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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举办专题论坛，
科学家展示高精尖“未来材料”

从实验室到产业，善于跨界突破

■ 张江科学会堂举办颠覆

性技术创新成果展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自然界生物拥有先天的优异精细构

型，也成为科学家的灵感来源。中国科学

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荻带领团队

从自然生物的宝库中甄选出合适的生物构

型，以人工材质置换生物组分，实现构型化

复合的新材料。他举例说，将蝴蝶翅膀光

响应构型与特定光功能组分复合，形成金

属蝶翅，能大大提高光响应性能，强化太阳

能捕集率；水生褐藻在细胞壁进化出独特

的快速离子通道构型，基于这样“窄却快”

的构型研发分级孔碳材料，可制备绿色高

性能超级电容器。材料科学家“师法自

然”，通过多学科交叉探索出遗态材料的新

研究范式并开展应用研究，科研成果被应

用于航天等高科技领域。

学科的交叉同样为德国国家工程院院

士、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教授奥利弗 ·施

密特（OliverG.Schmidt）带来了源源不断的

突破。他展示了一种能够自行折叠的微小

机器人，只有1立方毫米大小，可以由太阳

能驱动，能运动，具有自主电子控制系统；

而且如同生物细胞构建生命形态，小立方

能够互相通信、连接，组成更大的人工生物

体。在施密特的团队中，有化学、物理、生

物、计算机、工程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他们

致力于微操作、力传感等技术提升，研发世

界上最小的内置电池和生物超级电容，为微

型机器人带来更多潜在应用而突破挑战。

“科学家也要做产业，这条路很难，却

是必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

学教授张跃告诉大家，团队始终瞄准“低成

本、低能耗、低排放”的目标，通过碱性电解

水制氢技术，研发碱性电解槽及辅助控制

装备，最大产氢量可达每小时数千标方。

“绿氢关键装备的发展突破是氢能市场高

速发展的核心，所以技术的落地也非常关

键。”他介绍，目前已在国内组建2条制造产

线，并与国内外商业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从

实验室到产业，既要解决绿氢制造技术发展

中的科学前沿，也要解决工程技术难题，为

中国钢铁工业低碳发展注入氢动能。”

除学科之间交叉、学界与产业跨界之

外，科学家们还呼吁跨国界的合作。“以气

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性挑战亟须创新解决

方案，其中材料科学和工程起着关键作用，

需要研究人员、行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和资

助机构共同努力。”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

协会主席、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校长哈桑 ·

曼达尔（HasanMandal）分享土耳其支持跨

学科研究推动全球伙伴关系，他同时透露，

世界工业协会今年的年会将在中国举办，

希望扩大全球创新大家庭，并为更多优秀的

青年研究者搭建交流与合作的支持平台。

“研究的目的是大家一起推动科学的

进步。”这是浦江论坛上科学家们频频提到

的共识。如果留心就会发现，科学家们的

幻灯片里展示的每一项前沿新研究都会提

到合作者的名字，五花八门的拼写代表着成

员的不同文化背景，他们一起工作，将智慧凝

练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德

国科学院院士、德国工程院院士、德国明斯

特大学教授哈罗德 · 海因茨 · 福克斯

（HaraldFuchs）的最后一张幻灯片契合论坛

的主题，也表达了科学家们的共同心声——

两个不同颜色的小人面对面，将两块凹凸

拼图扣上，科学研究就是这样，要找到“对

的人”和“对的方向”来开拓未来的版图。

本报记者 易蓉

鼓励创新，看重“仰望星空”的人
专家学者热议“格物穷理，推动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

未来产业需要耐心的创新文化，也需

要心有追求、“仰望星空”的人。在昨天上

午举行的2024浦江创新论坛的“格物穷

理，推动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创新文化

论坛上，专家学者达成共识，创新是可持

续发展的命脉，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全球格

局中，对创新解决方案的需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为迫切。“而且，创新文化需要具

备开放、包容、合作的特点，鼓励人们勇于

尝试新事物，敢于挑战传统观念。”

搭科技交流“拱顶石”
“创新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从我

们的工作中可以发现，经济学中的契约不

完全理论表明，制度和政策很难穷尽所有

场景，存在钻空子的道德风险，此时创新文

化就能起到很好的兜底作用。”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田杰棠谈到，未

来产业是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催生的，

目前还处于技术突破关键期或商业化的探

索导入期，未来5到10年可能具备较大的

增长潜力。而发展未来产业最稀缺的要

素，包括前瞻性、持续性、非共识的研究投

入，顶尖科研人才以及产业化的创投。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认为，创新文化

是科技进步的灵魂，在科技交流中起着重

要作用。“科学正在迈向无尽疆界，学科交

叉集成空前活跃，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

合，正在催化经济的新业态和社会结构的

深刻转型。我们已告别工业时代的精准完

美思维，进入不确定思维时代。与此同时，

科学文化与创新文化正在合流，形成新型

文化形态。创新文化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郭哲强调，人类要秉持共生共荣的理

念，用文化搭建起跨国家地区科技交流的

“拱顶石”，有效破解科学文化的古今中西

之争。“促进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之间的合

作和创新，才能实现人类福祉的最大化。”

营造包容创新环境
要创新，就需要人才。然而，田杰棠认

为，目前，未来产业最缺的是耐心的创新文

化，或长期主义的创新文化。“我们需要心

有追求、‘仰望星空’的人，更需要一个包容

的社会环境。中国有14亿人，肯定有不少

‘仰望星空’的人存在，只不过有些人还在

等待‘被发现’。当看到一个人盯着星空不

放时，不要认为他在犯傻或认为他在流鼻

血，而是要珍惜和看重这样的人才。”

硅谷知名投资人、FoundersSpace创

始人史蒂文 霍夫曼（StevenHoffman）也

表示，创新人才的挖掘和培养，要给予充

分的自由。“创新文化的核心就像是一个

游乐场，要允许人们玩耍和享受乐趣，给

予他们相应的工具和自由购买设备的权

利，才能让他们在创新的海洋中自由遨

游。在企业中，从团队中挑选合适的人，

要给予他们创新的自由，并建立有心理安

全感的组织文化，让员工自由表达想法，

建立信任关系，倾听创新者的心声。与此

同时，创新团队不宜过大，鼓励从微小的

想法开始不断尝试和实验，就如同播种一

颗种子，精心培育它成长。”

人才培养应不拘一格
“科技类博物馆需要打破有形围墙，成

为无围墙的大学校。我们要和大学、科研

院所建立联合实验室，将科技投入产生的

科学原型转化为展品，与公众互动，同时展

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推

动科学教育的发展，培养探索型人才。”郭

哲认为，人才培养的模式应不拘一格。

匈牙利塞格德大学技术转让公司业

务开发部部长布尔丘 格德里则强调了

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认为，最具变革性的

创新产生于不同学科和观点的交汇点，就

像化学反应中不同元素的碰撞会产生新

的物质一样。“创新文化需要培养跨学科

的战略家，打破学科之间的隔阂，实现集

成式创新。跨学科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利

用不同视角的优势，产生技术先进、文化

共鸣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马丹

“促进诊断公平是实现健

康公平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是

这一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中

国的创新者们在积极为全球

诊断公平作贡献。”在2024浦

江创新论坛“全球健康与发展

论坛”上，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

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郑志杰如是说。

17世纪晚期显微镜的发

明、1895年X射线的发现、20

世纪80年代PCR技术的发明、

21世纪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

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检

测技术的飞跃，都带来了重大

疾病防控领域突破性的进展，

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尽

管大约70%的医疗决策是基于

检测的结果作出的，但仅有

3%—5%的医疗预算投入在诊

断领域。为此，去年的世界卫

生大会特别通过了一项新决

议，目的是加强全球的诊断能

力，其中包括敦促各成员国加

大对于诊断工具的研发投入。

郑志杰说，在消灭疟疾的

斗争中，两款由中国企业自主

研发生产的疟疾快检产品在3

个多月前通过了世卫组织预

认证，为丰富全球快检市场、

保证产品及时大量供给提供

了可能。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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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变形”、具有
动能的微折叠机器人，
能够为生物质转化提供
低能耗方案的纳米技
术，满足国家重大需求
的金属复合新材料，为
钢铁工业低碳发展实现
绿色路径的绿氢制造技
术……昨天，2024浦江
创新论坛的一场专题论
坛在大零号湾科创大厦
举办，科学家展示了各
式各样的“未来材料”，
呈现了材料科学的交叉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