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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付毅飞）10月 7日 12

时 13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一组“吉林一号”商

业卫星发射升空。此次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航天遥感应用领域商业化、产业

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吉林一号”商业卫星组星包括 1 颗光

学遥感卫星、2 颗视频卫星和 1 颗技术验证

卫星，工作轨道均为高约 650 公里的太阳同

步轨道。其中，吉林一号光学 A 星是我国首

颗自主研发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光学成像

卫星，具备常规推扫、大角度侧摆、同轨立

体、多条带拼接等多种成像模式，地面像元

分辨率为全色 0.72 米、多光谱 2.88 米，可为

国土资源监测、土地测绘、矿产资源开发、智

慧城市建设、交通设施监测、农业估产、林业

资源普查、生态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公共应

急卫生等领域提供遥感数据支持。吉林一

号视频星地面像元分辨率为 1.12米，主要开

展高分辨率视频成像技术试验验证，可为用

户提供遥感视频新体验。吉林一号技术验

证星主要开展多模式成像技术试验验证。

此次发射的 4 颗卫星均由长光卫星技

术有限公司负责研制和商业化运营。卫星

入轨并开展工作后，该公司将通过在线和离

线方式向国内外用户提供卫星遥感数据和

各级产品。该公司今后还将研制发射一系

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为用户提供全球范围

内高分辨率遥感信息产品。

用于此次发射的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抓

总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13 次

飞行。

“吉林一号”商业卫星组星发射成功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7日电 （记者张梦然）据诺贝

尔奖官方网站消息，2015 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均已揭

晓，共 8位科学家摘得桂冠。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荣获

生理学或医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

国女科学家。

5 日晚，作为第一个被公布的获奖项目，卡罗琳医

学院将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的

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大村智以及中国

药学家屠呦呦，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

面所作出的成就。

其中，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疾

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分享一半奖金。这是中国科学

家因在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

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

最高奖项。屠呦呦亦成为了历史上第46位获得诺贝尔奖

的女性。该奖项另一半奖金则由发明了新型抗蛔虫寄生

虫感染疗法的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共享，他们共同发现

了新药——阿维菌素，其衍生物已有效地降低了河盲症和

淋巴丝虫病的几率，在对其他寄生虫疾病的治疗中也显示

出良好疗效。这两个重大发现都为人类抵抗致命疾病提

供了新的手段，每年拯救了数以亿计的患者。

6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将物理学奖授予了日本物

理学家梶田隆章和加拿大物理学家阿瑟·麦克唐纳，以

奖励他们通过对中微子振荡的研究而发现中微子有质

量这一成就。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称该研究为“粒子

世界的蜕变”，两人于各自实验中证明了中微子身份的

改变，而这种改变需要中微子有质量。该发现颠覆了

以往对物质内层运作的看法，并将证明我们对于宇宙

的理解，也帮助人们打开了中微子神秘世界的大门，目

前全世界围绕中微子展开的种种实验与研究，得以继

续热烈地进行下去。

7 日晚公布的化学奖，授予瑞典科学家托马斯·林

达尔、美国科学家保罗·莫德里奇以及土耳其科学家阿

齐兹·桑贾尔，以表彰他们在“DNA 修复的细胞机制方

面”所作出的贡献。委员会的颁奖理由是，三位科学界

先驱的研究工作向人们揭示了细胞在 DNA 修复方面

的“工具箱”——在分子水平上描绘出了细胞是如何修

复受损 DNA 并进行遗传信息维护的路径，向人们提供

了活细胞功能的基础知识。该成果将有助于人类攻克

先天遗传病，并开发出新的癌症治疗手段。

2015 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项揭晓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威廉·坎贝尔、大村智和屠呦呦；物理学奖授予梶田隆章

和阿瑟·麦克唐纳；化学奖授予托马斯·林达尔、保罗·莫德里奇和阿齐兹·桑贾尔

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困

扰了人类几千年，对全人类

的健康构成严峻的威胁。特

别是，寄生虫病影响了全世

界最贫困的人口，成为改善

人 类 健 康 和 福 祉 的 巨 大 障

碍。而今年的诺贝尔获奖者

已经开发出了能够革命性医

治某些最具破坏性寄生虫疾

病的疗法。

美 国 德 鲁 大 学 寄 生 虫

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大

村 智 教 授 共 同 发 现 了 一 种

新 药——阿维菌素，其衍生

物有效地降低了河盲症和淋

巴丝虫病的几率，在对其他

寄生虫疾病的治疗中也显示

出较好的疗效。中国女科学

家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

种药物显著地减少了疟疾患

者的死亡率。

这两个重大发现为人类

抵抗致命疾病方面提供了新

的手段，每年拯救数以亿计

的患者，在改善人类健康和

减少痛苦方面贡献巨大。

寄生虫造成
大范围破坏性
致命疾病

我们生活在复杂的生物

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有人类

和大型动物，还有大量其他

生物会伤害到我们甚至导致

我们死亡。

各种各样的寄生虫能引

起疾病，医学上重要的寄生

虫是寄生蠕虫，折磨着全世

界 1/3的人口，特别是在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中美

洲以及南美洲影响普遍。河

盲症和淋巴丝虫病就是寄生

虫引起的两种疾病。顾名思

义 ，河 盲 症（也 称 盘 尾 丝 虫

病）因导致眼角膜慢性炎症

最终会导致患者失明，而困

扰超过 1亿人的淋巴丝虫病会引起慢性水肿，导致终生

残疾，典型症状表现为比如象皮肿（淋巴水肿）和阴囊

鞘膜积液。

疟疾是我们已知与人类共存时间最长的疾病，它

是一种由单细胞寄生虫引发的蚊媒疾病，单细胞寄生

虫侵入人类红细胞引起发烧，严重情况下造成脑损

伤。世界上有超过 34 亿人口处于感染疟疾的风险之

中，每年有 45万人深受其害，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细菌和植物中找到抗寄生虫新疗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持久治疗寄生虫疾病的进展

有限，但今年的获奖者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尴尬的

局势。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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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媒体这两天铺天盖地的滚动

报道、手机微信不断被刷屏的热闹

劲儿相比，85 岁的屠呦呦看上去就

像一个局外人——她的超然和淡定

几乎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但她偏偏又处于这场“风暴”的

中心，甚至可以说，她才是这场“风

暴”的制造者——就在人们为她获

得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个诺贝尔奖科

学奖而欢呼鼓舞时才赫然发现，这

位做出了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

的科学家，竟然不在代表着中国最

高学术水平的“院士”之列！不仅如

此，她甚至没有博士学位和留洋背

景，而且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的

论文少之又少！

尽管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成功

研发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在过去的很长

时间内，屠呦呦的工作在国内却得

不到清晰的认可，更别说申报“院

士”头衔了。

对于屠呦呦获得诺奖，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如是评

价：屠呦呦获诺奖是对中国科技体

制的一个冲击，是今天的人们不能

不反思的问题。

饶毅在与人合著的《中药的科

学研究丰碑》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

段话：“1970 年代早期，多数中国科

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生存而

无机会开展研究。两位年轻的研究

者屠呦呦和张亭栋，分别在发现抗

疟新药青蒿素和揭示砒霜化学成分

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的

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回顾 40年前

开始的历程，不乏曲折和反讽。虽

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生

命，两位研究者迄今未获国内外充

分肯定，屠呦呦有争议、张亭栋基本

默默无闻。相关的文献埋没于冷僻

的杂志和一般不易看到的内部会议

资料。”

就是这样一位没有获得国内外充分肯定的科学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带领着自己的同事在调查了 2000

多种中草药制剂后，选择了其中 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

药方。最后，从 200种草药中，得到 380种提取物在小白

鼠身上进行抗疟检测，在经历了190次的失败之后，才获

得了实验的成功。为了检测药物在人体中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她和同事又勇敢地充当起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

上进行实验，使青蒿素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了一种令人

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 （下转第八版）

﹃
暴
风
眼
﹄
中
，她
为
何
如
此
淡
定
？

本
报
记
者

罗
朝
淑

工作中的屠呦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大陆科学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诘问，于

2015年10月5日17时30分终结。没想到这一刻真的到

来时，各种“吐槽”瞬间在网上“爆棚”。许多人把目光集

中在屠呦呦的“三无”身份上，即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

景，无院士头衔。按他们的逻辑，因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获

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三无”，所以科学界以往那些荣誉、

职位、学位和称号等大打折扣，甚至一文不值。

古代希伯来人发现，健康的人身上有虱子，有病发

烧的人身上没虱子。于是，他们高兴地得出结论：虱子

能使人健康。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人在发烧时，身上的

虱子觉得不舒服，嫌热才逃离。因果联系是世界万物

之间普遍联系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但

问题在于，并不是任意两种现象之间都存在因果联

系。谁规定中国大陆科学家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必

须在院士中产生？以屠呦呦获诺奖来推断和评判院士

制度优劣，便是犯了和古代希伯来人同样的错误。

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包括院士制度当然有种种

弊端而且亟待完善，但它一定是理性改良的结果，而

不可能在情绪化的宣泄中完成。另一方面，无论院士

头衔、博士学位，还是在《自然》《科学》等顶级国际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都只是对科学家的评价手段。既然

是评价手段，就不可能十全十美。诺贝尔奖又何尝不

是！拿科学成就来说，获奖者不一定高于其他科学

家，或者说其他科学家不一定逊于获奖者。就中国科

学事业而言，没有这个奖时照样发展，得过这个奖后

也未必因之加速前进。评价科学家的这些手段之间

当然会有一定联系，但肯定不是必然联系，更不是因

果联系。屠呦呦获奖是好事。好事来了，咱们最好淡

然处之，而不必过度解读。否则，不是存心塞私货的

话，那就是庸人自扰了。

收藏界有种说法，叫“捡漏儿”。在某种意义上，

“三无”的屠呦呦是且只是一个“漏儿”。试图以她的

“三无”否定现有科学共同体秩序的观点，无论多么具

有煽动性和蛊惑性，都不足信也不可取。没读完大学

的比尔·盖茨成功了，美国人没有因此停止大学招生；

不会说外语的屠呦呦得了诺奖，中国人同样不会因此

取消外语教育。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这个

道理平时谁都懂得，就算突如其来的喜讯让人有些懵

懂，也不该失去起码的辩证能力。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在科学道路上孜孜以

求的探索，终被国际科学界以“21响礼炮”的最高礼仪认

可和肯定。事实上，这件事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是，科学

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急功近利的行为无法创造一流

的成果，只有在寂寞的长跑中不言放弃的人，才有希望达

到光辉的顶峰。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圆

了一个中国梦。请为她点赞，别拿她说事儿！

别 拿 屠 呦 呦 说 事 儿
刘亚东

国庆长假期
间，免费开放的扬
州科技馆吸引了
众多家长和孩子，
馆内展出的科普
机器人成为孩子
亲密接触科技知
识的好伙伴。小
朋友们在家长的
带领下与机器人
互动，看机器人表
演，增长知识，开
阔眼界。

图为 10 月 7
日，小朋友们在家
长的带领下在江
苏扬州科技馆看
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发
（濮良平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根据科技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实施方案的部署，9月 30日，科技部部长万

钢以“谋事创业、依法行政、严以用权”为题，为科技部

机关、直属事业单位、科技日报社全体干部及部分离退

休老干部作专题辅导报告。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主

持报告会。

万钢结合对落实“三严三实”的思考，从谋事创业、

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依法行政、为科技创新保驾护

航；严以用权、建设创新、法治和服务型机关等方面，为

科技部干部作了一场生动的辅导报告，全面阐述了科

技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依法行政的形势任

务，结合“三严三实”的要求，对科技部各项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

在谋事创业方面，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关于科技

创新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这些新思想具有丰富

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

观的创造性发展，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于指导新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

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依法行政、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科技部干部

职工不能故步自封，要勇敢地承担起改革的重任，制定

政策法规措施，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不能墨守成规，要善于发现问题，完善法律法规，

积极试点先行，构建法治的保障体系。要敢于自我革

命，主动转变工作方式，满怀热情地服务于创新主体。

科技部要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加快推进科技计划

管理改革；要加强科技创新立法，发挥立法对创新驱动

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营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

开放有序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通过政府权力做“减

法”和公共服务做“加法”，来换取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

“乘法”效应。

在严以用权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则办

事，对群众有敬畏之心，对自己要有慎独之戒，不扰

民、不烦民；要重心下沉，关切和推动区域、地方的创

新发展；要积极有为，为创新主体、科技人员做好服

务；要提升能力，激发全部上下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放、管、服”三管齐下，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建立健全

“群众点菜机制”。

万钢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进入新常态，创新驱

动发展的方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新赛场、新规则需要

我们加强学习和研究，不断更新知识，探索规律，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掌握主动。 （下转第八版）

科技部部长万钢作“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辅导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