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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岁末年初，记者来到山西省五台县高洪口

乡，现在天寒地冻，村民都热切期盼着明年春天
早点到来。
“今年，我们乡不仅试种了 800亩籽粒苋，还引

进了杜泊羊、萨福克、乌骨羊、小尾寒羊、蒙羊等近
千只新品种羊。”一位热心的村民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很快我们每人都将分到 4～5只羊”。
虽然因五台山风景区而闻名，但五台县大部

分土地仍被贫瘠的荒山和乱石河滩覆盖，贫困问
题一直困扰着五台县。

以高洪口乡为例，该乡海拔 1100米，面积
115平方公里、2800户。2011年人均收入为 1600
元，属于省级扶贫乡。

近两年来，这一局面正在改变。中扶惠邦投
资（北京）有限公司不仅在高洪口乡投资兴建了
生态农业示范基地，还带来了国内科研机构及专
家团队的科研成果。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孙鸿良就有一个心愿，将籽粒苋草在国内大
面积种植，发展成规模产业。籽粒苋既可用作粮
食，也可作为饲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高产作物。

现在，孙鸿良的心愿即将在五台县实现。中

扶惠邦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正在建立的籽粒苋
种及优质饲料生产基地由孙鸿良担任首席科学
家，拟规划种植籽粒苋 1000 亩，年总产量达
150吨。
该公司董事长崔巍说：“我们在高洪口乡种

植的籽粒苋不仅满足基地养殖奶牛、肉牛、羊、
猪、鹅、鸡、兔等需要，还可以外销。”

2013年 9月，正值籽粒苋生长旺季，孙鸿良
曾带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专业委员会成员
来到这里，参观了五台县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目前我国每年保留种植的高蛋白牧草和木
本饲料近 1亿亩，但由于不能适时收获烘干加

工，造成丰产不丰收，优质变劣质，高值降低值，
难以派大用。

在观摹现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专
业委员会主任李毓堂指出，籽粒苋是一种旱作节
水型优质高蛋白牧草，可以实现以草代粮，发展
节粮型优质高效猪禽业及草食家畜。

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高级经济师丁玉
华也表示，五台县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探索的“公
司 +合作社 +农户”的共同发展形式，是一种扶
贫致富的新模式。

如今，五台县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正在打造新型
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以带动当地上千户农民致富。

1月 7日，参加 200 米氦氧饱和潜水模拟试验的职业潜水员完成 10天试验，走出高压实验
舱。当日，江苏南通大学航海心理学与潜水医学实验中心与上海打捞局一同开展的 200米氦氧
饱和潜水模拟试验取得成功，4 名潜水员完成了 10天生理、心理、生化及环境变化的实验数据
采集工作。 尤炼摄（新华社供图）

简讯

发现·进展

“科技成果转化率”咋衡量？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到底多少？如何计算？一直没有统一的计算口径。专
家坦言，对“转化率”的强调，恰恰说明我们的科研并非面向市场。

姻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科技成果转化率”，很多人对这个词

并不陌生。但在新闻报道中，关于这个转化
率我们常常看到不同的报道。有的说“我国
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 10%左右，远低于发
达国家 40%的水平”；有的则说“我国的科
技成果转化率约 25%，与发达国家 80%的转
化率差距甚远”。
《中国科学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从事相

关研究的专家，结果发现，关于我国“科技
成果转化率”是多少、如何计算等问题，不
少专家都表示：“没有统一的计算口径。”

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概念

“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是好的。但‘科技成
果转化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概念，本身就不
科学，将从科研到创新的复杂问题过于简单
化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
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成果本身的界定很难说清楚。”柳卸

林说，“什么叫成果？是不是科技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个项目完成了就是
一个成果？有的一个项目产生了 5个专利，
是不是就是 5个成果？”

柳卸林认为，科学研究有很多种价值
体现方式，其中一种形式是发表论文，但论

文是公共知识，一般不需要考虑商业化。所
以要考虑成果转化，就是考虑论文以外的
成果，例如以专利形式出现的成果。
“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在科研成果

形式多样，根本没法统计。此外，可能转化
了某 1个成果，比转化其他 5个成果产生
的效益更高。”柳卸林说。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率究竟应该谁来统
计的问题，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权威的
统计部门应该是知识产权局，由知识产权
局统计专利交易数据，并估算转化率，科技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都应该以知识产权局
发布的数据为准。
“从知识产权局来看，成果转化率就是

知识产权交易率。”刘澄说，知识产权局在
统计科技成果转化率时，一般采用抽样调
查的方法。

但同时他也表示，目前知识产权局自
身也面临着统计困境。“一方面，知识产权
局自身对于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科研力量
不够；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局的研究人员到
企业调研知识产权转化多少，能够出多少
效益、产值，企业有可能都不搭理。”

“中国特色”的“强调”

既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那么为什

么国内还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率”？
对此，柳卸林表示，之所以国内仍在

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率”，是由两个因素促
成的：一是很多项目在立项时没有考虑项
目的商业化前景，或者一开始觉得有商业
化价值，但在项目实施之后发现没有商业
化价值；二是一些项目尽管有商业化前
景，但大学、研究所没有动力去推行，致使
转化率低。

在刘澄看来，与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强调带
有一定的“中国特色”。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成果

转化方面的问题。”刘澄说，因为他们的科
技成果本身就是面向市场的，科研成果研
发出来就直接面向生产线，否则对于作为
科研投资主体的企业来说，资金就“打水
漂”了。

他认为，我国对“转化率”的强调，恰恰
说明我们的科研不是面向市场的。“我们的
科研依靠国拨经费，所以会特别强调要转
化。”

让“强调”更有意义

“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是好的，但绝不能
回到以成果转化率论英雄的时代，不能把
从科学到创新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个‘转

化率’指标，而是要建立合理的、科学的指
标体系。”柳卸林说。

柳卸林评价说，可三五年为考核期，评
估某研究所的成果有哪些转化了，让多少
企业从中获益，衍生出多少企业，产生多少
经济效益。

柳卸林表示，除此之外，目前需要反
思三方面问题：即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科
技成果在立项时没考虑商业化价值？我们
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出
现？谁有动力去推进有商业价值的成果转
化？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认为，从某种意
义上讲，最迫切的不是增大科技投入，也不
是就科技创新谈科技创新，而是要加快科
技体制改革步伐。
“关键是怎么改。”对于张晓强的观点，

刘澄表示赞同，“在中国，强调什么、考核什
么，大家就一窝蜂去做什么。就专利而言，
现在还有专门卖专利的市场，今年中国专
利总数达到世界第一，但我们真正有价值
的很少。”

因此，刘澄认为，首先应当改革考核机
制，提升科学家的诚信意识，考核不要老盯
着成果，盯着专利，真正要盯的是成果对现
实的效用。其次，应当强化市场约束，使科
研面向市场，与市场无缝衔接。

一粒小小的籽粒苋种子，也许能够成就一个省级扶贫乡的致富大业———

用科技在贫瘠土地上播种希望

中国科技论坛聚焦车联网

本报讯近日，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承办的“第 31期中国科技论坛—
2013车联网产业技术论坛”在京举行。论坛
主要探讨车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功能，交流车
联网关键技术及商业模式，探索如何在各相
关方推动下，促进车联网产业的协调发展。

论坛围绕车联网技术应用、技术合作等
主题，对该技术在信息服务、安全和节能环保
三方面的应用以及趋势进行了讨论。（潘希）

央地合作百亿资金助力中关村

本报讯中关村发展集团日前联合中国
人民保险集团、中诚信托公司，共同出资
100亿元，成立中关村园区发展基金。

根据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调整总体部
署，基金主要聚焦中关村“641”重点产业领域
和新扩区项目，用于新建、升级一批特色产业
基地和扩区项目，预计激发产能超千亿元，带
动区县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布局合理、协同发
展的一区十六园发展格局。 （郑金武）

北京光谱年会举行

本报讯 1月 7日，由理化分析测试技
术学会光谱分会举办的 2013 年北京光谱
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四川大
学、中国钢研科技集团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企业人士约 4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专家就原子光谱和分子光谱分析
技术动态、光谱分析仪器方面的新进展以
及光谱学与化学计量学等问题进行了学术
交流。 （彭科峰）

平菇生产技术交流会在豫召开

本报讯 1月 7日，来自全国的食用菌
专家和河南部分专业户代表齐聚河南省延
津县魏邱乡平菇生产基地，参加在这里召
开的全国平菇生产新技术观摩交流会。

交流会除对河南平菇生产进行研讨
和建言外，还集中展示了平菇新品种、不
同的栽培模式、不同的原材料、病虫害综
合防控措施以及出菇环境参数自动监控
设备等。 （史俊庭）

河南添两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本报讯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
2013年度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名
单，郑州高新区智能仪器仪表创新型产业
集群、南阳高新区防爆装备制造创新型产
业集群被确定为“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
点（培育）”。至此，河南全省创新型产业集
群试点（培育）总数达到 3家，与湖北省、安
徽省并列中部六省首位。 （谭永江）

吉林医药学院院士工作站成立

本报讯近日，吉林医药学院院士工作
站正式在该校揭牌成立。

据介绍，该院士工作站将依托吉林医
药学院药剂学及新药研发中心科研平台，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生勇及其团队进行合
作，开展手性药物催化剂研究，致力于筛选
出更加先进的药物合成手段，从而提高药
效，减少用药量和环境污染。（郑原驰封帆）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近
日，记者从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获悉，该园研究人员在土壤碳
氮耦合机制的研究中发现，土
壤氮矿化、硝化与土壤有机碳
和土壤碳氮比存在负相关关
系。相关研究在《土壤生物学与
生物化学》上发表。

森林固碳作用对于降低大
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但目前国内外对土
壤碳积累过程机制的认识，特
别是对土壤碳氮循环耦合机制
的认识较少。

为了揭示土地利用变化
（森林恢复）对土壤碳氮循环的
影响，研究人员以丹江口库区
森林、灌丛和农田生态系统等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为对象，系
统研究了土壤有机碳及其惰
性有机碳的指数，总氮、氮的
净矿化及硝化和无机氮含量等

碳氮循环过程。
研究表明，由于大量低质

量植物凋落物的输入，森林和
灌丛的植被恢复增加了土壤有
机碳，但减少了土壤的总氮含
量，进而导致土壤中碳氮比和
土壤惰性有机碳的指数增高。
土壤碳氮比以及土壤有机碳组
分的改变还会进一步影响土壤
氮循环。森林恢复显著降低土
壤氮的净矿化和硝化速率以及
无机氮含量。相关分析还表明，
土壤氮矿化和硝化与土壤有机
碳和土壤碳氮比呈负相关关
系。

该研究不仅揭示了丹江
口库区土壤碳氮动态对于森
林恢复的响应，同时还阐述了
森林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耦
合的机制，为当地植被恢复和
库区水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
依据。

发现土壤碳氮耦合新机制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本报讯（通讯员朱凡 记者
黄辛）1 月 6 日，记者从上海交
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获悉，
该院内分泌科宁光、王卫庆带
领的研究团队在对胰岛素瘤病
人的研究中发现病因，并已找
到针对性的药物，今后胰岛素
瘤患者有望告别手术，仅需药
物治疗即可。相关论文日前在
《自然—通讯》上发表。

胰岛素瘤是由胰岛细胞增
生引起的一种肿瘤，和乔布斯
所患的胰腺神经内分泌瘤属同
一类疾病，此病患者容易产生
头晕、冷汗、昏迷等低血糖症状
甚至精神症状。以往针对此病
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切除。然
而胰腺手术创伤大、恢复慢，风
险很高。

阴阳基因是广泛存在于人
和动物细胞核内的双重转录因
子，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和
转移中起到重要作用。瑞金医
院科研人员在对胰岛素瘤病人

进行肿瘤二代测序的过程中，
发现 30%的病人是因为“阴阳
基因”中同一个位点 T327R 发
生了突变而致病的，这不但首
次揭示了 YY1 基因对于胰岛
细胞瘤发生的重要作用，还可
用于揭示胰岛细胞瘤的分型诊
断，并为寻找药物治疗的靶点
找到方向。

据专家介绍，此前有研究
发现，药物依维莫司对部分胰
岛细胞瘤有效，但并不明确原
因。“这次发现提供了依维莫司
在胰岛细胞瘤中的药物作用靶
点，将加快推进依维莫司在临
床上进行靶向治疗胰岛素瘤的
进程。”该团队研究人员曹亚南
博士表示，“胰岛细胞的增生和
减少引起的正是胰岛素瘤和糖
尿病，此次研究揭示了阴阳基
因在胰岛细胞中的作用，不但
可以治疗胰岛素瘤，将来也可
能为 装 型糖尿病的治疗提供
潜在治疗靶点。”

胰岛素瘤或将告别手术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自治区主席院士顾问”显著提升广西创新能力
本报讯（记者贺根生）“自治区主席院

士顾问的设立，使广西在科学决策、经济
结构升级、科研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创
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日
前，广西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陈大克
在谈到院士顾问作用时，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说。

广西自 2009 年启动自治区主席院士
顾问制度以来，先后聘请 116位院士担任
自治区主席顾问。据不完全统计，5 年来，
院士顾问及其团队到广西考察、调研、指

导、举办专题报告 192人次；开展合作项目
309项，指导申报国家级项目 41项；在院士
指导下，广西获得国家级各类平台 18 个，
获国家项目经费共 5.81亿元。

陈大克说，院士顾问的作用首先是
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提供决
策咨询指导。二是指导产业发展，助推广
西经济结构升级。在院士顾问带领和指
导下，广西承担了国家重大工程用高端
铝合金材料研发，研制出商用车混合动
力系统，开发出三款高速大型船用柴油

机新产品；在农业领域，实施合作项目 45
项，引进新技术 18 项、新品种 83 个，推动
一批农业示范基地、产业中心，国家、自
治区综合试验站，科学观测站建设。三是
支持科研平台和人才团队建设，9 个国家
级科研中心落户广西，使广西整体研究
水平提升。四是助推高校和科研院所创
新，在亚热带生物资源保护利用、生物质
能源、北部湾海洋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广西国
家重点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

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
刘亚鹏、曹婷）近日，由中国南
车株洲所主持研制的国内最大
电压等级、最高功率密度的
6500伏高压 IGBT芯片及其模
块首次向外界亮相，并通过成
果鉴定，刷新了 1年前该公司
自主研制的 3300 伏 IGBT 芯
片电压等级和功率密度纪录。
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成
果总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代表了我国功率半导体器
件行业 IGBT 技术的最高水
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IGBT中文名为“绝缘栅双
极型晶体管”，主要用于交直流
转换和控制，是电力电子行业
的核心零部件。从传统电力、机
械、矿冶到轨道交通、柔性直流
输电、新能源装备和航空航天
等领域，高压高功率密度 IGBT
均有着广泛应用，被誉为现代
功率变流装置的“心脏”和绿色
高端产业的“核芯”，但此前相

关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
该项目负责人、中国南车

株洲所 IGBT 事业部总经理
刘国友介绍说，该公司先后投
入 20 多亿元，组织了近百位
专家开展攻关，从 IBGT 芯片
设计、封装测试、可靠性试验
到系统应用，攻克了 30 多项
难题，现在不仅掌握该器件的
成套技术，形成了规模化、专
业化生产的完整工艺体系，还
在轨道交通、柔性直流输电及
矿冶等领域得到批量应用。项
目目前已申报专利 20 项，获
授权 4 项。

据悉，中国南车株洲所在
此次鉴定会上同时展示了其
“IGBT家族”的“超强阵容”，均
代表行业最高水平，表明该公
司已初步形成 IGBT 器件技术
的完整产品型谱，成为国内唯
一全面掌握 IGBT 芯片技术研
发、模块封装测试和系统应用
的企业。

国内最高性能
IGBT芯片及模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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