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科学家的想

法，很多科学的发现都找到了非常重要

的运用，但是把它变成运用也不是信手

拈来就可以的。”5 月 25 日在贵阳举行

的 第 十 五 届 中 国 科 协 年 会“ 国 际 科 学

大师论坛”上，2010 年巴尔扎恩奖获得

者 雅 各 布·帕 里 斯 如 是 表 达 对 科 学 的

理解。动力学系统可以改变工具的未

来 ，通 过 自 然 现 象 解 决 动 力 学 很 多 系

统问题。

1963 年，爱德华·罗伦兹提出所谓的

蝴蝶效应。通过蝴蝶翅膀的振动可以对

未来做一个预测，蝴蝶的动力学会引起

其他动力学系统的变化。

在题为《动力系统重要进展综述》

的报告中，雅各布·帕里斯提到，蝴蝶颤

动 翅 膀 ，过 一 段 时 间 天 气 就 会 发 生 变

化，反过来也能说得通。“这些所谓的

‘吸引子’在自然界当中是存在的，因此

可 以 看 到 这 个 研 究 背 后 的 丰 富 性 。”

1994 年，在北京访问的雅各布·帕里斯

和孩子在北京住了三周，“对于这个技

术问题当时我获得了一个灵感，一个更

宽的视野。”

“最近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把动力系

统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演变。我们知道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您对

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怎么看？”观众

问道。

“这是肯定的，肯定的。”雅各布·帕

里斯连用两个“肯定”表达了看法。他认

为可以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案例。

如果关注特定问题，就必须要对刚才所

说的理论进行调整，可能运用在某个场

景中比较复杂一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

者，我觉得所有的领域都可以运用动力

学系统。”

雅各布·帕里斯：科学发现变成应用并非信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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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楹摄

“科学是没有极限的,目前我们发现

了更多的高温超导化合物。”1987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奥尔格·贝德诺

尔茨透露，最近日本、中国科学家的研

究发现了全新超导材料化合物, 是以铁

为基础的超导体，“谁也想不到以铁为

化合物做超导。”就在 2011 年，物理学家

才刚刚庆祝超导现象被发现 100 周年。

5 月 25 日，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

首次设立的“国际科学大师论坛”在贵阳

举行。在题为《高温超导——一项日渐

成熟的技术》的演讲中，格奥尔格·贝德

诺尔茨用形象的例子向观众讲解超导技

术的广泛应用。

“第一个是在医学领域的运用，就

是大家熟悉的核磁共振，可以对人体的

软物质进行成像。”格奥尔格·贝德诺

尔茨说，一年的市场利润高达 30 亿欧

元 ，而 每 年 用 在 核 磁 共 振 上 的 超 导 材

料、电线可达 3000 吨，中国已成为部分

超导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另外一种传

感器则是超导量子分设仪，是检测人脑

的重要仪器。

“超导技术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比

较环保的电流传输技术，并且每年可节

约 1000 亿美元到 1600 亿美元。”格奥尔

格·贝德诺尔茨说，借助超导的电缆进

行电力传输，然后从发电厂传输到变电

站。利用超导技术可以大幅度节能，因

为加热和冷却的过程都会非常快。

“如今的困境在于供应量的问题，现

在二代超导电线的价格还是非常高，目

前来说要维持一定的产量才可以。”格奥

尔格·贝德诺尔茨表示，目前每年的产量

是 5000 公里，要满足 10 万公里的需求尚

需时日。

在格奥尔格·贝德诺尔茨看来，由于

价格高投资者不愿意投资，小的公司虽

然有好的方法，如果没有政府支持，高昂

的价格依然无法承担。“这是一个发展方

向，首先我们要敢于冒险，不冒险的话就

不会有非常好的未来。”

格奥尔格·贝德诺尔茨：科学没有极限

“我们都希望青春永葆，获得永生，

获得高质量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要治愈

所有的疾病，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

沃的开场白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了个性

化医疗，“历史告诉我们不能。”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寿命得到大幅

提高。与此同时，人类也付出了新的代

价——新疾病不断出现。这意味着，人

类在医药上必须抢先发力。

如果说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第一次

药物革命是偶然发现，第二次革命则是

化合物组合和筛选的发生。“第三次革命

则是个性化的药物，我们可以提前知道

患者得什么病”，阿龙·切哈诺沃说，个性

化的药物也即 DNA 药物，可以有预见的

开发出药物，医生可以告诉他们改变行

为方式，预防疾病。“也就是说这个药物

可以参与到病人的生活方式当中。”

5 月 25 日，阿龙·切哈诺沃做客在贵

阳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国际

科学大师论坛”，并发表《个性化医疗的

革命——我们要治愈所有疾病？》的演

讲。期间，阿龙·切哈诺沃描述了药物发

展的三次革命，以及个性化医疗面临的

困惑。

“ 在 DNA 和 生 物 制 药 方 面 ，我 们

享有个性化的药物里面有很多个性化

的问题和障碍。”阿龙·切哈诺沃表示，

很 多 疾 病 由 于 不 同 的 基 因 形 成 ，很 多

不同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不是解决一

个 基 因 的 突 变 就 能 解 决 问 题 ，有 些 病

有 好 多 基 因 突 变 ，是 一 个 多 极 导 致 的

疾病转变。”

个性化医疗面临诸多个性化的障

碍。病人基因的不稳定，导致治疗也不

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环境、基因型很

复杂；畅销药的时代已经结束，治愈一种

疾病可能会有几种药物，患者吃哪几种

药可能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在很多疾病上没有动物的模

型，很多疾病是动物没有的，也不能在动

物身上进行实验。”阿龙·切哈诺沃直言不

讳地说：“开发新的药物费用非常非常高，

有时候一个药物开发达到几十亿美元。”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生命伦理学方面

的问题。人们担心如果制药厂知道病人

的基因组排序，个人信息会不会被泄露。

阿龙·切哈诺沃：个性化医疗遭遇个性化问题

在 2008年全球人口的平均年龄调查

中，有些国家的人平均年龄可达到 80 岁

以上，有些国家却不到 40岁，大多数国家

处在 40 岁到 80 岁之间。而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人们的平均年龄增长速度很

快。原因主要是抗生素的临床应用。

“在 40%的抗生素临床运用当中，实

际上都是由于核糖体的使用使它们找到

并杀死目标蛋白。”5 月 25 日，阿达·约纳

特登上在贵阳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科协

年会“国际科学大师论坛”的讲台，作了

题为《从基础科学到先进医学》的报告，

将人们从基础科学带到了先进医学的世

界。核糖体的重要性，从抗生素的应用

中可见一斑。

这位有着“以色列居里夫人”之称的

女科学家，凭借“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

研究于 2009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高分

辨率的核糖体晶体结构使得人们能在原

子水平深入精确地理解核糖体的分子机

制,并且为基于结构的合理化抗生素设计

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应该为发明新的抗生素做更

多努力，我们需要让老年人口有更长的

寿命。”阿达·约纳特说，关于核糖体的

研究还有很多未尽的地方，“我们有新

的 发 现 的 地 方 ，也 总 会 有 新 的 问 题 出

来。”当我们了解了抗生素的结构和原

理的时候，觉得已经知识穷尽了，在此

基础上新的知识又给我们带来新的问

题，这就亟待开展更多的研究，了解、认

识这些问题。

“ 人 体 的 核 糖 体 是 如 何 建 构 起 来

的？我们不知道。”阿达·约纳特称，核

糖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不是在人类

存在以前就有？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究

的问题。

阿达·约纳特：新发现与新问题如影随形

1. 杨振宁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于

1954 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于上世纪 70 年代发展为统合与了

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杨振宁的

上述理论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

念被实验证明，因而于 1957 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

外，他还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

做出多项贡献。

2. 格奥尔格·贝德诺尔茨
IBM 苏黎世实验室荣誉研究员。1987 年因发现高温超导

电性，在超导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瑞士物理学家卡尔·
亚历山大·米勒共同获得 198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3. 姚期智
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

授。2000年获得国际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

4. 阿龙·切哈诺沃
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文和

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 年与以色

列科学家阿夫拉姆·赫什科、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因发现泛

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5. 阿达·约纳特
以色列籍女科学家。2000年，因发现 2个核糖体亚基的结

构被顶级科学杂志排名为当年最重要的科学进展。2009 年，

阿达·约纳斯教授与英国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教授和美

国托马斯·施泰茨教授三人因“对核糖体结构和功能的研究”，

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6.雅各布·帕里斯
现任巴西科学院院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先后任国

际数学联盟主席、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 13个国家的

科学院院士，在国际动力系统和微分方程领域享有很高的学

术声誉，获得多项国际重要科学和数学奖项。2010 年获得巴

尔扎恩奖。

科学大师简介

阿达·约纳特

“杨教授，从您的科研经历来看，应

如何培养并保持创新与质疑精神？”一位

贵阳高中生举着话筒问台上站着的著名

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是 5 月 25 日在

贵阳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国

际科学大师论坛”上的一幕。

杨振宁思考后回答这位年轻人：“在

科学前沿做研究一般要经历很痛苦和很

快乐两段时间，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困苦时要有两个精神同时存在，一个

是不放弃，要坚持下去；另一个是觉得做

不下去得换个方向。”

1957 年，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弱

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被实验证

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天的

论坛上，他与台下的年轻人们分享了他

在研究工作中得到的经验。他说，在科

学研究前沿工作，要经历困苦和快乐两

段时间，这两段时间都要有，没有很痛苦

的时间很难想象有后来快乐的时间，困

苦时得要有两个精神，一是不放弃，一是

不能太固执。“不能太固执是因为对研究

者尤其是对做数学和物理的人来说，时

间很无情，一个人做研究到 50 岁以后一

般很难再有杰出的创新能力，必须在那

之前找到一个有出路的方向，觉得做不

下去了就得换个方向”。

当天的论坛上，杨振宁作了题为《美

与物理学》的报告，让听众们领略了物理

学之美。杨振宁用中国古典诗文阐述世

界著名物理学成果中所蕴含的美，将方

程式比作“造物者的诗篇”。他从两位 20

世纪的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和海森

伯谈起。他说，每一位画家、音乐家、作

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认

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

事实就是事实，难道还有风格？以物理

学为例，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

结构有它美妙的地方。而物理学工作者

对此有不同的感受，就会发展他自己独

特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形成自己的风格。

杨振宁认为，狄拉克的研究方法是

循着独特的新逻辑无畏地前进，海森伯

的研究方法是在雾里摸索。“狄拉克的文

章能让你觉得出其不意，独创性非常强；

海森伯的文章能却显得朦胧、绕弯、有渣

滓。”高适曾在《答侯少府》中写到：“性

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杨振宁认为以

此来描述狄拉克文章的风格再合适不

过。此外，他讲到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

中道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杨

振宁认为这也正是狄拉克研究风格的特

征。“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独创性。

杨振宁讲到物理学的架构中的有一

些基本方程，如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

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

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等。这些

方程虽然简洁，却可描述空间大至星云

群，小至基本粒子内部；时间长的达到

100 亿年，短的则到 10 的负 28 次方秒。

“物理学方程式的极度浓缩性和包罗万

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的诗句来

描述：‘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

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

恒宁非是刹那时光’。”陆机的诗句也可

形容这些物理学的方程式，那就是：“观

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报告结束时，一位贵阳六中的高中

生提问“杨振宁教授，您个人的研究风格

更像狄拉克还是更像海森伯？”杨振宁

说，“我首先讲我的贡献跟他们两位不能

相提并论。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更欣赏

狄拉克的风格，但是很多人认为海森伯

的贡献比狄拉克还要更高一筹。”

杨振宁：做研究要执着 也要有“换方向”的本事

杨振宁

雅各布·帕里斯

（本版文章由科技日报记者刘垠 刘莉整理）

格奥尔格·贝德诺尔茨

阿龙·切哈诺沃

1. 诺贝尔奖：创立于 1901 年，是根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

的遗嘱及其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主要奖项包括：生理学

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诺贝尔奖每

年奖给在前若干年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以表彰为社会

做出卓越贡献，或杰出研究、发明以及实验的人士。

2. 图灵奖：美国计算机协会于 1966 年设立，专门奖励那

些对计算机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奖项设立目的之一是

纪念现代计算机奠基者英国科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获奖

者必须是在计算机领域具有持久而重大的先进性技术贡献，大

多数获奖者是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是计算机界最负盛名的

奖项，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

3. 巴尔扎恩奖：创立于 1961年，由意大利日报业巨头巴尔

扎恩捐资成立的巴尔扎恩国际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一

年颁发一次，主要奖励在文学、道德科学与艺术、物理学、数学与

自然科学、医学等学科获得成就的个人或机构。它是全球学界

最高的荣誉奖项之一。获奖者将获得高达 100万瑞士法郎（约

合64万英镑）的奖金，其中一半必须用于科研工作。

三大奖项简介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莉 刘垠）5月25日下

午，贵州省贵阳世纪金源大饭店一楼报告厅座无

虚席，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专项活动之一的

“国际科学大师论坛”在这里举行。4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1位图灵奖获得者和1位巴尔扎恩奖获

得者让这场报告会熠熠生辉。仅能容纳800人

的报告厅使这场“科学盛宴”更显得一票难求。

为了让更多科技工作者感受大师智慧，触

摸科学前沿，已经连续举办十五届的中国科协

年会今年首次设立了“国际科学大师论坛”。论

坛由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清华大学理论计算

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姚期智教授主持。

论坛上，1987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IBM 苏黎世研究实验室荣誉研究员格奥尔

格·贝德诺尔茨教授作了题为《高温超导——

一项日渐成熟的技术》的报告，2004 年诺贝

尔化学奖获得者、以色列理工学院阿龙·切

哈诺沃教授作了题为《个性化医疗的革命

——我们要治愈所有疾病？》的报告，2010

年巴尔扎恩奖得主、巴西科学院院长、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长雅各布帕里斯教授作了题

为《动力系统重要进展综述》的报告，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作了

题为《美与物理学》的报告，2009 年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阿

达·约纳特教授作了题为《从基础科学到先

进医学》的报告。

“让对科学有兴趣的普通人能与大师对

话”是这次论坛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每位大

师的报告结束后都给听众们留出了与大师互

动交流的时间。

听众的第一个问题抛向了格奥尔格·贝

德诺尔茨教授,“刚才您提到 1986年人们相信

超导的高温有一个极限，目前科学界对高温

的极限怎么看？”格奥尔格·贝德诺尔茨教授回

答：“我想科学界不敢再说这是极限了，目前发

现了更多的新的化合物，最近在日本、中国都

发现了新的化合物，是以铁为基础的超导体，

此前谁也想不到以铁为化合物做超导。我们

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需要更多的发现

来获得答案。”

每位科学大师都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

大师们一边介绍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一边

畅谈自己对科学精神的探索和理解，毫无保

留地与大家分享科学故事、科学人生。“他们的

成就也许是不可能复制的，但是他们的科学

精神，却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姚期智说。很多

听众在台下认真记录、有的还对报告会进行

了全程录像。

据悉，本次中国科协年会以“创新驱动与

转型发展”为主题，共设 27个分会场，其中国

际及港澳台分会场 6 个，5000 多名科技工作

者、上百位两院院士出席年会，英国皇家学会、

美国科学促进会、捷克科技联、日本科技振兴

机构、保加利亚科技联等国际组织也派代表

出席。主办方希望汇聚科技工作者的智慧，

为“创新驱动发展”建言献策，为科技工作者搭

建学术交流、拓展前沿的平台，为人才成长营

造氛围，同时举办高水平科普活动，为当地市

民服务。

倾听科学倾听科学 触摸前沿触摸前沿 对话大师对话大师
中国科协年会“国际科学大师论坛”在贵阳举行

（人物图片由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