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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中科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举行年会

本报讯 12 月 6 日，中科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在京召开 2018 年年会。会上，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
麦村重申了成立联盟的出发点：通过市场需求牵引人工智能相关
研究工作的开展，力促相关成果更快地转化到产业应用中。

邓麦村还提及近日获批筹建的中科院人工智能创新研究
院，也是为了整合中科院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力量，形成大
平台与企业结合，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我
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据悉，该联盟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
育局、重大科技任务局、科技促进发展局 3 家院机关，中科院自
动化所等 17 家科研院所以及包括国科控股、科大讯飞、寒武纪
等在内的数家企业组成首批理事单位。 （赵广立）

2018 青岛市千帆启航加速营开营

本报讯 12 月 6 日，2018 青岛市千帆启航加速营开营仪式
在青岛高新区举行。加速营活动以“创业青岛 加速未来”为主
题，由青岛市科技局与高新区管委主办，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
院联合 AA 加速器共同承办。

此次加速营面向新材料、电子信息及先进制造等六大领域
进行招募，先后在北京、深圳、厦门、西安等多个城市进行宣讲，
近 200 个项目报名，最终遴选出 66 个项目、共计 80 余名企业
创始人或高管参营学习。

该活动旨在通过为入营项目提供系统化的加速培训，为科
技型中小企业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加速孵化一批创新能力强和
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为青岛市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廖洋孙春泽）

第十届物理海洋学系列讲习班在广州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办的“第十届物理海洋学系列讲习班———全球大洋中
的热盐环流和气候变化”在广州结束。

本届讲习班内容涵盖大洋环流的机械能平衡、大气环流引
论等 15 个方面，吸引了全国 26 家科研院所、高校的 230 余名
学员前来听课。

据了解，2008 年至 2018 年，物理海洋学系列讲习班围绕不
同主题，共邀请百余名老师授课，共作专业课程讲义或报告 290
个，为国内外 60 多家科研单位、高校培训了 1438 名物理海洋
学方面的优秀人才。 （朱汉斌徐海）

大脑中“勤奋的小孩”靠作弊“犒赏”自己
科学家揭示青少年游戏成瘾机制

本报讯（记者徐海、朱汉斌）记者从中科院南海海洋所获
悉，该所张黎团队利用多重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在研究海洋
底栖鱼类中重金属镉累积方面获重要进展。相关成果近日相继
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技术》《有害物质期刊》。

张黎团队开发了一种多重稳定同位素示踪方法，在实验模
拟体系中人为添加重金属镉同位素，首次对海洋底栖鱼类从水
相、沉积物相和食物相同步吸收镉的生物动力学过程进行了量
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法可有效模拟预测虾虎鱼长期累
积镉的动态变化，可广泛适用于多种水生生物在复杂重金属暴
露场景中生物累积机制的研究。

同时，该团队发现，虾虎鱼从沉积物中吸收镉的能力很弱。在
该实验条件下（模拟未受镉污染情况，如大亚湾部分站位），虾虎鱼
体内仅有约 5%的镉来自沉积物，而大部分的镉来自海水和食物。

然而，随着鱼类生活环境中沉积物镉浓度的升高，鱼将从
沉积物中获得更多的镉。在接近于我国三类沉积物标准的环境
中，沉积物贡献了鱼体内超过 50%的镉。

该研究表明，受重金属污染的海洋沉积物会导致底栖鱼类
体内重金属的高累积。而底栖鱼类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也是我国重要的渔业资源，因此，对受污染的沉积物进行人
工修复、降低重金属的水平，对于生态健康和渔业资源保护都
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分析海洋底栖鱼类
重金属镉累积机制

中科院南海所

发现·进展

简讯

姻本报记者陆琦

中国的核电站什么时候才能用上自主
的安全控制系统？这个“扎心”的问题终于有
了答案。

12 月 6 日，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我国首
套军民融合核安全级 DCS 平台———“龙鳞”
系统（NASPIC）正式发布。这意味着中国将
不再受国外技术垄断的钳制，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少数完全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一个梦想：仪控系统自主化

数字化控制系统 （DCS）被称为核电
站的中枢神经系统。其中，安全级 DCS 作
为 DCS 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负责“保命”
的部分。

安全级 DCS 用来完成事故工况下反应
堆安全停堆、专设安全设施驱动等功能，限
制或减轻事故后果，保障反应堆及人员安
全，是核电站安全运维的关键。

简单来说，安全级 DCS 的作用就在于
发生事故时紧急“刹车”，确保反应堆安全，
确保环境及公众安全。

不过，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在役核电站都
依赖于进口的 DCS 系统，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购买、运行、维护成本极高。

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下
简称核动力院）设计所所长助理刘艳阳回忆

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动力院承担了秦
山二期仪控系统的设计，但只负责核仪表系
统的设计，设备则需要从国外采购。

“有一次在验收产品时，设计人员发现
技术指标与设计需求存在差异，希望这家公
司进行整改，却被傲慢地拒绝了。”这让当时
的核仪控人如鲠在喉，“民族产业不能依赖
别人，我们核仪控的发展以后要比肩世界顶
尖公司，这是我们的梦想”。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表示，中国核电
要全面实现自主化、国产化，仪器仪表自然
也要如此，而且还要挺进世界前列。

一盘“土菜”：5年占领制高点

“现在回忆起来，当初的胆子的确够
大。”核动力院设计所核动力仪控中心主任
吴志强笑着说。

在 2013 年 12 月“龙鳞”系统平台启动
研发之初，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过
于冒进。

但吴志强和他的团队并不服气。那
时，经过在核电仪控系统的多年多项目持
续耕耘，核动力院虽不能覆盖 DCS 研发
设计、设备制造以及供货服务等全流程，
但已经完全熟悉 DCS 的设计标准、法规
要求，具备了系统架构的能力，应该说具
有相当的优势和能力。

于是，吴志强带领着不到 10 个在编人

员以及招聘的数十名研发人员，踏上了自我
挑战之路。

过去 5 年，他们边“打怪”边扩大团队，
现在已发展到近 300 人，最终实现了核仪控
人 30 年的梦想。

这是一个年轻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
年龄不到 30 岁。在他们的脑海里，始终坚信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
更生。

“不亲自造出每一个核心部件，就走不
完自主创新的全过程。”吴志强告诉记者，为
了尽快推出这盘地道的“土菜”，在过去 5 年
里，特别是从 2016 年年底到 2018 年上半
年，车间里几乎整夜都是灯火通明的。

从敲定概要方案到交出第一套原型样
机，仅用时 3 个月；从版本固化到试验完成，
仅用时 12 个月；从国家核安全局受理到取
证，仅用时 25 个月。这些都是“龙鳞”系统研
发团队创造的辉煌战绩。

一个未来：助力核电“走出去”

DCS 集计算机、控制、通信等多门类学
科于一身，是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用于
核电厂的安全级 DCS 技术要求则更高，还
受到一系列核安全法规、标准的约束。

吴志强告诉记者，就拿标准来说，汲取
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国家要求中国的核
电要执行最严格、最全面的标准，要梳理欧

标、美标和国标这三大套标准，技术门槛非
常高。

而这些恰恰造就了“龙鳞”系统的优势。
“龙鳞”系统包括主控制站、信号预处理、

安全显示站、网关站、工程师站五大部分，目
前在软件和系统集成方面已经实现 100%的
国产化，具有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特点。

它继承了军用安全级平台和“华龙一
号”先进堆芯测量系统等安全级设备的核心
技术，后发优势使之更加成熟可靠；设计、验
证、试验鉴定等各个环节符合最新、最全、最
严格的国际和国内标准要求；采用先进可靠
的信息安全技术，通信误码率低至 10-11，领
先国际标准一个量级；机械结构具备高抗震
性能，能够保证极端自然条件下的正常工
作，满足三代核电要求；研发了具备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安全操作系统，有利于之后的
程序迭代。

“这一平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已通过最高等级的功能安全认证，部分关
键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适用于核电
站、研究堆、小堆等，有助于我国核电技术
实现整体出口。”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主任
赵成昆说。

核动力院院长罗琦表示，未来将进一步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协同创新，快速在
标准领域占领制高点，引领安全级核仪控产
品发展朝着小型化、智能化、无人值守核电
厂等方向拓展应用空间。

姻本报记者黄辛 通讯员叶佳琪

视频网络游戏自诞生以来，给人们带来了
很多乐趣，但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体沉迷其
中，过度游戏造成的死亡也不罕见。网络游戏
成瘾引发的个体及社会问题日益引起医学界、
心理学界、教育界以及公众的广泛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
射科主任医师周滟带领团队，在一项猜牌任
务脑功能研究中发现，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
的大脑对奖励的敏感性增高，而对惩罚的敏
感性降低，导致他们为了获得即时奖励而忽
视长期的严重负面结果。研究人员在日前于
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北美放射年会上报告了
这一成果。

周滟打了个比方，人们的大脑里存在一
个随时随地想要犒赏自己的勤奋的小人，而
它最爱的事情就是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多巴
胺越多，它越兴奋，大脑里亢奋的信号因此
迅速传递和蔓延。多巴胺是兴奋和欢愉的情
绪源泉，其分泌有着自己的一套精密设计的

原则。这套原则对人们起着正向诱导作用，
促使人们去学习、进步、适应环境。这些行为
被称为强化学习及大脑奖赏机制，是人类学
习和适应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不过，生活中作弊现象屡见不鲜，大脑中
多巴胺的分泌也同样如此。当勤奋的小人不再
愿意忍受由正常途径产生多巴胺，而是通过作
弊的方式绕过原本精密设计好的强化学习这
条路径，通过自我刺激的方式产生多巴胺，勤
奋的小人会变成贪婪的小人，这时人们的大脑
就可以说是成瘾了。那贪婪的小人如何作弊
呢？比如说，嗑药、酗酒、赌博，以及打游戏。

沉溺毒品或者酒精时，摄入的化学物质
会直接刺激大脑的多巴胺分泌，使得正常的
强化学习的机制减弱，人们会变得消极、不
思进取。而赌博和网络游戏成瘾没有具体物
质的摄入，它们通过一种外在的行为模式引
发脑内“异样”奖赏系统的启动，同样获得多
巴胺加速分泌的体验。在这种“异样”奖赏系
统的刺激下，孩子会无视不良后果，长时间
地沉溺于网络游戏，意志力下降，即放弃眼

前利益争取长远利益的决心会减弱。
那么网络游戏成瘾是如何操控大脑中

的奖赏系统呢？研究人员发现，在正常的游
戏玩家的大脑中，以前额叶皮层为核心的认
知控制回路可以制止成瘾行为的形成，像监
考老师一样，发现作弊情况立即制止。但是
一旦控制回路的结构或功能受到损伤，就像
监考老师离开了考场，各种作弊的手段便可
以趁虚而入，成瘾就变得轻而易举。

在沃尔科夫早前提出的“额叶—纹状体
环路”的基础上，周滟团队联合运用静息态
和动态功能连接技术发现，网络游戏成瘾青
少年的额叶—纹状体子环路存在静息态及
动态功能连接异常，从而从神经影像层面揭
示了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

研究团队进一步解释了男孩更容易发
生网瘾的神经机制。周滟等人对上海的孩子
进行研究发现，男孩左侧额上回眶部的功能
异常可能导致其行为冲动性增加，以至于行
为抑制上比较差。与此同时，男孩的脑功能
普遍比女孩子成熟得晚。这也是为什么人们

在生活中感觉到相比女孩，男孩更容易对游
戏产生依赖。

同时，该团队联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杜
亚松团队，对一组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进行
了团体认知行为干预治疗（CBT）。CBT 采
用团体治疗形式，治疗时间为期 12 周，每次
90 至 120 分钟，主要从青少年 CBT、监护人
以及学校老师的认知行为培训三方面展开，
讨论涉及的主题包括如何辨识并控制你的
情感、父母与子女之间健康沟通的原则、处
理通过互联网获取内容的技巧等。

治疗后发现，孩子们的每周上网时间显
著减少，网络游戏成瘾严重程度降低，一些
关键成瘾相关脑区（壳核、眶额叶皮层、扣带
回）在治疗后也发生了功能上的改变。这证
实了 CBT 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孩子的认知
控制能力。相关的研究还在持续中。

周滟表示，将来还会用不同的分析手段
对网络成瘾孩子的脑功能进行研究，特别是
大脑皮层厚度的变化以及微结构的改变，希
望尽快找到一条更好的干预方法。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朱一超）东华大学材料学院游正
伟团队在 3D 打印热固性材料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近
日发表于《材料地平线》杂志。

热固性材料具有出色的力学性能、热稳定性和耐化学性，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船舶和能源等各种产业。然而，
大多数热固性材料，尤其是非光固化一类材料的成型需要较长
的交联过程，难以匹配 3D 打印连续化的制造方式。

如何让前沿 3D 技术成功驾驭热固性材料，在拓展可 3D
打印材料种类的同时又增加热固性材料的设计和加工自由度？
对此，游正伟团队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策略。

他们巧妙地将盐粒和热固性材料预聚物结合为可 3D 打印
的“复合墨水”。盐粒在 3D 打印过程中起到增稠剂的作用，保证
顺利打印成型；同时在热固化过程中，盐粒又起到增强剂的作
用，实现打印的三维立体结构在高温高真空交联过程中保形。
在打印过程中盐粒固化成型后，可以方便地被水溶解除去，从
而又作为致孔剂获得了多孔的结构。

游正伟表示，该策略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可实现多种热固
性材料，例如交联聚酯、聚氨酯、环氧树脂的直接挤出式 3D 打
印，打印出来的结构还具有常规 3D 打印难以获得的微孔。

据悉，研究人员以热固性弹性体为例，开展了相关应用研
究。利用 3D 打印个性化定制的优势构建了梯度化结构的柔性
溶剂驱动器，可对溶剂即时响应并发生大尺度的形变，在软体
机器人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同时，课题组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合作，证实采用
该技术所打印的热固性三维多孔支架具有良好的力学强度、弹性
和耐疲劳性，可作为心肌补片有效治疗大鼠心肌梗塞模型。

相关论文信息：

3D打印热固性材料
研究获重要进展

东华大学

“龙鳞”系统：中国核电“安全盾”

近 年 来 ，
各种以研学为
名的旅行项目
持续升温，但

“重旅游，轻研
学”，使得很多
研学旅行成了
纯粹旅游。如
何推动科普研
学 的 健 康 发
展、探索科普
工作的有效形
式，是当前科
学传播面临的
重要课题。

12 月 8
日，在中国科
技新闻学会主
办的“首届中
国科普研学论
坛”上，来自高
校、科研院所
以及科技类企
业和社会团体
的专家代表聚
焦“推动科技
创新资源向科
普研学资源转
化”话题，以期
实现科普研学
资源的共建共
享，提高青少
年科学素质。

经济合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2015
年公布的国际
学生能力测试
结果显示，中
国“将来期望
进入科学相关

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 16.8%，低于
平均值 24.5%。

“孩子们是否愿意做科学工作，值
得我们关注。”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

钱岩表示，科普研学是面向青少年的科
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新方法和新模式。
开展科学普及的研学旅行，有利于培养
青少年的科学兴趣，促进书本知识和科
学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孩子们
创新积极性和动手能力的提升。

“科普研学是教育活动，而不只是
简单的旅游项目。”钱岩建议，探索面向
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的科普研学的有
益模式，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高新
企业的科技专家成为优秀的科普研学
导师；更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应面向青
少年开放，设计开发优质的科普研学课
程；在科普研学活动中，不仅要注重传
授科学知识，更要重视传播科学精神和
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志向。

此外，论坛当天，由中科院有关
院所、高校、高新企业、科普场馆以及
有关学会、协会共同发起的科普研学
联盟成立，旨在加强科普研学的学术
交流、实践探索，更好地面向社会公
众服务，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联盟
由林群、周忠和等院士专家担任科普
研学导师，为科普研学的发展提供科
学的指导和规范。

“科普是科学家的天职，科普是
非常不容易的。”中科院院士、数学家
林群以数学为例介绍说，数学科普又
难又重要。因为严格，容易陷入“因为
所以、因为所以”的推理过程，陷在数
学名词的倒来倒去中，让人迷失了方
向；然而科普强调直觉，又容易陷入
不严格。

林群认为，科普不能缺失数学的
严格性，此问题似乎难解。但只要肯
做研究，肯下功夫、千锤百炼，有一天
会等到机会，使数学变得既感性，又
保持严格。

在他看来，科普要与教材相结
合，而教育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他
谈到，为了提升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
力，日本的数学教材有很多漫画，而
中国过去的教材强调严谨，陷在数学
名词中。“这是否应该改变，做到图文
结合，值得思考。”

专
家
在
首
届
中
国
科
普
研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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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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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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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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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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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
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海洋地质九号”船完成入列
首年调查科考任务，抵达青岛奥帆中心码头。

据介绍，“海洋地质九号”船是目前国内领先
的同时具备专业地震调查与综合地质地球物理
调查功能的调查船。

自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入列以来，该船分赴
我国东海、南海、黄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完成了
西太平洋深海地质调查科考、南黄海地震调查、

东海宽线双缆地震测量和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
南海试验共享航次等任务。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安全航行作业 258
天，累计航程 25000 余海里，完成多波束、浅地
层剖面、海洋重力磁力等测线各 13290 公里，
二维多道地震测量 942 公里，宽线双缆多道地
震测量 2759 公里，在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海域
油气资源勘查、深海探测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
了重要成果。 （冯丽妃）

“海洋地质九号”
科考归来

多道地震震源———枪阵浮筒

“海洋地质九号”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