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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时节，雁栖湖畔，首届世界古

典学大会如约而至。

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85 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古

典文明的智慧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启迪，

为深化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美美与

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开启新篇章。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

翔与希腊文化部长莉娜·门佐尼一同走上

主席台，完成在希腊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

明研究院许可文件的交接。随后，高翔宣

布：“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

“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

是进一步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的重大

举措。”高翔表示，愿以世界古典学大会

为平台，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基地，

推动古典文明在现代世界中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出与时俱进的思

想光芒，持续照亮全人类前行的路。

古典文明是人类文明突起的高峰

和永亮的灯塔，东西方古典文明交相辉

映，为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深刻的历史

洞见。高翔说：“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生

生不息，长盛不衰，靠的是中华古典文

明的深厚滋养，也离不开其他文明因子

的持续哺育。”

“事实上，在中国和希腊，古典传统

都是渗透在两国文化观念中的持久性力

量，对于两国民族性和社会的形成，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希腊雅典科学院代表

团团长西奥多罗斯·帕潘赫利斯说。他

希望，世界古典学大会成为一条纽带，连

接起中国和其他伟大的古典传统，互相

生发与理解，形成更多文明共识。

当前，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迅猛发展，全世界都十分关心信息革

命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如何认识科技

与文明的关系，如何引导人工智能新技

术向善发展，需要回望古典，探寻人类

先哲对许多原问题的思索与解答。

高翔建议，古典学研究要主动与相

关学科展开互动，借鉴有益成分。研究

人员要对古典典籍进行多视域、多层面

的观测和分析，以“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的精神，真正激活古典文明的创

造力和生命力。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亚洲

研究教授柯马丁表示：“那些不学习外语、

不阅读外国学术著作、对全球古代史不感

兴趣的人，将永远像预言当中的井底之蛙

一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呼吁创

建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让不同

文化传统的学术成果实现共享。

门佐尼表示：“当变革之风吹来时，

有人筑高墙，有人造风车。希望我们能

一起造风车。”

（科技日报北京11月7日电）

让古典文明焕发与时俱进的思想光芒
——世界古典学大会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新平台 “我们孵化的 3 款心血管领域首创产品，可快速

检测诊断暴发性心肌炎、心梗后心衰、主动脉夹层，

目前均处于临床阶段，计划明年上市。”11月 7日，武

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武创院”）院长助

理王慧中说，武创院生命科学工具产业研究所成立

仅两年时间，采取“产业孵化+平台赋能”模式，已成

功孵化 9个来自全国高校院所的产学研项目。

生命科学工具产业研究所是武创院首家专业研

究所，其发展历程也是武创院依托湖北科创供应链，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武创院作为湖北省和武汉市重点打造的新型研

发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采取企业

化管理、市场化运营，致力于做好“政府不能做、高校

院所不愿做、企业做不了，但科技创新又必须要做”

的事情，重点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

链接全球资源 激发创新“裂变”

武创院是湖北科创供应链中心所在地，全力推

动科创供应链平台的“线上”资源集聚与“线下”融

合、服务、孵化。

“集聚全国乃至全球创新资源，以湖北科创供应

链‘天网’平台为依托，让这些资源深度融合、催化和

裂变。”武创院院长李锡玲说，湖北科创供应链中心

有信心、有能力呵护好每一粒创新种子，让它们在荆

楚大地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当前，部分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面临“不愿

转”“不敢转”“不能转”等问题。武创院发挥体制机

制灵活优势，通过支持团队以“现金+知识产权”出

资、帮助匹配市场化运维团队和资金等方式，促进多

方共投共担，激发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动力。

“通过与‘天网’资源对接，推动科学家、企业家、

投资团队‘三支队伍’在武创院平台快速集聚、精准

匹配，实现项目落地。”李锡玲介绍，该院还集聚“政

产学研金服用”多方力量，打造“线下”支撑体系，实

现“天网”“金网”“政策网”各项资源与“地网”服务无

缝对接。

为此，武创院瞄准全领域和全产业链方向，重点聚焦布局湖北省光电子信

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和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新领域新

赛道。

目前，武创院创新体系已汇聚中外院士 21 人，19 家创新单元由院士担任首

席科学家或首席顾问；集聚领军科学家核心团队和创新创业团队 41 个，创新创

业人才超 700人。

赋能创新主体 推动成果转化

2022年 9月，武创院创新体制机制，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理念，联合

产业方——武汉爱博泰克成立生命科学工具产业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广

州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徐涛担任首席科学家。

该研究所从武创院获得 8000 万元额度“拨转股”项目孵化资金池，按照“成

熟一个、转化一个、孵化一个”模式，接续启动项目。该所致力打造“创新诊疗靶

点+生命科学仪器”业务布局，培育孵化一系列突破国内空白、对标国际一流的

先进企业。

何为“拨转股”？王慧中介绍，这是指创新早期项目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对成

果转化项目公司，先以科研课题经费支持，待有市场化融资时再把投入资金转成

股份。这样既可以解决早期项目募资难的问题，又实现了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

适度回报。

“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主线，武汉正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

设，改进科技计划管理，进一步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完善科技金融体制，引

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武汉市科技创新局局长董丹红说。

武创院正是采取“大胆资本+耐心资本”方式，推动科创成果转化。

“大胆”即指“拨转股”，用来支持更早期的、市场化机构还不愿进的硬科技项

目；“耐心”则是引导和采用股权直投、基金投资手段等持续支持，形成系统化的

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从而更长效支持项目发展。

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冯艳飞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加强有组织科研攻关，加大企业

创新主体培育力度，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融合，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作出更大贡献。

（科技日报武汉1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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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 讯 员 耿尕卓玛 冉文娟

科技日报武汉11月 7日电（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雷灿 黄佳良）7日，由科

技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4 中

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湖北武汉开

幕。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代

表参会，探讨中非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

本届论坛以“创新促合作 合作谱

新篇”为主题，设开幕式、主旨论坛，以

及中非农业创新合作论坛、中非空间信

息科技创新合作研讨会、非洲国家代表

科技创新荆楚行等专场活动。

论坛共征集到中非科技创新合作

成果 321 项，其中，科研合作与技术创

新 172 项、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20

项、农业与粮食安全 40 项、教育与人才

培养 32项、基础医学与疾病治疗 14项、

发表论文与专利 43项。

现场，17 家国际企业创新中心、联

合实验室、国际企业孵化中心成立；《非

洲矿业发展报告》《2024 中非工业创新

与技术转移合作意向专辑》等研究成果

发布，并为第三届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获奖项目举行颁奖仪式；组织签约

21 项，涉及农业科技创新、空间技术、

公共卫生、消防应急、人文交流等领域。

开幕式上，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宣布成立。这标志着中非农业科技合

作即将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零散到整

合、从单线到网络的升级，助力开启中

非合作共赢新篇章。联盟将紧紧围绕

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绿色发展等中非

农业共同关注领域，通过搭建合作平

台，促进中非农业科技与产业资源的精

准对接和深度整合。

“湖北将拓展更宽领域合作，开辟

中非科技合作新空间。”湖北省科技厅

副厅长夏松表示，湖北全力拓展对非更

宽领域合作，围绕光纤制造、卫生医疗、

药用植物、现代农业、生物多样性等多

个技术领域，累计组织了一批面向非洲

地区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2024中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开幕

科技日报合肥11月 7日电 （记者

吴长锋）7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获悉，该校研究团队利用激光冷原子

方法制备成基于自旋的薛定谔猫态，其

寿命达到分钟量级。相关成果日前发

表在《自然·光子学》上。

在量子精密测量中，自旋进动不仅

是测量磁场、惯性等许多物理现象的有

效探针，还可以用于探索超越标准模型

的新物理。在做自旋进动测量时，高自

旋薛定谔猫态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因

为高自旋量子数放大了进动频率信号，

另一方面因为猫态对一些环境干扰因

素不敏感，从而压制了测量噪声。然

而，实验中应用猫态面临两大技术挑

战，一是如何在高维量子空间中实现幺

正变换的高效操控，二是需要保持足够

长的量子相干时间。

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成功实现了

一种具有超长相干时间的薛定谔猫

态。研究人员利用光晶格囚禁自旋为

5/2 的镱-173 原子，通过控制激光脉冲

对原子诱导非线性光频移，制备出由自

旋投影为+5/2与-5/2两个态组成的叠

加态。由于这两个态的磁量子数相距

最远，所以它们的叠加态被称为薛定谔

猫态。这种猫态具有增强的磁场灵敏

性，同时在光晶格中感受到完全相同的

光频移，处于“无消相干子空间”中，从

而对光晶格的强度噪声和光斑形貌变

化具有天然的免疫性。实验结果表明，

该猫态的相干时间突破了 20 分钟。通

过拉姆齐干涉测量法，研究人员证实了

接近海森堡极限的相位测量灵敏度。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长寿命薛定谔

猫态的制备，将为原子磁力计、量子信息

纠错以及探索新物理等开辟出新途径。

高自旋薛定谔猫态“寿命”突破20分钟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7日电 （记者

陆成宽）记者 7 日从国家能源集团铁路

装备公司获悉，国内首台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组合挖掘模式 CQS-350型

道岔清筛车日前正式投入使用。该车

由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与中国

铁建高新装备公司联合研发，成功验证

了组合挖掘模式应用于道岔清筛作业

的可行性，对推动铁路养护装备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道岔作为铁路的“咽喉”，关乎列车

的运行安全，道岔养护作业是铁路线路

维修的一项重要工作。道岔清筛是道

岔养护作业的关键一环。“与传统单一

模 式 道 岔 清 筛 车 不 同 ，此 次 研 发 的

CQS-350 型道岔清筛车首创了‘水车

式’边坡挖掘和‘刀板式’枕底挖掘组合

挖掘模式。”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

司生产技术部铁道车辆专业高级工程

师王海鹏说。

该车集机械、电气、液压、气动和自

动控制等技术于一体，充分运用系统总

线、模块化控制、逻辑运算、智能感知等

多项先进技术，实现了道岔清筛与正线

清筛的无缝对接以及岔区作业连续起

道，显著提高作业效率与质量。采用该

模式能有效挖起脏污道砟，借助筛分装

置筛除道床泥土和碎砟等杂质，再将清

洁后的道砟回填至线路，有助于恢复道

床弹性和排水性能，保持线路几何形状

稳定，有效延长道床使用寿命，保障列

车运行安全平稳，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据悉，该车由动力筛分车和挖掘作

业车两部分组成，车辆最大附挂运行速

度 100公里/小时。同时，该车通过改进

降尘技术，在挖掘区域和回填区域配置

高压喷淋降尘系统，有效降低作业扬尘。

王海鹏表示，该型道岔清筛车的研

发成功，为我国铁路线路养护装备研发

与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铁路

装备技术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

国内首台组合挖掘模式道岔清筛车投用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7 日电 （记

者操秀英）7 日 ，记 者 从 中 国 石 化 获

悉，由中国石化部署实施的国内首口

超 5000 米深层地热科学探井——福

深热 1 井近日正式完工，进入开发利

用新阶段。这标志着我国华南地区

深层地热资源勘探获突破，对进一步

探索形成适用于我国南方地区的高

温地热发电、制冷及综合利用技术路

线，助力区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具有

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多

以浅层和中深层的水热型地热为主，

而埋深 3000 米以下的深层地热，尤其

是干热岩资源的开发尚处于探索阶

段 。 福 深 热 1 井 钻 探 的 正 是 干 热 岩

资源。

福深热 1 井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旨在揭示区域深层地热形成与富集

机理，探测深层高温地热资源潜力，

验证探测评价关键技术。今年 4 月，

该井顺利完钻，井深达 5200 米，刷新

了我国乃至亚洲地热科学探井的最

深 纪 录 。 科 研 人 员 在 地 下 4615—

5200 米、2.5 亿年前的花岗岩中，发现

了 超 过 188℃ 的 高 温 地 热 资 源 。 此

后，中国石化对该井进行压裂作业，

各项数据指标良好，实现了岩石压得

开、冷水注得进、热量采得出，形成了

华南深层地热资源勘探评价技术，圆

满完成研究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总地

质师郭旭升介绍，华南地区地质条件

复杂，资源富集规律不明确，福深热 1

井是我国首口在该地区开展 5000 米

深层地热资源勘探的发现井。面对陌

生对象和陌生领域，各参建单位通力

协作，克服了地质认识、工程技术、项

目管理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取得丰

硕成果。下一步，中国石化将继续把

它打造成我国华南地区高温地热资源

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发平台和示范基

地，探索地热资源的更多应用场景，促

进我国南方乃至全国高温地热勘探开

发理论和技术取得更大进步。

我 国 最 深 地 热 科 学 探 井 完 工

近年来，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
的宝武集团马钢轨交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技术进步驱动产品
创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轮轴生产制造核心技术，建立了
先进稳定的生产制造体系。该公
司生产的高速车轮等已出口到全
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高铁穿
上“中国跑鞋”。

图为11月 6日在宝武集团马
钢展厅拍摄的车轮展品。

新华社记者 刘勇贞摄

高铁穿上

“中国跑鞋”

◎本报记者 何 亮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主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

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日本早

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宫城德也

说：“我们研究古典学，要走进古人的

语境、心境，把他们当作可以对话的朋

友，才能真正领悟思想成果，助力现代

社会发展。”

“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是

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也是我努力追寻

的学术理想。”第一时间学习了贺信精

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

博士生隋昕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我

会潜心学术、努力成长，继续为这项事

业贡献力量。”

继古开今，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成

为各界共同心声。

“近年来学界兴起古典学研究热

潮，习主席的贺信体现出对古典学研

究的高度重视。我们作为古典学研究

者，要努力阐释好蕴藏于古典之中的

伟大传统和智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教授江湄说。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帕特里克·芬格拉斯认为，我们应当更

好理解和传承人类古典文明优秀成果，

为国际冲突、发展难题寻求解决之道。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区域研

究系研究教授马良文说，人类文明多

样性是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文化根基，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炳

春说，我们将着力从孔子等伟大先哲的

思想中汲取营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挖掘保护、研究阐释、活态传承。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愿同

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

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

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大家纷纷表

示，要当好文化使者，共创人类文明美

好未来。

与各国学者共同交流，《文史哲》

国际版执行主编本杰明·哈默感到收

获颇丰。哈默表示，将继续做好中国

古典文献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学

术刊物为媒介，打开一扇文明窗口，助

力中外学界交流走向深入。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中希文明

互鉴中心中方秘书长王勇对做好国际

人文交流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他

说，作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世界文明交

流的标志性成果，中希文明互鉴中心

要通过国际联合人才培养、学术研究

和推广、品牌人文交流活动等方式，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社长刘

永淳表示，将以贺信精神为指引，通过

策划、引进、翻译、出版优秀外国文化

作品，让更多中国读者感受不同文明

魅力，为促进民心相通搭建文化桥梁。

“作为国家的文化客厅，中国国家

博物馆肩负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

要职责。”中国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杨

帆说，我们将落实好贺信精神，探索更

多跨越国界的馆际合作，以文物为载

体，让文明之光在交相辉映中照亮历

史、照见未来。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新华
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