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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专家还指出了如今博士生培养中的一
系列问题，诸如博士生与导师个人定位的日渐模
糊，博士生对于毕业后的职业需求、职业理想和家
庭关系等问题的焦虑，导师任聘缺乏统一标准等。
这些问题让论文乱象交织如麻，很难理清各方在其
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由此牵扯出的博士生质量问题也不容乐观。
“我们有时也感觉到现在的博士生在基础知识上
相较以前的学生，存在不足。”张双南表示。不过，
他仍然对博士生培养很有信心，并表示这些学生
经过几年的知识积累和培养，最终还是能取得较
好的科研成果。

考核体系僵化是根源？

现今，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促进博士生学
术成果的产出，许多高等院校都对博士研究生在读
期间所需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了明文规定。

记者查阅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人
民大学等院校的博士生论文规定，发现均有在核心
期刊发文的要求。然而，记者在查阅《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时却发现并无此项规定。

陈吉德认为，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规定自然有合
理的一面，可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其研究工作，但在
现实情况中，要发文章的人很多，但刊物却有限，这
就导致有些刊物不顾论文质量变相敛财，而博士生
文章也粗制滥造，企图蒙混过关。

采访中，博士生导师普遍反映，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的考核指标存在很大的问题。“考核的指标就是
看有没有发表 SCI 文章。”董锁成说，确实应该有个
考核的标准，但是这样的标准绝不能“一刀切”。

陈吉德也认为，“僵化的考核体系实际上是一个
畸形的成长环境”，将直接影响其中的博士生发展。

那么，既然许多学者都对这种考核体系多有
诟病，为何它还会长期存在呢？“缺乏对学科差异
的认知是主要症结。”董锁成说，高级人才培养各
有规律，各学科差异明显，如果要发表有价值的
论文，不能一蹴而就。“一刀切”的结果就是论文
质量下降。

“目前高校在争先恐后地上硕士点、博士点，这
是学校考核的一个标准，而学校就将竞争压力转移
到博士生身上。”陈吉德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博士生
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但有价值的论文却屈指可数。

众多专家及学界人士都认为，要扭转这样的局
面，根本还在于完善考核体系，“科研如果脱离了国
民经济发展，价值可能就大打折扣”。董锁成强烈呼
吁把科研目标向国家发展等领域转型。

本报讯 大约两年前，一个由 20 名来自大学
与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开始对基因工
程（GE）作物的风险和收益进行评估。随着这项
研究（由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资助）
的展开，公众就转基因生物（GMOs）的安全性以
及是否对其加以标注进行了持续的讨论。但在
幕后，有些事情已然发生了改变。农产品市场正
面临使用精确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设计新
植物而带来的爆炸式增长，并且美国和欧盟的
监管机构正在为如何评估其安全性而挣扎。

5 月 18 日，上述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这是
一个详尽的文献综述，阐述了老生常谈的关于
GMO 讨论的主要问题。这些植物能安全食用
吗？它们如何影响环境？他们是否会在杂草中引
发除草剂抗性或在昆虫中引发杀虫剂抗性？同
时也有对美国政府而言更为紧迫的难题：如何
应对总是不符合一种被监管的转基因农作物技
术定义的基因编辑植物。

这份题为《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前景》的大
型报告长达 408 页。研究人员分析了过去 30 年
中约 900 项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报告，听取了 3
场公开听证会和 15 场网络研讨，并吸纳了超过
700 条公众意见，旨在回答转基因领域一些令人

困惑的问题。
报告作者搜索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进

而概括出已经处于商业生产阶段的转基因品
种。报告指出，有“合理的证据表明，动物没有受
到来自转基因作物的食物的伤害”，同时流行病
学数据显示，这些作物进入人们的食品供应并
没有增加癌症或任何其他健康问题。

比如针对民众最关心的转基因作物能否放
心食用问题，报告指出，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表明
目前商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方法培育的
作物在健康风险方面之间存在差异，没有发现任
何疾病与食用转基因食品之间存在关联，没有发
现确定性因果关系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会造成
环境问题。但报告也承认，了解转基因技术对健
康与环境的细微、长期影响存在“固有的困难”。

报告说，基因工程技术与传统植物育种技
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比如，基因编辑技
术与传统的辐射或化学技术都能诱导作物的特
定基因变异。因此，在监管新的作物品种时，重
点应放在植物特性方面，而不是具体培育过程。
无论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还是传统育种技术
培育的新植物品种都应接受安全性检测。

报告还说，对作物现有转基因特性的抗性

是一个重大农业问题，包括害虫与野草的转基
因抗性问题，比如许多地方的野草发展出对草
甘膦的抗性，而草甘膦是当前全球最主要的转
基因作物的抗性除草剂。

报告认为，总体而言，种植转基因大豆、棉
花与玉米对农民有着积极的经济影响，但没有
证据显示转基因作物改变了（美国的）增产率。
一些新的基因技术可能会增加产量增长率，但
报告无法给出肯定回答，因此建议资助多样化
的途径来促进产量稳定提高。

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领导合成
生物学项目的 Todd Kuiken 认为，很少有学者会
惊讶于这些结论。Kuiken 说：“学院的印章是否
会对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讨论产生影响，我真的
不知道。”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定义基
因工程时并没有考虑到现代技术———他们审查
新的生物技术产品的框架起草于 1986 年。第一
代转基因作物利用细菌将基因从一种生物体转
移到另一种生物体上。然而最新的 CRISPR 技
术却能够敲除或准确编辑 DNA 序列而不会留
下任何外来基因。

上个月，美国农业部 （USDA） 认为两种

CRISPR 编辑作物———抗褐变蘑菇和高产糯玉
米———可免除审查过程，因为它们不包含任何
被视为“植物加害物”的遗传物质。

去年夏天，美国政府宣布将修改 USDA、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环保署用于评估生物技术产品
的法律框架。与此同时，欧洲委员会也在考虑没有
外来基因的植物是否应被视为转基因作物。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是一家非
营利机构，按照美国国会的要求于 1863 年成立，
在科学、技术与医学领域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
建议。这份报告受美国农业部等机构的资金支
持，资助者不包括从事转基因育种的孟山都、杜
邦等农业生物技术公司。 （赵熙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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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组认为转基因作物可安全食用
数据显示并未增加癌症或其他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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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雨水有助于诱发地震

《地球和行星科学快报》 近日发表了题为
《大陆板块边界断层的流体预测：新西兰阿尔卑
斯断层流体的定量计算》的文章，研究人员通过
计算某一深度流经断裂带的流体通量，首次发
现充足的雨水有助于促进主板块边界断层的地
震破裂。

研究人员采用流体—岩石反应的地球化学
示踪法来判断主挤压板块边界的大气、变质情
况和地幔流体的通量。板块的汇聚形成了南阿
尔卑斯山，断层上盘的地热梯度升高，驱动着地
壳流体流动。研究发现，断层上部的温泉缺乏较
高的放射性锶同位素比值，表明流体流动仅局
限于断层上部。阿尔卑斯断层阻碍了由南阿尔
卑斯山向西部塔斯曼海的侧向流体的流动，但
断层附近的温泉测得的氦同位素比值却表明断
层可以作为地幔流体的流动通道。

除了幔源流体，地球化学示踪模型表明，主
分水岭西部仅有 0.02%~0.05%的降雨可以到达
脆—韧性转变带的顶界（地下约 6km），但这足
以压倒其他幔源和造山作用过程中由热岩石变
质反应产生的流体的贡献。计算得到的 CO2 和
H2O 的流体通量和变质水通量比阿尔卑斯山断

层上的雨水通量要低得多。 （王立伟）

科学家首次准确捕捉火山短期喷发前兆

火山喷发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且由于爆
发前有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征兆，常常无法精准
预测。近日，发表在《地球和行星科学快报》的文
章《短周期火山气体对准火山的喷发前兆：基于
对哥斯达黎加波阿斯火山的思考》报道了来自
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深碳观测站和新墨西哥大
学的研究人员对于准火山喷发预测的一项最新
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利用差分光学吸收光谱法，
对哥斯达黎加的一些小火山在火山口湖处进行
了气体排放测量，首次发现了准火山喷发前的
短期前兆，提出岩浆气体的瞬态脉冲诱发了准
火山的爆发，并基于气体流量的测量实现了热
液系统能量的量化。

该项研究发现，在波阿斯火山喷发之前，常
常会有短期的气体成分的变化，并且由深部岩
浆系统输入火山气体，产生短周期的高温变化
现象。研究团队在 2014 年火山潜水活动期内的
2 个月期间，利用一个固定的多气体分析仪站

（Multi-GAS）测量了从火山口湖原位产生的气
体。此外，Multi-GAS 还测量了气体的比例，包

括 SO2/CO2 和 H2S/SO2。研究发现，火山的爆发
以及高的 SO2/CO2 的统计比率紧密相关。没有
爆发时，SO2/CO2 的比值低。气体组分数据显示
了 SO2 和 CO2 比率之间的显著差异，可以统计
准火山爆发及大小之间的相关性。气体通量测
量结果显示在爆发活动期间确实有很高的 SO2

排放，此外，SO2/CO2 的比例也很高。该研究表
明，岩浆气体和热量短周期的脉冲作用直接对
火山独立的潜水喷发产生诱发作用。研究人员
称，高频气体监测结果可以用于提供预测准火
山的喷发。然而这种监测方法最大的挑战是在
极端恶劣环境下维持仪器的良好运转。监测站
的外围组件极易被喷发火山破坏。如果能够克
服这些问题，将可以获得关于火山如何爆发的
良好的时间序列的数据，有利于后期对火山爆
发的准确预测。 （刘文浩）

气候变化将影响全球数万亿美元金融资产

近日，《自然—气候变化》发表题为《面临气
候风险的全球金融资产的价值》的文章指出，到
2100 年，地球平均表面温度比工业革命前水平
高出 2.5℃的情况下，全球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金
融资产可能受到影响。

气候变化会通过海平面上升等方式直接破
坏资产，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正逐步意识到气
候变化的风险。到目前为止，先前的研究大部
分主要关注的是控制 CO2 排放是否会锁定化
石燃料公司的资产，很少有人研究气候变化本
身对资产价值的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下属
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联合伦敦 Vivid 经济学
研究公司，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学综合评估模
型，基于到 2100 年地球平均表面温度将比工业
革命前水平高出 2.5℃的预测，研究气候变化
对目前全球金融资产市场价值的影响。据国际
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估算，2013 年全球金融
资产价值为 143.3 万亿美元。

研究结果表明：一、在基准情景下，预计目
前有 1.8%的全球金融资产将处于气候风险中，
这大约相当于 2.5 万亿美元。二、由于对气候风
险价值作出估测存在着不确定性，有 1%的可能
将是平均气温上升 2.5℃将导致 16.9%的全球金
融资产（24 万亿美元）面临风险。三、削减温室气
体排放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 2℃以内，处于气
候风险的资产将会减少 0.6%，而有 1%的可能面
临风险的资产将减少 7.7%。四、即使实现控温
2℃的目标，处于气候风险的资产价值将会达到
1.7 万亿美元。 （裴惠娟）

动态

地球磁场或缓慢摆动

本报讯 媒体近日报道称，地球磁场变化速度
比科学家预想的稍快，这也促使人们猜测地球极
点正在翻转。欧洲空间局 Swarm 卫星获得的数据
显示，地球磁场强度每年丧失 5%，比之前估计的
快 10 倍。

科学家并不确定导致这种急速丧失的原因是
什么，但这一模型被认为发生在地球磁极出现逆转
的时期，该事件约每 10 万年发生一次。不过，这种
逆转的起因仍存争议，一些科学家认为，当外地核
金属熔岩流发生变化时，逆转就会发生。虽然听上
去令人毛骨悚然，但科学家表示，磁极逆转不会导
致有害影响，除了迫使人们更改指南针。 （张章）

科学家用喷墨式打印机
制造出低成本有机激光器

本报讯 自从 50 多年前被发明出来，激光器
改变了很多技术———从 CD 播放机到手术仪器。
如今，来自法国和匈牙利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
打印激光器的方法。它是如此的便宜、简单和高
效，以至于研究人员认为，激光器的核心部件在
每次使用后都可以被处理掉。该团队在美国物理
联合会出版公司下属《应用物理学杂志》上报告了
这一发现。

“制造激光器芯片的低成本和简单性，是这项
成果的最重要方面。”圣埃蒂安国立高等矿业学校
微电子中心助理教授 S佴bastien Sanaur 介绍说。

Sanaur 和同事制造了利用含碳材料将光放大
的有机激光器。虽然这类激光器不如那些应用于激
光指示器、DVD 播放机和光电鼠标的无机激光器
普遍，但它们能提供高效光子转换，具有制造简单、
低成本、波长范围广等很多优势。

Sanaur 团队利用喷墨式打印机，制造了成本超
低的有机激光器。他们测试了各种可能的喷墨，然
后选定一种名为 EMD6415 的商用喷墨，并将其同
染料混合。这种喷墨以小正方形的形式被打印在石
英载片上。染色后的喷墨充当了激光器的核心，被
称为增益介质。其将光放大，并产生典型的狭窄、单
色激光束。

激光器还需要镜子将光来回反射，以保持光放
大效应的持续进行。而这是通过增益介质和被称为
激光泵的能量源实现的。

这种新型激光器可被处理掉的部分是被研究人
员称为“激光产生胶囊”的增益介质。据估测，仅用几
美分便可将其生产出来。和剃须刀中可被替换的刀
片一样，“激光产生胶囊”在磨损后可被轻易换掉。

该研究团队利用两种不同染料，产生了从黄色
到深红色的激光辐射。他们预测，其他染料能覆盖
光谱的蓝色和绿色部分。 （宗华）

图片来源：Javler/Flickr

针对英国 1000 多对双胞胎的全基因组关
联分析显示，人类肠道细菌的某些部分是遗传
和可塑造的———微生物并非从父母传递给子
女，而是受基因影响的。近日，刊登于《细胞—宿
主和微生物》期刊的研究称，这些结论提供了与
饮食偏好、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等有关的可继
承细菌物种新案例。

“我们计划找出与人类肠道菌群有关的基
因。”该研究高级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
Ruth Ley 说，“我们识别出超过 12 个与健康有
关的微生物可以遗传。这些微生物具有环境获
得性，但基因对其也具有一定影响。”

研究人员分析了 1126 对双胞胎的肠道细
菌。这是“英国双胞胎”项目的一部分，该耗时数
年的研究涉及 1.2 万双胞胎，旨在研究大量疾
病。相关数据来自一起长大的同卵和异卵双胞
胎，以鉴别环境和遗传的双重影响。

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双胞胎的基因，发现
每位参与者有 130 万个小遗传变异（单一核苷

酸多态性）。该研究小组使用全基因组关联方
法寻找了双胞胎遗传变异和某些细菌类型间
的联系。

“对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而言，该研究的样
本数量仍较小，但也帮助证实了我们在小研究
中的一些发现。”Ley 说。该研究还证实了之前发
现的其他几种细菌也能遗传，但与之相关的特
定基因没有被找到。“此类研究提出了许多问

题，但并没有给出多少答案。不过，它给了我们
不少研究点子。”Ley 说。

之前有研究表明，曾被认为起到关键作用
的因素如自然分娩和剖腹产、母乳喂养或身高
体重指数，并不像此前认为的那么重要。相反，
包括胃灼热药物、抗生素和他汀类药物在内的
药物，以及呼吸频率、大便硬度和年龄，均同肠
道菌群结构存在关联。 （唐凤）

科学此刻姻 姻

某些肠道菌群也能遗传。 图片来源：Goodrich 等

鸟神星有个伴儿

本报讯 天文学家在矮行星鸟神星周围发现
了一颗又小又暗的卫星。发现于 2005 年的鸟神
星是太阳系的五大矮行星之一，它是一颗直径
1400 公里、覆盖着冰雪的“圆球”，在比冥王星还
远的地方绕着太阳旋转。

哈勃太空望远镜于去年 4 月为这颗新发现
的绰号为 MK2 的卫星拍下了首个图像。这个迟
来的发现可能源于几个因素。研究人员说，这个
卫星直径为 160 千米，颜色同木炭一般黑，而且
从地球上看它的轨道处在边缘，所以大部分时间
该卫星（它的亮度估计比鸟神星黯淡 1300 倍）消
失在母星明亮的光环中。

MK2 的轨道形状尚不清楚，但它显然环
绕于距鸟神星至少 21000 公里外。如果该卫星
的路径是圆形的，那么它需要至少 12 天才能
绕矮行星一圈。研究人员说，未来对于该卫星
轨道的分析将帮助天文学家确定鸟神星 /
MK2 系统的质量，从而为了解这些星球的构
成提供更多参考。

科学家说，它们也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轨道
和卫星的历史：如果轨道被急剧拉长，可能暗示
鸟神星和 MK2 在宇宙两个不同区域各自形成
很久后，鸟神星才靠重力捕获 MK2，而圆形的轨
道则支持两颗天体是同时形成的说法。（张章）

3D激光传感技术
将帮助体操裁判打分

据新华社 日本富士通公司最新研发出一种
3D 激光感应技术，可以帮助体操等赛事的裁判
更准确打分。日本体操协会表示，将在体操比赛
中尝试采用，并希望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时使
用这一技术。

像体操这类的比赛往往需要裁判目测打分，
由于选手的动作复杂多变，裁判打分有时难免存
在争议。

富士通公司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最新开
发的 3D 激光感应技术和 3D 数据处理技术可
以立体、高精度地捕捉到体操等体育项目选手
的动作。

在比赛现场设置的 3D 激光传感器发出的
激光能实时测定与选手身体各部位的距离，并收
集形成有关人体骨骼活动和竞技动作的 3D 数
据。裁判可以在监控画面中观看 3D 图像，掌握
选手的动作完成度，这样可以让打分更加客观公
正。收集的数据还可用于选手日常的训练。

这一技术不仅可以减轻裁判在比赛中的负
担，对选手更客观公正，也有利于观众欣赏比赛。
日本体操协会将在鞍马等项目中试用这一技术，
未来还有望应用到花样滑冰、击剑等其他比赛打
分中。

本报讯《自然》杂志日前报告了一种从一些
简单的基本单元中全合成一类特定抗生素的实
用方法。随着医院和社区中对于抗生素的耐药
性的广泛出现，这种方法或能提供一个发现全
新有效抗生素的平台。

多年来，开发新的抗生素依赖半合成方法，但
这种方法需要有机化学家修正从发酵中产生的结
构复杂的分子，从而受到了很多限制———选择性
地对一个结构复杂的化学分子进行所需的化学修
饰，同时又不能产生任何计划外的改变。

美国哈佛大学 Andrew Myers 团队描述了

一种全新的全合成方法，能够制造一系列天然
和人工大环内酯抗生素（此类抗生素中包括例
如红霉素在内的很多抗生素）。该研究小组使用
这种方法，合成了超过 300 种不同的大环内酯，
当中包括一种临床上使用的抗生素和另一种仍
处于开发阶段的抗生素。

研究者表示，对于现在使用的抗生素有耐药
性的细菌菌株，可以起作用。耐药菌株包括在临床
上令人头疼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
SA）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他们认为，这种
方法可以促进其他类别的抗生素和抗真菌剂的合

成，并有助于加速治疗人类其他传染疾病的新药
开发。

2000 年至 2010 年间，全球抗生素消费量增
长了 30%。全球牲畜中抗生素使用量也在攀升。
细菌耐药性是当前全球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除了倡导医生在临床中正确使用抗生素，解决
细菌耐药性问题还需要研发新药物。如今普遍
应用的抗菌药物，多是通过抑制细菌的细胞壁
合成、蛋白质合成、DNA 转录等方式杀死细菌。
在寻找下一代抗生素的同时，科学家更希望找
到新的抗菌机理。 （唐凤）

科学家从零开始创建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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