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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投融资对接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主办的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投融资对接会在北京召开。

本次活动是投融资对接平台的首场活动。共有 7
家申报 2012年度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创业企业
参加，均为各省市择优推荐的推进计划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所在企业，成立时间 5年以内、平均年收入在
1000万元以上、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参加对接活动的一线创业投资机构超过 70余
家，包括蓝驰创投、同创伟业创投、IDG资本、金陵
华软投资集团、清科创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启迪
创投、江苏高投等知名投资机构。

据路演企业代表介绍，本次对接会最大的特点
是主办方安排了由专业机构提供的路演事前辅导
和投融资法律操作实务培训，并且得到现场资深投
资人点评和行业技术专家的核心技术讲解、技术发
展趋势解读等。

本次活动依托国家科技部等 8部委联合组织
实施的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以下简称推进计划）。扶
持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是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一项
重要任务。近年来，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
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利用市场先机和国家
政策创办创新型企业。引导全社会的金融资本力量
对创新创业人才及企业进行扶持，对于发展我国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活动主办方表示，为了更好地为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服务，加强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科技部科技人
才中心将继续探索和完善创新创业人才与金融资
本的对接平台，定期举办投融资对接会、创业辅导
与培训等活动。 （童岱）

重庆研究院与重庆湖北商会
座谈产业合作发展

本报讯日前，中科院重庆研究院与重庆市湖北
商会举办了合作发展座谈会。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重庆研究院智能多媒体
中心、智能工业设计中心等实验室。另外，该研究院
的智能工业设计工程中心、生态过程与重建研究中
心、机器人技术研究中心、膜技术及应用工程中心、
微纳制造与系统集成研究中心、3D打印技术中心、
智能多媒体技术研究中心、水污染过程与治理研究
中心等部门进行成果介绍，并和与会人员进行热烈
讨论。

重庆市湖北商会会长胡崇理对重庆研究院取
得的科技成果给予高度赞许，并提出商会和重庆研
究院要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加强合作，同时希
望在合作中加强企业和研发人员之间的互信，减小
成果在转移转化中潜在的障碍，提高合作成功率。

重庆市科协副主席王勇希望，与会企业和重庆研
究院在会后进一步加强专项对接、细化工作，形成实
质性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和企业转型发展。

重庆平伟实业副总胡钢、重庆大江美利信副总
马名海等十余家企业希望与重庆研究院加强合作，
以科技助推企业发展。 （关媛媛）

速递

推介

砷污染控制技术：
砷污染控制技术发明团队在系统总结国内

外现有废液除砷固砷技术基础上，详细分析了
该领域国际发展动态，针对我国目前有色冶炼
及硫酸工业废液除砷固砷现状及存在问题，开
发了几种新型高砷废水除砷技术及高风险砷渣
稳定化处理及有价金属回收。

高砷废水除砷技术是将废水中的砷沉淀为
稳定的含砷矿物，从而除去废水中的砷。主要用
于铜、铅锌、贵金属等有色冶炼及硫酸等工业领
域产生的高砷废水。该技术解决了传统除砷方
法反应条件苛刻、操作成本高、渣量大等不足，
与传统除砷方法相比，本技术操作更简便，除砷
效果更好，成本低，废渣量更少，砷渣更稳定，可
以有效防止砷的二次污染。

高风险砷渣稳定化处理及有价金属回收是
将有色含砷烟尘等高风险废渣进行稳定化处
理，使之转化为稳定的含砷矿物，同时，回收其
中的有价金属。该技术主要用于铜、铅锌、贵金
属等有色冶炼焙烧烟尘的处理。

上述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已申请
多项专利。

有机磷、菊酯类杀虫剂降解制剂：
有机磷、菊酯类杀虫剂降解制剂项目已

经被立项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研究开
发项目。

该项目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抗性小菜
蛾的细胞色素 P450氧化还原酶基因和家蝇
NADPH-细胞色素 P450还原酶基因分别克
隆并构建共表达基因工程菌株，用于降解菊
酯类农药。从受有机磷污染土壤中，筛选出具
有产生有机磷农药解毒酶的新菌株甲基杆
菌，用于受有机磷污染土壤的修复。

目前本制剂对有机磷类农药降解率达
到 26%~64%，平均 41.4%；对马拉硫磷、对硫
磷、甲基对硫磷的降解率达 76.9%~87.7%，对
于菊酯类农药的降解率达 43.3%~56.3%。复
合制剂对土壤中残留有机磷和菊酯类农药
降解率增加 30~35个百分点，使土壤中农药
残留量降低到 1毫克 /千克土壤以下，使农
产品中农药残留量降低到 0.1毫克 /千克以
下，浸泡果蔬 10 分钟后可以使有机磷农药
残留量降低 50%~73%。该项技术在国际上处
于领先地位。
（由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提

供。晓琪整理）

当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排名世界第一后，
超级计算似乎大有从空中楼阁落入凡间的亲
近感。

其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就已经开
始幻想超级计算机的用途，在不少经典影片中，
超级计算机甚至被赋予智能。比如 1983年上映
的《变形金刚》中，超级计算机是汽车人的好伙
伴；之后，红极一时的《黑客帝国》中，超级计算
机成为无所不能的“母体”。

如今，超级计算机依然不具备电影中的智
能，却足以想见，人们对超级计算机寄予的无限
热情。其实，我们对超级计算机的了解与应用才
刚刚开始。
“如何挖掘用户深层次需求，并通过商业化

手段，将超级计算服务向更多领域开放，是我们
这支团队肩负的第一要务。”北京北龙超级云计
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龙超云）总经理吕
海峰说。

两年前，他和一支来自中国科学院超级计
算中心的创业团队开始了超级计算服务商业化
的探索之路。

打开局面

吕海峰的办公室距离中科院超级计算中心
只有几百米远，其所拥有的超级云计算资源正
是来自中科院超级计算中心管理运行的中科院
超级计算环境 CSCGrid。

目前，CSCGrid已形成由总中心、8家分中
心、17家所级中心和 11家 GPU中心组成的三
层架构式超级计算网格环境，聚合了超过 300
万亿次的 CPU通用计算能力和 3000万亿次的
GPU专用计算能力。

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日子里，北龙超云“出
品”了几个成功案例，与北京派特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合作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家开发一流油气勘探软件，并集地
震资料处理、解释及方法研究于一体的高科技
公司。
为什么油气勘探尤其看重计算的时效及结

果？因为率先发现大型油气田的人会获得难以
估量的价值。
“但是，油气探测的流程异常复杂。”来自中

科院超算中心的贾伟乐解释道。典型的石油勘
探地震数据量在目前已达到 50TB，并预计在
2015年达到 200TB左右。

他表示，这样的大数据计算一般情况下需
要几周甚至数月才能完成。而要得到更准确的
结果，精细化的数据分析处理则需要更长的时
间。
如果采用造井的方式来选取油气田，成本极

高。例如，一口陆地井的造价至少为 1000万美
元，深海井的成本则更高，达到 1亿 ~5亿美元。
因此，在目前油气资源紧张的现状下，精准

快速的地质勘测已成为世界能源巨头们颇为倚
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贾伟乐说，如果请超算“出场”，通过偏移成

像、波场正演模拟与油藏模拟等手段开展地震
资料处理及解释工作，就能够发挥超算又快又
好的特点。

回到北龙超云与派特森的合作，双方在计算
资源基础设施、技术、产品、产业布局及人才培养
等领域进行长期合作，并联合进行产品研发。

“PSGSEIS地震数据处理与成像系统是针对
我国地质地貌的特点，所开发的复杂情况地震精
细成像的处理系统。”吕海峰说。其在地表起伏的
山地，表层速度结构复杂的沼泽、沙漠、戈壁，地
下断裂复杂区，都具有超常的成像处理能力。

另外，北龙超云已先后为包括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国家电网、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用
户单位建设面向工业企业的超级计算云服务平
台，以云计算的方式提供便捷、高效的超级计算
服务，为企业在产品设计、测试、分析及产业升
级等方面提供支撑。

创业的局面就这样一点点被打开了。
然而，“这件事情做起来不容易。”
吕海峰说。北龙超云要做的是，将超级计

算的资源及服务推广到更多应用领域中。“在
目前看来，客户群覆盖面还很窄，是非常小众
的。”他说。

从压力到超脱

在吕海峰看来，超级计算本身还处在“象牙
塔尖”上。
“如何将超级计算从科学研究转向商业服

务，让更多需要超级计算服务的行业采用超算
服务，这是一个过程。”吕海峰说。

据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于
2012年底发布的《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趋
势分析与展望》报告显示，我国超算应用主要分
布在互联网服务、政府部门、工程、超算中心、云
计算、能源、科学计算等 15个领域。

高性能计算应用继续呈现百花齐放的局
面，其中，互联网服务、云计算和工程计算增长
强劲，成为新应用领域。

不过，吕海峰表示，从运营公司的角度来
看，市场整体尚不成熟，“‘盘子’虽然在慢慢变
大，但也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推
动这一市场快速发展。”

北龙超云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不少需要
超算资源的客户更倾向于自己购置硬件设备，
一个原因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另一个原因
是，不少单位的研究经费被要求必须购买科研

设备，而非直接采购服务。
好在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意识到，采购服

务可能比自己建设基础资源更合算也更便捷。
吕海峰明白，如果想留住用户，就要为用户

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这还需要更深入地挖掘用
户需求。“只有真正体现自身价值，你才能从客户
那里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现在，我们已经‘超脱’一些了。”吕海峰

说，北龙超云拥有的超算硬件资源虽然无法与
国内排名靠前的中心相比，但是，北龙超云依
托的中科院超算中心却拥有一支国内数一数
二的超算服务团队，“这支团队从 1996年就开
始锤炼”。

下一步，北龙超云更多地是瞄准怎么能把
超算资源用好，通过为客户提供多种类的增值
服务，以找到北龙超云更宽广的生存空间。

着力提供超级计算云服务

毫不夸张地说，北龙超云是国内外首个将
超算服务市场化的公司。“至少到目前为止，我
们还没有看到国内外有类似的企业，甚至是超
级计算应用非常发达的美国。”吕海峰说。

北龙超云的使命之一是着力提供超级计
算云服务，目的是更好地服务北京地区的行
业企业及公共服务领域的计算需求。这也是
中科院和北京市共建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的
共识。

按照计划，近期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将投
入第一批计算资源对外开展服务，计算能力为
每秒 500万亿次。到明年底，运算能力将达到每
秒 2000万亿次。未来中心将根据需求持续投入
新增计算资源，逐步建设万万亿次的超级计算
能力，并申请成为国家超级云计算中心。

随着计算资源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北龙超
云将更加深入地挖掘用户需求，联合产业链相
关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好用、管用、易用的超级云
计算应用服务平台。
“未来，我们将侧重于服务文化创意、高端

制造、新能源、气象、环保和生物医药等产业，更
多地为他们提供超级计算云服务。”吕海峰说。

7 月 11 日，南昊（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昊）在某招聘网站打出了 500万元年
薪聘请总经理的广告。

南昊是一家从河北衡水市来到中关村海淀
园的民营企业，它为何有底气开出如此大手笔
的“支票”呢？
“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和汪懋华等科

学家为南昊指引技术方向，南昊逐步具备赶超
世界同行业的研发水平。”南昊公司总裁王志明
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企业的快速发展，需
要更专业化的掌舵人。”

另一家中关村海淀园的企业———恒泰艾普
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
艾普），最近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财富”：中国工
程院院士童晓光为恒泰艾普做了一系列关于综
述评测油气田勘测方面的战略性指导。

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光鼎已与恒
泰艾普合作数年。“院士工作站的建设，将为公
司及时掌握全球石油勘探与开发领域的前沿技
术和发展方向，保证产品和技术服务处于领先
地位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保障。”恒泰艾普总经理
孙庚文说。

双向选择

“作为一个面向应用、面向市场的科技人
员，我觉得实行科技产业化是最大的挑战，即使
是好的技术也未必在市场上能成功，使一项技
术获得市场的成功是非常难的。”倪光南曾经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这一辈子都在致力于把
科技成果产业化。

倪光南与南昊近 20年的合作正是对此的
最好印证。

他对南昊的关注始于 1997年的一次项目
评审会上。在这之后，王志明便与倪光南始终保
持联系，并多次请教技术难题。
“求着他呗，跟他磨。”在谈到如何打动倪光

南时，自称“农民出身”的王志明憨憨地笑了。
上世纪 90年代，南昊尚在河北省衡水市，是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但王志明“始终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精神最终打动了倪光南。
2004年 8月，倪光南正式成为南昊首席专家。

企业选择可能达成合作的院士，院士也会
通过态度、项目、发展前景等考察企业。双向选
择后，才会促成院士工作站的建设。

恒泰艾普的一间会议室中，悬挂着一幅苍
劲有力的书法，上面书写着“国庐”二字。
“这是刘光鼎提给恒泰艾普的，饱含了对恒

泰艾普的期许。”恒泰艾普相关负责人说。
这家拥有 400多名员工的高科技公司，有

一个显著的特点：聚集高端智力资源。

例如，恒泰艾普管理层拥有 3位“千人计
划”专家；该公司引进了多位地质、地球物理、油
藏工程方面的专家，66%以上具有高级职称或
硕士、博士学位，而这支高智力资源的队伍非常
年轻，平均年龄为 35岁。

这支队伍蓄势待发。在国内，恒泰艾普计划
做大做强非常规油气，特别是页岩气技术的发
展和市场。在国际上，其加大非洲和拉丁美洲市
场发展步伐，积极推进中东与独联体地区市场
建设，不失时机地介入西方发达国家石油技术
服务市场。
“与院士合作，对企业而言，第一个要求就

是项目要有极高水准，甚至要达到国际水平。”
恒泰艾普相关负责人说。

设置门槛

南昊副总经理王召强从很多细节感受到了
倪光南对南昊的用心。
“倪院士有时会为一个产品名称而辗转难

眠，就好像是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般审慎、重
视。”王召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王召强常常收到倪光南深夜回复的邮件，
大到技术攻关，小到为产品取名，事无巨细的做
事风格足以反映倪光南的用心与支持。

同样做过南昊项目评审专家的汪懋华，更
关注南昊针对农村市场的产品开发。虽然后来
最初研发的产品并未量化生产，但王召强表示，

汪懋华与南昊仍然在探索更加适合农村的信息
化产品。

2011年 9月，南昊成功申请中关村海淀
园院士工作站。“我们不图别的，就是为给这
两位看着南昊成长起来的‘功臣’安个家。”王
召强说。
同样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二十一世纪

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企业院士工作站成立后，在拓展合作领域、创
新合作方式、提高合作成效和培养优秀人才方
面不断取得突破。
“自 2011年开展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站

工作以来，海淀园目前已有 15家企业院士专家
工作站。”中关村海淀园相关负责人说。

据北京市海淀区科协统计，作为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海淀区，拥有两院
院士 532名，占北京市院士总数的 78%，占全国
院士总数的 36%。

北京市海淀区科协常务副主席李云飞说：
“如何利用好区域内的高端人才聚集优势，做好
科技和经济对接，成为海淀区科协这些年来重
点关注的问题。”
“我们对于企业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是有

一定门槛的。”海淀园相关负责人说。要建立院
士专家工作站，企业首先要有明确的科技创新
与成果转化合作项目、研发团队。

其次，企业还需拥有足够资金，保障工作
站正常运行。另外，为确保申报企业真正清楚

自己今后如何发挥院士工作站的作用，海淀
园还要求企业有完整的工作站管理办法和运
行方案。
“为了杜绝一些企业将建设企业院士专家

工作站当成换取经费补贴的一种手段，海淀园
并没有为申请成功的企业设置经费补贴。”该负
责人表示。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在开展的第三批
院士专家工作站申报工作，同样受到企业热情
响应。

激发潜能

海淀园管委会建设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的
努力，也受到了进站院士专家的肯定。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进站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在海淀园第一
批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挂牌仪式上表示，院士
专家工作站为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
了一个良好平台，建立了新的合作机制和沟通
模式。

她表示，这对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培养企
业优秀科研人才队伍，并最终促进企业跨越式
发展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在此之前，范云六团队已与奥瑞金公司建
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将其国际领先的自主研
发成果“转植酸酶基因玉米”产业化开发权转让
给奥瑞金。

范云六及其团队希望，凭借奥瑞金在国
内种子市场的重要地位和推广优势，将转植
酸酶玉米新品种推向市场，使植酸酶的技术
领先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创造经济效益
的同时还可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院士专家
工作站的建立，将让我们有更深入合作。”范
云六说。
海淀园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院士专家工

作站运行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类为企业与院士专家共建研发中心

的模式，这种合作最有深度；第二类为企业选
择直接转化院士及其团队的研发成果；第三
类为企业利用自有博士后工作站优势，实现
“两站（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融合”，培养
高科技人才。

已经建成的 15家院士专家工作站也并非
百分之百发挥了效用。

因此，海淀园对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合作
项目积极跟踪，同时根据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发展的具体情况，加强指导和服务，搭建建站企
业之间的交流平台，让院士专家工作站效用更
好地发挥。

“大智”相倾
姻傅利杨琪

人们对超级计算机寄予了无限热情。但是，我们对超级计算机的了解与应用才刚刚开始。如何挖掘用户深层
次需求？如何通过商业化手段将超级计算服务向更多领域开放？这些成为北龙超云的发展要务。

吕海峰：走出象牙塔尖
姻本报记者杨琪

倪光南院士等专家出席科技成果鉴定会。

企业院士工作站对企业持续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远比补贴经费更加诱人。

吕海峰

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