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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提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
■董昊

如今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 60%，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居全球
第二，科技发展深刻影响改革、发展、稳定
等一系列问题。“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中
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质量强
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需要高
水平科技全方位支撑、集群式发展。充分认
识科技发展的问题和潜在风险才能有备无
患，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

避免科技发展陷入“后发劣势”怪圈，跨
越科技发展“中等水平陷阱”，突破西方关键
核心技术封锁，要充分认识我国科技发展面
临的若干挑战。第一，科技体系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第二，重大基础性、原创性成果
缺乏问题。第三，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链条
存在薄弱环节问题。第四，科技安全面临威
胁和挑战问题。第五，科技成果转化不足问

题。第六，顶尖人才和团队匮乏问题。
当前，技术研究与国家战略发展的目

标已深度融合，科技进步已成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笔
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提升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能力。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科技发展
优势。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科研单
位党建工作，确保单位“姓党”，围绕科研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科研。

第二，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
体制，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
关，形成重要领域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优化学科总体布局，统筹重点学科、新兴学

科、冷门学科、薄弱学科协同发展。发挥协同
理念，强化高校、科研院所布局规划顶层设
计，鼓励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避免“千校一
面”“千所一面”。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
关键技术问题。把牢“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并重，切
实发挥基础研究保障、支撑与引领作用。

第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制度、政
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健全符合
科学研究发展规律的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科技
创新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扩大科研人员
自主权、优化组织方式、创新评价机制，释放科
研人员创新活力。

第五，尊重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
市场需求和人民需要为导向深化产学研融
合。将企业作为创新重要策源地，鼓励企业
发扬“四千”精神，激发其主动性、创造性，

产出更多惠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满足
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切实提高科技成果
市场转化率，以科技强推动产业强、经济
强、国家强。

第六，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培养更多大
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青年科技人才等。完善大、中、小一体化，
本、硕、博相衔接的人才培养链条，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善用拔尖计划，突出差异化评价，
切实做到爱才、育才、引才、用才。

科技自立自强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
有之义，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还是解
决“卡脖子”问题的破局之举，更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在新征程上，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勇攀高峰，向最难处
攻坚、向最关键处挺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史党建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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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利用人工突触器件
实现大脑感官功能

本报讯（记者陈彬通讯员乔仁铭）南开大学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程学院教授徐文涛团队利用柔性人工突触器件，
开发了一种神经形态运动感知系统，在硬件层面成功实现
了大脑的多感官整合功能，并获得了卓越的运动感知性
能。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 -通讯》。

大脑的多感官整合是一个将不同模态感官信息进行
结合的过程，它对于许多生物完成决策、记忆和学习等任
务至关重要。例如，大黄蜂可同时利用视觉和触觉信息识
别物体。多感官整合机制依赖高度并行且异步触发的神经
元和突触网络。

为了实现神经元和突触的基本功能，以人工突触为代
表的神经形态器件获得了广泛关注与研究。然而，与大脑
多感官整合机制相关的高级功能尚未在神经形态器件和
系统中得到开发与验证。此外，如何从硬件层面在神经形
态器件中实现认知智能与类脑智能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研究团队设计的神经形态运动感知系统中，加速度计
和陀螺仪分别获取加速度和角速度信号，这两种运动信号被
编码为两个脉冲序列，随后被传输至高性能突触晶体管进行
处理。两个脉冲序列的相关性和时序关系影响器件的突触可
塑性，从而影响器件输出。系统通过对脉冲平均发放率和突触
器件输出电流进行判定，实现运动信号的分类识别。

该系统可检测视觉、触觉等多个模态的传感信息。对
来自不同类型传感器的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可显著提升运
动识别的准确率（高于 94%），并且实验结果符合大脑的感
知增强效应。此外，该系统可进一步贴附于人体皮肤或装
载于小型无人机，完成人体动作识别、无人机飞行模式识
别等复杂任务。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制出寿命达 12500小时
的钙钛矿单晶 LED

本报讯（记者王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肖正国研究组利用空间限制法生长出高质量、大面积、超
薄的钙钛矿单晶，并首次制备出亮度超过 86000坎德拉 /
平方米、寿命高达 12500 小时的钙钛矿单晶发光二极管
（LED），向钙钛矿 LED应用于人类照明迈出了重要一步。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 -光子学》。

目前，基于多晶薄膜的钙钛矿 LED的外量子效率已经
超过 20%，可以媲美商用有机 LED。近年来，报道的绝大多
数高效率钙钛矿 LED器件的寿命在数百到数千小时不等，
仍落后于有机 LED。

离子移动、载流子注入不平衡、运行过程产生的焦耳
热等因素均会影响器件稳定性。此外，多晶钙钛矿器件中
严重的俄歇复合也限制了器件的亮度。

针对这些难题，肖正国课题组利用空间限制法在衬底
上原位生长钙钛矿单晶，再通过调控生长条件，引入有机
胺和聚合物，有效提升了晶体质量，从而制备出高质量的
钙钛矿薄单晶，最小厚度仅为 1.5微米，表面粗糙程度小于
0.6纳米，内部荧光量子产率达到 90%。以薄单晶作为发光
层，研究人员制备出钙钛矿单晶 LED器件，其外量子效率
达到 11.2%，亮度超过 86000坎德拉 /平方米，寿命高达
12500小时。

这意味着钙钛矿单晶 LED初步达到商业化门槛，成为
目前稳定性最好的钙钛矿 LED器件之一。

相关论文信息：

室温超导轰动性研究 8天就翻车？
■孙滔

本报讯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科研人
员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吕毅团队合作，基于
力学、材料学、外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开发了一种快速凝胶
化的粉末（FJG粉末）。该粉末可以在内窥镜引导下通过导
管递送，并在组织表面原位形成粘弹性 Janus水凝胶屏障。
水凝胶可以防止多种器官（心、肝、肠）的术后粘连，研究人
员在临床前转化的大动物实验中验证了其在微创手术中
的可行性及有效性。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

临床手术后粘连几乎是所有外科手术的后遗症之一。
“但是，目前尚没有合适的防粘连屏障可以同时兼顾材料
粘弹性、Janus组织黏附性与微创递送。”吕毅表示。

该工作构建了一种可以快速吸水并凝胶化的水凝胶
前体粉末，并使用分层水合策略，在组织原位形成 Janus
水凝胶层。研究人员首先利用甲基丙烯酰化修饰破坏了
大分子多糖的分子间作用，提高了大分子多糖的吸水能
力；之后利用硼酸酯键的快速动态加成，使粉末在水合后
快速凝胶化。在递送到组织表面后，FJG粉末会快速吸收
组织表面水分并形成牢固黏附的水凝胶，进而利用阳离
子壳寡糖溶液将上层粉末水合，并使上层水凝胶表面阳
离子化，以获得上表面不具有黏性的 Janus水凝胶。所形
成的粘弹性 FJG水凝胶可以适应不同的器官运动，并具
有适当的在体降解速率，可以有效预防大鼠心脏、肝脏、
肠等多器官的术后粘连。

此外，为了推动 FJG 粉末的临床转化，研究人员还开
发了气体辅助的粉末递送装置。该装置可以在内窥镜辅助
下，将 FJG粉末均匀递送到目标组织表面。同时，研究人员
在临床前猪的肝脏粘连模型中进一步证明了 FJG水凝胶
预防术后粘连的效果。 （严涛张行勇）

相关论文信息：

西安交通大学

研发快速凝胶化粉末
防止术后粘连

“这个结论肯定是推翻了，毋庸置疑的。”
南京大学超导物理和材料研究中心主任闻海
虎对《中国科学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
足够坚决。
“这个结论”，指的就是当下大火的美国

罗切斯特大学 Ranga Dias团队的室温超导研
究。他们宣称自己研发的一种镥氮氢材料在
近 1万个大气压（1GPa）下实现了室温超导。

3月 15 日，闻海虎团队在预印本网站
arXiv提交了一篇包括 9名作者、长达 16页
的研究论文，直截了当否定了 Dias的研究结
论。论文结论称：“我们的实验清楚地表明，从
环境压力到 6.3GPa，温度低至 10K（约 -263
摄氏度），镥氮氢材料 LuH2±xNy中不存在超
导性。”

这距离 Dias的研究发布只有 8天，如果
实锤，Dias将会再次被打脸。

复刻 Dias实验

3月 7日，看见 Dias在美国物理学会会
议上的报告结果后，闻海虎火速安排重复实
验，“我们的初步样品很快出来了，后来又作
了一些调整”。

为何效率如此之高？闻海虎称，这是他们
团队加班加点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个复
刻实验“难度不是很大”，但是“测量起来还是有
难度的”，因为需要精细的信号，而数据分析也
是有难度的，幸好他们“平时有很好的积累”。

实验并非完全复刻。闻海虎发现，Dias
给的制备样品方案几乎不可行，于是他们
结合自己的条件，完全以新的方式进行合
成并得到了镥氮氢材料。X 射线衍射仪技
术检查显示，该材料结构与 Dias 的样品几
乎一致，且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仪分析也
发现了氮元素。

闻海虎团队随即在 6万个大气压以下的
不同压力中，对该材料电阻进行了测量，发现
低至 10K都没有超导发生。同时，他们也进
行了仔细的磁化测量，发现没有超导所需的
抗磁信号。闻海虎说，这些发现足以否定 Dias
的常温低压下的超导结论。

因为 Dias没有说明其研究材料中的氮
含量，目前只能以材料结构来讨论。闻海虎
说，尽管样品中氮含量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材
料结构一样、3种元素兼具，这个情况下要有

超导就应该产生了，“不能说那一点成分的改
变会决定超导或不超导”。

为什么 Dias的制备样品方案不可行呢？
Dias的方案是，用两个小金刚石对微腔中的镥、
氮气和氢气在 65摄氏度下加压到 1万个大气
压。闻海虎分析说，Dias的材料制备方法存在明
显的不合理性，65摄氏度太低，这个温度下能
产生金属和氮气、氢气的反应是不可思议的。

闻海虎说，Dias可能给了一个错误的条
件，或许是温度少了一个“0”，“除非用激光加
热，否则很难做出来”，然而 Dias并没有提到
激光。闻海虎团队采用了高温高压炉来烧，很
快就得到了镥氮氢材料。

闻海虎考虑得更严谨。他说，这个材料在
几十万个大气压下是否会出现高温超导还不
能下结论，“我们也正在做”。

需要更多的验证

从 1968年到今天，物理学家一直在研究
与氢有关的超导属性，硫化氢、稀土氢化物和
碱土氢化物可以在超过 200K的温度下转变
为超导态。

Dias团队这次将氢化镥中的部分氢换成
氮，并宣称在 1GPa、20摄氏度的最高转变温
度下测量到了超导。如果被证实，这将是史无
前例的一大进步。

此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常青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提及 Dias这次
研究的几个存疑细节，包括合成样品结构不
清楚、氢的含量太低（与之前发现的富氢超导
体迥异）。

为何氢的含量如此重要？这与学界对超
导的一种固有认识有关。一般而言，超导材料
中氢含量越高，其超导转变温度越高。

计算化学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
校副教授苗茂生告诉《中国科学报》，富氢超
导体和低氢超导体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系
统”，Dias的结论颠覆了已有的认识。比如十
氢化镧超导转变温度为零下 13摄氏度，已经
很高了；而 Dias的镥氮氢材料中，镥氢摩
尔比不到 3，远远低于十氢化镧，其超导转变
温度却高于十氢化镧。

苗茂生说，很难想象 Dias的镥氮氢材料
会成为一个电声子耦合超导。基于电声子耦
合理论计算得出，这个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
应该在十几 K。

他提示，高压实验是非常难做的实验，样
品特别小，合成条件又很难达到非常均匀，加
上信号测量的噪声非常大，这些都是容易产
生误判的因素。

除了闻海虎团队的论文外，近期还有数
篇有关氢镥材料的类似研究发表。

更早的研究来自靳常青团队。3月 9日，
他们在 arXiv 发表研究称，多氢化镥在
218GPa的压力下超导转变温度为 71K（约

-202摄氏度）；当压力释放到 181GPa时，超
导转变温度降低到 65K（约 -208摄氏度）。
这些超导转变温度都远远低于室温。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程金光团队
于 3 月 12 日在 arXiv 发布了另一项研究。
尽管他们的材料没有添加氮元素，但他们
在高达 7.7GPa 的压力下对二氢化镥的测
量表明，温度低至 1.5K（约 -272 摄氏度）
时没有超导性。
值得关注的是，Dias的两次“前科”让人

无法对其研究放心。可测试、可重复和透明度
是科学研究具有可信度的重要因素。Dias此
前的两次重要研究，包括发表在《科学》杂志
上的金属氢研究和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碳
氢硫超导研究，均未具备这些因素。
《自然》杂志也注意到了 Dias 的过往。

靳常青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
David Ceperley 在该期刊发表评论文章称，
因为 Dias关于碳硫氢化物高温超导的论文
被撤回，对其最新研究的独立测量数据将
有助于消除疑虑。
苗茂生也提醒说，既然《自然》杂志接受

了 Dias的工作，那么就要严肃地讨论它。如
果要否定他的工作，那么就需要更多的证据
和重复性验证，后续应该会有多个验证论文
很快发表。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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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悦）近日，
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开展主题为“公众与天文”的国
际天文馆日庆祝活动，并与国
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签署天文
数据领域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通过开展多样化的
活动及合作项目，共同促进天
文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动虚
拟天文台发展；加强天文科学
成果科普化转换，合力推动天
文数据可视化应用和数据驱
动的天文科普教育；打通科普
教育、科学传播等领域人才培
养链路，推动相关人才整体水
平跃升；依托国内天文科技计
划项目产出的科学数据共同
开发公众科学项目，积极推动
公众参与科学活动，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

上海天文馆是组成上海科
技馆的三座实体场馆之一，是
当前全球最大的天文馆。国家
天文科学数据中心是科技部支
持成立的 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
心之一，依托于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负责管理、整编、集成天
文学科领域的科学数据，制定
相关标准规范，建设天文数据
资源体系，优化完善天文数据
开放共享平台，并提供多源数

据服务等。此前，双方在天文科普领域已经开
展了初步合作。此次，双方将共同搭建科学研
究与科学普及之间的桥梁，推动天文科学数
据应用，探索天文科普建设新发展。

2022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在南京发布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3月 17日，中国

古生物学会在南京发布“2022年度中国古
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中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长安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
领衔完成的科研成果入选。

此次入选的“2022年度中国古生物学
十大进展”包括志留纪化石库揭示早期有

颌脊椎动物崛起与多样性、古基因组揭示
新疆五千年来人群的形成历史、超微结构
揭示云南虫具有原始脊椎动物咽部骨骼、
皱囊虫是早期蜕皮动物而不是最早的后口
动物、性选择促进长颈鹿类头颈部特异性
演化、四万年前东亚现代人的颜料加工和
创新性复合工具使用、中生代昆虫关键生
态行为的演化、世界首例老虎古基因组、大
气二氧化碳含量变化揭秘二叠纪末生物大

灭绝机制、晚古生代冰室气候下的全球变
暖及海洋缺氧（并列进展十）、三叠纪 -侏
罗纪之交火山作用与陆地生态系统波动影
响（并列进展十）。

据了解，每年度的“中国古生物学十大
进展”评选和发布，主要展示该年度中国在
古生物学领域取得的重大发现和科研成
果，以推动中国乃至国际古生物学的发展
和科学传播。

3月 18日，长春，小朋
友在家长陪伴下参观三球
仪。周末假期，长光卫星航
天科普教育基地吸引众多
家长和孩子前来参观学习
航天知识，体验航天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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