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一些急救方法，不仅可以在遇到突发

情况时自救，更能挽救他人生命。”雾霾笼罩下

的北京市玉渊潭公园内，何忠杰不断向驻足的

人解释着。

10月 10日，是第五个“急救白金十分钟——

全国自救互救日”。

这一天，在全国 31 个省 108 个城市，共有

200 多个医疗机构、红十字会、救援组织等共同

发起，与各属地及媒体等超过 300多家单位共同

参与了这一公益活动。今年活动主题是“做自

己的急救医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放科

普宣传彩页 12 万份、文化衫 800 件、科普问卷及

图书等 2万多份。

何忠杰，“急救白金理论”的创始人。作为

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危重症中心

ICU主任，他见过了太多生离死别，“最让人遗憾

的是错过了救人的最佳时机，而导致的死亡。”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是医院的本职，

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是对的。”何忠杰说，可一

旦出现紧急情况，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又不能及

时赶到现场时，身边人如能及时有效地开展自

救互救，就能为专业医疗救助打下坚实基础，从

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残、死亡的发生。

据统计，意外发生后的前 10 分钟，在救护

人员到达前，患者的死亡率高达 50%以上。把

握住这宝贵的 10 分钟，就可以为患者争取更多

生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何忠杰用“白金”来

命名这宝贵的 10 分钟，“急救白金十分钟的理

论基础是由急救空白时间、创伤流行病学、急

症死亡流行病学、急救链的再认识、急救时效

性规律等组成”。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老山自行车场馆

发生了南非教练里昂呼吸心跳停止事件。何忠

杰第一个冲到现场，实施并指挥了医疗现场及

转运工作，成功现场恢复了里昂的心跳和呼吸，

为成功抢救起到关键作用，创造了奥运医疗保

健奇迹。

“急救白金十分钟”其实是何忠杰的一个

“副业”，他坦承自己由于忙于日常工作，并没有

太多的精力投入其推广。从第一年到现在，“急

救白金十分钟”的推广，全是靠学术交流等活动

中的朋友等，大家一起凭兴趣和身为医生的责

任感做起来的。

长期从事急危重症领域临床工作的何忠

杰，爱琢磨，爱钻研。他提出了“创伤小组管理

原则”、“急救的时效性”、“急救时效值”等急危

重症救治观点，倡导“急诊—ICU 一体化”模式，

还总结出有呼吸阶梯管理、8部位 16点静脉通路

建立技术，并研制了骨髓输液枪、便携式环甲膜

穿针等急救器械。

但最让何忠杰高兴的是白金十分钟逐步获

得的认可。“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

日”公益科普宣传活动历经五届，“初见成效，初

具规模”何忠杰告诉记者，北京作为活动的起源

和中心，北京站活动得到政府科普立项，获得政

府、学会科普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强大政治支

持，活动已被逐步培育成北京市的急救科普平

台，其它各地区虽不及北京站系统、完善，“但无

论哪种都各具特色，为该活动的发展奉献了一

份力量，形成了一种文化”。

何忠杰：为了“十分钟”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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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马说》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

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若把

“千里马”换成“古鸟类”，然后用在中国著名古生

物专家周忠和身上，恐怕再恰当不过了。

周忠和，因为1990年的一次独自探访，让辽西

热河古生物群及至整个世界的古生物化石谱系上，

又增添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古生物进化脉络的里程

碑——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完整的古鸟化石。

当时的周忠和没有想到，在化石中默默寻觅

生命遗迹的科研工作，会在若干年后带给他、以

及他的中国同行如此高的世界级荣誉和责任：

45 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所长，同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46

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入选 2012 年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首席科学家，并被推荐至“万人计划”，

入选 2013年国家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他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上发表 50多篇

学术论文，有关成果多次入选美国《发现》杂志年

度百项科学新闻、《时代周刊》年度世界十大科技

发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中国十大科

技进展新闻；

美 国 著 名 古 鸟 类 学 家 Alan Feduccia 曾 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称：“周忠和

的发现带动了随后发生的鸟类进化历史上最为

重要的突破。”

……

周忠和：古鸟类化石的当代伯乐

■亮相

就在记者为初次见面做深呼吸时，推门迎面

扑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水墨画般的剪影，层层叠叠

的书籍和学术刊物，堆满了书桌和沙发，用“文山

书海”形容周忠和的办公桌，丝毫不为过。

紧接着，从桌子后面绕出来握手的，也是一

个高壮的剪影，一路带我们走过充满书卷气味的

走廊，来到小会议室，才看到周忠和充满童心童

趣的灵动眼神。

直言快语的周忠和很谦虚，“我个人的经历

就不要讲了吧，还是要多看看未来。”实际上，能

取得今天的不平凡成就，还真得从他看似平凡的

学术生涯说起。

1982 年，周忠和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

物学与地层学专业，之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

部研究古鱼类，1990 年毕业后进入古脊椎所参

加辽西科考，在波罗赤的一条小山沟里，他发现

了一块鱼类化石，属白鲟科，是现代长江白鲟的

最早祖先。这让他很兴奋。

科考结束后，当其他人沉浸在 1990 年北京

亚运会的精彩纷呈时，周忠和独自一人兜兜转

转，再次来到那条小山沟，竟意外发现了两块保

存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带回北京后，专家仔细

研究得出结论，化石距今有 1.2亿年左右，而这一

时期的鸟类化石在全世界都很稀少。

命运的转折来的如此突然，又如此必然。用

媒体的话说，周忠和从此“弃”鱼“从”鸟，专攻古

鸟类。

1992 年，他与同事为辽西发现的鸟类化石

命名为“燕都华夏鸟”。经分析，这是一种反鸟，

其某些骨骼特征与现在的鸟类相反。同年，周忠

和在国际古鸟类学术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发现，与

会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

化史上的空白。

周忠和回忆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刚刚硕士

毕业就发现了重要的鸟类化石。”周忠和的“运

气”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几年里，周忠和与他的

甩掉框框扎扎实实做学问

虽然一直崇尚“老实人要做老实事”、“要有坐

冷板凳和把板凳坐坏的决心”。但周忠和至今难免

被人问起一个问题：研究古生物学究竟有什么用？

他会开着玩笑说，“如果我当初考上了第一

志愿化学系，可能合成点药物什么的更有用”。

其实，古生物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除了

能够撰写生命史书，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等基本问题外，还会对宣扬达尔文进化论、预

测未来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的影响、提高国民

科学素质等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科学

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实，问这个学科有没有用，本身就有些功

利。自然科学人类探索自然本质的基础科学，同

样的，所有基础科学的发展都不是面向当前实际

的，很多时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使然。人

类很早就怀揣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直到近代才

产生了飞机、火箭、宇宙飞船，要知道，人类能飞

上天、能踏上月球、能探秘火星，是无数个基础科

学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周忠和认真地分析说。

古生物学这个门类虽然在“满足国家需求”

这一项开题计划上很“无语”，但它确实又为中国

人在国际学术上挣了“面子”。近年来，我国在古

鱼类、两栖类、恐龙类、翼龙类、海生爬行类、古鸟

类学和古哺乳动物及地层学，以及古人类学等领

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周忠和用“井喷”来形容近 20年中国古脊椎

动物学研究态势。他的同事、因“二连巨盗龙”声

噪世界古生物学界的徐星说，“这得益于前辈留

下来的淡泊名利的传统，以及周所长为研究团队

营造的世外桃源。不功利、不浮躁，才有今天厚

积薄发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前身，是 1929 年成立于北京的农商部地质调查

所新生代研究室，多年来，相继产生了杨钟健、裴

文中、吴汝康、周明镇、贾兰坡、张弥曼、吴新智、

邱占祥等杰出学者。

周忠和说：“我们所学风好，都是老实人，都

在做老实事。我个人真的没什么，团队里有好多

人都比我厉害。”他如数家珍——徐星、王元青、

张福成、汪筱林、王原等课题组中的一批中青年

人才已成为各分支领域的中坚力量。

说话间，会议室门口走过一个年轻的研究

员，眼神平和、表情淡然，后背上挂着一个有些残

旧但相当实用的帆布双肩背包……

科学人不要太功利太浮躁

他出生于湖北农家，怀着让农民富起来的朴

素愿望，在棉花研究领域一干就是 30多年；他先

后主持培育 20 个短季棉新品种，创新国产抗虫

棉自主品牌并为优质棉育种奠定基础。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棉花育种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

喻树迅。

“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做农业先进

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要为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

服务，培育优良的作物品种就是实现这两个目标

的一条途径。”喻树迅在长达 30多年的棉花育种

科研生涯中，一直坚守这样的信念，奋斗并履行

着这份责任。

喻树迅 1953 年出生于湖北麻城，从小参加

生产队棉花生产，对棉花生产的繁重劳动深有感

受。1979 年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遗传育种专

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从

事棉花遗传育种工作。

上世纪 80年代初，由于棉花生长时间长，我

国北方只能种一季棉花，加上人多地少，粮棉争

地矛盾日益突出，棉农盼望一季春棉变棉麦两

熟。针对当时生产需求及黑山棉 1号生育期长、

不抗病等重大问题，在刁光中先生的带领下，喻

树迅和大家一起进行短季棉育种攻关，相继选育

出早熟性好，生育期较短，适合麦棉两熟的早熟

新品种中棉所 10号和中棉所 14、16等，缓解了粮

棉争地矛盾，掀起了黄河流域棉区耕作制度改革

的高潮，成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区麦（油）棉

两熟栽培的主要短季棉品种，使我国短季棉抗病

育种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 世 纪 90 年 代 ，我 国 棉 区 棉 铃 虫 大 暴

发 ，每 年 造 成 经 济 损 失 100 亿 元 以 上 。 喻 树

迅和他的研究团队迎难而上，通过主持棉花

转 基 因 专 项 ，建 立 上 、中 、下 游 合 作 机 制 ，利

用合作单位抗虫基因，研发出作为模式化转

化 受 体 的 中 棉 所 24，大 大 提 高 了 转 化 效 率 ，

为 形 成 年 产 转 基 因 棉 株 8000 株 的 能 力 发 挥

了重要作用。

喻树迅主持培育中早熟抗虫棉中棉所 45，

该品种生育期 128天，为国家麦套棉区试对照品

种。麦棉套种的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中棉所

45、中棉所 35 选育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年来，他又主持培育短季转基因抗虫棉品种 6

个 。 其 中 ，中 棉 所 50 霜 前 皮 棉 比 对 照 增 产

29.4%，为河南省早熟区试对照品种，目前，已成

为冀鲁豫短季棉主推品种。

喻 树 迅 先 后 主 持 了 两 项 国 家 973 计 划 项

目，根据我国棉花产业对优质纤维的需要，组

织协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开展棉花

纤维品质基础研究工作。该项目中期评估和结

题验收均为优秀，并进入 973“十一五”重大成

果展。

喻树迅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了作物

育种工作上。儿子出生那天，作为丈夫和父亲

没能守候在妻子和孩子身边。由于工作繁忙，

从事棉花研究 30 多年来，喻树迅回老家探亲的

次数屈指可数，就连父亲和母亲去世时也未能

尽孝……

2007 年，在他的带领下，首次启动了我国棉

花基因组测序计划。2014 年 4 月，亚洲棉（A 基

因组）全基因组测序组装全部完成，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 Nature Genetics。该研究为我国在世

界棉花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先机，达到了国际领

先地位。 （新华社）

喻树迅：守望棉田三十载文·马意翀

同事们又在同一地点发掘采集到共计 20余个鸟

类化石个体。这些化石后来被分别命名为几种

不同类型的古鸟：燕都华夏鸟、郑氏波罗赤鸟、北

山朝阳鸟和始华夏鸟等，周忠和等称这一鸟群为

“华夏鸟群”。

教材和书本上的知识，尽管都是前人探索的

智慧成果，但固步自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周忠和说：“中国有最好的化石资源，我们又

赶上了好时候。但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除了

扎实的基础，还需要好奇心、想象力，以及挑战权

威的勇气。”

正是跟这只古鸟结下的良缘，引领周忠和与

他的团队成员在鸟类、中生代恐龙、哺乳类、翼龙

等脊椎动物演化以及热河生物群等领域的研究

中，特别是在早期鸟类的系统发育、分异辐射、飞

行进化、功能形态、胚胎发育和生态习性的分异

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发现和成果，提出或修订

了若干理论或假说。

这些成果已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

一大亮点，并使我国逐渐成为当今国际该领域最

重要的地区之一。很多周忠和探索的知识，已经

被写进国外的教材中去了。

“说起来，达尔文还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

进化理论在古生物学界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不管鸟类是否由恐龙进化而来，我们所做的努

力，就是帮助人类认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球，

进而对地球上存在过的生命和自然产生足够的

敬畏。”

认真思考过科普责任的周忠和，在面对公众

表现出的对史前地球的浓厚兴趣时，真诚热切地

提出，“对公众科学思维的启蒙和教育，有时候比

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本身更重要”。

拿古生物研究来说，犹如管中窥豹，见一斑

而知全部，联想能力和推理能力缺一不可——

既要能从现有的不完整的化石中抽丝剥茧、读

出过往时空留给现代人的信息，还要有能力把

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假说联缀起来、还原出来并

验证它们。

每天与冰冷的石头打交道，周忠和从不觉得

枯燥：“这些化石会‘说话’，里面包含着很多信

息，告诉我们地球生物的演化历史、地球环境的

变化。可以说，我们古生物学家是在撰写几十亿

年的生命史书。”

“同样地，基础科学就是把人类最原始的各

种好奇心打上一个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每个问号

都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从过去到未来，从牵引到

后果，从主干到分支，知识无尽，乐趣无穷。”周忠

和沉思道，“或许这就是基础科学的魅力所在。

而真正能沉得住气、把问题追问到底的人，首先

一定是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这一点，我觉得

毋庸置疑。”

可以肯定的是，古鸟类的“伯乐”周忠和，还

将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做个人才“伯

乐”。

周忠和深陷在沙发中，眯起一双慧眼，由衷

地对这项事业感到“非常享受”。

启蒙科学思维比普及知识更重要

芬兰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芬兰经济

最近遭遇两次沉重打击，而这均

与苹果公司有关。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上周

五将芬兰主权信用评级由之前的

AAA 下调一级至 AA+，主要因为

经济发展缓慢所致。同时，标准

普尔还将芬兰的经济前景展望从

“稳定”调低至“消极”。在过去的

三年间，芬兰的 GDP 一直处于下

滑趋势。

对此，斯图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与苹果公司脱离不了关

系。他说：“听起来可能有点古怪，我想可能会有人说，iPhone扼杀了

诺基亚，iPad淘汰了芬兰造纸商。但是，我们还会反弹。”

斯图布进一步解释说，芬兰最近遭遇两次经济打击，首先是诺基

亚的落幕，其次是芬兰造纸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苹果和 Android 设备厂商的激烈竞争，诺基亚已被迫将手

机业务出售给微软。今年 4月，这笔交易正式完成。

同样，由于消费者从传统的印刷媒体转向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

读器等设备，芬兰的造纸行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芬兰总理：
苹果公司把我们害惨了

10 月 11 日，“传承中国 C4 论

坛暨 2014 年会”在北京举行。爱

奇艺首席执行官龚宇做了演讲。

他 讲 到 ，航 班 普 及 WiFi 是

一个趋势，如果这样，航班上就

可 以 随 时 打 电 话 随 时 回 邮 件 。

他更惊人地提出，电影院一定会

消失，至少是现在这种形态的电

影院一定会消失，电影院的一个

职能是视觉听觉效果好，但人类

技术会实现不用去影院就能达

到好的视听效果。

“电影院一定会被消灭，电视也一定会被消灭，因为他们是顺序

播放的，受时间的限制。而人的本质是要自由的，不需要规律的时间

和地点来看视频。电影电视会被新出现的视频形式所取代。”龚宇强

调，爱奇艺比别人晚了四五年的时间成长起来，现在超过其他行业的

竞争对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砸钱，“该砸钱的时候千万别手软。”

龚宇：
电影院一定会消失

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爵

士上周应邀出席了伦敦 IPExpo

Europe 大会并发表演讲，他追忆

了互联网 25 年来的发展史，并提

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

首先他指出，自己并不因为

在最初版本的网络中加入更多安

全机制而感到后悔。他说：“如果

一开始就太困难的话，它可能根

本就发展不起来。”

与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其他企

业家一样，他担心如果互联网一

开始做得太复杂，可能根本就没有人会接受和使用它，那样它可能连

发展壮大的机会都没有。

他随后谈到，提高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对互联网来说很有必要。

他说：“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个人隐私已经荡然无存了；我倒认为

这种说法很不靠谱。我们必须建立起能够保护个人隐私的系统，人

们有权看清他们的数据将被如何使用。”

他以个人病例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个人病例应该能够让医

生和亲人看到，但是肯定不应该让保险公司看到。他说：“我们应该

建造这样的一个世界，人们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数据并自行决定将

数据卖给谁。用户们拥有个人数据的控制权、访问权和所有权。”

他希望，提供个人数据访问通道的机制可以促成“富数据”而非

“大数据”的结果。前者对用户本人以及获准使用它的人很有价值，

而后者则是他非常厌恶的一个词。

他说：“当你在杂志上看到有关大数据的文章时，文章谈论的可

能是大公司正在通过何种方式偷窥你。很多大数据对我都是威胁。

这些人会如何使用那些数据？他们打算向你发送令你反感的关联广

告，关联广告绝非未来的发展方向。”

伯纳斯李称：“那些公司掌握的关于你的数据对它们而言的价值

并不像对你自己而言的价值那么高。假如我拥有将近一年的 Moves

（Facebook 的一款地理位置追踪应用）数据，那么我就能够看清我的

健身活动是如何变化的。总的来说，如果你把所有的数据都集合在

一起，你就能够在电脑上得到自己的生活历程，你也可以使用它们。

那种信息对我比对云重要得多。”

万维网之父：
关联广告绝非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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