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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韩洪烁

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崔 爽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郭翠华

近日，北京迎来入冬最冷寒潮，京港
地铁在北京地铁 4号线西红门站进站客
流较大的 B2口外设置暖炉，为候车乘客
在严寒中提供温暖。

西红门站进站客流较大，京港地铁希
望通过设置暖炉，让乘客在出行途中多一
分温暖。

右图 乘客在暖炉下安全有序乘车。
下图 地铁外暖炉近景特写。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最冷寒潮
爱心暖炉

◎本报记者 王祝华
实 习 生 赵 舟

近日，一篇《我被美团会员割了韭菜》的

文章引发热议，作者详述了自己花 15 元开通

美团会员服务后，外卖配送费用从 2 元上涨

至 6元，又下降至 4元的过程，让人们直呼“被

割了韭菜”“被大数据杀熟”。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交

通住宿、订餐外卖、网络游戏等生活消费领域

都出现了大型平台企业。同时，大数据杀熟、

网络搜索竞价排名推荐、评价结果呈现失真、

平台采用算法限制交易等问题层出不穷，其

核心是互联网平台对算法技术的应用。

1 月 7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召开“网

络 消 费 领 域 算 法 规 制 与 消 费 者 保 护 座 谈

会”。会上，中消协表示，根据消费者投诉和

有关调查报道，网络领域涉及消费者权益的

算法应用问题主要包括推荐算法、价格算法、

评价算法、排名算法等，带来新老用户价格不

同、虚假评价、竞价排名等问题。

中消协表示，一些常见的网络消费领域

不公平算法应用具有技术性和隐蔽性，消费

者很难通过个体力量与之抗衡。如果任其无

序发展，一方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公平有序

竞争，另一方面也会使消费者面临数据算法

压榨，成为技术欺凌的对象，甚至被算法扭曲

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为此，中消协建议，切实加强算法应用的

有效规制，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

交易权。

在加强机构设立和立法规制方面，中消协

表示，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反垄断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相关法律中，建议增

加算法应用的相关规定。一是国家设立算法

伦理专门机构，负责算法应用伦理、规则、标准

制定及不公平算法应用调查、处理等，并指定

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加强对算法应用的有效监

管。二是明确算法应用结果一致性要求。规

定算法搜索结果应同时呈现公共选项，即所有

用户运用同样的搜索方式，应可得到相同的结

果。且相关结果应作为优先选项推送，保障消

费者有效便捷获取。三是保障算法应用的透

明、公平、诚信。明确经营者使用算法应做到

可知、可查、可逆。发生争议后应肩负提供算

法、后台数据及进行说明的义务。做到算法应

用的可验证、可解释、可追责。四是明确举证

责任倒置规定，强化算法实施方的举证责任，

明确其伪造、篡改证据的责任和后果，解决消

费者举证难、鉴定难的困境。

算法应用不公针对的是普遍的社会大

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中消

协表示，希望社会各界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

共同做好社会监督，促进算法应用的公平、合

理，防止经营者利用算法作恶。

（科技日报北京1月7日电）

“大数据杀熟”频发 中消协建议加强网络消费领域算法规制
“我要为光荣的煤炭事业奋斗终生。”

作为中国煤炭领域的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

士，80 多岁的山东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实

用矿山压力理论学派的创始人宋振骐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怀揣着在祖国建设事业中大显身手的

壮志豪情，如今，宋振骐依然在全国各地奔

波，奋斗在自己一生喜爱的“矿山”“煤井”

的科研、生产、教学一线。

虽已是耄耋之年，宋振骐的工作日程

表仍然满满的：2020 年 6 月以来，出席了

GB/J-SDL 科学实验室综合项目专家咨询

会；参加了中国矿业知识产权联盟工作汇

报视频会议；到枣庄矿业集团、临沂矿业集

团、宁夏煤业集团现场指导……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宋振骐在矿山

压力与岩层控制方面的研究，使我国的采

矿科技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先后

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煤炭

工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向一线要解决难题的方案

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宋振骐留

校任教。他没有安于做象牙塔里的教书

匠，而是带学生下矿井劳动实践，在一线发

现解决制约生产的一个个瓶颈问题。

一次，宋振骐参与抢救被顶板埋住的

工人时，萌发了向矿山压力抗衡的念头。

此后数十年，他深入峰峰、平顶山、淮

南、开滦等矿区现场实践，不断探索着矿压

之谜。宋振骐听说开滦范各庄矿为搞“三

下”采煤，曾从地面往下打了十个钻孔，每

个孔十多个测点，测出了大量数据，他如获

至宝。有一年夏天，他带领 16名学生到范

各庄矿实践。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带着

学生日夜苦干两个多月，分析了十几万个

数据，摸到了岩层运动的规律。随后，他写

了“范各庄矿上覆岩层运动的基本规律”论

文，奠定了他的矿压理论基础。

宋振骐说，生产一线就是他最大的实

验室，这是开展研究的宝地。

兖州第一对南屯煤矿发生近百米工

作面塌垮的大事故时，宋振骐不顾顶板来

压时刻惊雷般的声响和塌垮危险，抢夺并

整理分析了 30 多万个顶板活动数据，终

于摸清了开采顶板运动的规律，找到了需

要控制的岩层范围和控制的办法；南桐矿

务 局 鱼 田 堡 矿 5 年 垮 塌 工 作 面 总 长 达

3000 多米，严重威胁生产，宋振骐深入现

场实测研究，改变了支护方式和支护手

段，排除了长期不断的顶板事故和沉重的

经济负担……

通过长期煤矿生产的实践和大量矿山

事故案例的分析，宋振骐提出了以研究岩

层运动为中心的实用矿山压力控制理论，

在指导我国煤矿生产和重大事故灾害控制

方面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就，宋振骐的矿

压理论被认定为先进的科学理论体系。近

40 年来，被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他先后

应邀到美国、德国、日本、波兰、瑞典等国家

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讲学活动。

被誉为值得中国自豪的专家

震动全国的松树镇矿瓦斯爆炸事件已

经过去近 40年，此事至今让宋振骐记忆犹

新。宋振骐说他应邀去事故现场进行矿压

观测，在成功对顶板来压进行预测预报的

基础上，实现了由传统刀柱采煤方法向长

壁工作面连续推进采煤方法的过渡。成功

控制了坚硬的顶板，消除了瓦斯积聚爆炸

等事故隐患……

就这样，哪里有险情，哪里有难题，他

就到哪里去战斗。每年，宋振骐有二百多

天都在煤矿现场。在四川南桐、山东柴里、

徐州义安等矿上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不

仅解决了那里的危难问题，而且取得了丰

硕的经济成效。为此，国内外知名学者称

赞宋振骐是“值得中国自豪的专家”。

历史的镜头回到 30 多年前，在开滦召

开的全国机械化采煤会议上，时任煤炭部

副部长的叶青把协助北京门头沟矿改革采

煤方法的任务交给了宋振骐。

这个矿的采煤方法不仅丢煤多、掘进

率高、坑木消耗大，而且很不安全，更无法

实现机械化开采。有朋友劝他：“老宋，这

可是个 30多年没有啃下来的硬骨头，小心

弄不好砸了牌子。”他却想，门头沟矿在首

都郊区，落后的采煤方式带来的损失表现

在经济上，还会表现在国家科技实力上。

他表示，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

宋振骐带队进矿。有人提出疑虑：“英

国人、苏联人都没解决的难题，他们能行？”

宋振骐向矿上的同志广泛宣传矿压理论及

改革采煤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结合

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

经过两个月的苦干，他们帮助门头沟

矿设计和采用的长壁工作面顶板控制方案

取得了成功，结束了传统刀柱式开采冲击

地压频发的历史。一位矿工感慨地说：“中

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外国人办不到的，我

们能够办到。”

尽力传授煤炭开采知识

科学的道路永无止境，创新创造的实

践永不停息，即使是退休以后，宋振骐仍在

创立院士工作站，组建创业园区，积极建言

献策，奖掖后学，扶持新人。作为山东科技

大学矿山灾害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带头人，宋振骐带领博士生，为本科生、硕

士生开办讲座，传授煤炭开采技能知识。

宋振骐拿出自己的积蓄，设立“院士奖

学金”，每年资助贫困优秀大学生，帮助他

们顺利完成学业，为祖国建设多出一份力。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近年来，宋振骐又在海底采煤相关研

究取得突破。在中国第一座海底煤矿——

北皂煤矿诞生后，他多次给予技术支持和

建议。宋振骐认为，海下采煤标志着我国

煤炭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向海域进军的新

阶段，对提高我国在国际煤炭技术市场的

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今，宋振骐仍奔波于全国各地，为探

索地下黑色宝藏的秘密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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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日，海南省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开

幕式在海口举行。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

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协是科技创新的重要

力量，科协组织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担负

着为人才第一资源服务，推动第一动力发展

的重要使命。

会 上 ，中 国 科 协 党 组 书 记 、常 务 副 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提出，要把团结

引领科技工作者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作为

“最大的政治”和“最重要的大局”，把助力

科技人才价值实现作为科协组织最大的价

值。在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

备受瞩目。要建设有温度的“科技工作者

之家”，助力海南成为人才荟萃之岛、创新

涌流之岛。

海南有着独特的地理、政策等区位优势，

深海探索、南繁育种、航空航天等领域是海南

省重点部署的三大未来产业。2020 年，海南

科技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支撑海南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由贸易港的本色是创新，是科技创

新。”海南省代省长冯飞讲到，海南自由贸易

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民生改善、基础研

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解决

的现实问题，也是广大科研工作者需要关注

和着力的地方。

“海南为种业技术发展提供沃土，南繁育

种，海南有自身优势。”会上，冯飞特别提到了

海南推动种业资源保护利用的工作进展。

海南着力打造南繁科技城，引进隆平高

科、中信农业、中化集团等大型种质资源研究

企业，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

业大学等单位在海南设立研发机构，立足中

国热科院建设的“国家热带植物种质资源

库”，在三亚成立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等，将多方面全方位地构建种植资源研究与

开发合作平台。

冯飞提出，要从“栽桃树到摘桃子”，科技

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

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精神，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在服务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展现新作为；要大力弘

扬科学家精神，在发扬光荣传统、矢志科学报

国中展现新作为。全省各级科协组织要牢牢

把握科协组织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这一政

治属性，坚守职责定位，提升服务能力，加强

改革和自身建设，把科协组织建设成为科技

工作者的温馨之家。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

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赋予科研机构和

科技工作者更大自主权，高度重视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让更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扎根海

南、服务海南。

海南省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

明确，省科协将以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为着力点，坚持“创新服务、建设队伍”两翼协

同，“学术、科普、智库”三轮驱动，坚决履行为

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

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服务的职责定位，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实践中再建新功。

怎样服务自贸港建设？海南省科协大会为此“定调”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徐晓璐
黎大宁）近日，科技部公布了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以下简称国家野外站）择优建设名

单，依托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建设的

西沙海洋环境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西沙站）

入选。至此，南海海洋所共有 3 个野外台站

纳入国家野外站序列，包括广东大亚湾海洋

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海南三

亚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科技支撑条件进一步夯实。

西沙站位于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2007

年筹建，2009年正式建成，先后建成并运行了

9 种共 30 多套观测单元，是一个集水文、气

象、环境、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等学科于一

体，并可同时研究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和大

气圈及其相互作用的多学科综合观测研究

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一个水深超过

1000米的深海海洋环境长期观测研究站。

西沙站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海洋强国重大

战略需求，聚焦热带海洋研究热点与前沿科

学问题，针对南海西边界流特征，西沙海域海

洋水文气象变化规律和相互作用机制，以及

西边界流对西沙生物资源形成与生态环境的

影响等问题开展长期监测与研究，在海洋传

感器技术及其监测应用、海洋遥感信息分析

与应用、多源海洋监测信息资料同化与集成

分析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科技创新

和系统集成的突破。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重要的国家

科技创新基地之一，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南海海洋研究所一直高度重

视野外台站的建设工作，不断强化野外台站

各项建设投入，为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提供

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资料，有力保障了原始

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绩。

据了解，未来西沙站将在新的起点上进

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

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与地方

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科院南海所3个观测站纳入国家野外站序列

植物的根越多、越长，吸收水分和养分

就越多，但究竟是谁在左右植物的根系生

长？近日，山东农业大学李厦教授团队在

生物学领域国际顶级刊物《植物细胞》发表

封面文章，揭示植物根尖分生区发育过程

中 PLT1 的转录调控机制，为深入解析植物

核 转 运 蛋 白 参 与 的 信 号 途 径 提 供 了 新 线

索。

根系长短影响着植物与周围环境的接

触面积。一般根越多、越长，则吸收的水分

和 养 分 就 越 多 ，植 物 就 会 长 得 更 好 一 些 。

植物根的生长具有极强的可调控性，其生

长主要依赖于根尖。根尖分成根冠、分生

区、伸长区和成熟区，其中伸长区是根生长

最快的部位，而伸长区的细胞来自分生区，

也就是根尖分生区干细胞通过不断分裂分

化来保证根的持续生长。

已有研究表明，转录因子（转录因子是

细胞的蛋白质哨兵,它决定了 DNA 中众多

基因中的某些特定基因表达）PLT1 对根尖

分生区干细胞分裂分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根尖的不同部位，存在不同浓度梯度的

PLT1。高浓度的 PLT1 抑制细胞分裂，维持

根 端 干 细 胞 的 稳 态 ；分 生 区 中 间 浓 度 的

PLT1 促 进 细 胞 分 裂 ；低 浓 度 的 PLT1 促 进

细胞分化。但对于植物根尖不同区域建立

和维持稳定的 PLT1 浓度机制并不清楚。

李厦团队对根尖分生区干细胞分裂分

化机制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新的转录调节

因子，将其命名为 JANUS。他们的研究结

果表明，JANUS 可以吸引根尖分生区干细

胞中的核糖核酸聚合酶 II（RNA 聚合酶 II）

结合到 PLT1 基因启动子上，促进 PLT1 基

因 从 脱 氧 核 糖 核 酸（DNA）上 合 成 信 使 核

糖核酸（mRNA），也就是 PLT1 通过基因转

录 过 程 ，最 终 可 影 响 根 尖 区 不 同 区 域 的

PLT1 的蛋白浓度。

通过互作蛋白筛选及结构域分析，该

团队还发现生长调控因子（GIFs）可以通过

与 根 尖 分 生 区 干 细 胞 中 的 RNA 聚 合 酶 II

竞争结合，以削弱 JANUS 对 PLT1 基因转录

的促进作用，从而抑制 PLT1 基因转录。而

JANUS 和 GIFs 这两种调控因子对根尖分生

区干细胞 PLT1 基因转录的调控，都依赖于

核转运蛋白 IMB4（可以识别需要进入细胞

核的蛋白，将其运进核内）。

该 研 究 成 果 揭 示 了 调 控 植 物 根 尖 分

生区细胞中关键基因 PLT1 的调控因子和

作用机制，为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根的生

长调控机制提供重要线索，也可以为培育

节 水 节 肥 农 作 物 品 种 提 供 分 子 水 平 的 依

据。

我科学家《植物细胞》发表封面文章

促进植物根系发育的“密码”找到了
科技日报北京1月7日电 （实习记者

于紫月）1月 7日，记者从北京华信医院（清

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获悉，近期该院心脏

中心外科先后为超早产双胞胎姐妹花成功

实施动脉结扎手术，其中姐姐体重仅 770

克，妹妹体重仅 560克。根据文献查阅，这

两次手术连续刷新了国内先天性心脏病

（简称先心病）手术患儿的最小体重纪录。

目前两位小患者病情皆有好转，姐姐已脱

离呼吸机支持。

先心病是我国小儿死亡主要原因之一，

此次双胞胎所患的动脉导管未闭是先心病

的常见病症之一。动脉导管是连接肺动脉

与主动脉的血液通道，通常会在新生儿出生

后一天内闭合。如不闭合，本应供给全身的

血液会从主动脉回流至肺部，从而造成患儿

全身供血不足、缺氧，易出现肺充血、肺动脉

高压等问题，导致患儿不能长时间脱离呼吸

机，还可能引起肠坏死等并发症。

手术困难重重。北京华信医院副院长、

麻醉科主任张东亚介绍，两患儿心肺等重要

器官发育尚不成熟，对麻醉、手术的承受能

力低下；患儿身体组织脆弱、血管极细，操作

难度极大；患儿代谢能力低，用药量更小，与

往常案例不同，需要精细、准确判断。

在多团队密切配合下，张东亚稳准快

地为 770 克姐姐完成动静脉置管，进行麻

醉。该院心脏中心一病房主治医师靳永强

争分夺秒，快速完成了动脉导管结扎术，整

个手术过程持续仅 55分钟。术后两天，患

儿就拔除了气管插管。一周后，医护人员

又成功为 560克妹妹实施了手术。

在张东亚看来，此次手术成功得益于

多团队密切配合、精细设备支持与医护人

员的精细化操作以及准确的诊断和鉴别诊

断等。两位患儿体外创口很小，仅有 1 公

分左右，将来各类器官功能很大可能可达

健康儿童同样水平。

国内最小体重先心病患儿手术在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