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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我访问了位于广州市的中

乌巴顿焊接研究院。

我 的 到 访 并 没 有 中 断 实 验 室 的 日 常 工

作。在我走进他们的实验室时，专家团队继

续专心研究焊接样品，这些样品是借助 10 千

瓦激光焊接而成的。

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

是广州中乌巴顿焊接研究院研究员的弗拉迪

斯拉夫·哈斯金告诉我，这里有来自德国的设

备，但是所有外围设备都是乌克兰专家与中

国同事合作的成果。

广州中乌巴顿焊接研究院的乌方负责人

弗拉基米尔·科尔任克已经在这个城市工作

了好几个年头。他积极参与联合科研和创新

项目。由于其杰出贡献，不仅获得了中国政

府颁发的友谊奖，还于 2015 年当选为广州市

的荣誉市民。

两国发展出符合双方
利益的合作模式

乌克兰自独立以来，经济情况并不理想，

GDP 总量仅为中国的 0.2%。虽然大批乌克兰

人才主要流向以色列、西欧和美国，但乌克兰与

中国之间的人才交流，已经发展出了在两国境

内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或联合实验室的模式，这

符合乌克兰的利益。目前中国山东省已建成六

家、广东省建成两家这样的联合研究机构。

2018 年 6 月 6 日，乌克兰教科部副部长斯

特里哈率团出席了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的乌

中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框架内的科技分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

斯特里哈副部长认为，这种模式的确立是

“烟台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同时，这种方

式和趋势也得到了中国科技主管部门的认可。

“ 中 国 的 创 新 速 度 是
美国的三倍”

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在谈到基础科学

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时，把它比作建筑的基

础与建筑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人的想

法，通常我们看不到基础，但建造一栋建筑物基

础不可或缺，而且要牢固和强大。这也就如同

基础科学的作用。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将支

撑起更为强大和卓越的创新型国家“建设”。

而基础科学研究的不足，是中国仍然在

关键技术上依赖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目

前，世界上近 90%的现代技术创新得益于基

础科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

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取得

了良好成绩：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国际

科技合作”数量增长了 70%。

为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技能专业人

士，北京，上海，南京和其他地区发起了许多活

动，不仅吸引了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而且还

吸引了在优先领域开展前景研究的外国学生。

中国对“某些有价值的外国专家”敞开怀

抱，给予签证、经费等各种支持。特别是 S1 类

签证，有效期为 2—5 年。

从效果来看，这些刺激输入“最聪明大

脑”的措施已经产生了效果。正如美国经济

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所指出

的那样：“中国的创新速度是美国的三倍，而

且中国正在瞄准越来越多的基础科学研究。”

我想举一个例子，2017年12月，乌克兰国家

科学院与广东省科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签字仪式上，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副院

长扎戈罗德尼院士说，联合中心的主要特点

是“以注册法人形式双方开展合作，提供资金

支持，进行联合科学研究，联合项目竞标，联

合项目评估，以及技术监管和转让”。广东省

科学院院长廖斌指出，广东省政府已拨款 1 亿

元人民币对该项目进行资助。

乌克兰技术在中国快
速转化是一种成功方式

乌 克 兰 具 有 强 大 的 科 技 资 源 和 发 展 潜

力，这一点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如农业科技

和生物技术、国防工业技术、信息和通信技

术，以及新材料和纳米技术等等。

乌克兰科学面临的问题是，不仅要创造

最佳条件以增强我们独特的科学潜力，而且

要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更有效地为国

家利益服务。

在 科 研 投 资 上 ，乌 克 兰 和 中 国 存 在 差

距。在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鼓励

乌克兰技术在中国实现快速转化是一种成功

的方式。乌克兰与中国在基础科学应用技

术，以及创新领域建立联合科研与创新中心

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但科技是无国界的，

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实现共赢，有利于乌中

两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作者系乌克兰《政府信使报》记者，编
译：本报驻乌克兰记者张浩）

乌中科技合作共赢有利于世界

斯坦尼斯拉夫·普罗卡普丘克

2017年11月21日，时任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库比夫参观中乌科技创新展，观看中国新型高
铁模型。 本报记者 张浩摄

一周焦点

消灭 HIV 潜在治疗靶点终找到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找到

了消灭患者体内隐匿的艾滋病病毒（HIV）的

潜在治疗靶点，对免疫细胞中的一个长链非

编码 RNA（lncRNA）进行修饰，就可防止休

眠的 HIV“复活”。这个被称为 HIV-1增强型

lncRNA（HEAL）的 lncRNA，是科学家在艾

滋病领域寻找了 30 年的关键开关之一，在

HIV 发病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周明星

人声带组织在实验室培养成功
美 国 团 队 在 他 们 之 前 小 鼠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从 人 诱 导 多 能 干 细 胞（hiPSC）中 提

取了声带上皮细胞，在实验室培养出人声

带 组 织（即 黏 膜）的 三 维 模 型 。 该 模 型 可

用 于 对 声 带 疾 病 或 损 害 的 相 关 药 物 和 疗

法研究。

一周争鸣

部分暗物质由原始黑洞构成？
包括欧核中心（CERN）科学家在内的

一个国际团队，借助超级计算机聚焦大爆炸

后瞬间诞生的原始黑洞，再现了光子与氢之

间的交互。他们分析后发现，宇宙网是一个

由气体和暗物质“丝线”构成的网络，“触角”

遍及宇宙每一个角落。该研究有望为人们

揭示暗物质的本质。

“最”案现场

迄今最大规模量子叠加测试完成
由奥地利与瑞士科学家合作进行的一项

新研究，对量子叠加原理进行了迄今最大规

模测试：由近 2000 个原子组成的高温复杂分

子被置于量子叠加态，并进行干涉。科学家

称未来的实验将在更大规模上对它进行测

试，量子和经典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

前沿探索

7 亿年前金星或是宜居世界
金星在人们印象中可能是一幅末世般

的 炼 狱 景 象 ，但 新 研 究 表 明 ，在 20 亿 —30

亿年间，金星可能拥有一个完美的宜居环

境，生命或有足够的时间在此繁衍生息，但 7

亿年前剧烈的气候变化，使金星大气层变得

异常稠密和炎热，也使其从一个宜居星球变

成一个寸草不生的炼狱。

技术刷新

利用汗液的柔性生物燃料电池问世
美欧国际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种独

特的可贴在皮肤上的新型柔性可伸展器件，

其能通过改变汗液中的化合物产生电能，可

持续点亮 LED（有机发光二极管），堪称一种

生物燃料电池。这项研究为开发由自主且

环境友好的生物电池提供动力的可穿戴电

子设备开辟了新途径。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9 月 23 日—9 月 30 日）

科技日报北京 9 月 30 日电 （记者张
梦然）天文学家发现在 31 光年外，一颗巨

大的系外行星围绕一颗小型红矮星运动，

而目前人类已知的模型，尚无法解释这一

星系系统的性质。这一发现出乎意料，令

天文学家们兴奋不已。相关报告发表在最

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

新发现的系外行星 GJ 3512b，是一个

气态巨行星，质量相当于我们太阳系“行星

老大”木星的一半，而它围绕的这颗红矮星

的质量只有太阳质量的 12%。研究人员指

出，有着木星质量的气态巨星在红矮星系

统中相当罕见。目前被广泛接受的行星形

成理论，是核心吸积模型，但这一模型却完

全无法解释新发现行星系统的性质。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空间研究所的科学

家表示，新确认的这颗行星并非按通常的

渐进方式形成，即在气体积聚之前，形成合

并粒子的固体核——离奇的是，该行星似

乎是直接从气体中产生的，这令科学家们

非常震惊。

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家格雷格·劳克林

并未参与该研究，但他在评论文章中指出，

在我们自身之外的星系中已经确认了 4000

多种所谓的系外行星。一个新的系外行星

一般而言是不会再值得特别注意了，但是像

GJ 3512b这样“挑战了当前行星形成理论的

事物，可以让所有天文学家都动起来”。

研究成员之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天

文研究所科学家指出，这一“新世界”身份非

凡，且“促使我们重新审查模型”。加泰罗尼

亚空间研究所负责人则在一份声明中称，这

颗气态巨行星能被发现，是他们的幸运。

截至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该巨行星

究竟是如何在轻质恒星周围形成的。

科学是怎么演进的？科学史家库恩认

为，科学革命其实就是范式转换。在广泛

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出现了现有理论解释

不了的“例外”，于是人们就对原有范式进

行修补；当例外越来越多，解释越来越复

杂，旧的范式就会被新的更有竞争力的范

式替代。一切理论都在等待着被证伪，等

待着那个“例外”。这次，天文学家发现了

这个“例外”——一颗无法被“核心吸积”模

型解释的气态巨行星。会不会催生新的模

型，会不会开启新的研究领域？这个美丽

的例外，足够学界忙一阵了。

三十一光年外

巨型行星可能直接从气体中产生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近日报道，英国利兹大学天文学家称，

由他们领衔的研究团队在一颗年轻恒星的

原行星盘中发现了一种罕见分子——一氧

化碳的同位素“13C17O”，对这类分子进行深

入研究或许有助于揭示星盘行星诞生之谜。

“诞生”不久的恒星外会围绕一圈浓密

气体，可被视为一个吸积盘，即所谓的原行

星盘，一些行星会在其中诞生。

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利用位于智利的阿

塔卡马大型毫米/亚毫米阵列（ALMA），对一颗

名为HD 163296的恒星进行了观测。这颗恒

星距地球约330光年，在过去600万年间形成。

研究人员在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通

讯》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在这颗恒星的原行

星盘中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显示其中存

在一种罕见的一氧化碳的同位素“13C17O”。

通过这种分子，团队能更精确测量星盘中气

体的质量。结果显示，星盘的质量是“之前

评估的2—6倍”。

此前对这类星盘的观测结果一直让天文

学家们困惑不已，因为它们看起来并没有足

够多的气体和尘埃来形成那些被观测到的行

星，新发现或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最新研究负责人、利兹大学学者艾利

斯·布思说，这一发现对于了解星盘中行星

的诞生机制非常重要，如果它们包含了更多

气体，那么星盘也会有更多材料来形成更大

质量的行星。

下一步，布思团队计划借助 ALMA观测

其他原行星盘，希望能观测到这种罕见的一

氧化碳并确定星盘的质量。

罕见分子或能揭示星盘行星诞生之谜

研究创新合作一直是中欧全面合作的重

要领域，时刻受到双方最高政治层面的高度

关注。

占 世 界 人 口 7%的 欧 盟 人 ，创 造 了 全 球

20%的科研支出、27%的科学出版物和近三分

之一的全球专利申请，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

“科学研发集团”，许多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

公司和一些最好的大学都设立在欧洲。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

发展，尤其是人力、财力、科研和创新能力的

快速增长。我们总是惊讶地看到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预算以每年超过 20%的速度增

长!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效仿⋯⋯

食 品 、农 业 和 生 物 技
术领域合作走在前面

我仍然记得 2006 年 10 月 11 日，在欧洲比

利时布鲁塞尔，中国科技部和欧盟研究总司联

合发起了“中欧科技年”活动，时任中国科技部

副部长吴忠泽和时任欧盟委员会研究、创新和

科学委员亚内兹·波托奇尼克出席了此次会议。

为了促进欧盟和中国的研发创新团队合

作，中欧此前共同制定了加强中欧合作的旗

舰计划。

目前看来，中欧之间的科研合作最成功

的是食品、农业和生物技术领域(FAB)。作为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食品生产区,中国和欧盟

有着相同的目标与挑战，中欧正联手维护粮

食安全与保障、推广健康饮食习惯、保证动物

健康以及推动农业可持续性发展。

还记得 FAB 合作始于我在法国阿尔卑斯

山度假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次通话，直

接促成了 2013 年中欧峰会期间签署的合作意

向书。如今，它已经“创造”了近 20 个联合项

目，从欧洲方面获得的资金总额超过 1.2 亿欧

元，项目涉及从土地管理到动物生产、健康和

资源问题以及高效食品和饮料等各种问题。

中 欧 创 新 合 作 ，致 力
于务实和长效

最近几年，中欧之间一直致力于作为平等

的合作伙伴开展互利合作。欧盟和中国于

2012年共同设立了部长创新对话机制，命名为

“中欧创新合作对话”(ICD)，主要讨论了双方

在研究和创新方面合作的框架条件。2013 年

11 月，ICD 首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开启了中欧城镇化合作、航空科研创新等

新领域合作，应该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必要的，合作各方

应采取实际行动，共同促成值得期待的成果，

让承诺变成现实。2013 年，欧盟在佛山与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共同举办了中欧城市创新国际研讨会，

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专家参与其中，讨论了城

市化进程不同领域的合作议题，包括可持续

规划、绿色城市交通和城市可持续能源解决

方案，200 多位专家提出的系列建议被广泛用

于发起城镇化研究的创新倡议和联合项目，

并取得了非常宝贵的成果。

尽管中国和欧洲对第一次 ICD 的一些议

题有所讨论，但欧盟给予中国在欧洲设立的

高科技公司分公司(如华为子公司)与欧盟公

司一致的平等待遇，这些公司可以接受欧盟

的科研资助。我们希望看到欧盟企业在中国

享受同等待遇。

2015 年，中国政府通过科技部、工信部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制定了一个

基本框架。6 月 29 日，第二次 ICD 作为第十七

届中欧领导人会晤的配套活动之一在布鲁塞

尔举行。创新对话由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与

欧盟科研创新委员卡洛斯·莫达斯共同主持召

开，双方一致同意基于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

共建一个新的共同资助机制，并在中国方面建

立相关的研究和创新资助计划，以支持共同感

兴趣的战略领域的联合研究和创新项目。这

是一种长期的机制，可以为中国参与欧洲的

“地平线 2020”项目提供资金资助，并确保合作

双方在该领域进行真正的联合工作！

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找到了调动双方财

政资源的途径，确定了共同感兴趣的研究和

创新主题，并修订了我们各自的法规。在“地

平线 2020”计划中，中国现在是欧盟的第二大

国际合作伙伴。截至 2019 年 8 月，中方单位

在“地平线 2020”活动中，签署了 191 个项目，

并贡献了 4605 万欧元。

“地平线欧洲”计划欢
迎中国伙伴参与

现在让我们谈谈未来。正在进行的“地

平线 2020”计划即将结束。我们已经用两年

时间准备了下一个框架计划——“地平线欧

洲”计划，此计划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

行。

“地平线欧洲”的国际合作模式与“地平

线 2020”相似，非常欢迎中国伙伴参与欧洲项

目，也期望该项目能继续得到中国政府的资

助。有迹象表明，与“地平线 2020”相比，欧盟

预算将大幅增加，按欧盟委员会提议，这一计

划的预算会从 800 亿欧元增加到 1000 亿欧元

左右。“地平线欧洲”将对世界开放，同时维护

欧盟的利益。因此，中欧在研究和创新方面

的合作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2019 年 4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第四次中

欧创新合作对话上，莫达斯委员、科技部部长

王志刚一致同意顺延中欧科技合作协定，联

合制定面向未来的中欧科研创新合作路线

图，进一步分享中欧创新合作良好实践，做好

顶层设计，共促交流互鉴与合作。中欧将按

照相关指示，为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一路线

图的目标而开展工作。

至于未来重点合作的领域,我们将投入

更多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贡献。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

我们必须成功！我们也一定会成功!

最 后 ，我 鼓 励 大 家 利 用 现 有 的 工 具 和

资 助 机 制 ，通 过“ 地 平 线 2020”项 目 征 集 公

告 ，更 多 地 参 与 中 欧 在 研 究 和 创 新 领 域 的

合作。

（作 者 系 欧 盟 驻 华 代 表 团 科 技 参 赞 编
译：实习记者余昊原）

“中国正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
——欧盟驻华代表团科技参赞谈中欧科技合作

魏立国（Philippe Vialatte）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近日报道，美国研究人员首次让 3 个光

子的颜色相互纠缠，构建出一种名为 W 态的

量子力学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使 3 个光

子中一个光子“走丢了”，有些纠缠态仍会保

存下来，因此有望应用于量子通信领域。而

且，研究人员称，这种纠缠态也使新奇的量

子应用和基础物理测试成为可能。

为了创造出这种状态，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的研究人员将激光照射进玻璃纤维

内。通过一个名为“自发四波”混合的过程

——4 个激光光子与光纤相互作用，然后湮

灭——产生两对不同颜色的光子（例如，两

对红色和绿色光子）。这 4 个光子被用来构

造 3 光子 W 态。其中一个为绿色，剩下 3 个

构建出这种 3 光子 W 态——由两个红色光

子和一个绿色光子的所有可能迭代组成。

这项工作的独特之处在于，研究人员

使用光子的颜色（能量）作为纠缠自由度，

而之前的研究使用光子的偏振。由于光子

的能量不会轻易变化，这就降低了能量纠

缠 W 态在长距离传播时产生误差的可能

性。通过测量双光子子系统的信息，研究

人员首次验证了这种状态。研究发表于

《物理评论快报》杂志。

研究人员方斌（音译）指出：“科学家们

以前曾创造过偏振纠缠的 W 态，但最新研

究是在光纤中产生的第一个离散的能量纠

缠 W 态和第一个 3 光子纠缠态。与其他类

型的 3 粒子纠缠相比，W 态对于量子通信

很有用，因为如果一个光子丢失了，另外两

个光子会保留一些纠缠，这意味着通信可

以继续。”

研究负责人、维吉尼亚·洛伦茨说：“这

项研究的另一个新方面是，我们提出了一

种直接证明 W 状态存在的方法。”

首个三光子颜色纠缠 W 态问世
有望应用于量子通信领域

新研究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利用光子的颜色（能
量），创造了一种能量纠缠
的W态。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
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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