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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行业总决赛开幕式上，主持人邀请几

位选手上台一起见证大赛启动。话音未落，

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选手第一个跑上舞台。

他说：“克拉玛依是一个石油城市，但我希

望用新能源继续为咱们的美好社会奉献力量！”

10月 12日至 16日，与他怀揣着同样梦想

的200多位创新创业者齐聚素有“太阳城”之称

的山东德州，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华山论剑”。

他们都是低碳能源的拥趸，誓要让每个

人的衣食住行都与清洁相伴。他们也是环保

技术的追逐者，努力用无尽的激情为社会可

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他们更是国内创新创业的佼佼者，从五

湖四海相会于京津冀南大门，在国内创新创

业顶级赛事上切磋技术，互补短长。

紧贴能源转型脉搏，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大众创新创业对培育发展新动能的作

用日益明显，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引领作

用显著增强，成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力量。”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

在致辞时说。

从 2012 年至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已成

功举办 6 届。正如科技部火炬中心基金受理

处处长安磊所言，它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的创新创业比赛，办赛规格高，比赛规则严。

这样一项顶级赛事，专门开设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行业分赛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提

起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新能

源及节能环保行业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小觑。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

员会副主任杜祥琬在本次大赛高峰论坛上的

发言，更让新能源及节能环保领域的创业企

业吃了一颗定心丸。

“世界能源发展的三个趋势，概括起来就

是转型加快、增速趋缓、创新活跃。”杜祥琬说。

所谓转型加快，就是更加迫切地追求清

洁、低碳、高效。杜祥琬介绍，目前天然气、非

化石能源等低碳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耗比重中

已超过 40%，且呈增长势头。美国低碳能源

的比重已经超过 47%。

全球能源总需求进入低速增长状态，

2016年全球能源总量仅增长 1%。与此同时，

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2016 年全球能源强

度降低了 2.1%。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能源科技创新

进入高度活跃期。储能技术、能源分布式利

用技术、能源智能化利用技术成为能源科技

创新的三大亮点。在细分领域，又不断涌现

出太阳能屋顶、生物质能源、垃圾资源化利用

等各种各样的节能环保新技术。

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能源转型趋势也

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行业创业带来重大机

遇。“中国能源安全的长远之计是占领未来能

源科技的战略制高点，特别要在提高能效和

非化石能源比例以及能源利用智能化方面，

引领能源发展方向。”杜祥琬说。

在这次比赛中，杜祥琬也接触了不少新

能源领域的创新创业企业，这些创业者的精

神令他感佩。“他们抓住了正确的方向，因为

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全球的能源变革，都需

要一批人执着地付出努力。”

瞄准山青水绿天蓝，
大胆摸索新技术新模式

在大赛开幕式现场，除了来自新疆克拉玛

依的选手，来自辽宁、上海、海南的选手也意气

风发地立下决心：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山更

青、水更绿、天更蓝，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这并非空话。

参加总决赛的 200 多家企业，均从省市

级别的比赛中披荆斩棘，杀入总决赛。他们

都是有备而来：展示新技术、新模式、新思路，

不仅给同行以启发，更让来自创投界的评委

们眼前一亮。

10 月 15 日，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

能源及环保行业总决赛正式进入半决赛环

节。参赛企业通过技术、市场、团队、财务等

几个方面，展示自己的创业成果。最终，12家

成长企业和 6 家初创企业成功突围“闯入”决

赛。60 家成长企业和 24 家初创企业获得了

优秀企业奖。

耐心聆听这些企业的故事，总能让你暗

自叫好。

来自初创组的一窗科技 2016 年刚在深

圳成立，这家创业企业的主要产品是智能天

窗。该公司以科技手段模拟天然的阳光，为

采光不足的室内和阴雨天气补充阳光，而且

让光照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实现自动智能调

节。目前这家企业的产品已经瞄准欧洲市

场，并逐步扩大销售额。

最终这家企业获得了初创组第二名的好

成绩。一窗科技创始人周宇告诉记者，房子

在很多城市已经成了稀缺品，但他坚持认为，

阳光在任何地方都不应成为稀缺品。

深圳市依思普林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多轮

角逐，斩获成长组一等奖。这家公司专注于新

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电机、电控驱动系统研发制

造，以自主创新的IGBT模块为核心，实现了电

动汽车电机控制器的自主化及产业化。

在打分环节结束后，担任总决赛评委的

浙科投资董事长顾斌对这家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打拼的创业企业连连称赞。依思普林董事

长张杰夫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感慨：“创业非常

困难，需要投入所有激情、所有精力、所有资

源。如果不这么干，肯定不会成功。”

获得优秀企业奖的上海瀚氢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盯上了未来广阔的氢能市场。它致

力于开发氢能源领域动力系统总体集成技术

及其相关技术——这是制约我国氢能源技术

发展及推广应用的技术瓶颈之一。

上海瀚氢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彦

说，国外相关产品已经在国内市场盘踞了 20

年，每年销售额数亿元。如果中国人抓住机

遇，在技术研发上坚持下去，跟国外产品是可

以决一雌雄的。

谈到面临的困难，冯彦不假思索地说：

“做一件事情，除非你放弃，要不然是不会失

败的。”

“大赛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广大创业企

业。你们能够积极参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在大赛舞台上展现风采，展示双创成果，可以

说取得了丰硕收获。”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

盛延林在总决赛颁奖仪式上的话，一语点睛：

正是由于创业企业的参与，才使得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熠熠生辉。

与企业共成长，打造
中国最大众创众扶平台

从 2012 年到现在，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一

步一个脚印，越走越坚实。

6年来，共有超过12万家企业报名参加这

一全国性的双创赛事，仅今年就有 28147家企

业报名参加。安磊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比赛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也越来越得到有

关部委的认可。从去年开始，财政部每年都会

拿出专项经费来支持大赛评选出的优秀企业。

另一方面，评选出来的创业企业的质量也

越来越高。安磊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参

加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的企业中，至少有 3家企

业已成功上市，大赛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更是数

以百计，不少企业成长为行业中的“独角兽”。

可以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见证了很多

创业企业的成长。

今年获得成长组一等奖的深圳市依思普林

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第二次参加大赛。张杰夫介

绍，公司在2011年成立，2014年参加了第三届全

国创新创业大赛。仅仅在参赛20天后，便获得了

第一笔风投，这笔资金就来自比赛的一个评委。

“比赛结束后，评委直接飞到深圳与我们

签约投资。这让公司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张杰夫说，公司刚开始做 IGBT 模块，再做电

机控制器，现在已成为新能源汽车系统集成

商，公司估值已达到 8 个亿。今年总决赛现

场，张杰夫又获得了评委顾斌的“邀约”，他们

计划在比赛后继续详谈。

与依思普林一样，瑞芙贝（武汉）光电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也曾在往年的比赛中获得优

秀企业奖。今年这家企业带着最新研发的项

目——LED 中央变频智慧照明亮化系统，再

度征战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并以小组第一的

成绩闯入决赛。

“我们的初衷就不只是办一个活动或搞一

个评审，而是搭建一个为创业者服务的平台。”

安磊说，比赛为期5天，除了半决赛和决赛环节，

还设置了德州当地企业参观考察、大企业对接

会、公益大讲堂、创业加油站等多个环节，目的

就是希望所有参赛选手来了之后都有所收获。

今年的大企业对接会现场就十分火爆。

三星、西门子、万向等多家大企业参加了大企

业对接会，并与前来参赛的创业企业一一对

接。原定于 14 日下午 5 点结束的活动，一直

持续到晚上 7 点钟才结束。安磊告诉记者，

目前组委会正在想方设法调动更多大企业的

积极性，与参赛企业“大手拉小手”。

也有不少企业在与同行的交流当中擦出

火花。前来参赛的重庆壹特科技有限公司，

去年 5 月成立，致力于研发车用环保锂离子

启动电源等产品。“来参赛的新能源汽车领域

的企业很多，我们已经与好几家企业进行了

洽谈，寻找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该公

司总经理郭京彬告诉记者。

而且来德州参加比赛，也让他看上了这

座城市。郭京彬说，他在参观德州当地企业

时，发现这里新能源企业众多，配套完善。而

重庆壹特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考虑在其他地区

建立生产基地，以降低产品销售的运输成本，

德州便是不错的选择。

走过 6 年，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的模式已

经越来越成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安磊说，

还要进一步提升办赛的质量，吸引更多更优

秀的创业企业参加，同时为这些创业企业提

供更好的服务。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是科学家竞技

的舞台。我们的目标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时代，为全国的创业者们提供一个同样的

平台来角逐竞技和展示自己。”安磊说，这是

他最大的愿望。

踩准新时代节奏，只为天更蓝水更清
——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行业总决赛侧记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王延斌 通讯员 刘 雯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与选手一起启动大赛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与选手一起启动大赛 大赛颁奖仪式现场大赛颁奖仪式现场

疼痛，是我们生命中的常客，有些人偶尔与它相遇数秒，有些人则和它“厮守终生”。它既是我们的威胁，也
是我们的警钟。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就一直在研究到底什么是疼痛。有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希波克拉
底在其鸿篇巨著《希波克拉底全集》中上千次描述到疼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疼痛和快乐一样，只是一种
情绪，完全是心理上的，就和愤怒、忧伤是一回事，和身体本身关系不大；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
疼痛是一种感觉，是连接肉体和精神的桥梁，疼痛是由刺激产生的精气传递到大脑产生的，机体有控制精气的
阀门，肉体和精神都可产生疼痛。

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解释疼痛的理论，但疼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却至今仍未解释清楚。

最早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疼痛的

理论是特异性学说。该学说的“雏形”甚至可

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但直到 1858 年德国生理

学家莫里兹希夫在明确发现触觉和痛觉经不

同的通路传递到大脑后，才首次提出了疼痛

的特异性学说。

该学说认为每种躯体感觉都存在特异性

的通路，即不同的感受器（感受特定刺激的神

经元）负责感知不同的感觉，它们各司其职，

一些负责温度、一些负责压力、一些负责震动

等。比如，被热水烫了以后，负责温度的感受

器就会发出预警，所以人才能感觉到烫，并做

出躲避的动作。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伊鸣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强度

的刺激，体表基本上都有相对应的感受器，某

个感受器被激活以后，可以把信号传递到我

们的脊髓和大脑里去。实际上，我们发现大

脑对不同类型疼痛的处理方式也不完全一

样。比如，不同的神经通路分别负责机械性

刺激和温度刺激的处理，这使得我们可以在

意识层面上判断疼痛的性质。比如说手被

烫，很明显感受到的是温度引发的疼痛，这就

是疼痛感受的特异性。”

然而，特异性学说无法解释为什么被打

以后，冰敷可以缓解疼痛的现象。按照该理

论，负责感应温度的感受器和负责感应机械

性刺激的感受器分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感受

器，是不会“掺和”在一起的。实际情况却是

在高级神经中枢里，不同类型刺激的“特性”

就不那么明显了。“不同类型的刺激‘特性’在

外周感受器和外周神经层面区分比较明显。

但是到了脊髓或脑这些高级神经中枢里面，

就会发生很多信号整合，产生一些‘共性’的

反应，即对不同类型的刺激产生类似的反应，

如不愉快感。疼痛是多维度的复合感知，而

非单纯伤害性信息的传递。”伊鸣说。也就是

说，在整个系统里，不同类型的刺激，它们既

有自己的特性，也有一些共性。

特异性学说
不同疼痛靠不同感受器感知

因为没法解释许多现象，所以后来又有

人说，疼痛和感受器的种类没什么关系，主要

和刺激的强度有关，这时候疼痛的强度学说

出场了。

德国神经病学家威廉·埃尔布于 1874 年

首次提出疼痛的强度学说。该学说认为并不

存在针对各种类型、不同强度刺激的感受器，

当作用在神经细胞上的刺激增加或积聚到一

定水平，超过某个“阈值”时即可导致疼痛。

也就是说，疼痛和感受器的种类没有关系，主

要和刺激的强度有关。

就好像有人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你的脸，

你不会觉得疼；但如果强度加大，将轻轻抚摸

变为“大嘴巴抽”时，你就会感觉到疼痛了。

强度理论好像和“撇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

氓”是一个调调，也能解释很多问题。

但是，该理论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烫伤以

后，冰敷可以缓解疼痛的现象。按照该理

论，冰水如果积聚到一定水平也会让感受器

发出预警，在双重刺激下，疼痛感应该会加

剧才是啊。

强度学说
痛不痛只是“度”的问题

我们的腿磕了一下以后，会马上用手在

周围揉，这样做痛觉就会显著缓解。这对于

一般人来说是常识一样的现象却引起了美国

人罗纳德·梅尔扎克和帕特里克·沃尔的注

意，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他们于 1965 年提出

了“闸门控制学说”，简称“门控学说”。

“门控学说的基本理论原理是，在我们体

表施加的不同刺激，是由不同类型的感受器

和不同类型的神经纤维传递到脊髓的，其中

有一种没有髓鞘的细直径纤维主要传递伤害

性信号，也就是痛的信号。另外一种有髓鞘

的粗直径神经纤维，传递非伤害性的触觉信

号，这两种信息在脊髓背角层面上可以产生

一种竞争的关系。”伊鸣说，“如果触觉信号足

够强就可以抑制掉伤害性信号，可以想象当

我们受到伤害性刺激的时候，最开始是伤害

性纤维传递到我们脊髓背角，如果我们施加

触觉刺激，如揉局部皮肤，就在痛的信号之上

加了一个非伤害的刺激信号，这个信号就会

竞争性地抑制掉伤害性信号，使得我们痛觉

减轻，这就是门控理论的通俗解释。”

因此，如果被打了一顿，揉一揉痛的地

方，就会刺激粗大的感受器，让神经系统被粗

神经纤维传递的信号“迷惑”，暂时忘记了细

神经纤维传递的疼痛信号。

以上几种对疼痛的解释都是基于生理因

素的，其实疼痛的形成很复杂，并不完全是生

理因素造成的，还包括许多心理因素和环境

因素。国际疼痛学会（IASP）在今年就将疼痛

定义为：“是具有感觉、情绪、认知和社会层面

的实际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痛苦体验。”

看来要想真正了解疼痛，还需要一个很漫长

的过程。

门控学说
刺激信号和伤害信号互相竞争

在常见的疼痛之外，还有一种疼痛让人
费解，那就是幻肢痛。幻肢痛现象是因截肢
或外伤而使人失去身体某一部分后仍持续感
知那部分肢体存在或者出现疼痛的现象。幻
肢痛是一种神经病理性疼痛，全身各部位组
织切除后均可发生，尤以四肢和乳房切除后
多见。

对于幻肢痛现象，目前认为最重要的发

生机制是大脑皮层的功能重组，而外周和中
枢机制都参与其中。据伊鸣介绍，从外周机
制上讲，截肢手术之后，病人的肢体与局部神
经同时被切断。来自受损神经的异常放电与
术后早期出现的幻肢痛有关。

中枢机制在幻肢痛的发生中更重要。
我们的肢体都是受到大脑皮层支配的，包括
感觉和运动。病人被切掉肢体之后，原来支

配切除部位的脑区，就会突然间没有了信号
来源。因此，会出现一种代偿性的反应。例
如截肢后对侧大脑皮质躯体感觉区内面部
代表区扩大，并向中线方向伸入到相邻的被
截掉的肢体代表区。这时大脑就可能把面
部刺激“误认为”肢体刺激，产生幻肢痛。大
脑皮质功能重组的程度与幻肢痛的程度有
明显相关性。

幻肢痛：不存在的肢体为啥也会感觉痛

本报记者 陆成宽

让你抓狂的疼痛
也让科学家挠头 5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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