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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8
日电 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10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风清则

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

则事成。教育实践活动

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

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

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

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

正能量。实践证明，党

的十八大作出的在全党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战略决

策是完全正确的，党中

央关于这次活动的一系

列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这次活动为我们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作了思想上组

织 上 作 风 上 的 重 要 准

备，其重大意义必将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

出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

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

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

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

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

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

之地。这次教育实践活

动，对我们探索新形势

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

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

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具

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

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

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

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

示 。 全 党 要 以 此 为 起

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

探索、不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 组 长 刘 云 山 主 持 会

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

议形式举行，开到县一

级和人民解放军、武警

部队团级以上单位。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

出，在全党开展以为民

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党中央

对开展这次活动高度重视，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周

密准备，决心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把活动

抓好。从 2013 年 6 月开始，活动自上而下分两批

开展，目前已基本结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高度重视、踊跃参

与，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热情支持，整个活动

进展有序、扎实深入，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重

大成果。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点的深刻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明显增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恢复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优良传统，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

有效途径；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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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瑞典皇家

科学院 8 日宣布，将 2014 年的诺贝尔奖授予美国科学

家埃里克·贝齐格、威廉·莫纳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

尔，以表彰他们在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领域取得的

突出成就。

长期以来，光学显微技术的发展道路上一直横亘着

一头“拦路虎”：1873年，德国显微镜学者恩斯特·阿贝给

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规定了一个物理极限：光学显

微技术永远不可能获得比所用光的波长的一半更高的

分辨率-0.2微米，但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三位得主

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这只是一头“纸老虎”而已。他们

使用荧光分子，巧妙地绕开了这一限制，他们突破性的

研究工作将光学显微镜技术带到了纳米尺度。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两项不同的研究。其

一是黑尔在2000年发明的受激发射损耗（STED）显微技

术。这项研究使用了两道激光束：一束用来激发荧光分

子使其发光；另一束则将大部分荧光抵消，除了一块纳

米大小的区域。显微镜通过对样本逐个纳米地进行扫

描，生成的图像的分辨率高于阿贝分辨率的限制。

贝齐格和莫纳的独立研究则为第二种方法——单

分子显微技术打下了基础。这种方法的关键是能打开和

关闭单个分子的荧光。科学家们对同一区域多次成像，每

次只让几个零散的分子发出荧光，将得到的图像叠加在一

起，就得到了一幅分辨率在纳米尺度的超稠密的图像。

2006年，贝齐格首次将这种技术投入了实际运用。

如今，纳米显微技术已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科

学家能借用这一技术，使活细胞内不同分子的运动路

径可视化；他们也能看到大脑内的分子如何在神经细

胞之间搭建突触；观察到与帕金森氏症、阿尔兹海默氏

症和亨丁顿舞蹈症相关的蛋白的聚集过程；还能在受

精卵分裂形成胚胎时对受精卵内不同的蛋白质进行跟

踪。这些在前人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的研究不断刷新

着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 （刘霞）

打掉光学显微技术发展的“拦路虎”

美德 3人分享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

红月亮,
你看到了吗？

19世纪一个德国人发现的光学显微镜极限，100多

年后被另一个德国人突破。10月 8日，诺贝尔化学奖颁

给了德国人黑尔，以及两位美国人贝齐格和莫纳。他

们的新显微镜，让科学家能更清晰地透视微观奥秘。

由于光会衍射，一个发光点，被眼睛或者底片捕捉

到的是一块晕斑（准确说，是一块圆形的涟漪）。19 世

纪德国大光学家阿贝发现，两个点靠太近，近到光波的

一半左右，显微镜下就显示为一块晕斑了。根据“阿贝

极限”，传统显微镜能看清 200纳米以上的细菌，但看不

见 200纳米以下的病毒和蛋白质分子。

后来，电子显微镜问世了。电子也是一种光波，波长

极短，电子显微镜分辨率可以突破200纳米。“但是，电子

显微镜时间分辨率低，不能观察运动的东西。”中科院化学

所研究员方晓红说，“要观察生物，得把对象冷冻了，放进

真空。没法看到活着的细胞器怎么运动和行使功能。”

一直到了 1990 年代，钻研显微镜技术的德国人黑

尔（出生在罗马尼亚）提出了新的办法。他给普通的光

源上，套上了一个面包圈一样的环装光源。“面包圈”负

责“擦除”。

“两束光波长是一定的，一束激发荧光，环形的一

束则退激发，这样就只留下中间一小块有光。”方晓红

说。如此一来，显微镜分辨度终于突破了 200纳米。黑

尔给他的这项发明取名 STED，即“受激发射损耗”。

黑尔后来回忆说，STED 的灵感是他一次躺在床上

看理论书籍时想到的，之后他立刻冲进了实验室，那是

他科研生涯最激动的一刻。

STED 技术之后，另一些技术方案也获得成功。此

次两位美国诺奖得主的 PALM 技术，思路截然不同。

STED 是靠擦除光晕提高分辨率；PALM 则是设法让光

点不要挨得太近。

利用生物基因改造，被观察的蛋白质分子与荧光

蛋白质分子整合（相当于给每个对象配一盏指示用的

灯泡）。灯泡要发荧光，先得被一种特定波长的激光激

活。PALM 技术的要诀，就是每次只给很低能量的激

光，这样，灯泡的大海之中，只有几个激活，灯泡挨在一

起的几率基本为零。PALM 会拍很多张照片，每张照片

上，都有稀稀拉拉、位置清楚的发光分子，叠加在一起

就显示出蛋白质分子精确的分布。假如在普通显微镜

下，就会呈现为模糊一片。 （下转第三版）

突破极限：看见了看不见的世界
本报记者 高 博

红血细胞、细菌、酵母细胞和精子。当 17世纪的科

学家第一次在光学显微镜下研究这些活的生物体时，

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微生物学诞生了，从此，光

学显微镜成为研究生命科学的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

之一。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光学显微镜无法突破一个物

理局限，即所谓的阿贝衍射极限——德国物理学家恩

斯特·阿贝于 1873年提出的公式证明，受光的波长等因

素影响，显微镜的分辨率是有限的。在 20 世纪的大部

分时间，科学家们都认为，光学显微镜永远无法看到小

于光的波长一半的物体，也就是说，分辨率超不过 0.2

微米。虽然某些细胞的细胞器如线粒体的轮廓在光学

显微镜下清晰可见，但它难以分辨更小的物体，这类似

于能够看到一个城市的建筑，却不知道居民们如何生

活。要充分了解细胞的功能，就需要具备跟踪单个分

子活动的能力。

阿贝衍射极限仍然成立，但美国科学家埃里克·贝

齐格、威廉·莫纳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尔借助荧光

分子的帮助，巧妙地绕过了经典光学的这一“束缚”，使

光学显微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纳米显微镜。

现在，科学家们可以监控细胞内单个分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观察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如何聚集，并在纳米水

平上跟踪细胞分裂过程。三位科学家也因在超分辨率

荧光显微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而获得 2014年诺贝尔化

学奖殊荣。

斯特凡·黑尔：挑战百年既定法则

自 1990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后，斯特凡·黑

尔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希望能绕开阿贝定义了一个

多世纪的衍射极限。挑战一个既定法则的想法是诱人

的，但他的热情遭到了德国资深科学家的质疑，因此，

黑尔躲到了芬兰，图尔库大学一位研究荧光显微镜的

教授将他纳入了自己的研究团队。

所谓荧光显微镜，就是一种利用荧光分子，比如可

与特定细胞 DNA（脱氧核糖核酸）耦合的荧光抗体，来

对细胞的某个部分成像的技术。如果抗体与 DNA 耦

合，它们会在细胞的中心发光。这种方法可让科学家

看到特定分子所处的位置，但他们找到的是一团分子，

比如纠缠的 DNA 的链，过低的分辨率使他们无法分清

单个的 DNA链。

1993 年，当黑尔在翻阅一本量子光学教科书上有

关受激发射的内容时，突然灵光乍现——受激发射可

以让荧光分子“熄灭”。1994 年，黑尔发表文章阐述了

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了所谓的受激发射损耗（STED）

方法：利用一束光脉冲激发的所有荧光分子，而另一束

光脉冲“熄灭”荧光，但每次保留一部分体积约纳米大

小分子发着光。用这样一个纳米“手电筒”沿着样品扫

描并连续地测量光强度，就能够获得一张综合的图

像。每次扫描时保留的荧光分子体积越小，最终图像

的分辨率就越高，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光学显微镜的

分辨率再无任何限制了。

黑尔的理论文章并没有立即引发轰动，但因足够

有趣，他得以进入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

工作。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研制出一个 STED 显微镜，

并在 2000年以光学显微镜从未达到的分辨率获得了大

肠杆菌的图像，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威廉·莫纳：探测单个荧光分
子的第一人

大多数的化学方法，例如测量荧光，科学家需要

同时研究数百万个分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在

梦想能够测量单个分子，因为获得的认知越丰富、越

详尽，理解就越深入，比如疾病是发展的。因此，1989

年，当在 IBM 研究中心工作的威廉·莫纳成功地测量

了单个分子的光吸收时，他也为单分子显微镜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他的实验启发了许多化学家们将目光

投向单个分子，其中就包括埃里克·贝齐格。

（下转第三版）

纳米天地由此进入人类视野
本报记者 陈 丹

埃里克·贝齐格（Eric Betzig） 1960 年 1 月 13

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美国神经科学家、发

明家、应用物理学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

研究带头人。他先后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

学系和康奈尔大学的工程物理学博士专业，1988

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贝尔实验

室工作。其主要贡献是研发了用于分子生物学、神

经科学的光学成像工具。

威廉·莫纳（William Esco Moerner） 1953 年

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普莱森顿。化学家，单分

子光谱和荧光光谱领域的著名专家。现为美国斯

坦福大学哈利·S·莫什讲座教授。1975 年，毕业于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1982 年，获得康奈尔大学

物理学博士学位。1981 年至 1995 年，在 IBM 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的研究中心担任研究人员和

管理人员。1993 年至 1994 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客座教授。1995 年至 1998 年，

在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杰出教授。1998

年至今，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

斯特凡·黑尔（Stefan W. Hell） 1962 年 12

月 23 日生于罗马尼亚阿拉德。德国物理学家、马

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之一。于

1981 年进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并于 1990 年获

得海德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91 年至 1993

年，在位于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从

事研究工作。1993年至 1996年在芬兰图尔库大学

的物理医学系从事研究工作。1996 年，被授予海

德堡大学教授资格。1997 年，成为马克斯·普朗克

学会在哥廷根的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2003 年至今，黑尔也是位于海德堡的德国癌症研

究中心高分辨率光学显微技术部门的主任。

新科诺奖得主简介

这几天诺贝尔科学奖陆续揭晓，负责提供专业信

息的英国汤森路透公司在开奖前预测了若干可能获奖

的人选，有 4 位华人科学家——张首晟、杨培东、钱泽

南、邓青云被“提名”。

如果能获诺奖，对国人来说无疑皆大欢喜。但很

遗憾，已经公布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榜单上都没有华

人科学家的名字。

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些华人科学家就此“名落孙山”

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汤森路透只是预测，它与诺贝

尔奖评审工作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汤森路透是根据什么做出预测的呢？这里要提到

一个指标，即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汤森

路透的“知识产权和科学”分部，每年都会把论文引用

情况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一个所谓的“引文桂冠

奖”。被其点名者就是预测有望得诺奖的人选。

已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大体可以反映一项科

学研究的影响力和论文作者的学术口碑。但不管怎么

说，这也只是一种预测。

汤森路透的这个预测名单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

它比较准。自 2002 年以来，被汤森路透说中的诺贝尔

获奖者已经有 36 位，其中有 9 位是在预测当年果真获

奖，有 16位是在接下来两年内获奖。 （下转第三版）

华人科学家为何落选了？
新华社记者 张忠霞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马约拉纳费米子是一种

由物质和反物质组成的神秘粒子，已经困扰了物理学

家 80 年。美国科学家近日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这

种神秘莫测的粒子，这不仅有助于量子计算机的研

制，还有助于科学家们进一步弄清暗物质的性质。

物理学家们认为，每个粒子都有自己的反粒子，

它们的质量相同，但电性相反。马约拉纳费米子却

是个例外，其反粒子就是自身，而且呈电中性。物理

学家们认为，当物质和反物质相互碰撞时，它们会相

互湮灭。但 1937 年，意大利理论粒子物理学家埃托

雷·马约拉纳提出，可能存在着一种由物质和反物质

组成的粒子，不过，科学家们一直都没有发现其蛛丝

马迹，直到现在。

捕捉到这种神秘莫测的粒子并非易事，为此，普

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阿里·雅达尼和同事使用

一款有两层楼高的望远镜来对准一个只有几个原子

长的一段细铁丝。他们将铁丝置于一大块铅上，并

将其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的零下 272 摄氏度。极冷

温度在铅中制造出了超导状态，铁丝产生的磁场和

铅产生的超导性之间的平衡产生了马约拉纳费米

子，其在铁丝的两端盘旋。雅达尼 10 月 8 日接受趣

味科学网站采访时解释道：“因为铁丝足够长，物质

和反物质能分居两端，当物质和反物质无法相互‘交

流’时，它们可以独立存在，不会彼此湮灭。”

借用这种巨大的望远镜，研究人员探测到了来

自铁丝两端的中性信号，数十年的研究和计算已经

证明，这是马约拉纳费米子的关键信号。雅达尼团

队的实验建立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学教授

阿 列 克 谢·基 塔 耶 夫 提 出 的 一 个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

2011 年，基塔耶夫预测，某种特殊类型的超导状态将

产生马约拉纳费米子，而且，这种粒子将出现在一条

线的两端。

马约拉纳费米子也是迄今还未被科学家们发现

的暗物质的备选粒子。科学家认为，组成暗物质的

粒子很难探测，可能也不会同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

就像马约拉纳费米子。

马约拉纳费米子是制造量子计算机的完美选择

之一。普通计算机内的信息被存储在“位”内，每一位

都被编码成 0或 1，而量子计算机内的信息位同时以 0

和 1 存在，但这种“叠加”状态非常脆弱。为此，物理学

家们一直在寻找使量子位更稳定的方法。马约拉纳费

米子由本应相互湮灭的物质和反物质组成，所以其非

常稳定，且呈电

中性，很少与环

境相互作用，这

些 属 性 或 许 使

其 成 为 一 种 更

稳 定 的 量 子 信

息编码方式。

神秘莫测的马约拉纳费米子被发现

8日晚，我国迎来一次观赏效果非常好的月全食，天气晴好地区的公
众都有幸观测到一轮难得的“红月亮”。本次月全食的初亏为北京时间8
日17时14分，食既为18时25分，生光时刻为19时25分，复圆时刻为20
时35分。其中，从食既到生光的阶段为最精彩的月全食阶段，时长近1
小时，公众只凭肉眼就可以看到像鸭蛋红一样的“红月亮”。

观测月全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就是天气，因时间原因、地理位置
或天气状况，与此次月全食无缘的爱好者们借助互联网、电视、新媒体
等媒介渠道关注了这一天文盛事。

右图 在海南海口上空拍摄的月亮。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尔马克（左二）宣布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新华社发（石天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