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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科学精神面面观

科学精神名家谈

“无忧的生活是科研人员静心工作的前

提；要像鉴赏艺术品那样欣赏科研人员的新

思想；要摒弃唯论文至上的考核评价观，把对

研究成果的评判权留给专业委员会……”谈

到如何弘扬科学精神，做好基础科研，旅美科

协总会理事会主席陈志雄博士向科技日报记

者道出他的感悟。陈志雄也是美国纽约玛希

学院终身教授、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和

信息安全中心主任。

科技日报：基础研究很重要，但平常科研

工作也许会很枯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科

研人员静下心来搞基础研究？

陈志雄：从事基础研究要耐得住寂寞，

但如何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

一些原创性的研究？无忧的基本生活是科

研人员静心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比

如，旅美科协曾经邀请过在美国一个著名的

华裔数学家做主旨演讲。他在成名之前曾

在一个大学里任助教，而且不是一个永久性

的工作。但就是这样一份职业就能保证其

衣食无忧，从而使他能潜心研究他钟爱的数

学问题，最终取得重大成就。科研人员有了

较高的物质保障，就不会忙于追求各种各样

的评价结果以获得晋升机会，在科研工作中

弄虚作假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因为作假的

成本会高到让他失去社会的尊重和体面的

生活。基础研究结出硕果，靠的是长年累月

的心无旁骛的坚守，生活无忧是最好的外部

环境。

科技日报：基础研究并不容易出成果，如

何鼓励科研人员潜心做科研呢？

陈志雄：要像鉴赏艺术品一样欣赏科研

人员，而不是仅以论文的发表和被引用数量

作为评价标准。一个具有独到眼光的科研

人员，一生可能不见得有很多的论文发表。

我本人从 IBM 研究中心离开到学术界时，曾

写过一篇项目申请书。负责审核的一位老

教授对项目内容不太明了，存在一些疑问，

但她认为该项目可能是语言表达不是很精

确，但具有新颖的思想，最终果断地给予资

助。她的评价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基础

研究的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基础

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创造出“与众不同”，这也

是创新的灵魂所在。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

科研人员，必须营造出慧眼识英雄甚至支持

“异类”的欣赏氛围。

科技日报：基础研究工作日常又该如何

考核呢？

陈志雄：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和考核标准

如果只是基于论文的发表，那么科研人员为

了应付评价等次和考核结果，势必无法沉下

心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从而冒出急功

近利抄近路的现象，甚至滋生出弄虚作假

和贪污腐败。有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往往会

热衷于在别人已经做过的比较热门的研究

领域进行修修补补，而不愿独辟蹊径进行

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因为跟随式研究最保

险，失败的风险相对较小。但这样的研究

除了成为晋升的阶梯外，往往没有真正的实

际价值，久而久之，创新的土壤和环境也就

不复存在了。

科技日报：基础研究的很多成果并不能

马上有所应用，那么该怎么看待和评判？

陈志雄：要把评判权留给专业人士。我

就职的学校，对研究成果的评判，基本上由专

门的学术委员会召集并决定，院系的行政领

导基本无权干涉。科研人员职务职称的晋升

则是数年进行一次，其中能否申请到美国科

学基金会（NSF）的项目也是一个重要的指

标，因为 NSF 项目的评审被公认是非常严格

的，明确要求评审专家只要和申请人有过任

何形式的合作包括他们的学生就必须回避，

以确保项目评审的公正公平，而且专家在评

审时基本上不掺杂人情因素，不考虑项目申

请人的学术地位，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

创新。总之，评价是个风向标，要鼓励真正具

有创新气质的人员和项目脱颖而出，这就需

要有包容精神，允许具有新创意、新思想的项

目失败，不容失败的项目评价机制最终只会

催生出平庸。

创新要懂得优待、欣赏和包容
——访旅美科协总会理事会主席陈志雄博士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冯卫东

“每个人在幼年时都是科学家，因为孩

子和科学家一样，对自然界的奇观满怀好

奇和敬畏。”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如是说。

8 月初，在面向青少年的大型科学实

验类节目《加油！向未来》第三季录制现

场，记者颇有这样的感受。

把去了壳的生鸡蛋放进水杯，通过记

录下 21天实验过程的视频，小观众们惊奇

地看到，蛋黄部分从第一天到第八天逐渐

呼吸、有了心跳，接着心脏、眼睛和尿囊开

始发育，到第9天长出小小的翅膀和腿……

节目中最小的选手徐晨阁很兴奋，给

无壳孵化小鸡取名“爱迪生”，意喻“可爱的

它，在爱的环境下启迪了我们”。

总导演贾闪闪、章缘缘表示，节目之所

以采用科学实验的形式呈现，是因为其对

于科学认识活动起着决定的作用。以往的

节目中，传达了这样的理念：科学严谨但也

可以不严肃、科学可以高端但不高冷。而

此次第三季提炼出的“科学+”概念，意指

科学可加上国防、体育、艺术等无处不在。

科普正是能够给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颗科

学的种子，为他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

青少年的成长关乎国家的未来，除了

让他们看到科技成果外，科普更要加大对

科学精神的培育，使之扎根于他们的心

田。那么，以怎样的方式在科普中普及科

学精神？

在节目制片人、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

司创意副总监王雪纯看来，科学精神，融化

在科学家的日常之中，难以抽象地提炼成

一些名词形容词来界定。“若要传给青少年

观众，不必刻意强化。节目每一项科学实

验的点滴间，渗透着科学态度，激发青少年

敢于质疑、敢于创新的精神。而我们所做

的就是，首先用眼前发生的事实吸引他们

的注意力，然后让他们沉下心观察，不急于

下定论，能去研究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这就够了。”

王雪纯感慨道：“其实，我们一直在不

断摸索之中，制作这档科普节目犹如在做

科学实验。主创团队每一个人都曾反观自

己的成长过程，发现在学习中往往没有学

到‘究竟’，学科背景比较薄弱，我们不希望

当今的青少年像我们一样，由此，我们倡导

从小培养青少年的全面素质，建立跨学科

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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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中培育求真务

实的科学精神，赋予其独立

而健全的人格，科普教育是

一种必要手段。而如何使之

领会科学精神的真正内涵，始终是个有挑

战性的命题。

日常生活中，长期充斥着一些反科学

的观点及做法，比如学校教科学时，老师只

教知识点。知识点固然关键，但更重要的

是点与点之间的联系——科学是成体系的

知识。照本宣科教学生，没有使其思考、实

践，这只是在“灌输”。

节目的可贵之处在于，先用博人眼球的

科学实验抓住了青少年的注意力，然后，于科

学实验过程的点滴之间，科学精神无形渗透。

润物细无声，教育，理应如此，本应如此。

（点评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
曹则贤）

专家
点评

2018年内蒙古花季旅游河套向
日葵旅游文化节正在巴彦淖尔市五
原县举行。巴彦淖尔地处河套平原，
向日葵是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年种
植面积 400多万亩。近年来，巴彦淖
尔市已逐步形成以葵花经济作物带
动葵产业观光、葵花籽加工、乡村旅
游为一体的经济发展格局。

图为 8月 9日，在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五原县，游客在葵花丛旁拍照。

新华社记者 彭源摄

金色葵海

装扮河套

8月 9日，记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系列展《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
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上看到：展览展出了500件出水精品文物，是江口古战场遗址考
古成果首次公开全面展示。展览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
活等方面的历史。

图为观众观看国家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海口 8月 9 日电 （朱小刚
记者江东洲 刘昊）“通过扫码可以看到菜

的来源和对摊主评价，让我们买得放心、吃

得放心。”9 日上午，在海口头铺农贸市场

买菜的吴女士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由海口市信用办、海南省信用协会、海

南源圆科技有限公司、建行海南省分行联

合打造的海口市智慧信用农贸市场近日在

海口头铺农贸市场率先启动。智慧信用农

贸市场采取“一证一物一码”的模式，以电

子结算方式实现食品追溯。这种“信用+

溯源+支付”智慧农贸新模式，通过食品的

交易数据掌握摊主诚信经营的信用记录，

再根据摊主从业行为，建立特定的信用评

分标准，从多个考核维度对摊主从业信用

信息进行量化评估，并在摊位前公示。通

过溯源大数据的采集，为政府管理部门提

供决策依据，为消费者提供可信数据分享，

将大大加快食品安全推进过程。

记者在海口头铺农贸市场内看到，每

个摊位上有一个扫码显示记录支付仪器，

它与摊位上的电子秤连在一起。购买的菜

经过电子秤后，其价格等信息会显示在显

示屏幕上，屏幕随即产生一个支付二维

码。通过消费者买菜扫码支付，将各个摊

位供菜安全与诚信记录在案。

“我们做得好，信誉高了，广大市民自

然相信我们了，这样回头客就多了。”海口

头铺农贸市场蔬菜区摊贩谢芬莲说。

海口市金融办副主任马济渊表示，打

造农贸市场“信用+溯源+支付”智慧市场

新模式，实现海口农贸市场信用应用与溯

源体系建设的业务协同和技术对接，推动

农贸市场领域信用信息记录、公开、共享、

使用和奖惩，将有效推动海口创建国家信

用示范城市建设和农贸市场肉菜流通追溯

体系在海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与政府相关部

门的对接，完善智慧农贸市场中菜品的种

养殖和检验检疫信息，真正实现‘源可溯’

‘菜可评’。”马济渊说。

海口：智慧信用农贸市场让百姓吃上放心菜

诚信建设万里行

科技日报北京8月9日电（记者唐婷）记者

从国家防总获悉，据气象预报，8月10日—15日，

我国西北东北部、华北、东北自西向东将有一次

较强降雨过程，累积面雨量一般为30—70毫米，

其中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京津地

区、河北中北部、辽宁大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

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0—120毫米。

为做好此次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总于

8 月 9 日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省（自治区、直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黄河、海

河、松花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辽河流域防汛

抗旱协调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高度重视此

次强降雨防御工作，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强

化预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

化；加强薄弱环节防范，突出抓好局部强降雨

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山洪灾害和中小河

流洪水防范。

国家防总：

北方将迎新一轮强降雨

科技日报长沙8月9日电（记者俞慧友）
“湖南正积极从‘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迈

进。借此契机，长沙积极打造‘中国种业硅谷’。

我们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杂交水稻、杂交油菜、

杂交辣椒……”9 日，在长沙市人民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说。同时，

记者获悉，9月 5日至 7日，以“峰会+展会+田

间”为展示形式的首届中国（长沙）种业硅谷

峰会暨种业创新成果博览会，将在长沙举

行。届时，数百名国内外种业专家、行业能手

将聚集长沙，不仅在会议室研讨，还将到田间

“开会”，探索生物育种的新模式、智慧种业新

路径，展示种业新动态、新成果、新技术。

打造中国种业硅谷，长沙有基础。除了

世界领先的杂交水稻、油菜、辣椒等“三大

件”，长沙还拥有着力成为世界一流生物育种

企业的隆平高科，剑指打造世界一流生物育

种协同研发平台的华智生物国家水稻分子育

种平台，以及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

与生物育种相关的科研院所及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40 多家。2017 年，长沙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长沙市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发展的意

见》，明确以隆平高科技园为基地，聚焦基因

技术，大力引进更多种业企业，发展生物基因

测序、生物基因芯片制造、生物基因育种产

业，建设“中国种业硅谷”，打造全国一流的生

物育种技术及产业聚集区。

探索生物育种新模式 长沙着力打造种业硅谷

科技日报西安 8月 9日电 （孟祥丽 记

者史俊斌）记者 9 日从西安交通大学获悉,该

校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高传博教授课题组利

用表面硫修饰的铂—非贵金属合金纳米线作

为催化剂，在碱性条件下实现了高效的电解

水析氢性能。这一成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国

际化学领域权威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该

催化剂是通过简单的水热方法合成的，具有

较低的制备成本。

碱性条件下的析氢反应是电解水制氢和氯

碱工业的主要反应之一。这一反应通常需要在

较高的过电势下才能进行，因此导致严重的电能

损耗。制备高效催化剂以降低这一反应所需的

过电势有望显著降低这些应用中的电能损耗。

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将传统化学镀基

本原理借鉴到纳米材料的制备中，在水相体系

中合成出一系列形貌、组成和尺寸可控的、表

面硫修饰的铂—非贵金属合金纳米线作为该

反应的催化剂。他们通过亚硫酸盐的引入有

效克服了金属盐还原电位之间的巨大差异，实

现了铂盐与非贵金属盐的共还原，成功制备了

一系列超细铂—非贵金属合金纳米线（直径约

2.6nm）。亚硫酸盐的引入还导致了纳米线表

面的硫修饰，在超细纳米线的表面构筑了大量

原子级别的铂/非贵金属—硫界面，从而在碱

性条件下具有优异的析氢活性。结果显示，含

3μg 铂的纳米线在 70mV 的过电势下可得到

的活性为商业铂碳催化剂的 5.1倍，也优于先

前报道的催化剂。该类材料有望在实际应用

中实现优越的性能及更低的电能损耗。

铂—非贵金属合金纳米线让析氢变得更容易

（上接第一版）
实 际 上 ，《长 江 江 豚 拯 救 行 动 计 划

（2016—2025）》也明确指出，要选择 1 至 2 家

符合条件的大型水族馆，进行相应的基础设

施改造和设备提升，开展长江江豚饲养、繁

殖、研究工作。

“生活在长江干流的江豚种群数量还在

下降，只能说可能灭绝的时间延缓了。我们

要谋划得更为长远。”戴年华说，做人工繁育

试验的思路没有问题，只是为什么选择这两

家水族馆，他们有没有科技支撑能力，确实需

要清晰详细的论证。

为什么找这两家水族馆？
综 合 考 察 硬 件 和 科 研 能

力，以后要找更多

蒋忆也并不反对做江豚人工繁育，她知

道，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一直在做江

豚的人工繁育，只是效果不算太好。那么，商

业集团能为江豚投入多少，它有足够的技术

把江豚养好吗？

李彦亮举了大熊猫的例子。大熊猫是

“国宝”，知名度颇高。它们也在动物园中进

行展示，这种展示，就是一种科普教育。“多

少人见过活的江豚？你没见过，你就不了

解。江豚数量比大熊猫少得多，保护难度大

得多，但保护投入比大熊猫少得多，公众关

注度也低得多。”李彦亮说，水族馆能拉近公

众和江豚的距离，是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手

段。他也强调，江豚到水族馆只做展示，不

做表演。

至于两家水族馆有没有开展江豚驯养和

繁育的能力，专家也对此进行了慎重考量。

“2016年写《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时，我们

就论证了迁豚的事情。”李彦亮透露，专家研

讨会开了多次，专业技术人员对相关场馆技

术条件也进行了全面核查。

选择珠海长隆和上海海昌，正是看中他

们有条件、有设备、有技术实力，还有意愿。

两家水族馆都和中科院水生所、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单位有合作历

史和计划，它们将联合进行江豚人工养殖、繁

育等技术攻关，水族馆要为科研团队提供场

地、设备和资金。

李彦亮坦言，我国过去研究江豚的团队

力量比较单一，以中科院水生所为主，但一直

没有明显突破。客观来讲，水生所的饲养条

件、设施和对豚类护理的精细程度，不一定比

得上这两家水族馆。“为什么不让有条件的地

方也承担国家科研任务？”

不过，水族馆都没有养过江豚，水产科学

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也是近两年才开始

开展相关研究，能养好吗？李彦亮提高了声

音：“除了前面提到的中科院水生所，没有水

族馆或其他全人工水体养过江豚，但我们还

是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李彦亮介绍，14 头江豚送到两家水族

馆只是第一步，他们计划找四到五家水族

馆进行攻关，“东方不亮西方亮”。他期待

着 ，有 可 能 再 过 三 五 年 ，人 工 环 境 下 繁 育

的江豚二代就能诞生在水族馆，从根本上

解 除 江 豚 的 保 种 危 机 ，长 远 来 说 ，还 有 望

为 江 豚 迁 地 保 护 和 野 外 种 群 恢 复 开 辟 新

的种群来源。

蒋忆等环保志愿者的态度也很明确——

他们坚决反对这次迁豚，要求进一步论证研

讨，并吸纳更多社会组织参与。

（科技日报北京8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