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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慢
慢成为真理甚至是政治正确的
象征，有所谓科学的人生观、历
史观与世界观等等。其实，科学
研究并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如果一切从实际出发，
那么现实生活中最世故的人，一
定是最好的科学家。科学也不
是满足于从实际发生的事情出
发，通过经验概括形成规律。如
果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那么
历史学家可能是最好的科学家，
因为他们了解的实事最丰富，甚
至比政治家还了解事件的来龙
去脉与因果关系。

科学研究是面向未知领域
的知识探险，通过观察与实验获
得的新经验，往往是民众甚至
内行学者也不太了解的。如何
判断这是个新现象，只有自己
与他人反复观察与实验，反复
推敲逻辑论证与数学运算，才
能确定什么是新事实，什么是
新发现，有没有有意无意的误
判、错误与造假。科学研究绝
对不是人云亦云、三人成虎的
虚假事实生产过程。

原始的科学发现往往包含
一些细节错误与理解的偏差，除
了反复核实，科学共同体内部的
尖锐批判与善意纠错，是推进科
学发现的重要环节。只有掌握

一定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才对科学发现有兴
趣，并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判断能力。科学研究是
高度客观公正，但绝不是公众普选类型的民主
精神象征。

如果科学精神就是反复核实、及时纠错，
那么学术刊物评审与发表科学论文的理性程
序是什么？

评审论文属于反复核实、发现错误的重要
环节，投稿者是有义务给编辑与审稿者提供审
稿费用的，不管论文作者是神圣权威还是学界
无赖。

审稿人员可以保密，但审稿结论必须在有
效时间内告知作者，给作者提供发现错误、及时
纠错并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的机会。

为了避免一稿多投，以及评审烦琐。全国所
有学术刊物，按照专业与学术等级，建立同专业
统一的稿件受理部门。作者预先填报投稿志愿，
并根据投稿志愿所包括的学术刊物支付全部审
稿费用。

坚持按劳分配与优胜劣汰原则，对在某一
等级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根据刊物等级、论
文字数与有效时间内的引用率支付稿费，稿费
必须高于作者志愿中填报的最低志愿刊物的
审稿费。

严厉打击造假论文与代写论文，封杀所有
提供这类服务的网站，一经发现造假或代写论
文，3~5年内公布犯规作者，并在这段时间内剥
夺其发表科学论文的权力。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
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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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酷品

据英国《每日邮报》10 月 21 日报道，飓风“冈萨洛”登陆英国。飓风风力达到每小时 70 公里，
给英国带来连夜暴雨。威尔士全境发出黄色预警。图为英格兰北部一处瀑布在强大风力下从山下
向上“倒流”。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全球防控埃博拉进入“下半场”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记者 胡珉琦

10 月 17 日，美国一名女子当天早晨在五角
大楼停车场出现呕吐症状。因呕吐是埃博拉患
者的发病症状之一，当局出于预防埃博拉病毒
的考虑立即关闭大楼入口并封锁停车场。经详
细调查后，警报得以解除。不过，这起“埃博拉疑
云”一度引起轰动。

10 月 20 日，因发烧在浙江宁波一家医院留
院观察的尼日利亚籍男子解除留观。然而，尽管

“从留观情况和相关检查看，这位患者应该连疑
似都算不上”，但网络上仍出现了不少类似“宁
波出现国内首例埃博拉患者”的谣言。

以上两则消息引起极大的关注，折射出民
众对埃博拉疫情的焦虑和不安。这也恰恰说
明，当人们开始警觉埃博拉病毒会不会全球流
行的时候才如梦方醒：埃博拉绝非“野蛮人的
瘟疫”———至少它带来的恐慌已经遍及世界各
个角落。

已经输掉的“上半场”

人们的这种恐慌不无道理。在埃博拉疫情
重灾区———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疫情
正处于失控的边缘。世界银行行长金镛日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由于各国协作不力，“我
们正在输掉这场（对抗埃博拉的）战役”。

世界银行第 12 任行长金墉是韩裔美籍医
学专家，他对埃博拉疫情局势的阅读绝不仅仅
停留在经济层面。金镛呼吁，全球各国应共同努
力遏制埃博拉病毒蔓延，如果其他国家不能切
实切断传染链，这一病毒有可能继续从几内亚、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向外扩散。

正在塞拉利昂参与抗击埃博拉的中国疾控中
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10 月 19 日、23 日
通过语音聊天工具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
访，在他看来，如果把防控埃博拉疫情比作一场足
球比赛的话，我们已经输掉了“上半场”。

“按照我们的想象，‘前半场’要把埃博拉消灭
在萌芽状态，或者至少堵在非洲（不扩散），现在看
来没有堵住。”高福说，“在输掉‘上半场’后，（金镛）
这样说有警醒作用，对下一步防控有意义。”

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复旦大学基础医学
院教授姜世勃和副教授陆路在接受 《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与埃博拉疫情的对抗中，
各国协作不力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例如非洲三
国边界人口流动频繁、政府无法有效关闭口岸，
非盟和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的生活物资配给不
力导致有些疫区无法形成有效隔离等等，都加
速了疫情蔓延。

此外，上述专家表示，由于埃博拉病毒需要
在 P4（生物安全 4 级）这样高级别的生物安全实
验室才能开展活病毒的研究，因此限制了对其
药物及疫苗的研发。

“从科研角度来说，各国在科学领域的重视
与协同合作还是积极的，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
进展，但我个人认为在科学领域，这场战斗才刚
刚打响。”姜世勃说。

“下半场”挑战重重

尽管美欧已出现感染病例，但“下半场”的
主战场仍然在西非。在塞拉利昂，高福真切地感
受到了要赢得“下半场”的挑战性。

“没有执行力。”他告诉记者，“就算是世界
卫生组织、各国疾控部门包括我们给他们制定
了正确的应对措施，但现实条件却掣肘疫区国
家去有效地执行。塞拉利昂这个贫弱小国在面
对来势汹汹的埃博拉疫情时，只能用“无能为
力”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执行力包括缺医少药、缺必要的交通
运输工具，救护车、运尸车、摩托车等，缺检测仪
器设备；然后还缺人，社区没有具有相应的公共
卫生背景的医护人员。我们去社区调研，发现了
病人，诊断出来人没地方去，死亡病例的尸体运
不走，当地宗教还有下葬时触摸死者的习俗。”
高福说。

感染接触跟踪，是应对埃博拉的基石之一。
公共卫生工作者会观察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

人 21 天（埃博拉最长潜伏期），以便确认这些人
没有任何埃博拉感染迹象。如果有人出现症状，
就会被送到隔离区进一步观察，确保他们不会
再传染给其他人。

过去，这个方法十分有效。它成功遏制了此
前历史上每一场已知的埃博拉暴发。然而，利比
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这三个国家，每国都有
数以千计的感染者，接触追踪变得不可能做到。

“我访问过他们的基层，想把病人在社区隔
离，但是隔离条件非常差，缺水缺食物，隔离起
来的患者就跑了。”高福说，目前在塞拉利昂社
区，很多措施落实不了。

“包括 WHO 等组织、各个国家都是喊得
多，真正能把措施落实到位，特别是落实到社区
防控埃博拉，根据我在塞拉利昂掌握的情况，根
本没有。”高福说，要赢得对埃博拉疫情“下半场”
的胜利，必须靠全世界的重视，“传染病无国界，
各国都要行动起来”。

此次埃博拉疫情给人们的另一大挑战是，
医生、护士和医院的员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被感染、死去。据 WHO 报道，截至 9 月下旬
的数据，已经有 384 名医务工作者感染了病毒，
其中 186 人死亡。医生、护士的高感染率和死亡
率，带来了更严重的长尾效应。

高福告诉记者：“医务人员短缺，中国人民
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边运作一个留观中心，
培训当地人应对疫情。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病的
发作机制，培训出合格的医护人员是没问题的，
可是这（医务人员高感染率）使得我们要花很长
时间。”

姜世勃、陆路认为，目前在西非前线起主力
作用的医护人员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各国支援
的医疗队。若医护人员仍不断感染，并且出现高
死亡率，那么可能使各国或组织对支援医疗队
的动员及派遣难度加大；同时，各国的医务工作

者很可能成为埃博拉病毒跨国甚至跨洲传播的
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带来更可怕的扩散。因此，
做好医务工作者的保护及救治，降低感染率和
死亡率是非常急迫的任务。

埃博拉流入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东北大学 MOBS 实验室的研究院，运
用专门的计算机模型，结合最新的埃博拉病毒
传播路径、国际航班飞行数据、病毒的潜伏时
间、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率等作为研究因子，计
算出 10 月底埃博拉病毒扩散至其他国家的几
率。中国列在最有可能遭埃博拉病毒袭击的前
三十位国家中的第 16 位。并预测，中国可能会
在 10 月底出现埃博拉病例。

对此，高福认为，只要埃博拉疫情在非洲得
不到控制，我国与非洲的贸易、旅游、留学生交
流等还在开展，埃博拉病毒流入中国只是个时
间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必须有正确认
识，这也是为什么党和政府决定派我们来非洲
抗击埃博拉，除了中非人民友谊之外，也是为我
们自己抗击埃博拉。传染病无国界，一定要清醒
认识这一点。”

“全球化背景下越是开放的国家越容易受
到传染病侵袭，我国与非洲诸国有密切的交流
和合作，因此输入性病例的风险是有的。至于是
不是 10 月底不好说，我觉得元旦或春节期间回
国人员增多，可能会加大风险。”姜世勃说。

陆路认为，相信在经历了非典和 H7N9 禽
流感的“战斗”后，即使在 10 月底出现了感染病
例，我国也有能力有效控制疫情。

姜世勃和陆路建议，我国应在主要大都市
的周边地区（即人口密度较低，但交通方便）尽
快建立类似于 2003 年非典期间建立的小汤山
医院，并对未来将要在这些医院工作的医护人
员进行严格地训练，一旦发现确认或疑似埃博
拉病例，应立即进行收治或隔离。

美国公共卫生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
家也认为，中国在防控 SARS 方面的经验对于埃
博拉防控工作有着积极意义，且民众也更倾向
于配合相关机构的防控工作。同时，他还建议从
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在出入境口岸可以提供免
费的体温计给疫区来的旅客以提高监测管理的
效率。

心怀希望的理由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我们还有哪些理由
对疫情好转抱有希望？

在疫情“久攻不下”的这段日子里，频有类
似“埃博拉病毒已变异”“传播途径有变化”的流
言传出，《中国科学报》 记者就此向高福及相关
专家求证，给出的答案均为：尽管埃博拉病毒为
易变的 RNA 病毒，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病毒
已出现变异或产生新的传播途径。

姜世勃和陆路认为，埃博拉病毒传播途径、
潜伏期等还没有显著改变，因此追踪、隔离、治
疗仍是可行的手段；同时由于已拥有准确的检
测和救治手段，目前在公共卫生体系健全的国
家大规模暴发的风险仍不大。

此外，上述专家指出，此次疫情也促使疫苗
和药物的研发进度大大加快，世卫组织预计
2015 年将会有疫苗或药物投入疫区，这将有效
地控制甚至消灭疫情。

“‘下半场’哨子一响，如果全世界不仅仅
在说，而是在做，把非洲的疫情控制住，把出现
在美国、西班牙的个别病例压制住。‘下半场’
是可以取得胜利的———只是我们要把精兵强
将都派上场。”高福说，“按照美国 CDC 的估
计，明年 1 月份可能会出现转折，不过这取决
于各国行动的落实，如果执行力跟得上，应该
没问题。”

瀑布倒流

减压手环
这款名为 Olive 的减压手环看上去与一般的

手环并无二致，不过由于其内置了多种不同的传
感器，可以及时地检测佩戴者的心率、环境光线、
动作和皮肤温度等数据，当收集到的数据被分析
为压力过大时，Olive 就会向佩戴者发出柔和的触
觉反馈，或是激活自身的 LED 灯，提醒用户进行
减压训练。

加热地毯
可加热的 fervent 地毯，是由一条编织物紧紧

地盘旋在一起、最后用液压连接处理制成的编织
毯。它可以连接到暖气片上加热，当温度升至 60
摄氏度时，就可以杀死那些有害的、会引发过敏的
小虫子，还你一个健康安全的家居环境。瞧，科技
轻松改变生活。

智能便利贴
Reminder 是一款神奇的智能便利贴。Re-

minder 内部含有磁性颗粒，只需拿磁性笔在上面
写字就会显示出来，还可反复擦写。有重要事项
时，你还可以设置闹钟，闹铃到时，LED 会亮起，提
醒你该去忙正事了。

插线板移动电源
这是一款插线板，但它还能提供移动电源，所

以只好叫“插线板移动电源”了。插线板上配备了
3 个三口插孔，还内置了一个可拆卸的移动电源。
平时放入里面保持电量满载，外出 时随手拿
走———再不用担心手机临时没电了。

废电池移动电源
这是 2014 年红点概念奖获奖作品———当下，

手机换代的速度非常快，很多人一两年就换一台
手机，势必产生很多废旧手机电池。然而每款手机
电池难以通用，扔掉又不环保。两位设计师针对这
个问题设计了一款名为 BetterRe 的移动电源。它
最大的特点是其自身不内置电池，可以将各种不
同的手机电池放进里面变成移动电源，变废为宝。

太阳能卡片计算器
太阳能卡片计算器顾名思义，采用太阳能供

电，节能环保；另外黑色屏幕白色数字，完全不同
于普通液晶显示，效果极酷。更贴心的是，这款卡
片计算器就像一张卡片，可以随意地塞进钱包，便
于携带。

蒋志海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