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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佳

读论文是每个科学家的“必修课”。而在
科技创新链上，文献情报亦是一项极为基础
性的工作。

然而，本应站在科技与时代发展最前沿
的科学家，在这个“互联网 +”的时代，却还被
动地局限在一些“守旧”的规则中。一个例子
就是，一旦科学家离开办公室，就很难下载和
阅读本应能获取到的文献全文。

中国科学院决计改变这种现状。
近日，中科院在京举行发布会，宣布对一

款名为“中国科讯”的 App 进行公开试用。这
意味着从今以后，所有中科院的科技工作者
都能通过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免费下载
和阅读自己所在机构订阅的期刊文献和电子
图书。

科学界的呼声

“中国科讯”是中科院精心打造的基于移
动互联网的知识服务平台，旨在整合中科院
自有、联合和引进的海量数字科技文献资源，
集成重要科技进展报道以及其他科技情报产
品和知识信息，支持科研人员、研究生、科技
管理者等各类型用户随时随地阅读科研文
献、便捷获取科技资讯，致力于打造“文献移

动获取第一平台”。
前段时间，包括两院院士、研究所所长、海

外课题组组长和博士生在内的 200 多名中外
科研工作者收到了来自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的一项调查：“如果有一款工具，可以随时随地
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查阅、下载、阅读付费文
献全文，就跟在办公室使用权限相同，您会不
会使用？”

近 70%以上的中国科学家对此表示出极
大的兴趣，而几乎所有的外国科学家对此举双
手赞成。

“会啊，我们实验室的人全是手机族，走路
都在查邮件，这个应该蛮常用的。”

“会，很多人，尤其是老师们都期望能用手
机或家里的电脑看文献。”

“这个好，如果能一直维护，付费买我都愿
意。”

长期以来，因为涉及知识产权，科学家下
载和阅读文献受到物理 IP 地址的严格限制。
而国外的一些科研机构，虽然为其用户提供
VPN 方式的认证服务，使其脱离了固定 IP 的
限制，但使用者仍要依赖于电脑桌面登录，无
法在手机、Pad 等移动端使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面向移动
智能终端整合数字资源和服务，构建满足用
户移动服务需求的数字资源保障平台，高效
支持信息的便捷获取和集成利用，已经成为

必然趋势。”“中国科讯”研发团队一致认为。
实际上，这种现状也引起了中科院领导

层的高度关注。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就曾多
次对基于移动平台的信息获取和应用作出指
示，希望尽快推进这项工作。

他认为，知识的获取、加工和扩散能力对
知识服务至关重要，尽管未来文献情报工作
的最优服务模式难以预料，但随着相关技术
的不断开发与升级，通过模式创新，让知识获
取和利用更加方便、快捷、准确和高效，必然
是其发展方向。

为科学家而生

“中国科讯”在科学家的呼声中萌芽，也
是为满足科学家的需求量身打造。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张冬荣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款 App 除了实现移动
下载阅读文献，还将不断优化，推送更贴心的
服务。目前就已能根据用户的查询习惯及所
在领域，进行个性化内容的初步推送。用户觉
得重要的文献，还可以直接发到自己的邮箱
保存或深度阅读。”

“中国科讯”平台的建设得到了资源供应
商的积极响应。

“出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等多种原因，
文献的移动服务一直进展不大。”中科院文献

情报中心资源建设部主任赵艳说，“世界几大
出版商对‘中国科讯’是持欢迎态度的。一方面
是因为在移动互联时代，出版商也需要作出变
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科院的信任。”

作为中国最大的科技数字文献聚集平台，
中科院极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在出版商中拥
有非常好的信誉。

截至目前，已有 25 家出版机构与中科院
达成移动应用合作共识。通过“中国科讯”平
台，科学家能移动阅读和随身获取 3601 种外
文期刊、39854 种外文图书、14665 种中文期
刊，可获取资源量占目前中科院引进商业外文
电子期刊总量的 54%、外文电子图书量的
38%、中文电子期刊量的 87%。

在当天的发布会现场，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与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签订了“学术
信息资源移动获取服务技术合作协议”，并与爱
思唯尔 、施普林格·自然、维普资讯、威利等全球
知名出版商签署了移动应用战略合作协议。

更大的世界

得知“中国科讯”上线后，既是科学家同时
主管文献情报工作的院领导李静海，首先进行
了下载安装试用。他觉得“挺好用”，“是文献情
报系统服务变革的一次很好尝试”。

近日，中科院推出“中国科讯”应用，致力于打造“文献移动获取第一平台”。

科学家口袋里的科研利器

■本报记者黄辛

5 月 4 日，青年节。一位年逾古稀的诺奖得
主和一个有着超过 66 年历史的国立研究机构，
因为青春结缘。

当天，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夏普莱斯与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签约。作为特聘教
授，他将在上海有机所建立独立的“点击化学”实
验室，并招收研究生、培养博士后。

“我将把科研生涯的最后时光奉献给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夏普莱斯说。

因氟结缘

与国内其他单位引进诺奖得主不同，这次是
夏普莱斯主动向上海有机所抛出橄榄枝。因为这
里的氟化学团队成果迭出，“上海氟”的名头在世
界上非常响亮。

而夏普莱斯的新研究恰好需要大量氟化学研
究的支撑。2001 年，他因“手性催化氢化反应”与
另外两位科学家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事实上，在
此之前的两三年里，夏普莱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

研究兴趣。原因是他发现了另一种他认为更有趣、
更重要的反应：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炔烃与叠氮化
合物可以非常迅速地发生反应。这被夏普莱斯称
为“点击化学”。由于这类反应及其产物在药物发
现、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
景，因此立刻引起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他最近发现的另外一个点击化学反应，是
以氟元素作为基础的研究，需要用到大量的氟化
学。”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
岭告诉记者。

于是，夏普莱斯首先想到了上海有机所———
这个被国际同行称为“上海氟”的团队。

过去几年里，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 3 次被美
国《化学与化工新闻》周刊作为封面文章或专题报
道介绍。2013 年，国外著名出版社威利公司出版的

《当代有机氟化学》（第二版）专著中，共引用了中国
氟化学家的 17 项成果，均由该团队成员完成。

魅力来自何处

夏普莱斯在写给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所研
究员戴立信的邮件中说：“我喜欢有机所的化学

风格几十年了……我也足够出名了，发展点击化
学应用需要合作，我需要真正‘有机所式’的化学
家们管理此类合作……挑战化学家们的能力极
限，给化学家更好的工具和更长、更宽的触角进
入化学世界。”

那么，上海有机所的这种魅力到底来自何
处，竟然吸引到诺奖得主主动“加盟”？

丁奎岭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研究所始终坚持
面向学科前沿、面向国家需求的科研理念，充分
发挥在原创性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坚持做“独
特”和“有用”的科学。

“我们特别强调人才是科技创新第一要素，
把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顶尖创新团队建设作为
研究所的重中之重。”丁奎岭说。

为此，“上海氟”团队引进了不少“标杆人
才”。

胡金波就是其中一位。2005 年，胡金波通过
“百人计划”来到上海有机所。他带领团队选择了
全球鲜有人涉足的氟烷基碳负离子化学，几年后
发现了“负氟效应”，并开辟出了一系列新方向。

研究员张新刚则从廉价易得的含氟原料
出发，发展出一系列氟烷基化和氟芳基化新策

略、反应与方法，为含氟物质的高效制备作出
了重要贡献。

聚焦青年人才

不仅是氟化学实验室，上海有机所在每个重
点方向上都通过人才战略，走在了国际前沿。

丁奎岭认为，原始创新离不开优秀人才。“成
熟的领军人才，我们固然重视，但上海有机所更
需要青年人才。”

近年来，上海有机所引进 20 多位人才，其中
16 名是“青年千人”。

“在最初几年给足科研经费，有助于优秀人
才脱颖而出。”丁奎岭说。

为此，除了各种人才计划的支持，上海有机
所还为引进的青年人才配套近 300 万元经费。这
使得他们在立足之初的三五年里，能拥有 600 万
元左右的经费支持，安心做科研。

于是，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在这样一个充满
活力的平台上，在有机化学和相关交叉领域的前
沿，不断探索，不断突破，努力打造着全球化学领
域的学术高地。

5 月 4 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里·夏普莱斯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签约，
并表示“将把科研生涯的最后时光奉献给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诺奖得主缘何钟情“上海氟”？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有媒体日前报道称，
在南京化工园区有一座 4
年前新建的 7 层办公大楼，
尽管各项设施都已完工但
无人使用。相反，院内堆满
了废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废
品回收站。原来，该大楼由
化工园区大厂街道办事处
所建，原本打算建好后就搬
进去办公，谁知适逢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因此该楼就一
直闲置至今。

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
资源闲置。建设大楼的费
用来自政府拨款，也就意味
着来自普通民众所缴纳的
税收。作为街道办来说，如
果因为原有办公场地破旧
而修建新的大楼，本也无可
厚非。但为何偏偏在中央
八项规定出台之后不敢搬
进去呢？答案想必并不复
杂，国家对于各级政府官员
的办公场地面积等各项标
准有明确的规定，街道办修
建的这座大楼可能在很多
方面都超过了标准。一旦
搬进去，很可能违规被上级
部门调查处理。所以，干脆
还不如维持现状，继续在原
有场地办公。

坦白地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
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
加，各级政府忙于修建豪华办公大楼已司
空见惯。比如，安徽省贫困县阜阳下属的一
个区政府将办公楼修成“白宫”的事情就曾
饱受外界质疑。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无疑
有效刹住了这种歪风邪气。但是，将新建的
办公大楼闲置多年，其做法过于简单粗暴，
是一种明显的懒政。

首先，街道办现在仍然在原址办公，说
明其实原来的办公楼并不是破旧不堪到非
搬不可，那么新建大楼的行为就是一种浪
费。其次，在修建完大楼后任其荒废，更是
一种巨大的浪费行为，让民众更加难以理
解。即便因面积超标等因素导致政府部门
无法搬入，但并不意味着这栋楼就没有价
值。比如，街道办完全可以将楼整体对外出
售或出租，所得收益上缴国库。如果不方便
转让，那么也可以告知上级政府部门进行
妥善处理。可以说，当地街道办采取不作为
的态度，其实是对中央“厉行勤俭节约”规
定的一种消极对抗。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理
应迅速介入，对闲置资产和相关人员进行
调查处理。

此外，需要警惕的是，像南京 7 层办公
大楼闲置多年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相关报
道也指出，在河南、广西当地也存在类似现
象。有鉴于此，各地政府部门有必要组织一
次全面盘查，对所有闲置的办公楼、招待所
等进行清查，并出台相应的处理意见，让宝
贵的公共资源得到有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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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聚焦
智能传感技术

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刘伟）由中国工程院、中国
中车联合主办的“智能传感技术在轨道交通中的应用工
程前沿技术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12 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及中、美、日三国的专家学者，就轨道交通智能传感技
术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论坛上表示，智能传感技术
是智能制造领域的关键技术，轨道交通装备则是装备领
域的排头兵。在“中国制造 2025”设置的 5 大创新工程里，
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分占二席。二者的充分交叉结合，是
实现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用先进智能技术武装装备产
业，是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据了解，传感器是整个物联网的末梢神经，也是轨
道交通车辆的高端关键零部件。过去由于长期被外国
垄断，我国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的自主化进程受到影
响。据估算，目前全球约有 40 个国家从事传感器研制、
生产和应用开发，其中美、日、德、丹等国的市场总占有
率超过 60%。相比之下，国内传感器在技术、产业、人才
等方面明显落后，高端传感器芯片进口占比高达 90%，
严重依赖国外。

“随着新能源和物联网的发展，小型化、节能化和智
能化将是传感器的未来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车株
洲所董事长丁荣军表示，掌握好智能传感技术的发展趋
势，对保障轨道交通装备运营安全、推动高端装备持续升
级和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发展，都将具有深远意义。

中科院团委召开
“五四”表彰交流会

本报北京 5月 4 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上午，中国科
学院团委在北京召开表彰交流大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
97 周年，共同庆祝五四青年节。中科院党组成员、京区党
委书记何岩出席大会并讲话。

何岩表示，多年来，中科院团委在京区党委和中央国
家机关团工委的领导下，围绕中科院科技创新中心工作，
坚持“强基础、树品牌、重服务”工作理念，团结带领广大
团员青年，奋发图强，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何岩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中科院担负着党和国家对创新发展的殷切期
望。作为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生力军，广大团员青年要
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把院党组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转化为深化改革、加
快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实际行动。

何岩对中科院共青团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他强调，
要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导团员青年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要助力推动“率先行动”计划，引导团员青
年投身创新创业实践；要始终坚持“青年为本”理念，为团
员青年成长成才搭建平台；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打
造素质过硬的团员和团干部队伍。

中科院团委荣获 2015 年度中央国家机关共青团
工作奖，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团委获得 2015 年度最具活
力团支部奖。会上，何岩和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青联部
副部长韩建强分别为中科院团委和植物所团委颁发了
奖状。

大会还对中科院团委、中科院青联、中科院科学传播
局联合组织开展的“发现科学之美”图片大赛获奖个人和
单位进行了表彰。该活动为期两个月，评选出特别奖 5
幅、一等奖 6 幅、二等奖 16 幅、三等奖 33 幅、优秀奖 103
幅，评出优秀组织奖获得单位 23 个。同时，来自国家天文
台、化学所、上海光机所、空间应用中心、植物所、寒旱所
的获奖代表交流分享了经验。

5 月 3 日，南昌
航空大学学生在调
试他们自主研发的
可倾转太阳能无人
机。这款无人机解
决了高速平飞与垂
直 起 降 的 技 术 矛
盾，使用太阳能作
为能源动力，未来
可 广 泛 应 用 于 农
业、航拍等领域。

当天，首届江西
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优秀成果巡回展在
南昌大学进行首展。
来自江西省内 22 所
高校的创新青年们
聚集在此，展示自己
的科研创新成果，交
流创业心得。

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