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2023菠萝科学奖在温州颁出，10项风趣幽默又不乏严谨的科研和科普成
果获奖。今年是菠萝科学奖举办的第十二年，整场活动用充满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
科普内容和形式向好奇心致敬，并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分享拉近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

图1为小观众在颁奖典礼上用蜂蜜和八宝粥检验3D打印出的迷你“不会挂壁的马
桶”模型；图2为小观众在现场认真地用手机记录颁奖过程；图3为学生记者现场采访
获奖人。 （2023菠萝科学奖主办方供图）

11月10日，一只通体发绿的小猴
子登上了国际著名期刊《细胞》的封
面，这是由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脑智
卓越中心”） 牵头的联合团队经过 5
年攻关，培育出的胚胎干细胞嵌合体
猴的卡通寓意图。

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成功构建了
高比例胚胎干细胞贡献的出生存活嵌
合体猴，并证实了猴胚胎干细胞可以
高效地贡献到胚外胎盘组织和生殖细
胞。这对于理解灵长类胚胎干细胞全
能性具有重要意义，为遗传修饰模型
猴的构建奠定了技术基础。

重要性不亚于克隆猴

2017 年年底，脑智卓越中心博士
后刘真作为第一作者，成功培育了世
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
华”，被称为“生物技术领域近 20 年
来的里程碑事件”。5年后，脑智卓越
中心牵头的联合团队又成功构建出了

高比例胚胎干细胞嵌合体猴，刘真是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
主任蒲慕明看来，嵌合体猴的研究成
果对于生物医药的重要性不亚于克隆
猴技术，“嵌合体猴有着更好的应用前
景，是构建非人灵长类疾病模型的里
程碑发现。特别是对于单个基因突变
造成的疾病，比如渐冻症，如果有了
更好的疾病模型猴，人们就可以对其
采取干预手段和药物研究。”

被誉为“神奇细胞”的胚胎干细
胞，不仅可以无限自我复制更新，还
能分化为多种不同类型的体细胞。嵌
合体指的是同一生物体内同时具有多
套遗传物质，从而呈现出多种不同性
状的现象。胚胎注射形成嵌合体是评
估 胚 胎 干 细 胞 多 向 分 化 潜 能 的 金
标准。

1984 年，科学家们首次实现小鼠
胚胎干细胞胚胎注射形成嵌合体。这

一原创发现使得批量产生性状表现大
致相同的小鼠疾病模型成为可能。“嵌
合体小鼠技术的发展，是品系稳定的
实验小鼠模型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石。”
蒲慕明介绍，如今几乎所有生物医学
研究都离不开实验小鼠。

但是用实验鼠等非灵长类动物模
型来研究人类的疾病必然存在偏差，
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最为接近，如果
能够建立非人灵长类胚胎干细胞嵌合
体技术将为生物医药研究带来重大
突破。

然而，非人灵长类胚胎干细胞嵌
合体研究一直进展缓慢。

攻坚克难，变不可能为可能

嵌合体猴，就是把一只猴子的胚
胎干细胞，注入到另一只猴子的胚胎
中，最终产生的后代身上就“嵌合”
了两只猴子的后代细胞，其基因互不
相融。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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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科学奖：在欢笑中传递科学的力量
□□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在很多体育比赛中，裁判会抛
硬币决定哪方先开球，但近期的一
项研究却让这个传统显得不那么公
平了。出于好奇，荷兰阿姆斯特丹
大学的弗兰蒂谢克·巴托斯组织了一
场“抛硬币马拉松”，48名大学师生
用46种不同硬币抛了350757次，最
终证明了手抛硬币的正反面概率不
是五五开，而是51:49——抛起时朝
上的那面更有可能朝上落地。

这到底是“不怕麻烦”还是
“闲得无聊”？11月11日，2023菠萝
科学奖将数学奖颁给了这一课题，
同样获奖的还有另外9项风趣幽默又
不乏严谨的科研和科普成果。

不可能！科学家在实验室
里干这个？

我们常认为，科学是深奥的，
科学家是高冷的，科学研究是艰苦
的。但总有一些科学家无法克制自
己的好奇，开始了乍一看不知道有
啥用的研究。这些“并无野心改变
世界，但也不会被世界摧毁好奇心
的人”，就有机会站上菠萝科学奖的
领奖台。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孙
祺花了两年时间，带领团队在实验
室里薅小鼠的毛，原本的黑老鼠变
成了黑白相间的花老鼠。这是因为
毛发反复重新生长时，毛囊内提供
黑色素的干细胞“忙中出错”，导致
黑发变白。这一课题揭示了毛发变
白的机制之一，荣获菠萝科学奖医
学奖。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拉尔斯·奇
特卡团队用可移动的小球给熊蜂建
了一座“游戏厅”，结果熊蜂会主动
奔向“游戏厅”，乐此不疲地把小球
推来推去。这项研究揭示了游戏行
为在动物中的普遍性，因此获得菠
萝科学奖生物学奖。

摘得发明奖的华中科技大学苏
斌教授团队就更“炸裂”了，他们
从猪笼草的捕虫笼内壁的微结构中
获取灵感，研发出“不会挂壁的马
桶”。这一发明以塑料和特殊沙粒的
混合物为原材料，烧结后产生的多
孔结构能让润滑油渗透并储存进马
桶内部，达到不挂壁的效果，而且
还非常耐打磨，实现了材料学上的
前沿突破。

其实，菠萝科学奖看似搞笑，
但每个奖项都是经过期刊发表的

“正经”研究，其中不乏含金量很高
的学术成果，还获得了在场学术

“大佬”的认同。美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世界著名软物质物理专家土井
正男最喜欢的获奖项目就是这款马
桶：“这是一个很好、很严肃、很贴
近生活的科学问题，它反映的润滑
现象，目前似乎还没有人给出很完
整的基础物理解释。”

菠萝科学奖不仅面向科研成
果，也同样嘉奖科普工作者、关注
重大科学事件。懂科学又懂艺术的
科学插画师李梁获得科学插画奖；
获得可持续奖的数字敦煌项目，把
海量的文物精确数字化，做到了文
物保护和科教宣传两全其美，充满
了文化意义和人文关怀。

将科学这颗菠萝去皮切
块儿

一位作家“跨界”来给科学家
颁奖是什么体验？“首先是激动，但
也有些恐惧，文学创作者在科学面
前会不会相形见绌？其实来了以

后，你会发现科学离我们这么近。”
当晚的颁奖嘉宾、著名作家麦家
说，菠萝科学奖在接地气的软科学
和真正的硬核科学中架起桥梁，因
此才能实现面向大众的“破圈”。

菠萝科学奖于 2012 年首次设
立，每年组织专业评委从上千个研
究结果中，选出那些最有趣、最有
料的科学研究、人物和事件加以褒
奖。“早撒谎的孩子更聪明”“一个
泳池里有多少尿”“有胡子的男人更
抗揍”……脑洞大开的获奖课题，
辅以脱口秀、相声、手绘视频等丰
富的解读和传播形式，就如同将科
学这颗菠萝去皮切块儿，把最鲜美
多汁的果肉呈现给大众，在欢笑中
传播科学的力量。

“它有点类似搞笑诺贝尔奖，但
是不同和突出之处在于，具有很强
的科普教育意义。”展望未来，已经
参加过两届颁奖仪式的土井正男对
菠萝科学奖有着许多期许，“希望以
后可以设置专属于年轻人的奖项，
也设置一个奖项来鼓励那些未发表
过文章、但具有创新科研点子的技
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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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全民科学素养为使命，面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科

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为办报宗旨，打造集科学

性、权威性、趣味性和服务性为一体的优质科普传播平台。

2024年将推出新闻政务、行业科普、生活休闲和科学文化等

四大版块，增加政策广角、科学教育、博物天地、未来时空

等版面，以全新面貌为您带来不一样的知识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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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搜
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张朝阳聊起自己的“互联网
十年”：从1995年他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国，引
起一片惊叹到现在互联网“山花烂漫”，“每个人一
出生就是互联网原住民”。

“自媒体时代给每个人的创造性想法提供了一个
机会。”张朝阳直言，直播和新媒体重塑了传统的知
识传播和教育，并带来了新的机会。

象牙塔里的演算走近生活

“物理网红”是张朝阳通过视频化的知识传播给
自己加的一个新标签。“将非常严肃的高端的物理话
题带给全天下，成为一种风尚。这是我带来的价
值。”张朝阳说。

两年时间，《张朝阳的物理课》目前已直播180
余期、在线时长超过17670分钟，并出版了2本同名
科普著作。在他看来，基础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在
象牙塔里很多演算不只是满足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
好奇心，而是距离创造美好生活、解决人类实际生
活中存在的问题如此之近。

萌生开物理课，是源于三年前一条关于“飞船
对接国际空间站”的新闻，当时只做了心算的他，
在后来攀登“岗什卡雪山”休息的间隙，再度聊起
了这个话题，于是就有了在海拔五千多米，用纸壳
推导公式的历史时刻，也成了 《张朝阳的物理课》
的独家记忆。

对于被网友称道的“硬核烧脑”风格，张朝阳
笑称“我只是给科普的百花园中增加另外一种芳
香，我会继续保持这种风格。直播的尽头不一定是
带货，直播的尽头还有知识传播。”

于是，人们看到了行业领袖和跨界先锋巅峰的
《星空下的对话》，将全网科普大V、科学专家汇聚
一堂的《科学传播局》，启迪好奇心的《讲给青少年
的科普——科学好奇问答》……“希望给大家提供
更多有用有趣的内容，让大众领略知识的魅力，来
激发全民科学兴趣、弘扬科学精神。”张朝阳说。

互联网永远是众人交流的平台

乌镇十年“网事”，见证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带宽从3G到4G、5G，内容传播形态的变化导致了
影像传媒崛起；论坛、博客到微博、短视频、直
播，改变了传统传媒“一对多”的局面，形成了多
对多的互联网社交关系。

张朝阳表示，新媒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
丰富立体，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规模和状
态，这种情况下，每个知识领域都因为新媒体在颠
覆。“比如很多科学家现在也开始成为网红或者自媒
体，这个趋势刚刚开始。”

谈及互联网的“下一站”，张朝阳首先强调互联
网发展的延续性。“虽然互联网的风口很重要，但本
质上互联网的发展是连续的，不是一站一站的。资
讯的分发和社交是互联网的本质，它们的创新和发
展是一直持续进行的。”张朝阳说。

张朝阳始终认为互联网依然是众人的交流平台。机器只是在
资讯分发、人机界面、人类知识的提供等方面提高了效率。结束
乌镇之行，张朝阳将着手准备自己物理课的第一次跨年演讲。“我
希望能够在两个月内把广义相对论研究点眉目出来，进行一场关
于时间的跨年演讲。”张朝阳期待这场线下物理课，能带给大家耳
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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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登上《细胞》杂志封面。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

术卓越创新中心供图）

我国科学家培育出全球首例胚胎干细胞嵌合体猴我国科学家培育出全球首例胚胎干细胞嵌合体猴

这只小猴为啥不一般这只小猴为啥不一般
□□ 卢力媛卢力媛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王王 春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