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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HIV药物可有效保护未感染者A4版
7 月 13 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的两项研究成果第一次表

明，未感染艾滋病的男性和女性每天服用抗 HIV 药物能够在异
性性行为中防止感染这种病毒。

燕山大学关于付炜事件的处理情况说明A3版
燕山大学教师付炜涉嫌剽窃事件，经本报连续跟踪报道后，燕

山大学进行了调查，7月 13日，燕山大学给本报发来《燕山大学关于
付炜事件的处理情况说明》，认定付炜利用审稿人身份，剽窃他人成
果，其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并决定解聘付炜教授职务。

欢迎登录wap地址院kxsb.ibidu.cn袁免费下载阅读叶科学时报曳手机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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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点培养引进各类高层
次创新型科技人才 2.5万人以上；凝聚
一批世界一流科学家；重点支持培养
2000名左右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7月 14日，中科院研究生院组织
召开首届科技领导力研讨会，科技部政
策法规司副司长翟立新在会上表示，为
扭转科技界“帅才”稀缺的局面，我国的
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已经在行动。

目前，培养造就科技领军人才的思
路是：立足国内与加强引进相结合，事
业支持与环境营造相结合，高端引领与
整体推进相结合，支持已成名的“显才”
与培养青年“潜才”相结合。

翟立新说，去年公布的《国家中长
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里有三个计划与
领军人才培养息息相关。一是下半年即
将实施的创新人才推进计划，要培养一

批科技大师、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和优
秀创新团队，“相关文件正交国务院报
批中”。二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如“千人计划”已引进 5批 1134位海外
学者，其中不少顶尖科学家有望成为某
领域的领军人才，中科院的“百人计划”
也在开展相关工作。三是青年英才开发
计划，国家将在青年科技人员和优秀学
生中选拔和特殊培养。

科技部还要开展科技管理培训专
项行动，即针对科研院所领导、地县科
技局长、企业研发主管开展培训。

翟立新提到，“高层次创新型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意见”文件年内将颁布，
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这个
文件做到“有效、管用、解渴”。此外，我
国科技人才的培养还将继续在载体上
进行探索，如打造人才特区。 （肖洁）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翟立新：

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在行动

阴本报记者原诗萌阴吴昊
2010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顾东风教授等人合作的一
项研究显示，从 2010年到 2030年，中
国的心血管病患者将增加 2130万，心
血管病死亡人数将增加 770万。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顾东风一直
致力于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发病和致病
因素及其流行变化趋势的研究。近年
来，他又将心血管疾病发病的环境因素
和人类基因组研究相结合，为我国心血
管疾病研究及防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国家做点事情

顾东风于 1978年考入南京医科大

学，毕业后于 1983年考入中国医学科
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开始从事
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1990～1992年，
他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赴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深造。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改
革开放后第二波“出国潮”，大批科技人
才赴海外谋求发展，和他同一批出国的
人，也有许多留在了国外。
“我也有过留下来的想法，但最后

还是决定回国做点事情。”1993年初，顾
东风回到北京。

刚回国时，顾东风居住“筒子楼”。
谈起那段“艰难时日”，顾东风笑笑说，
要说一点困难没有也不是真话，但工作
很忙碌，大部分时间都在单位和调查现
场度过，也没觉得有多难。

跨越 10年的大调查

1991年 10月，阜外医院牵头完成
我国第三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的现
场工作，并由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室负
责汇总。作为研究室主任，顾东风参与
整理和撰写了题为《中国人群高血压患
病率和变化趋势》的重要学术论文。

1997年，为研究我国心血管疾病的
致病因素和流行趋势，顾东风主持开展
了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冠心病、脑卒
中发病和死亡影响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该项研究需要对 1991年的高血压
调查样本进行大规模随访。刚一开始，
研究就遇到了许多挑战。首先是时间比
较久远，没有电子数据库，档案收集起
来难度较大。 （下转 A2版）

成果要经得起同行和后人检验
———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顾东风

大医精诚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新乡医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 关爱老党员”义诊小
分队，胸戴党徽，颈带听诊器，手持血
压计来到河南省辉县市拍石头乡寨洼
村，为村中 8名 60岁以上的老党员开
展义诊体检。

神经内科医生、党员张萍，细心地
为曾担任民兵营营长、有着 53年党龄
的张保群做了全身体检，还把日常饮
食注意事项叮咛个不停。此外，新乡医
学院医疗卫生志愿服务团还在村委会
设立了服务台，来自该校附属医院的
16位专家教授、23名临床医学专业的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

（谭永江 宋元明）

太行老区来了
党员义诊服务队

新闻链接

本报讯 英国皇家工程院（The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官方网站最新
公布其 2011年院士增选结果，本年度共
增选 59名院士，其中荣誉院士 3名，外
籍院士 6名。共有 4位华人学者当选，分
别是余海岁、李静海、张杰和米耀荣。其
中李静海和张杰为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
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由工程科技各领域
的专家组成，致力于将各领域最杰出的
工程科技专家组织起来促进科学、艺术
和工程科技的繁荣。 （柯讯）

余海岁（YU, Hai-Sui），现为英国诺
丁汉大学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李静海，中科院院士、化学工程专
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亚洲科学院
协会主席，兼任中国颗粒学会理事长，
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士工程
院院士等。他主要从事颗粒流体两相系
统量化设计和放大的研究，提出基于颗
粒尺度、颗粒聚团尺度和设备尺度的多
尺度分析方法和两相非均匀结构应满
足的稳定性条件。

张杰，中科院院士、光物理和等离
子体物理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主
要从事 X射线激光和强场物理研究。他
还是德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
院士，曾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光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和中科院基础
科学局局长。

米耀荣（MAI, Yiu-Wing），现为澳
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

四位华人当选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当选者为余海岁、李静海、张杰和米耀荣

新当选华人介绍

本报讯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
岩爆引起的重大事故，造成了人员伤
亡和施工装备的破坏，严重阻碍了工
程的顺利进行。近日，中国科协主办的
第 51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举行，
谈到岩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
国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钱
七虎感慨良多。

他说：“我国现阶段岩石工程规
模大、难度高。无论是矿山工程、水
电工程还是交通工程，很多都需要

开发进入深部地下空间，不少工程
都遇到了岩爆现象。岩爆机理及其
预测、预报和预警研究，已成为我国
岩石力学界必须致力解决的关键科
学问题和技术难题。”

2009年 11月 28日凌晨，四川锦
屏二级电站施工排水洞突发极强岩
爆灾害，导致整个支护系统被摧毁并
引起大规模岩体坍塌，7 人遇难，1 人
受伤。2010年 7月 30日，江苏徐州矿
务集团张双楼煤矿发生岩爆灾害，在

该区域作业的 18名矿工有 6 人被埋
身亡。

地下工程施工开挖期间，岩体中
聚积的弹性变形能突然猛烈释放，
使岩石爆裂并弹射出岩块的现象，
叫做岩爆。严重的岩爆像小地震一
样，可将几吨重的石块弹射到几十
米以外，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200 多吨
TNT炸药。

但是，目前的岩爆机理研究大多
停留在定性解释阶段，岩爆的预测预

警虽进行了大量工程实践的探索和研
究，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是尚未
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甚至有专家断言
岩爆的科学预报不可能实现。

钱七虎认为：“过去我们比较注重
静力学研究，现在逐渐转入注重动力
学来研究岩爆问题。而且。不仅从岩石
材料方面考虑岩爆性质，更重要是从
工程系统的角度讨论岩爆的现象，并
且注意研究岩爆从静力学到动力学的
全过程。 ” （苏洋 潘希）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

规避岩爆事故重在机理研究

全球碳收支研究获重大进展
我国科学家参与领导，获迄今最全面评估报告
本报讯 7月 15日，《科学》（Science）

杂志以速报方式在线发表了由我国碳
循环研究专家方精云院士参与领衔撰
写的《全球森林是一个巨大和持续的碳
汇》一文。《科学》杂志发表通讯认为，该
研究是迄今为止对全球森林碳收支最
全面系统的一次评估，不仅阐明了森林
在稳定大气CO2中的作用，也影响着全
球碳减排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该研究揭示，过去近 20年里，全球
森林每年可固碳约 40亿吨（折合 147
亿吨 CO2），相当于同期化石燃料碳排
放的一半。但热带毁林等人为活动导致
约 29亿吨碳排放，因此，全球森林每年
实际净固碳约 11亿吨。

这项研究还改变了“热带森林是巨
大的碳释放源”的早期观点，认为热带
森林由早期的净排放已经转变为“碳固
定与碳排放基本达到平衡”的碳中性状
态。

方精云说，全球变化等因素显著加
速了热带原始森林的生长，从而吸收了
相当多的 CO2，加之毁林后的森林快速
恢复，基本抵消了热带毁林导致的碳排
放。因此，热带森林整体上处于碳中性
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森林的
CO2净吸收主要由北方森林和温带森
林所产生。

这项研究由全球 19 位科学家参
与，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植物所所长
方精云参与领导并实施。早在 2007年，
他就联合美国森林调查局、普林斯顿大
学、杜克大学的专家，发起了这项针对
“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碳汇”问题的科学
研究。
“森林碳汇在碳减排中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是 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
峰会上与会各国所达成的唯一共识。”
方精云表示。

中国的碳排放问题一直以来饱受
争议。而这项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森林
蕴藏着巨大的碳汇能力。经过 20年的
发展，其年平均碳汇量已由上世纪 90
年代的 1.3亿吨，增加到近期的 1.8亿
吨；平均单位面积的碳汇量也由每年每
公顷的 0.96吨增加到 1.22吨。

作为国际性的合作研究，该项目也
体现了诸多不同以往的特点。

该研究对森林生态系统中所有要
素的碳储量及其变化进行了全面分析，
内容涉及生物量、枯死量、凋落物、土壤
有机质等多个方面。其研究范围囊括全
球所有类型的森林生态系统，特别是对
研究难度大的热带森林给予了极大关
注。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方精云

说，“为了保证评估数据的准确详实，科
研人员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通过
全球各地森林调查数据和长期野外观
测资料的整合分析，以及运用生态统计
模型和遥感技术等手段，最终完成了这
一庞大的系统工程。”

不过，方精云也表示：“尽管研究得
出了至今最为翔实准确的评估，但由于
热带森林监测数据的限制和各地土壤
资料的缺乏，估算结果仍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方精云认为，中国科学院正在牵头
开展的我国碳收支的战略先导性科技
专项不仅对准确评估我国生态系统的
碳固定具有重大意义，也可望为全球其
他地区碳收支的评估提供方法论依据。

（祝魏玮苏洋）

科学时评
栏目主持：张明伟 信箱：mwzhang@stimes.cn

阴翟立新
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有很多制约领军

人才成长的因素遥 在做科技中长期发展战
略时袁 对数百家科研院所进行的问卷调查
和访谈表明袁 制约领军人物出现的首要因
素是研究人员缺乏长期稳定的研发任务支
持袁而只有多实践尧大视野才能激发领军人
才的成长遥

现在项目经费申请渠道很多袁最近的统
计表明袁20多个部门都有科研经费遥 但是经
费来源分散尧不稳定袁一个科技人员需要应
对多个不同的项目申报渠道袁难以保证科学
家在一个方向上持续深入稳定地作研究遥

在项目申请过程中科学家缺少科研的
自主权遥 科学研究有很多不确定性袁有时是
野黑匣子冶遥 如果在设计课题之初袁就要把买
几张纸尧开几次会尧做几次实验都设计好袁那
不是科学研究的规律袁 而是工程项目的规
律遥但我们现在很多科研管理就是按工程项
目管理的规律要要要预算非常刚性尧科目非常
细遥大量科技人员反映袁时间多用于编预算尧
应付各种审计检查遥 有调查说科学家只有
1/3的时间做科研遥

我们的科研经费是真的多了袁 还是不
够钥 从纵向比袁野十一五冶期间科研经费年均
增长 20%袁但从科技需求来看袁我国科技人员
的人均科研经费是每年 3万耀4万美元袁而发
达国家平均每年 10万美元以上袁差距很大遥

在很多科研院所袁科研人员的工资无法
用事业经费全额保障袁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找
经费来发绩效遥 我们的调查表明袁在很多科
研单位的人员工资结构中袁 绩效部分占到
70%以上遥 就是说收入的大头要靠科技人员
自己去找遥

此外袁 科研经费分配上存在 野马太效
应冶遥 一方面袁很多成名成家的科研人员手里
拿着若干个科研项目袁多得做不过来袁只能
当野老板冶去野分包冶曰另一方面袁很多野刚露尖
尖角冶 的青年科学家得不到有效的经费支
持袁成长困难遥

科研评价的短期化尧功利化尧非创新导
向也是制约因素之一遥 很多单位把申请了多
少项目尧拿了多少经费尧发了多少文章作为
重要考核指标袁反而把科研质量和成果实用
性放在次要位置遥

另外袁我们还存在野研而优则仕冶的现
象院一些科研上卓有成绩的人很快被提拔到
行政领导岗位上去袁这种官本位和行政化倾
向实际干扰了这些可造之才在研究领域的
深入发展遥

这些制度上的障碍袁科技体制改革将努
力解决遥
（本报记者肖洁根据作者在首届科技领

导力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是什么制约
领军人才成长

发现窑进展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机所承担
的安徽省科技计划项目“浮标式
多参数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研制及
水华预警系统研究”通过了安徽
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

该项目针对水体富营养化连
续监测及蓝藻水华预警的需求，研
制了浮标式多参数水质自动监测
及水华预警系统，实现了水体藻类
浓度及相关水质参数的连续自动
监测和蓝藻水华的短期预测。

项目研制的浮标式多参数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自 2009 年 8 月

开始在巢湖进行示范运行，成功
实现了巢湖夏秋水质参数及藻类
连续在线监测和水华预警。

项目研究成果对及时、准确
地掌握我国湖库水环境变化信
息，增强水华灾害预测能力，保障
饮用水安全，降低水华灾害造成
的损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
用价值，能够为各级环境管理部
门进行湖库水环境资源综合管
理，制定保护水环境的重大决策
和长远规划提供及时、准确、可靠
的监测数据和技术支撑。

（肖雪 殷高方）

水质自动监测及
水华预警系统通过验收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海洋
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主持，国家
海洋局一所、上海北连食品有限
公司和海南豪天实业等协助承担
的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高
产卡拉胶海藻的规模栽培、高值
加工与近海环境治理新技术示
范”重点项目，在杭州通过了国家
海洋局海洋科学技术司和财务司
联合组织的项目验收和成果鉴
定。
专家委员会对项目组围绕热

带产卡拉胶海藻资源开发上中下
游形成的产业链条给予充分肯
定。专家对项目在种质资源和单

倍体选育、节水减排与藻渣综合
利用、海藻栽培碳汇贡献与水环
境微生态调控以及生物学基础和
分子生物学等研究上，所取得系
列理论成果和生产技术、经济和
生态环境效益给予高度评价。

项目验收和成果鉴定专家委
员会认为，该重点项目成果总体
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成果
属国际领先，一致同意该重点项
目通过结题验收与成果鉴定。并
建议下一步加强项目成果推广，
带动我国热带海藻资源开发产业
的整体提升。

（廖洋 庞通）

高产卡拉胶海藻项目
通过成果鉴定

mailto:mwzhang@stime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