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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国内首家创业孵化

器公司——创联工场，成

就创业者超过 3 万人；全

国首家线上众创空间、

全国首个物联网产业基

地 和 创 客 社 区、全国首

家海洋特色专业众创空

间……这些“全国第一”

都诞生于青岛市市南区。

作为青岛市面积最

小的中心城区，市南区何

以涌现出如此多的创新

创业生力军？市南区委

书记王久军表示，市南区

地处青岛市核心区，充分

发挥科研院所和大学众

多等优势，围绕“战略转

型、功能扩展、环境优化、

产业升级”发展目标，实

施“腾笼换鸟”策略，破解

城区地域狭小、人口众

多、产业发展空间受限、

城市管理难度复杂多样

等难题，打造创新创业示

范区，当好青岛市“三中

心一基地”建设的“排头

兵”，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驶入快车道。

“ 小 巨
人”领航“大
产业”

用一根电线进行数

据采集和传递，这是目前

国际最前沿的电力载波

通信技术，这也是我国构

建智能电网的基础。过

去这一技术，一直被国外

几家大电力集团垄断。

经过多年自主研发，这一

技术在“青岛鼎信”公司

实现突破，并在数据采集

的精准度上实现了国际

领先。

10 月 11 日，在上交

所主板上市的“青岛鼎

信”通讯公司近 3 年来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0.36%，

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01.79%，实现了高速增长。

目前，“鼎信通讯”提供的载波通信技术产品在国家电网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载波类产品招标中应用的份额超过

50%，位列全国第一。

在市南区，一大批像“青岛鼎信”通讯公司的创业团

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青岛厚科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地下埋设物标识装置”大数据管理系统在第

43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夺得金奖；青岛盛腾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臭氧助燃技术，成为国际上

第一家将节油效率提升到 10%以上的企业；“中科软件”

启动“智慧食安”监管平台，并推出全国首个校园餐饮安

全监管系统……

如今以高端、开放、创新、向海为显著特征的中心城

区经济形态，正在市南区形成。市南区区长华玉松介

绍，以创新驱动为核，以创新创业发展为策，市南区行业

创新型“小巨人”正在领航服务经济发展、创新创业、新

产业新经济发展等“大产业”破浪前进。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市南区企业共拥有软件著作

权 980 项，授权专利 238 项。市南软件园入驻企业 203

家，入驻率 91.2%；动漫园入驻企业 93家，入驻率 76.3%。

“小空间”筑起“大坐标”

孙志宾博士是“连城海洋生物科技孵化器”最早签

下的高端人才之一，为企业提供“粘贴式”技术服务。

坐落在青岛八大关风景区附近的“连城”孵化器，已

有在孵企业 30 余家。“海洋①号”创业苗圃内预孵化项

目 20 余项。其中，海洋水母繁殖、观赏、自动捕捞加工

综合技术开发项目申请专利 10余项。

“连城”孵化器只是市南区由“平面经济”转向“立体经

济”发展新模式的一个实例。全区已建成“海洋 U+”等

众创空间 10 家，集聚和服务创客 6000 名；区内 26 个孵

化器里，在孵企业 1200 多家，集聚和服务的创客超过了

15000人。依托区内院所、学校等，建设“多维”创客空间体

系……市南区科技局局长刘静表示，近年来，市南区激发

创新驱动新活力，打造“一带两街三园多维空间布局”集聚

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创新创业载体。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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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5日电 （记者聂翠蓉）斯坦

福大学科研团队 25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表示，他

们通过将铂催化剂与一种超薄材料键合，挤压铂催化

剂缩小 0.01 纳米，使其催化性能提高了 90%。这种能

从原子水平调控金属催化剂性能的新方法可广泛运

用于清洁能源领域，提高燃料电池的效率。相关论文

发表在 25日美国《科学》杂志上。

金属催化剂可加速化学反应并减少能量消耗，其

催化性与其内部电子结构直接相关。论文主要作者、

前斯坦福大学研究生（现工作于哈佛大学）汪淏田解释

道：“催化剂的电子结构需要与催化反应中的分子匹

配，新方法可压缩或伸拉原子，对电子结构进行调整。”

汪淏田和同事选择钴酸锂材料为研究对象。他们

将几层钴酸锂堆积在一起形成电池样电极，通过充电让

锂离子离开电极，电极会膨胀0.01纳米，当放电让锂离子

重新回来时，电极又会收缩到原来的尺寸。在随后的实

验中，他们向钴酸锂电极加入数层铂催化剂，由于金属铂

能够与钴酸锂边缘通过化学键结合，催化剂因而能在充

放电过程中随着电极同步伸展或收缩0.01纳米。

汪淏田表示，0.01纳米听起来很小，却能大幅提高

催化性能。研究发现，压缩让铂催化活性更强，在氧

气还原中的性能提高了 90%，有望大幅提升氢燃料电

池的效率。

论文另一作者、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教

授崔屹称，新技术提供了调控催化性能的有力方法。

借助这种方法，原来性能一般的催化剂，催化性能会

得到增强，而之前性能本身就很好的催化剂会变得更

强。除了铂，该方法还适用于多种金属催化剂。

有些事情，差一点点，结果就完全不同。生活中

如此，在科学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挤压铂催

化 剂 缩 小 0.01 纳 米 ，竟 然 可 以 使 其 催 化 性 能 提 高

90%！ 反 过 来 想 ，还 有 多

少这样的 0.01 纳米潜藏在

实验室中，等待着科学家

去发现，并最终撬动 90%

的改变？

挤压铂催化剂缩小0.01纳米性能提高90%

科技日报南京 11月 25日电 （实习生

邓凯月 记者张晔）蔡伦造纸的故事在老百

姓中广为流传。11 月 25 日，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教授李晓岑阐述 20 多年研究成果称：

“纸张实际出现时间更早，造纸术始于东汉

的历史或将被改写。”

“早在蔡伦改进造纸术的250年前，中国就

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并在西汉早期进入了初级

加工阶段。”在第十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暨

中国四大发明国际研讨会上，李晓岑告诉记者。

是什么重大发现把这位造纸祖师爷请

下历史舞台？李晓岑介绍，我国考古专家在

一些西汉墓葬中均发现了古纸。科学家通

过显微镜发现，出土的西汉古纸在薄厚，光

滑程度，纤维形态上与东汉蔡伦改进的“抄

纸法”有明显区别，为“浇纸法造纸”。

“浇纸法”所用造纸原料与“抄纸法”大致

相同。前者是使用固定式纸帘，木槌手工打

纸浆，不加纸药，不压纸，在阳光下自然晒干，

制造出厚纸。而后者却是用活动式纸帘，机

械打浆，加纸药，压榨纸，制作出较薄的纸张。

浇纸表面较为粗糙，没有明显的帘纹，

纤维较为杂乱。目前，最早的西汉古纸（浇

纸）在甘肃省放马滩出土，早于蔡伦两个多

世纪，佐证了造纸术历史比东汉更为久远。

现场，大学生志愿者演示了“浇纸法”中

荡料入帘的过程：将细竹帘（纸帘）在纸浆中

滤取，纸纤维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晾

晒水分蒸发留下的便是浇纸。

“其实‘浇纸法’很受局限，一个纸帘只

能做一张浇纸，其产量远远不如抄纸。”李晓

岑告诉记者，但是这种古老的造纸法在我国

西藏、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聚集区至今依

然在使用，常用来包茶叶或抄写佛经。

造纸术发端提前二百多年

“光电倍增管是高能物理实验的一个非常关键、非

常基础的部件，没有它很多实验就没法做。”11月 25日，

在 南 京 举 行 的 20 英 寸 微 通 道 板 型 光 电 倍 增 管

（MCP-PMT）的生产线启动仪式上，中科院高能所所

长王贻芳院士动情地说。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北方夜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将生产 1.5 万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20 英寸光电倍增

管用于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也标志着江门中微子实验

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光电倍增管是检测微弱光信号的光电元件，具有

极高的灵敏度和超快的时间响应，就像猎手敏锐的双

眼。中微子是组成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的粒子之一，但

我们却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为了探测中微子，我们

在江门地下 700 米深处建造一个直径 35 米的球形探测

器，并要把球形探测器浸泡在一个直径约 43 米的圆柱

形水池中。在球形探测器内部要灌装 2 万吨液体闪烁

体，外部则布满 20000支光电倍增管。”中科院高能物理

所钱森副研究员说。江门中微子实验基地核反应堆释

放出的中微子进入球形探测器，在线性烷基苯为主的

液体闪烁体中，会留下痕迹，发出极其微弱的光。而球

形探测器外部的光电倍增器就像“放大镜”，及时捕捉

到微弱的光并转化为电信号放大输出，才能探测到幽

灵般中微子的行踪。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还有数家光电倍增管

生产企业，其中我国也有2—3家。但是自八十年代日本

滨松公司为神冈中微子实验研发20英寸光电倍增管，大

幅提高技术水准后，别的企业再也无法与其竞争。

我国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所用的 2000 多只 8 英

寸口径光电倍增管全部由美国合作者从滨松公司购

买。因此光电倍增管被称作中微子实验中技术含量最

高、最关键的部件，也是我国开展中微子实验的瓶颈。

记者在北方夜视南京分公司生产线上看到，20 英

寸光电倍增管像一个硕大的灯泡，钱森把它比做一个

视力极好的“大眼睛”：正常人全黑环境下的感光下限

约为 20个光子，而光电倍增管则能分辨出一个光子。

据专家介绍，2008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工程

建设期间，高能所启动了光电倍增管的预研，一方面是

因为实验要求极高，当时国际上最好的光电探测器件性

能也达不到要求，另一方面，希望实现该部件的国产化。

2011年，由高能所牵头，北方夜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核控制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和南京大学等组成产学研合作组。经过 4

年攻关，攻克了高量子效率的光阴极制备技术、高收集

效率、低噪声、高增益微通道板、大尺寸低放射性本底

的玻壳、以及真空光电子器件封装技术等多个技术难

点，最终研制出量子效率、收集效率和单光电子峰谷比

等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样管，并有潜力

进一步改进，达到全面领先。

钱森告诉记者，通过江门中微子实验，我国科学家将

奔着解决国际中微子研究中下一个热点和重大问题而去，

即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也就是给中微子的质量排序。光

电倍增管的成功国产为科研工作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探寻中微子的“放大镜”有了中国造
国内首条 20英寸新型光电倍增管生产线启动

本报记者 张 晔

11月25日，2016成都创意设计周开幕。图为参观者在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上观看机器人写毛笔字。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摄

11 月 24 日，江西省宜春丰城

电厂三期扩建工程 D 标段冷却塔

平桥吊倒塌，造成上面模板混凝

土通道坍塌。截至记者发稿时，

事故已造成 74 人死亡，2 人受伤，

最后 1 名失踪者已被救出。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了解

到，发生事故的不是冷却塔本身，

而是许多人不认识的一种建筑施

工设备——平桥吊。

专业人士介绍，平桥吊专业名

称叫做液压顶升平桥，是一种可与

多功能施工升降机配合使用的新

型施工设备，既为多功能升降机提

供附着，又为施工中钢筋等材料的

贮存和运输提供平台，类似于塔

吊。“这类设备对操作的要求高，是

建筑施工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安

全事故的一个部分，但像这次这么

大的事故比较罕见。”一位曾任职

于电力工程质量监管部门的人士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建设管

理系主任方东平认为，根据江西省

政府在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事故

的根本原因是施工装备（平桥吊）的

失效，导致后来发生了一系列问题。

“塔吊这类装备被破坏导致的

事故不少见，原因也很多，通常是

设备拆装时危险性更大，至于这次

事故中的这个设备具体什么地方

失效、为什么失效，还有待进一步

调查。”方东平说。

此次事故并非冷却塔本身出

现问题。国家火力发电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顾煜炯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冷却塔是火电

厂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利用

从下往上流动的空气，去冷却从上

往下流动的水，形成一个循环。

冷却塔与烟囱施工项目的工

程部工程师廖辉寿对媒体表示，冷

却塔是双曲线建设工程，属于复杂

的建筑种类。冷却塔外壁薄，施工

平台跟随施工进度抬升。据悉，发

生事故时，计划建设高度 156 米的

冷却塔已建设到 70多米。

“为什么平桥吊这类设备那么

容易发生事故？是设备本身的问

题，还是现场安装或操作不当？虽

然有各类施工标准，但施工过程中

有没有遵守？现在各类工程都在

赶工期，谁来监督这些标准的实

施？”上述曾任职于电力工程质量

监管部门的人士建议，在事故原因

调查清楚后，各方应从中总结并吸取教训，强化建筑施

工标准监督。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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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柏林 11月 25日电 （记者顾钢）2016 年

“汉堡峰会”24日圆满落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出席了本届峰会。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出席了“汉堡峰会”闭幕式并

致词。刘延东在致词中表示，中国与欧洲正处在深化

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双方是兄弟。中国同欧洲之间的

合作有着光明的未来。她认为，“双方应加强互信、互

联、互补、互利，深入推进中欧发展战略对接。”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讲话中说,信任是维持与中

国关系的一大支撑。合作应从政治、经济进一步扩展

到文化、科学、教育和体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峰会

上强调了德中关系的重要性，“在过去的 40 年中，中国

和德国共同建立了成功的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副

主席卡泰宁也在峰会中强调中国和欧洲应继续保持强

有力的伙伴关系。

汉堡商会主席梅尔斯海默在闭幕演讲中强调，“汉

堡是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佳终点站及枢纽，是中

国通往欧洲的门户。”

科技日报柏林11月25日电（记者顾钢）24日，陪同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德的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柏林为德

国中国研发创新联盟揭牌，并见证了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与德国未来交通有限公司签署成立合资合同。

中国驻德国使馆科技参赞尹军主持揭牌和签字仪式。

万钢在讲话中表示，研发创新联盟的成立是为了

更好促进在德中国企业的相互沟通，也为中德科技和

经济合作建立新的沟通渠道，他希望在德中国企业要

勤学习、多沟通、共开拓、共努力。

万钢还与德国未来交通有限公司负责人、德累斯

顿大学教授胡芬巴赫进行了亲切交谈。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胡芬巴赫教授称，德国中国研

发创新联盟的成立是中德合作的重要一步，体现了对

双方技术价值的尊重。

汉堡峰会展现中欧互信合作伙伴关系
德国中国研发创新联盟揭牌

西安交通大学首创外科手术3D打印可降解磁吻合
环。图为 25日，西安交大先进外科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研发人员操作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