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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转化纳入职称考评
华东理工大学洁净煤技术团队“70 后”教师评上教授

在曾获上海市技术发明特等奖和科

技进步一等奖的华东理工大学洁净煤技

术研究所团队里，“70 后”教师代正华终

于顺利评上了教授。 此前，由于高校普遍

重视论文发表， 对成果转化应用重视不

够，像代正华这样一直专注于成果转化、
发表 SCI 论文比较少的教师， 要晋升教

授职称非常困难。
这名年轻学者承担着水煤浆、 粉煤

气化项目工程设计中工艺设计软件包中

的核心工作， 这些工作需要大量计算和

丰富的工程经验， 需要负责者付出比做

实验更多的时间和心血， 但是相关工作

未必适合在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在此之前，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沪上高校都针对工科专业的特点

制定了新规， 过去教师科研的考评只认

定国家 973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等科研项目， 但是现在也将企业重大

科研项目合作研发以及能够推动产业发

展的科研项目作为教师科研考评和职称

晋升的依据。 同时，教师在企业挂职半年

或者一年都可以等同于海外学术交流半

年到一年。

将教师对产业的贡献纳
入评价标准

此前， 华东理工、 上海交大等高校

陆续出台了教师考评标准的新规， 这对

那些通过科研成果推动产业发展的教授

们， 尤其是长期以来埋首解决中国特有

产业难题的学者来说， 是一个重大利好

消息。
“我 们 开 发 的 煤 气 化 技 术 实 施 至

今， 解决的几乎都是国内企业或行业的

生产问题。 中国是一个产煤大国， 也是

以煤炭为主要资源的国家， 因此整个煤

炭行业的升级换代对我国的能源利用和

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华东理工

大学洁净煤技术团队负责人王辅臣教授

说， 洁 净 煤 技 术 的 相 关 成 果 因 此 在 国

内 备 受 关 注 ， 但 在 国 际 上 得 到 的 关 注

并不会太多， 发表论文的国际期刊也数

量有限。
而 这 一 技 术 历 经 三 代 人 的 创 新 发

展， 技术创始人、 华东理工大学于遵宏

教授生前以第一作者发表的 SCI 论文只

有个位数， 他的很多有影响的论文发表

在国内行业期刊上， 但正是这些论文奠

定了国内整个煤气化产业的技术基础。
在过去几年中， 课题组的年轻人常

常因为职称晋升要求的 SCI 论文数量不

足而受阻。 而新规定显然给这样的年轻

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不仅是论文， 过去在不少高校， 职

称晋升还需要有海外交流至少一年的经

历。 某 “985” 高校的一位工科学者称，
他的很多项目根本不允许他到海外去一

走 一 年 ， 也 正 因 此 ， 他 至 今 不 能 评 教

授。 学校出台新规后， 可以将自己在国

企挂职的经历替代海外交流的经历， 这

使他看到了希望。 事实上， 该校单单去

年下半年， 就有 10 多位年轻人通过这

样的方式从讲师晋升到了副教授。

如何考核成果转化还缺
统一标准

虽然高校陆续出台教师考评新规 ，
但是对于什么样的成果才能纳入考核，
却 仍 然 只 能 由 课 题 组 或 者 老 师 申 请 后

由 学 校 审 批 ， 可 以 说 仍 处 在 “破 格 ”
状态。

某高校科研院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 究竟什么才是推动产业发展

的科研成果， 什么样的成果转化才值得

鼓励， 这在学校看来， 都很难有统一的

评价标准。
就以华东理工大学洁净煤技术团队

的研究项目为例， 从研究到推动产业创

新历经了将近 30 年， 近年来才频频得

奖， 并且不断有新成果出现。 “此前，
谁来界定这是推动整个行业升级换代的

技术？” 这位负责人称。
而且， 从实验室到产业运用， 两头

是创新的重头， 中间过程又不可或缺，
这一过程中， 教师们的工作究竟该如何

认定？ 仅以王辅臣课题组的成果为例，
一项成果即便可以产业化了， 要真正地

用上， 还得教授们自己画工程设计的管

线图纸， 一画就是几个月， 这样的工作

不论创新与否， 至少很难发论文。
可是， 如果缺少这部分工作， 科研

成果仍然只能躺在实验室睡大觉。 “大
学不同于科研院所， 不同的学科之间差

异很大， 很难用同一个标准一刀切地进

行考核。” 某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但是， “总不能年年都靠我们向学

校申请破格啊， 长此以往， 年轻人怎么

能有兴趣去做那些能够转化成生产力的

科研工作？” 王辅臣教授说。

分类考核， 赋予更多自主权

关键还是要分类考核。 不论是对高

校的考核还是对教师们的考核， 分类考

核， 并且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 才能

更有效地推动学校和教师进行科研成果

转化和科研创新。 不少学者在接受采访

时如是说。
过去， 高校往往更热衷于制定措施

鼓励教师争取竞争性的科研项目。 因为

学校也要根据教师的这些成果应对相关

评估。 某高校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

说， 不同的学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而

且不同的学科也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整

齐划一的评价标准显然并不合适。
虽然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将专利

转让和实施以及出版纳入了考核体系，
并要求各高校在填表时必须写上为社会

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案例， 但是在学科

评估中占的比例却很有限。
很多时候， 原本该是企业进行研发

和创新， 但是目前具备这样能力的企业

并不多， 因此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

了这样的工作。 如何评价他们科研成果

的创新性， 还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 因

此如何将高校及其人才进行分类管理，
亟待出台相关规定。

中科院 2017年院士增选启动

延续“去行政化、去利益化”改革精神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本次增

选延续了‘去行政化、去利益化’的院士

制度改革精神， 院士候选人由院士和学

术团体推荐，不受理本人申请。 ”记者昨

天从中国科学院获悉，2017 年中科院院

士增选工作已于日前启动， 增选名额基

数为 60 名，此外给予 6 个新兴和交叉学

科各 1 个增选名额的支持。 增选报送材

料将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截止。
为从各方面各环节规范院士增选，

中科院公布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

作实施细则》《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涉

密材料的评审和管理办法》等多份文件。
在 2017 年院士增选的相关文件中，

仍然保留了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

不作为院士候选人”这一条文。
同时， 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

员会要求院士严格遵守 《中国科学院院

士行为规范》， 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从
科技事业全局出发， 坚持院士增选工作

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努力构建并维护风

清气正的增选环境， 切实负起推荐及评

审责任，严把增选质量关，确保改进完善

院士制度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和增选工作

顺利开展。
根据相关办法规定， 中科院学部主

席团可根据新兴和交叉学科、 国防和国

家安全领域发展需要采取特别推荐机制

推荐院士候选人。 2017 年院士增选重点

关注的新兴和交叉学科为： 数理与信息

安全、化学生物学、药物科学、环境科学、
信息与数学、能源科学。院士受常委会委

托推荐新兴和交叉学科候选人不占院士

个人推荐名额。
中科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

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中科院院士增选

每两年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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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化研究与实践新平台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在同济成立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在知识经济

之后， 下一个有望取而代之的经济发展

模式是什么？业界最新给出的答案是“人
性经济”。 昨天，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

院在同济大学揭牌成立。有专家介绍，所
谓“人性经济”，即当人工智能在更多领

域能够代替人以后，聚焦人性化体验、满
足人的个性化需求的全新服务业态有望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全新成立的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

院是依托同济大学设计学以及华东理工

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以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沪上院校的相关优

势学科， 同时协同行业企业而建立的全

新研究平台。 2016 年，包括同济大学设

计学在内的沪上高校总计 4 个学科经过

严格评审， 入围上海高峰高原学科计划

“Ⅳ类高峰学科”。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

上海需求， 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但

尚未布局的“学科潜力股”，是“Ⅳ类高峰

学科”推出的初衷。
“无论是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还

是探索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 ‘人 性 经

济’， 设计学都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平

介绍，未来，研究院将围绕大设计理念，
推动更多成熟的行业和企业机构实现创

新转型，积极建立与政府、高校、企业的

沟通合作机制，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和产

业同步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新平台。

仿荷叶自洁 经水火不损
上海硅酸盐所研发出新型防水耐火纸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水珠滑

过带走灰尘， 烈火焚烧安之若素———这

不是《西游记》中唐三藏的神奇袈裟，而

是上海科学家研发出的新型纸张。日前，
记者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获悉，该
所朱英杰研究员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新

型防水耐火纸。该防水耐火纸具有多种功

能，例如高柔韧性、优良稳定的超疏水性、
良好的自清洁功能和隔热耐火性能。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但传

统的植物纤维纸既不防水、也不耐火，这
些缺点不仅限制了传统纸的应用， 而且

为珍贵纸质文物的长期保存埋下了巨大

隐患。
最近， 朱英杰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一

种新型防水耐火纸， 与传统植物纤维纸

相比，该防水耐火纸具有明显的优势，在
多个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相关研

究工作发表在 “美国化学学会应用材料

与界面”期刊上，并申请一项发明专利。
新型耐火纸可以抵挡住 1000℃的高

温。俗话说，“纸包不住火”，这种纸张则可

轻易“包住火”，做到“烈火焚烧若等闲”。

这种耐火纸的超疏水性和自清洁功

能，则来自对荷叶的模仿与改进。不过目

前具有超疏水性能的材料表面一旦遭受

诸如刮擦、磨损等物理破坏，或处于高温

中，往往不能很好地保持超疏水状态。
针对这一难题， 朱英杰团队提出了

层状结构超疏水耐火纸的概念， 他们采

用经表面修饰的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

作为原料， 制备出具有层状结构的新型

防水耐火纸。 该防水耐火纸不仅表面层

呈现超疏水状态， 而且其内部也呈现超

疏水状态，当表面层受到物理破坏后，内
部暴露出来的新层仍然保持超 疏 水 状

态———在耐火纸受到机械损伤或在高温

严酷环境中，仍能完好保持防水性能。它
还具有良好的自清洁功能， 落在耐火纸

上的水会形成球形水珠在纸的表面自由

地滚动并带走灰尘等污物。
“如果防水耐火纸用于露天广告牌

等， 利用雨水可自动保持清洁而免去人

工清洗的麻烦，并降低成本。 ”朱英杰介

绍，防水耐火纸还呈现超亲油状态，可应

用于油和水的快速高效分离。

三大流星雨 一场日全食
2017年诸多天象值得期待———

元旦假期里，缺少明亮流星的象限

仪座流星雨，让不少冬夜追逐浪漫的天

文迷小失望了。 不过，2017 年的天空穹

幕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天象。 昨天，
记者从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了解到，本年

度，地球上将发生日食、月食各两次，不
过仅有一次月偏食与中国有缘。而今年

8 月，将有一场大日食横贯北美大陆。

8 月暑假赴美追日全食

北京时间 2 月 26 日晚间， 非洲至

南美地区将发生一次日环食，在我国不

可见。北京时间 8 月 22 日的凌晨，北美

地区将发生一次日全食。此次日全食的

全食带将横贯美国大陆， 观测条件很

好，因此引发了很多日食迷的追捧。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预

测， 这将是美国自 1776 年建国以来，第
一个仅在美国境内掠过的全日食； 同时

也是自 1970 年以来， 美国覆盖范围最

广、观测最容易的日全食。全球天文迷都

早早做起了行程计划， 据上海市天文学

会副秘书长施韡介绍， 美国全食带里的

旅馆住宿早在半年多前就已 “一房难

求”，很多人只好预订全食带旁边一两百

公里内的酒店，届时再租车进全食带。
“日食恰好遇到暑假，所以非常适合

带孩子一起去。缺点是机票价格高。 ”天文

爱好者李颖已经做好旅行计划。 她说，从
去年下半年起，有赴美追日打算的国内天

文迷就开始关注打折机票、办理签证。
更巧合的是，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

的英仙座流星雨也将在 8 月出现，就在

日全食前一周左右。 所以，有些资深天

文迷计划起在赴美航班上欣赏流星雨。
这大概可算是今年天象中最大的亮点。

与此相比，两次月食就显得逊色。2
月 11 日上午将发生的半影月食， 对于

国内大多数地区而言已经日出，基本上

不具备观赏价值。而将于 8 月 8 日凌晨

发生的月偏食，从 1 时 22 分开始，2 点

20 分达到食甚，3 点 18 分结束。只要天

气好，对此次月食的直播已列入中科院

上海天文台的科普工作计划。

期待亮流星划过天际

今年虽然打头炮的象限仪座流星

雨令人失望，但还有其他一些流星雨值

得我们去追。
比如， 前面提到的英仙座流星雨，

本年度极大值 将 发 生 在 8 月 12 日 至

13 日夜间。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科普主

管汤海明介绍，虽然此次月相是下弦月

前后，有一定月光影响，观测效果会打

折扣， 但英仙座流星雨以火流星出名，
所以值得出动。

而最值得关注的流星雨，当属将于

12 月 13 日至 14 日发生的双子座流星

雨。 此次流星雨月相条件极佳，几乎没

有月光干扰。加上双子座流星雨历年来

表现稳定，亮流星也比较多，可以说是

今年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流星盛宴。

夏季欣赏行星“环幕”
此外，2017 年行星的看点也不少。

水星今年将发生 6 次大距 （从地球上

看，地内行星走到离太阳最远的位置）。
其中 1 月 19 日、5 月 18 日、9 月 12 日

将是西大距；4 月 1 日、7 月 30 日以及

11 月 24 日将是东大距。
金星今年的表现也不错，前几天就

格外明亮，上演了一次“金星合月”。 因

为它今年的第一次大距就将发生在 1

月 12 日。 因此，这段时间里，太阳下山

后好一会儿， 金星才会落到地平线以

下。 到 3 月底金星就几乎不可见了，4
月上旬它将绕过太阳出现在清晨的东

方。之后它与太阳之间的角距离将会越

拉越大。 今年的下一次大距将出现在 6
月 3 日。 而此后的整个夏季，只要你起

得比太阳公公还早，就可以在东方天空

看到金星的身影。
去年完成了冲日的火星， 在 2017

年几乎没有什么看点。 但值得关注的

是，9 月 12 日的清晨，水星、火星、金星

以及著名亮星轩辕十四将在清晨的东

方扎堆———这样的机会倒也算难得。
今年，木星将在 4 月 8 日冲日（地

球走到行星与太阳之间的位置）。 冲日

前后，太阳一下山，它就出现在东南方

天空，显得格外耀眼。 而土星冲日则将

在 6 月 15 日， 而天王星和海王星冲日

的时间分别是 10 月 20 日和 9 月 5 日。
汤海明说，今年夏季，日落后可以

在西方低空看到水星，在南方天空可以

看到木星， 而在东方天空看到土星，清
晨可以在东方天空看到金星。这个苍穹

“环幕”令人陶醉。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4年成功完成16例断肢再植
市六东院扎根临港地区，从母院引入“看家本领”沉心坚守

“如果没有断指再植，等待他的就

是截肢。”翻着小任的病例，上海第六人

民医院东院骨科主任詹玉林舒了一口

气。 这个小木匠经历了两周多观察期，
最近终于度过危险期。 同等重要的是，
小任的食指也救活了，他还能继续当木

匠，全家的生计不受影响。
在距离上海市区 70 多公里的临港

地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已扎根

4 年。 作为上海郊区三级综合性医院建

设项目 （简称 “5+3+1”）里的一座郊 县

新建医院，市六医院东院坚持把传统优

势学科从母院六院引入，最典型的比如

断肢再植技术，这是六院的“拳头产品”。
当然，需要断肢再植的病人也并不多，可
这里的医生说：“对每个病人来说， 遇到

了就是事关一辈子的事。 ”因为这句话，
这群医生沉下心坚守着这门老手艺。

与时间赛跑的冲刺开始了

“叮铃铃……”一通急促的电话打

到正在查房的詹玉林的手机上。
“詹主任，我接到祝桥镇一个医生的

电话， 他们在社区接到一个食指被电锯

斩断的患者，你看看照片，手指还能救活

吗？ ”六院东院眼科主任严良着急地问。
此时，距小任断指已过去 5 分钟。小

任是装修工， 干活时左手食指中节完全

离断。根据医生的经验，越早恢复断指的

血供，患者手指成活的机会就越大。
“过来吧，救活的希望很大。务必告

诉患者和家属要保持断指卫生，以最快

的速度赶到东院，我们马上手术。”电话

挂断，詹主任立刻通知手术室。
患者受伤后约 40 分钟， 抵达市六

东院，手术室人员第一时间启动“绿色

通道”，与时间赛跑的冲刺开始了。
在詹玉林主任的带领下，骨科成亮

医师、熊晓川医师共同为患者进行断指

再植手术。 他们头戴高倍显微镜，在患

者血肉模糊的伤口处，仔细缝合对接着

血管、神经，这直接关系到患者手指今

后的存活水平、灵活度。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手指接上

后，血运良好！ 手术很成功，但术后 48
小时内依然是密切观察期，如果出现血

管危象，则断指仍可能无法成活。
让人高兴的是，由于患者受伤后 1

小时内接受了治疗， 在几天住院观察

中，手指功能眼看恢复得越来越好。

每个骨科医生都需掌握
断肢再植技术

断指眼看就救活了，这是小任没想

到的事。
断肢再植， 是上海六院的看家本

领。 1963 年，全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手

术，就是由六院陈中伟教授领衔的。 这

年 1 月 2 日, 急诊室来了一名 27 岁的

患者，右手手腕关节以上一节处被冲床

冲断，患者和断手被一起送到医院。 经

过 4 个多小时的艰苦操作，医生们把全

断的血管、神经、肌腱、骨骼进行了对接

缝合；术后，又闯过肿胀关、休克关、感

染关、坏死关，终使断手再植成功。陈中

伟因而被誉为“断肢再植之父”。
1978 年， 六院于仲嘉教授又钻研

出“手或全手指缺失的再造技术”，再度

轰动世界，被外国人誉为“中国手”。
此后，断肢再植技术在中国推广、发

展起来。但如今，上海乃至全国还在做断

肢再植的医院已经不多———因为太辛

苦， 手术风险高， 术后还要度过多重难

关，考验医生的技术、耐心和责任心。
断肢再植手术属于显微外科，手术

时间长， 医生完全在显微镜下操作，一
点点修复 1 毫米左右的血管、 神经，堪
比微雕，缝针、打结都要小心翼翼。

詹玉林记得，他们当初课后为了训

练 这 门 手 艺 ， 曾 从 老 鼠 脖 子 上 的 血

管———颈动脉操作。这算是初级训练，3
毫米直径的颈动脉算粗的，此后他们挑

战老鼠尾巴上的血管，且从靠近身体的

尾巴血管，发展到尾巴尖的血管。
以此类推， 医生需要训练对接骨

头、肌腱、神经、神经末梢等部位，没两

三个月勤学苦练，无法练成这门技术。
所幸，历经半个多世纪，六院依然

保留着这门手艺。六院要求每个要留在

骨科的医生都要掌握断肢再植技术，得
把“看家本领”传下去。

上海东南片区的“健康守卫”
坚守“看家本领”，不仅为了肩负学

科的使命，更是为了病人。 市六东院驻

扎在上海东南片区，承担着当地大部分

的急救工作， 以断肢再植为例，4 年里

已成功完成 16 例。
其中，市六东院救治的年龄最小病

例只有 10 岁， 这个小朋友趁家长不注

意，把手指伸进洗衣机玩，结果卷断了

手指。心急如焚的家长把孩子抱到一家

三级医院，医生无奈地说：截肢吧。到市

六东院，詹玉林坦率地告诉家长：接活

概率不高，但我们试试吧。 面对小孩被

搅得如麻花样的血管、神经，这群医生

迎难而上。
一台手术，犹如一场硬仗。所幸，结

果是喜人的，小孩的手指接活了。
“对医生来说，截肢是容易的，10 分

钟， 手术结束， 但病人的人生就此不同

了。 断肢再植手术， 则需要医生沉下心

来，不急不躁。”詹玉林说，扎根临港地区

多年， 更让他深切地体会到当年医院开

办到这里提出的“健康守卫”之深意，因
为临港有不少重装备区、产业区，一线技

术工人很多，职业伤害难免。如果没有很

好的医疗救护，一个家庭可能就此垮掉。
最近出院时， 木工小任就激动地

说：“如果没有东院骨科团队的高超技

术，我的手指就废了，手指对我一个木

工来讲就是命根子。 ”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