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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妍 本报记者 王 春

9月 15日起，2024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
举办，活动将持续至 25日。主场活动通过集中展示我国科技发展重大成就，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创新自信，筑牢科技创新的群众基础。

图为观众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看我国 EAST 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模型
展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普盛宴 互动体验

◎本报记者 王禹涵 通讯员 张 琼

9 月 13 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24 级新生集体观看了

话剧《清贫的牡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开学第一课”

的传统项目。话剧的主角原型，正是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

际，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崇高称号。

王振义是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 院 附 属 瑞 金 医 院 终 身 教

授，在医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奠定了诱导

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的“上海方案”；他无私公开治疗方案，只为使更多患者

受益；他年逾耄耋仍奋战在医学救治一线，为青年医生指点

迷津，培养出一支血液学精英队伍，还造就了“一门四院士”

的佳话。

但当被问起这些功绩时，这位医学泰斗总是谦逊地回答：

“我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

攻克最凶险白血病“第一人”

1978年，王振义投入白血病的治疗研究。当时，白血病治

疗的主流方法是化疗，但化疗除了杀死癌细胞，还会杀伤健康

细胞，其 5 年存活率只有 10%—15%。面对化疗的弊端，王振

义结合国外研究和“改邪归正”这一中国传统观念，提出了让

癌细胞由“坏”变“好”的诱导分化设想。按照这个方向，他埋

头一干就是 8年。历经无数次失败后，王振义最终发现，国产

全反式维甲酸可在体外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诱导分

化为正常细胞。

1986 年，王振义经仔细研究，建议一名身患急性早幼粒

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服用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

治疗。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疗程，小女孩病情明显好转，在

一个月后完全缓解，直到康复。这是世界公认的诱导分化

理论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为了拯救更多病人，王振义放弃

了申请专利。现在全反式维甲酸的价格只要 200 多元一盒，

还被纳入了医保。

从此，王振义开创了肿瘤治疗的新格局。2010 年他与

学生陈竺、陈赛娟等又提出了“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

砷”的诱导分化治疗方法，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5 年无

病生存率跃升至 90％以上。这一方案被国际医学界誉为

“上海方案”。

“上海方案”只是王振义厚厚功劳簿中的一页，他还是

我国血友病诊断体系的奠基人。早在 1954 年，为了解决病

人小手术出血不止的问题，他多方钻研，在凝血活酶生成试

验中以石蜡代替当时国内尚无的硅胶，确立了凝血活酶检

测的国产方法，实现对血友病 A、B 的分型诊断。1956—1959 年，他发表了一系

列论文，建立了我国血友病的诊断体系，将中国相关研究提升到国际先进水

平。1979 年，王振义又在国内首度提纯因子Ⅷ相关抗原，并制成抗血清投入治

疗，在国内推动了对血管性血友病和血友病携带者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中国血

栓与止血方面的大家。

“一门四院士”薪火相传

王振义先后担任过内科基础、普通内科学、血液学、病理生理学等教学工作，

培养了 21 名博士、34 名硕士。每当提及恩师，他的学生们无不流露出感激和崇

敬之情。

王振义在 1978年首期招收的研究生中，陈竺、陈赛娟结为伉俪。如今，陈竺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赛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血液研究所所长。陈国强

也是王振义的得意门生，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

在人才培养和传承方面，王振义有一个“抛物线”理论。他认为，一个人

在科研“抛物线”顶峰开始下降时就应该退下来，让更强的下一代顶上去。

1995 年，时任上海市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王振义主动让贤，举荐 42 岁的陈

竺继任。

他的苦心没有被辜负。2001 年，上海市血液学研究所成为医学基因组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 100 余项国家级课题、80 余项省部委级重大课题、14 项国

际合作课题等。今年 6月，陈赛娟、陈竺和赵维莅带领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血液病转化医学研究创新团队，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

团队奖”。

王振义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素雅的牡丹画，话剧《清贫的牡丹》的剧名正源

于此。王振义说，为人做事也应该像这幅画，对待事业要勇攀高峰，对待荣誉和

地位要清静淡雅，保持一颗平静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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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岁的李振声已经数不清他到底去过多少块麦田，他的

很多工作照，背景都是清一色的麦田。

“对我来说，我已经把我的年华献给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黄

土地。”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曾对记者这样说。在 70 余年

的科学生涯中，李振声始终为“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而不

懈努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李振声被授予

“共和国勋章”称号。

开创远缘杂交育种大面积推广先例

“小偃6号”作为小麦育种的骨干亲本，衍生出了80多个小麦

品种。这些品种累计推广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从

而开创了远缘杂交育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和纪录。

“小偃”系列就是由李振声经过多年攻关育成的高产、抗

病、优质新品种。

1956年，25岁的李振声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来

到陕西杨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在科

学上的大胆创新——利用小麦与长穗偃麦草进行远缘杂交。

小麦条锈病是世界范围内严重危害小麦产量的重要流行

性病害，可致小麦减产甚至绝收，其有效防控是世界性难题。

“如果能把长穗偃麦草的抗病基因转移到小麦里，不就有

可能培育出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吗？”为实现这一大胆设想，

李振声付出了 20年的心血与汗水。

20 载寒来暑往，20 载孜孜以求。李振声将他人生中最宝

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倾注在了实验室与试验田之间。面对小

麦远缘杂交的重重挑战，他逐一攻克；面对质疑，他不为所动，

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

最终，李振声与其团队成功培育出“小偃”系列，并迅速实

现了广泛推广。

李振声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创建了蓝粒单体小麦和染

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从而将原本需要数十年的远缘杂交育

种时间缩短至 3年。

写在麦田里的论文，字字艰辛。在年复一年的试验中，李

振声发现，杂交不亲和、杂种不育和后代剧烈分化是开展远缘

杂交的三道难关。

为了攻克这些难关，他静下心来，开展了由表及里、由此

及彼的遗传性状分析，从染色体水平探索遗传物质的传递规

律，开始了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

在小偃麦后代中，李振声意外地发现了蓝粒小麦，并经过

细胞学研究确定其是“异代换系”，即是一个由一对偃麦草染

色体取代一对小麦染色体的新材料。

这一发现，让李振声无比兴奋。他利用这种蓝粒小麦与普通小麦杂交，后代分离

成深、中、浅、白4种颜色，确定是蓝粒基因剂量效应造成了后代小麦粒色的多样化。

有了蓝粒单体小麦，李振声在世界上首创了一套全新的育种方法——小麦

缺体回交法，使得杂交育种在三年四代的过程中即可完成，大大地缩短了杂交育

种时间。

打响农业科技领域“黄淮海战役”

李振声坚信，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中国人能自己养活自己。

做科研几十年之后，李振声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要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必

须让技术长在泥土里。

1985—1987 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三年徘徊不前的局面。为进一步增产

增粮，李振声带领中国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通过翔实的调研，提出了黄淮海中低

产田治理方案。据他们测算，如果我国粮食在 8000 亿斤的基础上，再增加 1000

亿斤的话，黄淮海地区有 500亿斤的潜力。

很快，李振声组织中国科学院 25 个研究所的 400 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

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打响了农业科技领域

的“黄淮海战役”。在实施的 6 年中，这项工程为黄淮海地区增产粮食 504.8 亿

斤，与预期计划吻合。

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李振声在总结这件“大事”时说：“对国

民经济有重大影响而自己又能干的事，看准了就要先做起来，不要贻误时机；只

要做好了，就会得到国家的认可。”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

以麦为业，代代相传、不懈求索！正是这条大道，浇灌了李振声逐梦麦田的梦想，书

写了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一“麦”相承的传奇，成就了中国人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

己手中的坚实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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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本报记者 马爱平

9 月 1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陕西省宝鸡市考察，走进青铜器博

物院，了解当地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

用等情况。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

以青铜器命名的青铜文化专题博物

馆，拥有馆藏文物 48 万余件。其中，

一级文物 102 件，尤以著称于世的周

秦青铜器居多。这些古老精美的鼎、

簋、尊、盘，以及铸刻于其中的铭文，犹

如一部讲述中华礼仪之邦古老智慧的

“青铜史诗”。

文明之光代代相传

秦岭南屏，渭水中流。宝鸡，古

称陈仓，周人便是从这里发祥，开启

了礼乐文明的先河。坐落于宝鸡市

区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依山起势，

采用传统高台门阙形式，层层递进、

气势恢宏，青铜厚土的建筑语言象征

着宝鸡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地位。

9 月 13 日，科技日报记者踏入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只见中厅处，“镇院

之宝”何尊在灯光映射下尽显巍峨庄

严。它是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腹底

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

早的文字记载。今年，何尊还登上中

学历史教材封面。这一跨越千年的宝

藏，在 3000 多年后的今天，仍散发着

璀璨的中华文明之光。

火与铜的熔炼，铸就了青铜文明

的灿烂辉煌；巧同造化的雄奇宝器，闪

耀着古人的智慧之光。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院长宁亚莹认为，中国古代青铜

器不仅是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礼乐文明的物质载体，还是古

代艺术和科学交融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何尊是历史上第

一个出现“德”字的器物。“德”字从此

有了“心”，证明了周王朝以德治国的

理念。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冯盛国整理了百余篇青铜器铭文后发

现，这些铭文包含的道德相关内容非

常丰富，包括爱国主义、尊重自然、忧

患思想、简朴思想和孝道观念等至今

仍广为流传的精神品质。

跨越漫长的历史长河，2018 年，

宝鸡市将 43 年逨鼎的铭文故事，制作

成视频，让干部学习其中的廉政思想，

取得了良好反响。

文物“医治”更加精准

如何将见证历史、承载文明的文

物留存下来、“活化”起来？跨入新时

代，斑驳的青铜器在科技人员的保护

下被赋予了“新生命”。

记者现场看到，何尊在防震展柜

里，被悉心呵护。“我们利用物联网技

术和传感器等设备，实时监测展柜内

的湿度、温度等各项关键指标，一旦发

现变化，便迅速查找原因并开展维

护。”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文物保护管理

部副主任崔睿华介绍，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在展厅、库房均安装了智能安防

系统和预防性保护监测系统，确保文

物安然无恙。

今年 6 月，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与

西北大学合作实施青铜文物保护修

复项目，充分运用了科技检测分析

技术，最大程度地提取文物所携带

的信息，为文物的研究和展示提供

科学依据。

“现代科技手段让文物‘医治’过

程更加精准。”崔睿华举例说，X 射线

荧光光谱分析、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等

手段，可以检测出青铜样品中铜、锡、

铅等合金元素的含量，了解器物的材

质特点；三维扫描技术可以让人直观

了解器物的修复进展，再利用 3D打印

技术对残缺部分进行精准打印，使用

合适的材料和工艺进行修复，几乎可

以做到完美契合、分毫不差。

记者了解到，去年 6 月起，宝鸡市

开始实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可移动

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对全市

15 家文博单位的部分珍贵文物进行

数字化采集。项目通过云计算和大数

据等技术，建立博物馆的智能管理平

台，并搭建了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和青

铜器数字化保护系统。

鉴往知来，向史而新。历经岁月

洗礼的国宝重器正通过数字化、文旅

融合等多种形式焕发新生机。宁亚莹

说：“现代科技手段让青铜器不再是冰

冷的展品，能给人带来历史启迪和艺

术享受。”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青铜史诗”讲述中华礼仪之邦古老智慧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记者

9月 15日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获悉，该所核化学室秦芝研究员团

队，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

（HIRFL），以及自主研发的自动化分

离样机系统，在医用同位素镭-223 和

锕-225 的同步分离制备方面获得重

要进展。

镭 -223（半 衰 期 为 11.4 天）和

锕-225（半衰期为 10 天）作为两种极

具潜力的阿尔法发射同位素，由于其

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在小体积肿瘤

和多位点转移性癌症的治疗中展现出

广 泛 的 应 用 前 景 。 然 而 ，传 统 的

镭-223 和锕-225 生产方法复杂且效

率不高，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迫

切需要开发出一种高效且自动化的制

备系统。

基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

置提供的中高能质子束和氮束，研究

团队自主研发和建立了一套可同步

制备镭-223 和锕-225 的自动化分离

系统，建立了完整的“钍靶辐照—分

离纯化—药物标记”的制备工艺路

线，显著提高了镭-223 和锕-225 分

离纯化效率。

通过自动化分离及纯化实验，研

究团队成功地实现了对数百种杂质核

素的有效分离，镭-223和锕-225产品

的分离回收率和放射性纯度最终分别

稳定在 62%和 92%—96%。团队还评

估了杂质核素锕-226 和锕-227 的放

射性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并利用上述

工艺制得的锕-225 成功开展了一种

重要标记化合物的合成研究。

据悉，研究团队将利用这一技术

成果，进一步开展百微居及毫居级

镭-223和锕-225的生产制备工作。

两种医用同位素分离纯化效率显著提高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7日电 （记

者马爱平）记者 17 日从中国农业科

学院获悉，该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揭

示 了 植 物 抗 病 性 新 机 制 。 他 们 发

现，抗病基因（R 基因）可重塑植物

根际微生物群落，并通过招募有益

微生物作为核心微生物种群，构建

更 加 稳 定 和 复 杂 的 微 生 物 网 络 结

构。相关研究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

《微生物组》上。

“R 基因是植物抵抗病害的最关

键基因。但 R基因是否可以重塑微生

物群落，进而抑制病害的发生，一直未

有相关报道。”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

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凌键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该研究通过微生物组群落分析，

鉴定了甘蓝中甘 21 和新中甘 21 根系

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差异，发现抗病品

种根系微生物物种的组成更加丰富，

并形成了更复杂更稳定的微生物网络

结构。进一步研究表明，R 基因重塑

了根际微生物群落，并通过招募有益

微生物，形成了以有益微生物为核心

种群的高度稳定网络，从而更好地抵

御病原菌的侵染。

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微生物组、

培养组、基因组等组学数据，研究人员

分离鉴定了抗病品种根际微生物网络

中的特定菌株。进一步实验表明，该

菌株还可显著提高作物对根肿病、青

枯病等土传病害的抗病性，在生物防

治应用中有着巨大的潜力。

“ 该 研 究 发 掘 了 植 物 R 基 因 的

新功能，为实现抗病育种与微生物

群落防控两大领域有机统一提供了

理论支持。同时，研究也为联合抗

性品种挖掘、微生物组学合成、新型

生防菌剂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凌

键说。

植物 R 基因抗病性新机制揭示

（上接第一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科教资源富集的南京，把“破四唯”和

“立新标”相结合，制定了《南京市科技

人才评价改革工作指引》，对重大攻关

任务类人才以用户评价为主，基础研究

类人才以同行评价为主，应用研究和技

术开发类人才以市场评价为主，社会公

益研究类人才以社会评价为主，充分调

动人才创新、创业、创造的积极性。

“人才第一资源”激发出丰沛内劲，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8 月

27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4 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先期报告，公布世

界科技集群百强榜。南京位列全球第

9、中国第 4，全球排名较上年提升了两

个位次。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禾）9月 16日

为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生态环境部在

16日当天公布，我国自 1991年加入《关

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以下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如

期实现了各阶段履约目标。履约 30 多

年来，我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总

量约 62.8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

半以上，同时累计避免了 260 多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为推动全球

臭氧层逐步恢复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减

缓气候变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结于1987年，

旨在通过采取全球行动逐步停止消耗臭

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2016年，《蒙特利

尔议定书》缔约方达成《基加利修正案》，

决定对导致全球变暖的强效温室气体氢

氟碳化物（HFCs）实施管控和削减。据科

学评估，国际社会履行《基加利修正案》管

控要求，到2100年，最多可避免全球平均

升温0.5摄氏度，气候效益十分显著。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

多措并举，推动 HFCs 履约管控，并取

得积极进展。其中，通过实施配额许可

管理，实现 HFCs 总量控制目标。2024

年度，我国核发 HFCs 生产配额，用于

国内使用的配额分别折合 14.49亿吨和

6.4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较 2024年度

配额总量分别压减 4.04 亿吨和 2.62 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同时，我国自 2021

年接受《基加利修正案》起，建立并严格

执行 HFCs 进出口许可管理，每年开展

HFCs 进 出 口 审 批 近 3 万 批 次 ，阻 止

HFCs潜在非法贸易 59 批次，涉及 HF-

Cs数量折合约 14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与此同时，我国还加强 HFCs 履约

管控的科学技术研究。比如，在山东长

岛等地逐步完善 HFCs和消耗臭氧层物

质大气监测网络建设，构建我国履约成

效评估和预测预警评估体系；推动汽车、

家电等行业加快 HFCs替代品和替代技

术研发，以履约推进行业转型升级等。

我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约62.8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