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人员进行北京谱仪 主漂移室拉丝。 刘捷摄

■本报记者丁佳

在中科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标杆”
一样的存在。它是在邓小平、周恩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建成的中国第一个大
科学装置，也几乎是此后历届党中央、国务院
领导人来中科院视察的必到之处。

与此同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中国高能
物理科学家心头的骄傲。建设于上世纪 80 年代
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论规模在国际上并不算
大。然而，这么多年过去，尽管一个又一个大型加
速器在全球拔地而起，它却始终屹立不倒，被誉
为“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在国际高能
物理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领跑者”是怎样炼成的

2016 年 4 月 5 日晚，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
秦庆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控室的一块白

板上写下了一个数字：1.0×1033。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它标志着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的对撞亮度达到了 1×1033cm-2s-1，
性能达到改造前的 100 倍，同时再次刷新了该
能区对撞亮度的世界纪录。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加速器物理组组
长、对撞机储存环物理调束负责人于程辉很清
楚，这样一个数字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2001 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改造工程完成
设计，计划将亮度提高 30 倍。但几乎同时，美国康
奈尔大学威尔逊实验室宣布，要将其一台在高能
量 B 夸克能区运行的对撞机降到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的能区下工作，设计对撞亮度与之相同。

“这意味着如果要保持竞争力，我们必须比
他们做得更好。”于程辉说。面对巨大的压力，中
国科学家迎难而上，提出新的改造方案———将设
计对撞亮度提高到原来的 30～100 倍。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于 2004
年 1 月动工，2008 年按计划建成，次年 7 月通过

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行。“后来，我们又花了 7 年
时间，不断调试装置，寻找最佳参数组合，最终使
对撞亮度成功达到改造前的 100 倍。”于程辉说。

在运行团队不断打磨这台大科学装置的
同时，科学家团队也在夜以继日地挑战世界科
技前沿。依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北京谱仪
Ⅲ实验国际合作组的 400 多名科学家不分昼夜
地工作着，希望能发现新的物理现象。

“对撞亮度越高，获取的数据就越多，测量
精度也越高，也就意味着更有可能取得新的科
学发现。”中科院高能所实验物理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沈肖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2013 年，北京谱仪Ⅲ实验国际合作组宣布发
现新的共振结构 Zc（3900），其中含有一对正反粲
夸克且带有和电子相同或相反的电荷。这提示 Zc

（3900）至少含有 4 个夸克，极有可能是科学家长
期寻找的介子分子态或四夸克态。国际物理学界
高度评价该重大发现，美国物理学会将其评为当
年十一项物理学重要成果之首。 （下转第 2版）

“加速”中国科技
———走近共和国首台大科学装置

7 月 28 日，参观者
通过虚拟现实（VR）技
术阅读科普读物。

当天，在包头举办
的第 26 届全国图书交
易博览会上，参展商大
量运用电子阅读、增强
现实（AR）、虚拟现实技
术，将平面读物立体化、
生动化，新颖的阅读方
式吸引大量参观者体
验，感受图书从纸质形
态向“接触式”阅读方式
的创新转变。

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本报讯（记者黄辛）7 月 28 日，江南造船公
司收到国信招标集团的中标通知，成为第一艘
国产极地科考破冰船的建造单位。据悉，该船将
于今年年底在上海开工建造。

目前，“雪龙”号仍是我国最大的极地考察
船，也是中国唯一能在极地冰区状态下航行的船
舶。1993 年 3 月 25 日，“雪龙”号由乌克兰赫尔松
船厂建造完工。中国于 1993 年年底从乌克兰购入
后，按照自身的极地考察需求对其进行了改造。自
1994 年 10 月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
任务以来，“雪龙”号已先后 32 次赴南极、6 次赴北
极执行科学考察与补给运输任务，足迹遍布五大
洋，创下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纪录。

相比“雪龙”号，此次建造的第一艘国产极地
科学考察破冰船规模较小。新船船长 122.50 米、设
计吃水排水量 13990 吨，和“雪龙”号均有一定差
距。但按照设计，国产破冰船的破冰能力比“雪龙”
号更强：“雪龙”号能以 1.5 节航速冲破 1.2 米厚的
冰层（含 0.2 米积雪），新船则将以 2～3 节航速冲
破 1.5 米厚的冰层（含 0.2 米积雪）。

江南造船公司曾多次承接包括“远望”号系列
船、各类型海监海警船、“东方红 3 号”等多种复杂
船型的建造任务，并多次承担“雪龙号”的维修改
造工作，积累了广泛的科考船舶建造经验。

首艘国产极地
破冰船年底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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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甘晓）7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
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举行名誉博士学位授予
仪式，向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和菲尔兹
奖获得者爱德华·威滕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中科
院院长、国科大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
主席、国科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白春礼向两
位名誉博士颁发学位证书。

仪式上，白春礼首先代表中科院和国科大
向戴维·格罗斯和爱德华·威滕表示衷心的祝
贺。“国科大此次同时为两位教授授予名誉博士
学位，正是中国人所说的‘好事成双’。”他说。

白春礼指出，作为中国最大的自然科学和
高新技术综合研发中心，中科院扮演着研发、战

略建议和高等教育三个重要角色。作为高等教
育机构，中科院拥有国科大、中科大以及与上海
市政府共建的上海科技大学三所大学。同时，中
科院的高等教育注重科教融合，56000 名在校生
中绝大多数是硕士、博士研究生。

白春礼表示，只有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精
神，国科大才有望跻身世界前列。为实现世界一
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国科大需要更多地依靠
科学大师，包括戴维·格罗斯教授、爱德华·威滕
教授以及被邀请的在场嘉宾等高水平的国际科
学家。

白春礼强调，中科院非常注重国际合作和
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国际化成就了今天的中

科院，国际化也会持续作为今后的重要方向之
一引导中科院的发展。“我们相信，科研方面的
国际合作能引导我们走向更成功、更高效，获得
更大的影响力。”

随后，白春礼简要介绍了中科院国际人才
计划。据悉，该计划在各个学术层面上对来自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进行支持。白春礼诚挚地
邀请在座各位科学家帮助中科院更好地推进
这一计划。

此次学位授予仪式由国科大副校长、中科
院院士吴岳良主持。

仪式结束后，戴维·格罗斯和爱德华·威滕
在由国科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论物

理中心、中科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和中科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量子宇宙物理前
沿科学论坛”国际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

据了解，戴维·格罗斯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和弦理论家，因揭示了粒子物理强相互作用理
论中的渐近自由现象，与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
共同获得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06 年，他
促成了中科院卡弗里理论物理所的建立，并于
2011 年当选为中科院外籍院士。爱德华·威滕是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
物理学教授。1990 年，他成为第一个也是到目前
为止唯一一个被国际数学联盟授予菲尔兹奖的
物理学家。

两位物理学家获授国科大名誉博士

学讲话 谈创新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的当下，创新成为
发展的唯一出路。“不创
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
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
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
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
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
个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不仅是对中国
创新的期许，更是一份
时不我待的盛世危言。

而在所有创新要素
中，人是最为关键的节
点。让创新成为科技人
员的内生动力，首先要
打破的就是阻碍和束缚
创新的层层枷锁。

减少行政干预，还
科研以本来的颜色。

目前，我国某些职
能部门利用手中分配资
源的权力与便利，争相
扮演裁判员角色，通过
各种评估、评比以及各
种科研项目和人才项目
评审等形式，对科研活
动进行过度的行政干
预，严重阻碍了科研进
程，扰乱了学术秩序。要
调动起科研人员创新的
热情，就必须终结外在
的行政干预，让科研人
员摆脱仰人鼻息的状
态，给他们更大的自主

权，还科研以本来的色彩和活力。
重建评价体系，还科研以自身的轨迹。
不知从何时起，发 SCI 论文成为中国科

技工作者的普世追求。一些院校的领导甚至
还会给出一份“正面清单”，不管成果有多
好，若所发论文不能进入这份清单，基本
与评职称和年终奖无缘。与此同时，发论
文也成了很多非科研机构的考核指标。合理
的科研评价体系是在区分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产业化攻关等多种科研类型后作出的考
量，而不是用一套标准套住所有人。不仅如
此，优质的科技评价还应表现“动态”而非“静
态”的特征。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位创新者得
到最为公允的评价。

加快成果转化，还科研人起步的动力。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之后，并非

如预期般激发出科研人员拥抱市场的热潮。
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分配机制和乱象丛生
的产权保护规约，很多科研人员坦言：想用
自己手里的技术换钱，真不是件容易事。此
外，由于长期“与市隔绝”，科研人员并不知
道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是什么。加之成果转
化工作往往被视为“搞副业”，很难纳入单位
年度考核指标，因此很多人宁愿“固守田
园”。让科研人员拥有“获得感”是政府的厚
重承诺，但如果不能打破现行的价值导向，
重塑市场的规则与秩序，科技成果落地将依
然举步维艰。

改革科研管理，还科研人应有的身份。
长期以来，对公务人员与科研人员“一

视同仁”，是中国科研管理工作的一大特色。
尽管科技体制改革呼吁多年，但当下对科研
人员的管理仍沿袭“参公管理”的老路子。学
术交流受阻、资料获取不畅、各种复杂专业
的报销制度，更是消耗了科研人员宝贵的时
间和精力，甚至让很多人常年有一种走在悬
崖边上的感觉。在问责与民主日益强化的今
天，必要的监管机制需要存在，但前提是卡
位精准，去掉附加在科研人员身上的错位标
识，尊重科研活动的特殊规律。

培植创新文化，还科研以本来的土壤。
科学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据有关统

计，科研创新失败率高达 90%。在科研活动
尤其是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中，会有很多意
外和变数。然而，弥散在社会文化中的急功
近利，却在慢慢扼杀创新的基因。对于成果
大肆宣传，对于失败则冷眼以对，甚至切断
经费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下，试问还有多少
人愿意或者敢走上布满荆棘的创新之路。创
新，不是科研人员的独角戏，需要每个社会
成员的理解与认同。建立容忍失败与敢于试
错的文化，亦是对创新莫大的鼓励。

“要极大调动和充
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
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
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
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
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
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
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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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超、李瑜）7 月 29 日下午，中
科院大气物理所与联通集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根据协定，双方将在大气污染预报预
警模型、大气污染密集监测、环保大数据及增值
业务、核污染预测模型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进一步提高各自信息化水平，为国家环
境治理服务。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中
国联通集团总经理陆益民出席签约仪式。

在听取和观看了大气所大气边界层物理和
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自发关于大气
污染预报预警整体系统的相关汇报和大气污染

预测、扩散过程、三维立体边界污染源等情况的
相关演示后，白春礼详细询问了该系统近期预
测的大气污染情况，以及前期在内蒙古的试点
应用情况，并充分肯定了大气物理所与联通公
司前期合作取得的成绩。

白春礼指出，中科院与联通公司应在前期合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双方合作领域和范围，充
分利用中科院的科技智力资源和联通公司覆盖全
国的基站网、人员维护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并
以此次签约作为开端，共同推进中科院 100 多个
研究所和联通公司更高、更深层次的合作。

陆益民表示，中国联通具有覆盖全国的高
密度基站网、平台、电源、网络和人员维护能力。
然而，联通的未来发展不能仅满足于为用户提
供传统的电信和通信服务，新形势下的产业转
型必须面向未来。这就需要借助中科院，找到自
身最缺乏的技术创新手段和核心产品。他希望
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加强与中科院的合作，服务
社会，为联通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大气所此前已同中国联通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内蒙古空气质量预报预
警项目的建设，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并获得

内蒙古自治区的高度评价。
大气所所长朱江表示，研究所将发挥自身

科研优势，以此次合作为切入点，为国家环保、
交通以及住建等业务部门在空气污染防治等方
面提供决策支撑，更好地服务民生。

联通集成公司总经理孙世臻表示，联通将在
环保领域提供更为广泛的信息化服务，继续拓宽
与大气所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合作空间。

中科院办公厅、前沿科学与教育局、科学传
播局、大气所等领导，中国联通相关子公司负责
人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中科院携手联通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④
赢在细微之处

隗记者手记

在炎热的盛夏时节，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内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显得十分“特
立独行”。水、电、气、空调等各种设备稳定地运
行着，把这个狭长的地下迷宫变成了一个清
凉的“避暑”胜地。

有幸来这里参观的人，大都赞叹过这里
分毫不差的实验环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
样的分毫不差，正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团
队所信奉的至高准则：500 吨的大设备，安装
误差要求在 1 毫米之内；为维持电压稳定，调
压范围控制极为严格；一些部件的加工精度，
甚至超过了航天、航空领域的要求……

而这样的分毫不差，坚持了数十年。在这
个中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酝酿、建设、运行，乃
至后来的升级改造、冲击能区最高亮度、寻找
四夸克物质的全过程中，一丝不苟、精雕细琢
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不能因为装置大，活就可以干得糙。正是
这个朴素的道理，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
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一次又一次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次又一次刷新
着世界纪录，“老树”不断开出“新花”，最终成
长为当代中国科技史上的一面旗帜。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每一个环节做到
分毫不差，中国科技创新的链条才不会断；而
将这样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则定可铺就中
国自己的科技强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