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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 陈 磊

科普时报讯 （记者陈杰） 10 年投入
100亿元人民币，“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终
于启动首次申报！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 9
月30日，数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
学两个领域的科研人员可以通过项目官网
进行申报。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一项聚焦原
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公益属性的新
型基础研究资助项目，由科学家主导、
腾讯出资并独立运营，将在 10 年内投入
100 亿元人民币，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
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项目设置数
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两个领
域，并鼓励学科交叉研究。资助类别分
为实验类每人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和理
论类每人每年不超过 300 万元，并连续
资 助 5 年 。 2022 年 ， 该 项 目 计 划 资 助

60人。
该项目最鲜明的特色就是“选人不

选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
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新基石研究员项
目”科学委员会委员张杰表示，跟任务
驱动的项目制研究不同，“选人不选项
目”意味着对获资助的科研人员不设置
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
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为的是他
们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创造安稳的
科研环境。”

这一“只认人”的资助项目申报方式
包括机构提名和自由申报，两种申报方式
的申报人都需要符合申报时未满55周岁；
担任博士生导师5年以上；在我国内地或
港澳地区全职工作 （国籍不限）；每年投
入科研工作时间不少于9个月；具有承担

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并仍处于研究一线等
基本条件。

“申报人发过多少文章，有多少专
利，有多少引用，都不是关键，也不是标
准，唯一的标准就是他过去的研究在国际
上是否有影响、今后要进行的研究是否真
正处于基础研究最前沿。”中国科学院院
士、西湖大学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
目”科学委员会主席施一公强调，我们希
望看到他的雄心壮志，看到他的研究方向
还没有人尝试过。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
资金的资助，为“破题”自由探索，推
动“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提供新的可能
性。施一公认为，该项目有望成为国家
支持基础科研的有益补充，为基础研究
不断突破注入独特的“催化剂”。

启动审报！这项百亿基础研究资助“只认人”

他并非贪恋脉搏的跳动，那双蓝眼睛永远清澈。为
何又恃险若平地，寄矢志寸心于命运的洪流？

在与运动神经元疾病对抗 5 年后，世界上第一个
“半机械人”彼得·斯科特·摩根在这个夏天永远离开了他
热爱的世界。

当年，死神在不远处向他招手，被医生下了绝望通知
书的他，决定利用科学和技术，把自己改造成“赛博格”。

2020年，一部《彼得：人类机器人》的纪录片让他
的故事广为人知。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健康
的”数字人彼得，他是由人工智能 （AI） 技术实现的。
需要打字时，彼得会看向屏幕，上面有软键盘和文本框
以及各类功能齐全的按钮；摄像头能够精确追踪他的眼
睛，然后打出对应的字母。这个过程中，由深度神经网
络驱动的AI系统会预测他想打什么单词或说什么句子，
并提供不同选择。

彼得所做的一切，让很多身患绝症的人，于一次次
被认为荒诞的梦境中，窥见生的希望。

比如，医疗福利领域的赛博格技术，正在让不幸受伤
的人们重获新生。美国田纳西州一名男子，因触电事故失
去了双臂后，他装上能随心所欲活动的人工手臂；完全失
明的加拿大男子，把摄影机拍摄的影像，直接传送到脑
内，并“重见光明”；一位英国29岁色盲男子甚至利用一
个与头部结合的摄像头装置，能够“听到”颜色。

是的，这些新闻足以让人兴奋。技术的塑造能力每
提高一分，人类文明的图景就完善一分。就像现在，我
们习惯把道路的记忆交给导航，把知识的记忆交给芯片。

相反，技术所触达的角落越深，我们也越低估精神
内核的驱动力。或许人类凭借技术的进步，只虚构了三
分之一的乌托邦，但有时却误以为是理想世界的全部。

再如“忒修斯之船”。它是西方哲学中最古老的思想
实验之一，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
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
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
是最开始的那些了。

问题是，最终呈现出来的这艘船，到底是原来的那
艘，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

彼得呢？在经历3小时40分钟的一系列身体改造手
术后，彼得 2.0“赛博格”诞生了。对“彼得 2.0”来
说，如果全身都被替换，只剩下大脑中的神经元，一半
被格式化的灵魂，一半被操控的身体，那“他”还是他
吗？人工智能冰冷的机械心脏，会跳动着怎样的感情？

纵观整个文明史，从石柱上的汉谟拉比法典到如今
的人工智能，再到未来的人机混合，人类一直在尽一切
努力超越人体本身的束缚。然而，我们终将消逝于银
河，机械不会停止轰鸣，锈蚀钢架的废墟里永远都有人
在倾尽全力，渴望重生于人世间。

至少在彼得之前，“半机器人”还只存在科幻影片中。“我将不断进
化，作为人类的我已经死去，未来我将以‘赛博格’电子人的身份继续
活下去。”彼得曾期许这样的生活。

他也想象过自己的死亡，“我清楚，我终将死亡，带着一身非常前沿
的，但无法再发挥任何作用的高科技。”这位“科技狂人”也曾在半梦半
醒间，坠入精神的“黑洞”，于缝隙中为找不到生命的栖息地而绝望。

如今，这些早已不重要，彼得应该已经变成墓园里的追光者，或许
没那么幸运，没机会白着头发，蹒跚看晚霞落尽。那些不完美也值得歌
颂，我们不该忘记，他曾经站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着第一道曙光，提
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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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幕，“修心”还得继续
□□ 科普时报记者 李丽云 罗朝淑 通讯员 衣晓峰 郭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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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石化集团共同举办的国内首个地热科普公益
展在中国科技馆拉开帷幕。展览设置“地心热涌”“产业热浪”“低碳热潮”三个展
区，以地热能产生原理、地热能应用领域、地热能开发利用未来前景为主线，利用多
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搭建了地球内部结构、地热能量来源以及发电、供暖、农业、养
殖等场景。现场，公众可以参观主办方搭建的地球内部结构、地热能量来源、供暖、
温泉等多个实景展示区，并通过最新的多媒体和VR技术手段等进行互动体验展示，全
方位了解地热知识和产业发展。

地热能是来自地球内部的一种可再生能源，可用于发电、供暖、农业利用和工业
利用等领域，开发利用地热能对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文/图 科普时报记者 陈杰

科普地热科普地热 践行践行““低碳低碳””

你每天都关心的体重，来源于
质量。至于为什么会有质量，则是一
个神秘的问题。物质世界由各类微观
的基本粒子组成，那么基本粒子的质
量从何而来，则是关乎宇宙本原性的

“终极”命题。被证实的科学理论认
为基本粒子的质量来源于通常称为

“上帝粒子”的希格斯机制。
为揭开希格斯粒子的神秘面

纱，7月4日，“走近上帝粒子——
希格斯粒子发现十周年纪念”科普
报告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
多位专家为公众解开基本粒子质量
起源之谜。

粒子科学探究微观世界的各类
本性问题，百年来，人类的探索归
纳总结为描述微观世界的标准模
型。该模型中最后一个被实验发现
的基本粒子即是希格斯粒子。希格
斯粒子通过神秘的对称性破缺机制
给基本粒子带来质量，它和高深莫
测的量子真空息息相关，也被认为
在宇宙演化的极早期起着重要作用。

希格斯粒子的寻找和发现历时

近半个世纪，最终于 2012 年 7 月 4
日，由欧洲核子中心大型强子对撞
机 LHC 上 的 ATLAS （超 环 面 仪
器）和CMS（紧凑缪子线圈）实验
宣布发现。这一重大发现直接促成
了提出该粒子假设的理论学家弗朗
索瓦·恩格勒与彼得·希格斯获得
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科
大ATLAS实验组在希格斯粒子的发
现与研究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组分是什
么？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构成当今
的宇宙？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赵政国在题为

《希格斯粒子的发现和未来——质
量、上帝粒子和宇宙》的报告中以希
格斯粒子的发现为例, 介绍了粒子物
理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以及涉及
的尖端技术。赵政国认为，诸如“我
是从哪里来的？”“太阳是哪里来的？
天外还有天吗？”“尺子可以分成两半
吗？”等极简的问题，却都是关乎生
命和宇宙的起源与进化、物质基本结

构的重大命题。
希格斯粒子和希格斯机制是电

弱统一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
了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的本
质所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卢建新教授则介绍了理论
家眼中的希格斯粒子，以及为何被
证实的希格斯机制值得一个诺贝尔
奖。他阐述了希格斯机制在宏观经
典电磁相互作用统一 100 年后，首
次在微观量子世界实现电磁和弱相
互作用统一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
把爱因斯坦相互作用统一的思想向
前推进了一大步。

除了资深专家作演讲，4 名深
度参与希格斯粒子研究的年轻教授
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教授徐来林认为，物质微观
结构的探索永远是物理学的前沿，
是带动各学科发展的基础，而粒子
物理主要研究物质最深层次的结
构、最基本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
律、时空的性质及宇宙起源等问
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扬对

希格斯粒子、对称性破缺以及现代
理论物理计算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将经典物理比喻为“一场残酷的比
赛”，其需要吸收数学与计算科学
的最新发展，从理论出发得到具体
的物理预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吴雨生以“玄微世界高能派，秋
境通幽共天人。大道寻踪有重器，
风花纷沓映红尘。飞皮纳微环相
扣，沧海一粟始现身”这一“武功
秘籍”来解释为何微观世界更需要
超大型仪器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教授杨洪洮则认为，希格斯玻
色子作为当代粒子物理理论的最后
一块拼图，其物理意义极其重要，
其发现过程也是实验粒子物理不断
进步的写照。

报告会现场，中国科大部分师
生以及中国科大附中初二学生数百
余人参与讲座活动。赵政国说，大
学教授在做好研究工作的同时，也
有义务面向大众进行科普，这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相关内容详见5版）

希格斯玻色子：当代粒子物理理论的最后一块拼图
□□ 何何 勇勇 柯惠瑶柯惠瑶 张晶晶张晶晶 科普时报记者 于 翔

对高考考生和家长来说，7月是
一个魔幻的季节，在经历了紧张的考
试、成绩等待和志愿填报后，终于迎
来了关键时刻——录取通知书的发
放，但这个环节却注定几家欢喜几
家愁。

四大情绪让考生患上“考
后综合征”

很多家长都非常看重学生高考前
的心理辅导，却往往忽视了高考后的
心理疏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心
理学分会会长、哈尔滨医科大学心理
科学与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杨艳杰教授
认为，对孩子而言，高考后，紧绷的
心态得以放松，积累的各种负面情绪
反而开始“井喷”，尤其在等待录取
通知书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焦虑、迷
茫和烦躁等心理。

一是失落自卑。有的考生因为考
试没有发挥好而产生失落感、负罪
感，甚至自卑感，有的还伴随强迫思
维和强迫行为，自怨自艾，很容易走
入心理误区，性格突变暴躁，严重者
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和行为。

二是焦虑抑郁。有的考生在没有
拿到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过度
焦虑抑郁，吃不好、睡不香，每天处
在一种惶惶不安中。

三是过度享乐主义。有的考生认
为，高考结束便意味着自己熬到头
了，所以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而一
些家长因为存在弥补心态，也会纵容
孩子的这种报复性补偿行为，可能使
得有些考生因此染上不良习惯。事实
上，每年高考后都会引发一些乐极生
悲的案例，需要警惕。

四是“空心”茫然。部分考生在
高考后失去了学习目标和学习动力，
人生意义感和自我价值感缺失，内心
十分迷茫。

考生要学会自我调节，调
整负性认知

重要的未知事件容易勾起人们的
焦虑情绪，等待高考录取结果的过程
出现担心、焦躁的情绪是正常的。杨
艳杰认为，考生要学会接纳负性情
绪，通过有效手段帮助自己面对和处
理。可以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深呼吸
放松练习，也可以伴着轻缓的音乐，
想象最能让自己感到舒适、惬意、放
松的情境。这样的深呼吸放松和想象
放松训练，有助于放飞心绪，保持平
和心态。

此外，考生要学会培养理性思
维。如果自己得到的不是理想的大学
录取通知，与自己达成和解最为重

要。至于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可以尝
试把几个选项的利弊一一列出，进行
理性分析。在多方听取建议和经验并
结合自身情况后做出的选择，就一定
是最好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考生要学会调整负
性认知。有的学生可能存在一些绝对
化的消极观念，比如，“没考上大
学，人生没有希望了”“没有选择到
我喜欢的专业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认知模式在遭遇挫败时，会把当
下的困境更加负面化和绝对化，加重
无望、沮丧和悲观的情绪。

杨艳杰说，现在已步入终生教育
的时代，受教育的渠道越来越多，教
育途径也更加多样化。“没有考取心
仪大学的学子，完全可以通过大学四
年的努力考取心仪学校的研究生；高
考失利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复读、职业
教育等方法，打开另一片天地。”

家长要学会帮孩子做好情
绪收纳

面对高考后情绪不稳定的孩子，
家长能做些什么呢？

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高级心
理教师曹大刚认为，对孩子来说，12
年的辛苦付出如果没能达成所愿，心
里难免出现落差。在等待录取通知书

的日子里，家长无论个人心境如何，
都要为孩子的良好情绪助力。面对既
定事实和失落的孩子，家长与其指
责、埋怨、批评，倒不如冷静下来，
做孩子情绪的“收纳箱”。“陪伴孩子
左右，跟他一起商量接下来他可以做
些什么；分析一下要达成目标，目前
有哪些困难，如何克服；思考孩子自
身有哪些最佳的优势，如何发挥这些
优势。给孩子一个新的目标、一份新
的希望，让他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当
下，把孩子从焦虑中抽离出来，才能
更好地面向未来、定位远方。”

对于考生，曹大刚建议他们应该
学会角色转变，利用高考后的假期，
锻炼自己的自理能力，学会独立自
主，为远离家庭、离开父母庇护的集
体生活做好准备。

杨艳杰也建议，家长可以利用
等待录取通知书这段时间，与孩子
一起制定一个大学期间的生活规
划，也可以安排一些家庭活动，避
免与孩子反复谈论高考、成绩等话
题。“只有稳定自己的焦虑情绪，才
能做孩子情绪的容器。当孩子表达
焦躁不安等情绪时，要做积极的倾
听者，给他们发泄情绪的机会，并
用更成熟客观的认知帮助他们调整
自身不合理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