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研发要有持续性

        
人民日报社 吴月辉

前不久，笔者到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

研究所采访，了解了该所几个重点科学仪器研

制项目，感触颇深。

武汉物数所近几年来十分注重科技成

果的转化工作，成绩不俗。其中，在该所超

声无损检测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下，国产手持

式超声波检测仪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达到

90%，在短短几年里完全扭转了洋品牌多年
垄断的局面。

据了解，从上世纪 60年代起至今，50多
年来该所的相关科研人员一直在超声波检测技

术领域里不断探索、持续研发，即使是在最困

难的时期也没有中断过。正是凭借这样的坚持

和努力，我国的超声波检测技术才得以持续领

先，为之后的“逆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这样的例子并不

多见。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在一些重要科技领

域我们原本起步较早、技术领先，但却没能长

久坚持，导致最后远远落在国外后面，可谓“起

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重大技术研发的中断，往往会给该研究

领域及其所辐射的产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比如我国的国产大飞机项目，早在 1971年，
当空客公司第一款客机 A300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国就开始自主研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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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客机“运十”，并在 1980年试飞成功。但后来由于诸多原因，这个令人
激动的胜利并没有持续下去。到 1985年，“运十”项目被无限期地搁置了。
10余年之后，空客、波音早已成为几乎垄断世界航空工业的两大巨人，而
我国的民用飞机领域几乎还停留在“为别人做嫁衣”、提供零部件生产的

产业链低端。直到 2008年，“建造中国自己的大飞机”这个曾经尘封多年
的梦想才再次起航。屈指算来，其间耽搁了 20多年，不但使我国丧失了夺
取“科研高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占领“市场高地”的机会，要想夺

回来何其艰难！ 
坚持不一定能获得成功，但不坚持一定不会有最后的欢笑。纵观国内

外科技史，不管是重大的理论突破，还是重要的技术进展，无不是“十年

磨一剑”。

为什么有那么多前景可观的“好苗子”中途“夭折”？有的是因为经

费支持不连贯，有的是因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脱节，还有的是因为新旧

领导认识不一致。无论是哪种原因，其结果都令人痛惜。

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提醒我们：对那些事关国家经济民生的重大科

研项目，一旦看准了、开了头，无论过程中间面临多大的困难，都要咬牙坚持，

不能随意中断，否则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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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月辉

《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科技采访

室记者。2011 年 7 月从人民日报海外版

调入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科技采访室，

开始从一名文化记者向科技记者转型。

代表作品嫦娥三号系列报道、《暗物质 

我们身边的隐形“居民”》、《载人航

天 千年飞天梦想成真》等。曾获得第九

届浙江省对外传播“金鸽奖”新闻一等奖、

2013 年国家科技部好新闻奖、人民日报

报社精品奖、人民日报海外版十佳编辑、

人民日报好新闻奖等奖项。

吴月辉（前）在中国科学院农业资
源中心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采访

吴月辉（右二）在西藏报道
中国科学院农牧民增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