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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巡礼

“科学营让我领略到科学的魅力，
我的科学梦由此起航。”在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翻开 2014 中国科协青
少年高校科学营“海洋科学专题营”
留言册，来自东营市广饶县第一中学
的小营员魏玉洁的一行文字映入了记
者的眼帘。

盛夏的七月，2014 中国科协青少年
高校科学营“海洋科学专题营”在青岛
正式开营。100 名来自全国各地中学的
青少年营员们参加了这次生动、活泼的
科学夏令营活动。

激发科学兴趣
促进教育、科普相结合

2012 年，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首
次发起了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2013
年，科学营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增加了
5 个专题营，由大型企业和高校共同承
办，参与人数也首次突破了万人大关。
2014 年，科学专题营一跃增加为 15
个，其中，中国科学院 4 个特色研究所
第一次参与到了专题营活动中。

中科院海洋所党委副书记杨红生
告诉记者，本次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和中国海洋大学共同承办的“海洋科
学专题营”，经过前期多次的积极沟通
与策划，活动整体突出海洋科学研究特
色，强调培养营员科学思维和创新精
神，增强营员的团队意识和动手实践能
力。双方积极推进科研院所与高校科研
教育资源共享，让营员们有机会学习到
更多的海洋科学知识，达到优势互补、
科教资源有效联合。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副主任
单长勇来到“海洋科学专题营”现场，向
营员代表授旗。山东省科协巡视员林兆
谦，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敦欣、中国海洋
大学副校长李巍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科普与出版处处长陈红娟等也出
席了开营仪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作为全国
中小学科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全国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等国家、省市科普教
育基地，拥有丰富的海洋科普资源，包
括我国规模最大、亚洲馆藏量最丰富的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我国最先
进的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
学”号，以及“科学一号”“科学三号”和

“创新号”海洋科学考察船等；同时建立
了以海洋科学知识为特色的高中低、老
中青结合的高层次专业科普人才队伍。
研究所举办的“青岛市中、小学生我心
目中的海洋主题绘画比赛”已经成为青
岛市的海洋科普名片，与青岛二中、青
岛三十九中等中小学校共建海洋科普
教育实践基地并开展海洋课题研究得
到广泛好评，每年举办的公众科学日吸
引数千中小学生前来参观，让科技资源
充分转化为科普资源回馈社会公众。

科教结合
感受海洋科学魅力

“希望营员们在活动中学习海洋知
识，增强海洋意识，感受海洋科学研究
的魅力，鼓励营员们爱科学、学科学，培
养科学志趣，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
精神。”开营之初，杨红生对小营员们提
出了殷切的希望。

此次“海洋科学专题营”共招收营
员 100 名，在一周的活动中，营员们分
别聆听了院士、专家的精彩报告，进行
了海洋科学课题研究与海洋生物标本
采集、制作，参观了亚洲馆藏量最丰富

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生
物标本馆，探访了海
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并开展了海洋知识竞
赛等系列活动。

记者了 解到，此
次专题营活动的一大
亮点和特色是海洋科
学研究课题。科研人
员根据营员们的知识
层次和兴趣爱好，精
心设计了“2014 年黄
海绿潮优势种群的分
子鉴定”“海浪、海啸
的模拟实验研究”“碳
钢在海水中电化学腐
蚀初步研究”等 10 个
课题研究方案，涵盖
了海洋生物、海洋生
态、海洋地质、物理海
洋、海洋腐蚀与防护、
海洋生物技术等多个
学科领域，注重培养
营员们主动思考科学
问题的能力，在探索
中感受海洋的魅力，
在实践中体验科学的
乐趣。

“以 前以为研 究
海洋就是海洋生物、
海水养殖等，没想到
还可以运用数学和物
理知识模拟海浪、环
流，真是太神奇了！”
来自山西省阳泉市第
十一中学的郑举乐参
与了“海浪、海啸的模
拟实验研究”课题，对
数学和物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

来自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第二中
学的邢润楷就直抒胸臆地对科技充满
了憧憬：“这个夏天是科技的夏天，是我
们增长见识的夏天，激发着我们科技的
思想，引领着我们为祖国作一份贡献，
我不禁为科技的发展感到无比陶醉！”

营员们纷纷表示，以前从未接触过
的海洋科学研究让他们大开眼界，受益
匪浅，不但增长了见识、学到了知识，并
且对科学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家表示要努力学习
科学知识，期望今后有机会进入科研院
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实现成为一名科
学家的梦想。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
重点实验室张宏晔带领来自山东省青
岛市第二中学的营员开展了“利用水下
摄影技术对鲍鱼大小调查方法的研究”
课题。他说：“营员们的求知欲十分强
烈，在科学实验过程中特别专注，经常
会提出一些好的科学问题，对我们今后
的科研工作也是一种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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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岁：中国最长寿男人

在新疆喀什莎车县阿热勒乡塔热
木博依村，住着一位远近闻名的老寿
星———图如普·艾麦提。户籍信息显示，
图如普生于 1892 年 2 月 5 日，算下来
已经 122 岁，是目前我国最长寿的男
性。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新疆就被国
际医学会列为世界长寿区之一。独特的
气候生态环境和品种繁多的瓜果，使得
新疆成为百岁老人的聚居地之一。截至
目前，莎车县共有 100 周岁以上老人 56
名，遍布 18 个乡镇。

数字

通过蜂群卫星过去 6 个月获得的测
量结果证实地球磁场变弱的总趋势，同
时显示西半球磁场减弱最为明显。在印
度洋南部等一些地区，磁场从 1 月以来
持续增强，但地球磁场的总趋势是在变
弱。此外，最新测量值还确认磁场向北朝
西伯利亚方向运动的事实。这些变化以
源自地核的磁场信号为基础。有数据显

示，在过去的 150 年里，地球的磁场已经
减弱了近 10%。

地球历史表明，强地磁场对应地
球的寒冷气候，如第四纪冰期；弱地磁
场对应高温气候，如中生代的温暖期。
地磁场减弱也是全球变暖的原因之
一：地磁场减弱导致更多太阳能量进
入地球。

10%：150 年里地球磁场减弱近 10%

“玩”出汽车未来
姻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来自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最新统计资
料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关村示范区经济运行总
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发展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创新创业保持活跃，

“641”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实力进一
步增强，为首都率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发挥
了重要的引擎支撑作用。

结构优化推动重点产业增长强劲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关村“641”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保持快速增长。1~5 月，6 大优势产业集群
和 4 大潜力产业集群整体增势强劲，实现总收入
7714.1 亿元，占示范区总收入的 69.7%，同比增长
16.2%。

其中，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收入增长迅猛，
实现总收入 2357.1 亿元，同比增长 38.4%，对示
范区“6+4”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总体的增长贡献
率达 47.3% 。示 范区 现 代 服 务 业实 现 总 收 入
7242.4 亿元，占示范区总收入的 65.4%，同比增
长 18.4%，对示范区总收入增长贡献率达 81.3%。

从高新技术领域来看，电子信息和环保领域增
势强劲。1~5 月，受益于国内节能减排市场需求的强
力支撑，在国电龙源、国电清新等企业快速发展的带
动下，环境保护领域收入增长持续强劲，同比增长
42.4%，利润同比增长 59.1%，整体盈利状况继续向好。

得益于小米科技、小米通讯以及中国移动通
信终端等一批移动互联网企业快速增长的拉动，
电子信息领域收入增速自年初以来始终稳定在
20%的增长高位，利润增速也回弹到 17.5%。

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产业变革

中关村是国内最具优势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

新策源地，引领了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等多次产业变革浪潮。目前，中关村已初步培育
形成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
信、卫星应用等产业集群，聚集了联想、用友、百度、
京东、小米、拓尔思、超图软件等一批行业领军企
业，在通信标准、移动操作系统、信息安全、社会化
媒体、语音识别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具有突出优势。

据介绍，大数据技术有望引领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深层次的变革，成为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
点。大数据是指对海量数据（TB 级 -PB 级）进行
抓取、管理和分析，从而获取数据背后的商业价
值与社会价值。中关村在大数据领域与硅谷发展
同步，并在部分前沿技术方向率先实现突破。

例如，百度公司对深度学习算法进行深入探
索，有效提升了多媒体数据的处理效果，利用大
数据算法的分析结果，推出指数、地图、语音识
别、机器翻译等一系列产品，提供全面的个人信
息智能服务。

数据分析是大数据产业的关键环节。浪潮公
司、曙光公司推出了大数据一体机，通过软硬件
的结合有效提升了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大数
据一体机是国家信息产业重大战略装备，在金
融、电信、交通等国家重点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云计算数据中心是大数据时代的基础设施。中
关村企业天地云箱公司率先推出了国内领先的模块
化云计算数据中心设备，该产品固件均采用标准化结
构、实现工厂预制，大大降低了数据中心建设的施工
难度，部署更为灵活，有效支撑大数据分析。高速固态
硬盘技术是大数据存储领域的前沿方向。

生物健康产业集群效益初显

中关村是我国生物和健康领域创新资源与

医疗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在生物芯片、新型疫苗、分子育种等领域，

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产业集群发展已初见成
效，形成了以中关村科学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为核心的北部创新中心和以大兴、亦庄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为核心的南部高端制造中心。

中关村企业博奥生物作为基因芯片前沿技
术的探索者，拥有国内唯一能够开展基因、蛋
白、细胞和组织“四位一体”研究的生物芯片技
术平台。

北京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已成长为
一家专业从事核医学影像设备和放射治疗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和医院管理于一体的国
际化高科技医疗集团。目前，该公司拥有多项专
利及专有技术，承担了国家重大装配、国家医疗
器械重大专项、多项“863”和国家支撑项目，是中
关村医药医疗设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示范企业。

据介绍，大基康明公司在核医学影像设备方
面 ， 研 发 出 了 正 电 子 发 射 扫 描 仪（PET）、
PET-CT、PET-MRI、 闪 烁 分 层 摄 影 仪（DS）、
DS-CT、DS-MRI、 单 光 子 发 射 断 层 扫 描 仪

（SPECT）、光核仪制药、多模态影像机器人系统
等设备。

大基康明公司自主创新的全国首台 PET 医
疗装备，替代了部分进口，打破了国外产品 PET
市场的垄断局面。2013 年该装备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是国家重点新产品、科技惠民计划先
进科技成果、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教育部科学
技术进步奖。

此外，中关村企业沙东生物公司正在研制的
基因工程新药“CPT”，可激活肿瘤细胞死亡受
体，启动细胞凋亡。诺思兰德公司研制出的裸质
粒基因治疗药物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可以通
过刺激缺血部位血管的生长，达到治疗的目的。

4 吨：英国泰晤士河“大扫除”捞出 4 吨垃圾

近期，英国萨里郡举办了一年一度
的泰晤士河清理活动。从泰晤士河中打
捞出来的废弃物堆积成山，让人大吃一
惊，其中包括 35 个滑板、14 辆自行车、3
个婴儿车、数十辆购物手推车、4 条地毯
以及 400多个瓶子。

此次活动是由来自由英国金斯顿
大学的潜水俱乐部和附近的潜水中
心共同策划并实施的，共有 15 名潜水

员和 50 名学生志愿者参加。活动中，
清理队潜入泰晤士河，在水深 200 英
尺(约合 61 米)处发现了这些垃圾，并
由岸上的志愿者用抓升钩将其拉出。
目前，这些垃圾被暂时堆积在一艘驳
船上，等着当地环保机构回收。

这项清理活动始于 2011 年，由金士
顿大学的学生和潜泳爱好者克里斯·埃
利奥特发起。每年举办一次。 （朱香）

中关村高精尖产业结构效益日渐凸显
姻本报记者 郑金武

当 F1 赛车呼啸着从赛场上疾驰而过，为中国 F1
赛车的粉丝们带来享受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思考：中
国何时才能跻身 F1 的行列中，中国汽车工业何时能
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在大部分人还在沉思时，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已经
着手改变这一现状。“汽车工业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这种特殊在科普方面体现在几乎所有人对于汽车都
有一定的了解。”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闫建来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所以，普通的展板、教具已
经不适合普及汽车知识了。我们需要做更高层次的科
普。”

从产销大国向强国迈进

“更高层次的科普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科普与
人才培养相结合；其次，汽车科普要与文化建设相结
合；第三，汽车科普要与基地建设相结合；最后，科普
要与汽车工业发展需求相结合。”闫建来说，“这才是
做具有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特色的学会工作。”

这四方面总结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想要做
到这四点结合，就要先搞清楚汽车行业发展的需求
到底是什么？2009 年，金融危机来袭，美国经济下
滑，中国在这一年跻身为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

“当时我国销售了超过 2200 万辆汽车，就单一经济
体来说，这一数字在未来也很难被超越。”闫建来
说。也是在 2009 年，我国也改变了汽车行业目标，
将“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目标改为

“从制造业大国，转向产业强国”。
成为产业强国的首要任务是要有过硬的技术支

撑，还需要拥有令同行敬佩的汽车企业。“要实现强
国，要一步一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实现自主。”闫建来
说。自主需要经济独立、知识技术储备充足，以及实现
自主创新的人才。“前两条，我国汽车行业都已经满
足，只是本土人才缺失严重。”

于是，如何解决人才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只是依
靠现代教育体系，培养汽车创新人才显然需要很长的
过程。所以，学会决定自己来！“教育不光是教育部的
事情，而且是社会上每个人的责任。所以，学会可以集
中行业力量培养汽车行业所需人才。而培养的过程就
是科普。”闫建来认为。

中国汽车行业的黄埔军校

闫建来在来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之前，曾经在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就职，那时他就发现国外汽车公司针
对中国企业的指责多是外形抄袭。于是，来到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的第一件事，闫建来就创办了中国大学生
汽车造型设计大赛。“汽车外形涉及到人体工程学、流
体力学等很多学科。因此学会的这次活动面对的是各
大学工业设计系的学生。”闫建来说，“现在国内的汽

车厂商都不再抄袭了，就像写毛笔字先从描红开始，
等真正会写了，谁还会继续描红？”

2009 年，“从制造业大国，转向产业强国”的目标
一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立刻作出反应，推出“中国大
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FSC）”。现在，行业里都称 FSC
为“中国汽车行业的黄埔军校”。

车型设计、底盘设计、发动机调校、预算控制、寻
找车手……在这项赛事中，参赛的学生们一切从零开
始。每个参赛学校派出 20 人的小组，利用一年的时
间，打造一台属于自己的方程式赛车，然后在比赛时
与其他学校较量。这项赛事考验的不仅是汽车设计、
制造功底，在成本预算和推销自身方面也有考量。

“每一次去看学生们比赛，对于我都是一次洗
脑。”闫建来说，“因为这其中工作的复杂、承受的压力
都是意想不到的。”

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参加比赛的学校由以往的
20 多所增长到 80 所，参赛车辆也由原来的汽油车，到
现在汽油和电动车皆有。每个车队只允许 20 人参加
比赛，所以每次在学校的竞争都非常残酷。“有次我去
长安大学，那里有 2000 多人报名参加赛车队，最后就
是通过比赛竞争，选出优胜者。”闫建来说，“竞赛的过
程本身也是让同学们了解汽车的过程。”

残酷的淘汰，自然留下的都是精英。他们在这个
临时的汽车研发团队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
的负责汽车技术，有的负责成本控制，有的则负责
宣传，还有的负责寻找赞助，他们彼此交流协作。

“比赛培养了孩子们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赛事固定
赛车成本为 10 万元，误差是 5000 元，那么 9 万元和
11 万元造出的车辆都要被扣分。”闫建来说，“因为
在现实生活中，汽车不同价位针对的群体不同，如
何控制成本在可接受区间，都是对孩子们的考验，
这在学校是学不到的。”

而最让闫建来欣慰的是，大赛培养了孩子们“矢
量”学习能力，“矢量学习就是有方向性的学习。”闫建

来解释说，“这样的人才放到社会，单位交给他任务，
他自己就能学习完成了。”

现在，曾经参加比赛的学生们有的已经参加了工
作。“今年 9 月份在北京鸟巢举行的首届世界纯电动
方程式赛车大奖赛（FE），中国派出代表队请来的 12
名技师中，11 名都是外国人，唯一一名中国技师就是
来自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电车赛的队长。”闫建来
说，“这就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成绩！”

从小学到大学都来“玩”汽车

“在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中，我们对于参
赛队员是有要求的，比如博士生不能参加，研究生不
能超过 3 个等。”闫建来说。在他心中，这个比赛还
远远不是终点。

2013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就曾经邀请德国斯图
加特大学的一支赛车队前来参赛，“明年的赛场上，我
希望能邀请更多国外的队伍参加比赛，让中国的孩子
与国外进行交流。”闫建来憧憬着。

然而，中国汽车工业学会对于未来的期望并不止
这一个。最近，他们又有新动作，着手进行了一个名为

“BAJA”的项目，中文为“巴哈”。“这个项目是面向高职
和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让他们通过一年的时间改造一
辆越野车来参加比赛。具体比赛规则还未完善。”闫建
来说。从命名就不难看出这场比赛的“野性”。BAJA 指
的是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州。而 BAJA 在美国越野
爱好者的心目中就是极限沙漠越野的代称，相当于达
喀尔拉力赛在欧洲越野爱好者心目中的位置一样。

下一步，他们还打算启动一个“少年工程师项
目”。“这个项目是我最看重的。”闫建来说，“中国要想
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就应该像德国人那样，每个人
都热爱科技、懂科技。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强盛。
而我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孩子们从 3 岁开始
就接触科学技术，尊重知识，敬畏科学。”

嘉宾：闫建来
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副秘书长

营员们在实验室讨论实验方案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