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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日电 （记者陆
成宽）天上多了一颗“邹承鲁星”。11 月 2

日，“邹承鲁小行星”命名仪式在中国科学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隆重举行。为纪念邹承

鲁先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国

际编号为 325812 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

“邹承鲁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琪院

士，何梁何利基金信托委员会主席朱丽兰，

邹承鲁院士家属、学生代表，相关院属单位

领导、生物物理所领导班子成员及科学家

代表出席命名仪式并先后致辞。

邹承鲁先生是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

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

率先实现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阐明了胰岛素分子正确折叠的分子

机理，创立了“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

建立了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体

系，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学说。

在命名仪式上，邹承鲁先生家属邹宗

平女士和学生代表王志珍院士先后回顾了

他的科学成就和崇高精神。王志珍还作了

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报告。

天上多了一颗“邹承鲁星”

草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四大家鱼之一，

因其肉质鲜美受到不少吃货追捧。那么，你

知道草鱼起源于何时何地吗？

11 月 2 日，记者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

通过对采自内蒙古、青海、江苏等地的两个似

草鱼的绝灭属、种和两个草鱼绝灭种的咽齿

化石，以及现代草鱼咽齿化石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草鱼类可能起源于 3300 万年前的渐新

世早期中国西部的一种肉食性鱼类。那时，

中国西部气候虽然可能比东部干燥，但仍具

有草鱼生长的适宜气候条件。现代草鱼则可

能在 530 万年前的上新世就已形成。相关研

究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英文版。

草鱼在中国被食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

商时期，其现生种类自然分布在中国东部地

区，因其能迅速清除水体中各种草类而被称

为“拓荒者”。

草鱼拥有与众不同的梳状咽齿。草鱼咽

齿的表面是珐琅质，非常坚硬。老的咽齿在

不断取食中会磨损，然后就有新的咽齿生长

出来将它替换掉。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院副研究员苏瑞凤说：“磨损脱落后的咽齿埋

在地层中，成为我们研究鲤科鱼类演化非常

珍贵的材料。”

“我们对多地发现的两个似草鱼的绝灭

属、种和两个草鱼绝灭种的咽齿化石进行研

究后推测，草鱼类起源于 3300 万年前的渐新

世早期中国西部的一种肉食性鱼类，那里当

时为温带草原环境，与现今草鱼的栖息环境

不大相同。”苏瑞凤说。

（下转第二版）

研究发现草鱼起源于3300万年前中国西部

这是褒奖创新的荣耀时刻，这是属于创

新者的伟大时代。

今天，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又一批为国家现代

化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登上光荣

的领奖台。我们谨向大会的召开和获奖科技

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奋斗在创新战线

的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党中

央、国务院连续 21年举行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发展事业的高度

重视、对科技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国家科技

奖励是一面旗帜，展示的是一批标志性重大

科技成果，营造的是崇尚科学、尊重人才、褒

扬创新的氛围。伴随着科技奖励工作的推

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北斗组网、墨子“传信”、“天

问”探火等大国重器，到疫苗研制、智能制造、

智慧城市等民生福祉，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

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

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

就。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

为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

科技事业的重大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英明领导和科学决策的结果，是科

技界努力拼搏和无私奉献的结果。

科技奖励大会是表彰、是总结，更是勇攀

高峰再出发的动员令。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

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

的要求。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当前，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

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科技发展的前景和

空间是无止境的，对科技创新规律性的认识

和对科技创新渗透性扩散性的追求也是永无

止境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需不断努力、砥砺创

新，进一步提高科技对经济、产业、社会、安全

等全方位的支撑引领能力，力争为全球科技

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成果和中国方案。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把握好科技创新这一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关键变量”，是时代赋予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伟大历史命题。化荣誉为激情，化责

任为动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弘扬科学家精神，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

军，力争早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昂扬

的姿态向着世界科技强国宏伟目标挺进。

热烈拥抱属于创新者的伟大时代
——写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之际

科技日报合肥 11月 2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几何

物理中心创始主任陈秀雄教授与合作者程经

睿在偏微分方程和复几何领域取得“里程碑

式结果”，他们解出了一个四阶完全非线性椭

圆方程，成功证明“强制性猜想”和“测地稳定

性猜想”这两个国际数学界 60 多年悬而未决

的核心猜想，解决了若干有关凯勒流形上常

标量曲率度量和卡拉比极值度量的著名问

题。两篇论文日前发表于国际著名刊物《美

国数学会杂志》。

凯勒流形上常标量曲率度量的存在性，

是过去 60多年来几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

于其存在性，有三个著名猜想——稳定性猜

想、强制性猜想和测地稳定性猜想。经过近

20 年众多著名数学家的工作，强制性猜想和

测地稳定性猜想中的必要性已变得完全清

晰，但其充分性的证明在陈—程的工作之前

被认为遥不可及，就如同不带任何装备攀登

高峰一般艰难。

求出一类四阶完全非线性椭圆方程的

解 ，就 能 证 明 常 标 量 曲 率 度 量 的 存 在 性 。

陈—程的工作恰恰就是在 K-能量强制性

或测地稳定性的假设下，证明了这类方程

解的存在。这类方程的研究极为困难，长

期以来业内专家普遍不相信会有一个令人

满 意 的 存 在 性 理 论 。 以 至 于 业 内 专 家 认

为，求解一类四阶完全非线性椭圆方程，此

前 就 如 同 一 块 无 形 的 幕 墙 挡 在 数 学 家 面

前，陈—程的工作就是在幕墙上“掏了一个

洞 ”，在 毫 无 征 兆 的 情 况 下 找 到 一 个 突 破

口，不仅求出了方程的解，而且建立了一套

系统研究此类方程的方法，为探索未知的

数学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工具。此外，他们

还给出了环对称凯勒流形上稳定性猜想的

证明，将唐纳森在环对称凯勒曲面上的经

典定理推广到了高维，并对一般稳定性猜

想的证明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让一般稳

定性猜想的完全解决成为可能。

审稿人评价，“陈—程的突破性工作原创

性极高、技术艰深，不仅解决了凯勒几何中重

大难题，也为此类非线性方程提供了深刻的

洞见。可以预见，这一系列论文将成为几何

与偏微分方程领域的经典之作。”

悬而未决60年 我科学家证明凯勒几何两大核心猜想

新华社北京11月 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1月 2日同秘鲁共和国总统卡斯蒂略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秘两国虽相距遥远，但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中秘关系拥有坚实基础。

建交 50 年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

合作日益拓展，人文交往持续扩大，成为中国

同拉美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秘同舟共济、团结互

助，积极开展抗疫和疫苗合作，以实际行动诠

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高度重视中秘关

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

年为契机，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

域合作优化升级，引领两国各界共同传承中

秘传统友好，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卡斯蒂略在贺函中表示，秘中同为千年

文明古国，近年来两国关系在传统友好基础

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秘方高度重视

发展对华关系，感谢中方提供大量物资和疫

苗支持秘方抗疫斗争，愿同中方保持密切高

层交往，推动贸易、投资、旅游、数字化等各领

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实现疫后经济复苏。

就 中 秘 建 交 50 周 年

习近平同秘鲁总统卡斯蒂略互致贺电

◎本报记者 陆成宽

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精品展近日
在北京隆重开幕。此次展览涵盖历届展
览中的百件精品，对中青展成就进行了
全面回顾。这些作品精彩纷呈、引人入
胜，展现出生动丰富的时代精神风貌。

图为观众在欣赏展览。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百件油画精品

摹绘时代风貌

上周末，本报一则题为《我国首次实现从

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并形成万吨级工业

产能》的消息迅速引爆舆论场。读者在为“工

业废气作原料‘无中生有’产蛋白”的这一最

新技术突破高兴和欣慰的同时，也有人对其

中的一些技术环节提出问询。为此，本报记

者采访了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

行解答。

该项目是否“全球首次实现从一氧化碳到

蛋白质的一步合成，并已形成万吨级工业产

能”？北京首钢朗泽负责技术研发的副总裁晁

伟博士表示，乙醇梭菌是自然界存在的菌种，

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用一

氧化碳生物发酵合成乙酸、乙醇、异丙醇等化

学品，对菌体合成蛋白质及其功能性研究很

少。他强调，“此次是国际上首次在工业条件

下用含一氧化碳工业尾气合成菌体蛋白并实

现规模化生产”，而且这个蛋白具有很好的功

能特性，目前主要用作饲料蛋白原料，可替代

豆粕、鱼粉，“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粮食安全很大程度在于饲料粮安全。”

中国农科院饲料所研究员薛敏博士解释，为

支撑我国规模庞大的养殖业，我国饲料年产

超过 2 亿吨，居世界首位，但优质蛋白源却极

度缺乏，不得不大量进口；2020年我国大豆进

口量超 1亿吨，其中饲料消费 8800万吨，占比

85%，“可见饲料争粮现象之严重”。她表示，

该项目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不与人争粮、不

与粮争地”，解决饲用蛋白短缺问题。

至于“功能特性”，薛敏介绍，中国农科院

饲料所与首钢朗泽合作，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蓝色粮仓项目框架内开展乙醇梭菌蛋

白效价系统评定，结果显示，乙醇梭菌蛋白为

功能性蛋白质，并具有良好的组织化特性，也

就是说“作为饲料，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很好的

口感”。结论是 10%乙醇梭菌蛋白可替代 20%

豆粕。

针对有读者质疑该项目碳的利用率，晁伟

指出，乙醇梭菌蛋白是以乙醇梭菌为发酵菌

种，以工业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为主要原料，采

用液体发酵，生产乙醇后的剩余物，经分离、喷

雾干燥等工艺制得。也就是说，乙醇梭菌在利

用一氧化碳合成蛋白的同时，还会产出大量乙

醇，每生产1吨蛋白会产生9—10吨乙醇，因此

原料气中 90%的碳转化为乙醇，10%左右的碳

转化为蛋白，“所以碳的利用率并不是只有

10%，相应的碳减排量也是结合乙醇一并考虑

的”。综合计算，50万吨一碳菌蛋白（联产 500

万吨乙醇）产量相当于 138 万吨大豆，1500 万

吨玉米，减排1250万吨二氧化碳。

他介绍，该技术可利用的原料气很多，如

钢铁、电石、铁合金、石化炼油、煤化工等工业

尾气。以钢铁为例，我国每年钢产量 10亿吨，

含一氧化碳的转炉煤气+高炉煤气就超过1万

亿立方，“当然不能实现 100%的利用，但利用

部分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产能，这说明技术的适

用性很强，具备大规模产业化的基础条件”。

一氧化碳合成蛋白：所言非虚
◎本报记者 瞿 剑

新华社北京11月 2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1日向《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

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提

出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

转型三点建议。海外人士对此高度评价，

认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主席的这

三点建议至关重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 日在与习近

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解振华和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

部长赵英民进行会谈时，对习近平主席的

书面致辞给予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习近平

主席关于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动、加

速绿色转型的建议。

英国作家和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

丁内斯 1 日表示，他完全赞同习近平主

席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所

提的建议，“最重要的是维护多边主义，

我们需要合作，而不是相互指责”。为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各方须继续坚持

落实《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他认为，

需要协调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环境与社

会项目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安东尼·弗罗

加特在格拉斯哥会场告诉记者，习近平

主席强调的多边合作与科技创新至关重

要。他举例说，中国、美国和欧盟在发展

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有

巨大合作潜力，三方密切合作有助于降

低这些领域相关技术的成本，促进其全

球推广。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丹尼·
亚历山大说，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速绿色

转型。他表示，绿色投资将是新冠疫情背

景下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将大幅增加，以确保地

铁、供水和公共卫生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能够适应未来的气候变化。

文莱资深媒体人、时政观察家贝仁龙

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要聚焦务实行动十

分有必要。看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

力程度，行胜于言。一些发达国家在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上言行前后不一，制定减排

和捐资额目标时夸下海口却缺乏后续行动

力，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并没有落实

到位。

贝仁龙指出，中国不仅在国际舞台上

提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中国方案，还在

国内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全

力落实减排承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中国推动经济社

会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普遍共识。

（执笔记者：张晓茹；参与记者：张
代蕾、金晶、郭爽、孙晓玲、玛蒂娜·福
斯、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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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北京玉渊潭公园美景如画。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