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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损害正常细胞也能有效治疗癌症的医用重
离子加速器装置；让不孕不育症患者迎来新生命
诞生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体长最高可达
2.25 米、亩产能达到 900 公斤的抗倒伏巨型水稻
……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展区内，一项项
成功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百姓需求的科技成果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驻足，成为成果展的一大亮点。

“中科院一直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为一个
重大的事业来对待，而不只是一项副业。研究人
员在选题阶段就会考虑这项技术对于民生、经济
的促进作用，并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推进。”中科
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作为成果承接
方的企业往往无法完全明晰自己的需求，这在很
大程度上阻碍了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对此，严庆
表示，中科院作为技术提供方更有责任打破两方
的消息不对称，在科研成果与市场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

在创新之都深圳，这样的一座桥梁已经搭
好。一家“中科院版的生活科技旗舰店”整装待
发，它就是将在6月揭幕的“中国科学院应用成
果展”。

为癌症检测和肿瘤切除手术提供精准定位的
光学分子影像手术导航系统，大幅降低中风风险
的无创脑血氧监护仪，在50米内、2秒钟里准确
辨识特定对象身份的步态识别技术，在空中释放
想象力的 3D 打印笔，超级护眼的电子墨水显示
屏，环保高效的蔬菜培育方式……这些在衣食住
行医教娱等各领域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高科技，
都会在成果展上与观众见面。

“是中科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给了我们新启
发。”正忙着办展的北京国科金服科技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都迪告诉笔者。“当前产
学研深度融合正在推进，我们想在帮助科学家、
企业家、投资人、消费者‘联动创新’方面做点
事。比如，PreA轮的科技创新产品要寻找种子用
户，技术拓展要搭建应用场景，各类市场主体要
熟悉彼此的话语体系，社会公众也需要科学、生
动、有趣的科普方式。”

在中科院机关和深圳市支持下，国科金服把
中科院服务民生需求、产品技术成熟的先进科创
成果集中办展，还把展厅设在了福田区的中国国
际消费电子展示交易中心。“这里是富集各类资
源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成果展是一个科技集
市、一个帮投资人投、企业家做、消费者买的交

流服务平台，”林都迪说，“我们愿和大家一起推
动中科院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以产业化的方式
帮助各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同时也让各界更熟
悉咱们中国自己的科学家。”

在科技创新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中，
知识产权保护尤为重要。前些年，由于人们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创新成果落地过程中只关
注技术转移，忽视了专利授权，产生了许多知识
产权纠纷。2017 年，中科院推出了“普惠计
划”，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征集有效专利，成立由
近 800件专利组成的共享专利池，企业可从专利
池中选择专利，成为共享专利池有限共享人，推
动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一体化发
展。

十八大以来，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使社
会企业新增销售收入 1.7 万亿元、利税 2289 亿
元；院所投资企业营业收入 1.7 万亿元，上缴税
金450多亿元。

“科技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是一个漫长过
程，这需要我们久久为功，不以一时成败论英
雄。整个社会需要借助类似创新成果展的形式营
造好氛围，科学家在研发时也要更具责任意
识。”严庆说道。

“科技创新、科
学普及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要把
科学普及放在与科
技创新同等重要的
位置。”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时代中
国科普工作的战略
定位，同时为新时
代科普工作指明了
方向。

现实社会中，
大家都认可，科技
创新是提高国家综
合竞争力的关键，
但也许对于“把科
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
置”还未必能理解
透彻。其实，从历
史和现实来看，科
普不仅为创新提供
良好氛围和文化基
础，而且为创新提
供广阔的市场和源
源不断的动力。这
已经为国内外的历
史事实所证明。在
当今中国亟需创新
驱动发展的大背景
下，把科普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显得非常必
要而又及时。

首先，科普为创新提供良好
的环境。在全球化、信息化、资
本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和
社会的竞争日益体现为科技和人
才的竞争，发展中国家更是面临
结构转变、社会转型、经济转
轨，面临着创新驱动、内涵发展
等一系列新形势、新要求。无论
是体制上、文化上、社会经济发
展模式上都要求创新，新的历史
背景下的创新是一场全面的创
新，科技创新是这场创新活动的
核心。因此，为创新提供良好的
环境和文化基础，就是创新本身
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保障创新
持续实现的重要条件。

其次，科普为创新提供市场

保障。创新不仅是
新技术、新产品的
出现，更是一种价
值重构、增值和实
现。既需要广大消
费主体的支撑，也
需要有足够的市场
容量，才能使创新
价值得以实现。而
科普正是为创新提
供技术市场和消费
市场的重要手段，
从这一点上说，科
学技术普及是科技
创 新 的 前 提 和 基
础。

第三，科普是
科学文化建设的重
要 途 径 。 纵 观 全
球，一个国家或地
区拥有高质量、可
持 续 性 的 创 新 行
动，科学文化的培
育 和 弘 扬 居 功 甚
伟。在新时代，审
视国家创新改革的
新需求，思考如何
进一步发挥科普的
作用，为创新驱动
发展，为实现创新
提供文化支撑，是
科普的历史使命和
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的
科普之翼与科技创新之翼相比，
差距甚大，而科普本身的发展也
不充分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费
投入、人员参与、科普产业发展、
科普技术进步等方面。为此，我
们建议，坚定科普能力建设的文
化取向，大力建设科学文化，为新
时代的创新发展培植厚实的文化
土壤；大力推进科普产业发展，使
之与科普事业并举，打造科普能
力建设的双翼；充分发挥“互联
网+”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媒
体科普渠道和平台；科普要关注
民生，扎根基层，通过加强科普能
力建设，切实为最广大民众服务。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
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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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展区。 闫文旭摄

走进大国重器的“智造所”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扫描

叶晓楠 侯 颗 时宏强

2018年 5月19日至20日，是“中国科学院第
十四届公众科学日”，今年的主题为“科技创新 强
国富民”。在此期间，中科院在全国的几乎所有科研
机构将免费对社会公众开放。

要想让科技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转化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需要让“高大
上”的科研成果走出科技圈，走进百姓视野。近一
年来，中科院推出的“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
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截至 5月 15日，
共吸引约5.6万人次参观，线上访问量达5.9万。

今年3月25日至2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访问期
间，金正恩参观了“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十八大
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他对中国在科技发展
和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并在参观结束后
题词留念。

5月初，笔者来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参观
了这一汇聚多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展览，并就相
关问题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VR素材来自万米海底画面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进入大厅，迎面的大屏幕播放起介绍视频。视频
并非人工解说，而是由科大讯飞语音合成的“男
声”播报。环望展厅四周，未发现一处黑色音
箱，声音却依旧从前方传来。

“我们的整个展区全部采用壁画音响系统，
所有音响都嵌在墙体里面，厚度只有6mm，可适
应不同墙体形状。”讲解员李婧向笔者解释道。

整个展览以“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为
主线，集中展示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7月17日考察中国科学院以来，其所取得
的主要新进展和新成就。展区共有 102项科技成
果，包含17个着重讲解的驻足点。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用中科院的技术展
示中科院的成果”。包括大厅中的LED显示屏、壁
画音响系统及语音自助讲解在内，整个布展设计
施工中共采用了中科院产出的十九项先进展示技
术产品，涵盖了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技术等多个方
面。展区的展板喷绘绝大多数是绿色纳米印刷，
外墙装饰的涂料来自高性能无机硅酸盐。

跟随李婧的脚步，笔者来到以“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为主题的展区，映入眼帘的是这里人气

最高的“科学网红”——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 （FAST） 模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
射电望远镜，比世界第二大的美国阿雷西博 350
米望远镜综合性能提高了约10倍。

模型外观似一口巨型银灰色“大锅”，实际
上是射电望远镜的主动反射面，由8895根钢索和
4450个三角形反射单元组成，每个三角反射单元
的角度可以灵活调节，形成不同抛物面接收天体
信号，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

“馈源舱的轻型材料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
发，完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称其为中国

‘天眼’当之无愧。在未来20年左右，它都会保
持国际领先地位。”李婧说。

笼罩着蓝紫色的荧光，两侧是一系列我国自
主研发的系列深渊高技术装备；踏入“探索深
海”展区，仿佛进入了神秘的海底世界。前方不
远处的虚拟现实体验区引起了笔者注意，这是由
中科院深海所深海虚拟现实技术实验室提供的可
供多人交互的深海科研科普一体化可视平台。带
上 VR眼镜，参观者便能身临马里亚纳海沟附近
8152米的海底，和一只白色透明，浑身呈蝌蚪状
的小鱼“面对面”。它是目前人类已知的生活在

海底世界最深处的鱼类，因从正面看去和狮子有
几分相似，故被称为“狮子鱼”。

VR 的视频素材来自“天涯号”深渊着陆器
上的高清摄像头在海底拍摄到的画面。这款深渊
着陆器是我国目前下潜深度最大的海洋装备，作
业能力超过 10000米，在两次万米深海科考中发
挥了重大作用。

创新成果，还需要用创新的方式来展示。展
览上处处呈现着巧思。在“向地球深部进军”海
底地球物理探测装备展区，3D 海洋油画上立着
探测装备实物，生动再现了科考队在马里亚纳海
沟“挑战者深渊”持续 6 个月地震探测时的场
景。在物质的微观结构展区，内置晶体结构模型
的展柜玻璃同时也是电子触摸屏，轻轻一点，每
一层分子结构、标签、研究历史等信息便悉数呈
现。此外，展览还推出了“我最喜欢的成果推
选”，投票结果实时变化。

“厉害了，我的国！为我大中华点赞！”“国
之重器，致敬科学，致敬科学家。”在观展交流
区的大屏幕上滚动着上百条参观者的留言，大屏
幕上显示，截至5月15日，成果展累计接待参观
约5.6万人次。

领域“冠军”才有资格参展领域“冠军”才有资格参展

“成果展上的介绍语，是我们几位工作人员
用了6个半天的时间精雕细琢出来的。”谈起“率
先行动”成果展的筹备过程，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局长周德进至今记忆深刻。“创新成果展不
是‘一天冒出来的’，而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在
科学普及上，中科院具有超前意识。”

2012 年，中科院便推出了“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巡
展”，帮助公众了解最新的重大科研成果。“当时
是第一年，只是弄了很多展板，大家觉得效果还
不错，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没走出去。”
周德进说，第二年，展览增添了许多互动的内
容，巡展真正“巡”起来了。

现在，巡展已经走进了全国26个省区市，吸引
了 600 余万名观众现场体验。2016 年，巡展走进
了香港。

2016 年也是中科院科普工作的一个爆发点。
由中科院负责的“科学重器”展区在当年的全国
科技活动周主会场中大放异彩，12项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和大科学装置走下“神坛”，与公众亲密
接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2016年6月，中

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院长办公会上提出了要集
中展示中科院创新成果的想法，拉开了“率先行
动”成果展的序幕。2016 年年底，“率先行动”
成果展的实施方案正式确定。

哪些成果才有资格参展？周德进告诉笔者，

先让各业务局选出自己领域的“冠军”，保证展
示的成果具有重大影响力，然后再具体考虑互动
性、视觉设计、技术呈现等方面的问题，努力讲
好每一个创新成果的故事。

在中科院内部，许多研究所、实验室、天文
台站等单位根据自身优势，也推出了各具特色的
展览及科学实验秀等科普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推出的“心理梦工场”内，参观者可以
体验压力呐喊机、落棍反应测试、情绪拼图等许
多极具趣味性的活动。2016年，中国科学院国家
授时中心在西安市建成了我国首座以时间科学为
主题的科普展览馆，帮助公众直观地感受时间科
学的奥秘。

未来，中科院希望同各地的科协组织、科技
馆加强合作，将“率先行动”成果展的模式真正
推广出去。目前，中科院正在建设中科院创新成
果展品信息库，方便今后各地选择适合本地需求
的展品。“我们希望借助成果展，能在全国营造
起浓浓的科学教育氛围，让参观者接受熏陶，让
老百姓们对科学更有兴趣，对我国的科技实力更
有信心。”周德进说道。

助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助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学生参观成果展。 任 鹏摄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学生参观成果展。 任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