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装机总容量 1600万千

瓦，建成后，多年平均发电量 624.43 亿千瓦

时，相当于北京市 2015 年全年用电量的三分

之二。

白鹤滩水电站是世界水电高精尖技术的

集大成者，被誉为代表世界水电最高水平的

创新工程和智能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面临着复杂地质环境条

件下高拱坝建设、高地震烈度、坝身大泄量、

坝基层间层内错动带稳定和渗漏处理、混凝

土温控防裂以及坝基柱状节理玄武岩变形控

制等关键技术问题，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技术

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中国三峡集团副总

经理樊启祥介绍。

该电站主要特性指标均位居世界水电工

程前列，将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如地下洞室群

规模、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300 米级高坝抗

震参数、圆筒式尾水调压井规模、无压泄洪洞

规模、300米级高坝全坝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

等均为世界第一。

“它将成为世界水电发展过程中里程碑

式的水电工程。”参与其关键技术咨询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郑守仁认为，白鹤滩水电站的大

量关键技术问题已解决，没有制约的因素。

在白鹤滩水电站众多工程技术指标中，

“百万机组”格外引人注目。电站将首次全部

采用国产的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这是

我国重大水电装备继三峡机组国产化之后、

在向家坝 80万千瓦机组国产化的基础上的又

一次巨大跨越，被认为将开创世界水电百万

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的新纪元。

白鹤滩水电站还是个聪明的大坝，能实

现“智能建造”。“大坝埋设了成千上万的传感

器，全过程生产施工数据都会被采集和分析，

从而实现了施工质量全过程的精细化，做到

了‘全面感知、真实分析、实时控制’。”白鹤滩

工程建设部副主任陈文夫打了个形象的比

方，就像一个人头痛脑热，不用大夫，靠自己

就能够采集血液等进行体检，然后开出应对

处方。 （科技日报四川凉山8月3日电）

全面开建！白鹤滩将拿下这些水电工程“世界之最”

四川某高校打算按 3A 级旅游景区标

准打造校园，舆论一致对其指谪，不免过于

言重。客观讲，在不少知名学府无奈“被景

区”，正愁如何维护校园应有之环境的反衬

下，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堂而皇之地提

出打造“景区”的方案来，的确另类，亦有好

大喜功之嫌。不过，一所大学的自然环境

更优，其实对在里面学习生活的学生总有

好处，实在不至于挨骂。

此高校的“3A 级景区”目标并不高，

不过是个自然概念。所能想到的，无非是

造点园艺小景、多些绿化等。然而，此“打

造景区”大大有别于彼“被景区”——高等

学府的景区意义，其实远在自然概念之

上；大学之所以成为景区，也不是能刻意

打造出来的。比如，清华、北大、武大这样

的校园令人神往，其园艺、建筑考究固然

是一方面，但引人入胜的核心还是人文气

质——某条街记载了某段重要历史，亦或

某名人为某处写下佳作名篇。中国人到

英国就想去剑桥，那是因为一流大学自带

了“背景音乐”。

当然，对于大多数尚未“驰名中外”的

大学来说，没有足够深厚的历史积淀，那么

开放一些有自身特色、适合面向公众的科

普资源也是极好的。而且从公共、公益的

角度出发，这其实比开放校园的“一亩三分

地”供人游赏来得更有价值。比如，阐释地

球起源和演化的地质博物馆；展示昆虫、土

壤、植物的农林科博园；讲述货币历史的金

融博物馆等等，都是一些大学作出的有益

尝试，也已成为不错的景点。

上述“被景区”的大学有个共性，都是

在兴学育人、普及知识的过程中捎带脚地

自成一景。如是，再看四川某高校，则略显

肤浅。

“大学景区”不是打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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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北京中国科技馆，小朋友正
在做互动体验游戏。近段时间京城持续
高温，部分学生走进科技馆、图书馆、体育
馆等室内活动场所，丰富暑期生活，躲避
夏日酷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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