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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光效”已名满天下。这项成果不

仅被李振声、匡廷云和李玉等院士专家誉为
“作物栽培学的革命”，更被中科院老院长路
甬祥视为典型的中科院式的学科交叉创新，也
受到吉林原省委书记王儒林等省市领导的高
度认可，连续两年被写进吉林省政府工作报
告。经过 11 年的研究与 6 年的示范，该技术在
我国北方 6 省（区）22 个示范区的应用面积达
2240 万亩，使玉米增产 6%～15%、水稻增产
5%～10%，增产粮食 22 亿斤，累计增加经济效
益 23.6 亿元。成果先后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奖一等奖，以
刘景双为首的研发团队获评吉林省新兴产业
先进集体。

然而，和众多科研历程一样，“高光效”也是
一个十年磨一剑的老故事。

2004 年，“高光效”正式立项。在科研经费困
难时，执拗的刘景双决定自筹经费，甚至发动团
队成员拿工资来给研究项目“凑份子”。

即使是在担任东北地理所副所长期间要处
理繁重的管理工作，为保证科研进度，刘景双总
是顶着月亮爬起床，驱车赶往 60 公里外的试验
田查看苗情。到达现场时，一般是凌晨 3 点半左
右。数不清多少次，王洋（大）和同事们都是在睡
梦中被拽起来下地干活。

在东北地理所，刘景双更是个出了名的科
研狂人。单位里只有他一个人的门禁卡可以 24
小时随意进出。“这是所里给景双特批的，他来
得实在是太早了，门卫还没起床呢。”作为刘景
双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东北地理所的所领导对
他的脾气非常了解，但更多时候只能迁就。

连续多年不知疲倦的工作，让刘景双积劳
成疾。2015 年 5 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查出
患有肝硬化。但刘景双隐瞒了此事，担心一旦
家人和同事知道后会硬拉自己去检查和治疗
而影响科研工作。2015 年 10 月 10 日，在连续
多天考察“高光效”示范田的过程中，刘景双
突发肝出血晕倒在考察途中。被拉到医院时，
血压已经降到非常危险的临界值。经过 4 个多
个小时的手术，命悬一线的他总算被医生从死
神手里抢了回来。医生让他在家静养并配合后
期的治疗，他满口答应。可出院没几天，刘景
双又乐颠颠地出现在办公室，开始了忙碌的科
研工作。即使在做介入治疗期间，他仍坚持完
成了“高光效”成果的总结和奖励申报书的撰
写、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修改等工作。

光，绽开科学春天里的桃李芬芳

在东北地理所，刘景双的学生总是被人高
看一眼，因为他们都是勇气与实力兼备的“高抗
压材料”。

不管平时私交咋样，也不管在啥场合，只要
让刘景双发现了毛病，肯定是当面锣对面鼓地
说出来。他常常敲打弟子们说，做人可以大大咧
咧，但搞科研来不得半点马虎。

这样的“门风”不仅让很多人下不来台，甚
至一些学生还留下了“后遗症”。“刘老师说话很
直，从来不会拐弯。”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副研究
员王洋（小）已从刘景双门下毕业多年，但每次
到老师跟前汇报工作，他都要把思路捋了再捋。
即便如此，有时也还是免不了挨训。

刘景双带学生的特点十分鲜明，严格到近
乎苛刻。

于锐是刘景双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生。他的
毕业论文从框架结构、实验方法到数据结果，刘
景双都要一一把关，甚至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也不放过。“这篇论文前前后后一共修改了 10
稿才算竣工。”回想起论文难产的那段日子，于
锐至今“心有余悸”。

另一位博士生张静静也有过同样的遭际。
眼看着答辩的日子越来越近，张静静的论文答
辩 PPT 还是问题不断，此时的刘景双比学生还
心急。“你是让我给你当秘书吗？”一句话甩过
去，这位安徽姑娘瞬间感觉一杯烈酒下肚，脸上
火辣辣的烫。

和所有老师一样，临近答辩时，刘景双也给
自己的学生吃了一颗“定心丸”，只不过味道却
有些不太一样。“放心吧，别以为你们是我的学
生就会得到特殊照顾，我会安排所里最挑剔的
老师来参加你们的答辩。”这句叮嘱并非玩笑，
在刘景双心里，他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凭着自己
的真本事堂堂正正毕业。

今年 5 月 25 日，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终
于到了。此时，刘景双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平
时声音洪亮的他说起话来明显感觉气力不足。
老伴儿看着心疼，让他把手里的工作放放，在家
好好歇几天，可刘景双惦记着学生。“这是他们
博士生涯的最后一程，我不放心，得去看看，可
别有啥差错啊。”拖着沉重的身躯，刘景双走出

了家门。
学生们的论文都顺利通过了，但这次答辩

竟然成了师生间的诀别。“这是我见老师的最后
一面，没想到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和他告别。”回
述起和老师相处的最后时光，于锐有些埋怨：

“老师这次失言了，他答应给我做证婚人的。”平
日里说话干脆的小伙子，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对于学生，刘景双确实是放不下的。
前阵子，张静静去南京找工作，进展不顺

利，刘景双三番五次打电话询问情况，唠唠叨叨
地叮嘱各种自己能想到的事儿，生怕学生在外
面吃了亏。

每到中秋节，只要有外地学生没回家，刘景双
就带着他们去馆子里狠狠造上一顿，让孩子们解
解馋，兴致好的时候，还要跟徒弟们喝上两口。

即便是学生毕业之后，刘景双也还是操着心。
今年谁又得了什么基金，最近谁又发表了什么论
文，谁又要调转工作了，谁刚刚成家了……有的事
情可能学生自己都忘了，可他还都给一件件记着。

光，洒向人间无限爱

然而，刘景双自己却活得很“糙”。生活中的
他，就没有不能“对付”的事儿。

2000 年初购置的电脑，在刘景双眼里还得
算新东西。尽管显示器中间常年闪动着一条刺
眼的白线，但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的刘景双就
这么一直盯着，忍着。学生问他为什么不换换，
他嘿嘿一笑，“这不还能用嘛。”

由于常年泡在办公室，桌前的皮座椅扶手
已经磨掉了一层皮。于锐看到后要给他买个新
的，刘景双却不领情，“这玩意儿找个胶带来缠
几圈不就行了吗？”一通忙活之后，眼前不伦不
类的“杰作”让于锐万般闹心，可刘景双却夸他
活儿干得不错。

刘景双最爱吃的“菜”是康师傅牌的老坛酸菜
面。办公室里，常年摆放着一摞摞样式雷同的方便
面。熟悉他的学生都知道，给刘景双带饭，只要捎
几包老坛酸菜面上去就能把他哄得特别开心。

“拼命干，潇洒玩”是刘景双常对身边人说
起的话。但是，谁都没有看见刘景双真的“潇洒”
过。在朋友圈里，他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

桥牌、游泳、烹饪，所有这些都是刘景双嘴

里的强项。可是，就连所里几个跟他处了 30 多
年的老友，也只是对刘景双的高超牌技有所耳
闻，却从没机会和他真刀真枪地过过招。

至于厨艺，更是“一家之言”的江湖传说。
“老师跟我们说了好多次，要尝尝他的手艺，可
是一直都没找到时间，每次一到他家就聊科研，
饭都是师娘做给我们吃的。”于锐无奈地说。

为了证明自己热爱生活的诚意，每次和身
边人出去聚餐，刘景双都会主动和大家约法三
章：今天不谈工作。但让人头疼的是，他没有一
次不谈工作。

“你们最近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了吗？”
说完这句话，刘景双甚至不需要任何转折语，就
能直接过渡到下句话：“你们知道吗，谁谁谁又
发表了几篇论文……”“其实，别人聊个什么有
趣的话题，刘所也愿意听，但听着听着，他就会
把它扯到科研上去。”王洋（大）笑着说。

为此，他还专门传授了一个做好科研的独
家秘诀：睡觉的时候床头放个本子，要是睡梦中
突然想起什么，就赶紧起来记下，否则睡醒后就
忘了。刘景双就有这么一个本子，还起了一个特
文艺的名———《拾萃集》。里面记录了他各种稀
奇古怪的想法，和一段段梦中偶得的科研灵感。

在死亡线上回归的刘景双格外珍惜时间。“他
知道自己是肝癌晚期，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很多
试验需要布置，多个科研思想还等着去实现，工作
起来比以前更拼了。”刘景双的老伴悲伤地说。

每次见到刘景双，何兴元所长、苏阳书记等
所领导总是要追着叮嘱几句，甚至不惜动用自
己的领导身份要求他多休息。但无论怎么义正
词严，刘景双都会嘻嘻哈哈地遮掩过去，然后继
续按自己的节奏工作。

“我觉得刘所想在离开之前，把手里的活儿
尽可能多的再干一点。一个人如果能看淡生死，
还有什么事是他干不成的呢？”望着车窗外那条
和刘景双一起走过无数回的乡间公路，王洋

（大）苦笑着摇摇头。
要强了一辈子的刘景双还是留下了太多未

竟之事：国家科技奖的申报材料还未来得及修
改，准备投给《科学》杂志的论文稿还没有最后
成形，几个新近萌生的科研点子还没有启动，庄
稼地里的“高光效”还没有完全覆盖……

然而，让刘景双欣慰的是，他朴实无华、不
知疲倦的作风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他不畏艰
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留给了这片
黑土地，他的科研成果也在这片大地绽放并结
出累累硕果。

埃及伊蚊能够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
图片来源：Conrad Guatemala/Flickr

本报讯 之前曾遭遇过一种肆虐拉丁美洲的
疾病的人更容易受到寨卡病毒的侵袭。根据两
个独立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作为寨卡病毒的“亲
戚”，登革热病毒的抗体能够干扰人体免疫系统
对寨卡病毒的响应，进而促进病毒的复制能力。
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该病之前蔓
延的其他地区相比，寨卡病毒感染的并发症在
南美洲及拉丁美洲更为严重。

寨卡病毒和登革热病毒同属黄病毒科，登
革热在受寨卡病毒影响严重的地区传播也较
广。在巴西的某些地区，多达 90%的人携带登革
热抗体。登革热病毒有 4 种类型，它们与免疫系
统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感染一种类型登革热
病毒后形成的抗体并不会使人免受另一种类型
病毒的侵袭。实际上，这些抗体甚至还会帮助第
二种病毒入侵某些免疫细胞，在那里，病毒更容
易复制，从而使病情愈发糟糕。

这种现象被称为抗体依赖性增强（ADE），
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病人罹患了第二种类型
的登革热后，病情会更加严重———包括一种非
常危险的出血性登革热。

科学家于是想知道，与登革热病毒非常接
近的寨卡病毒是否也会出现 ADE 现象。这将有

助于解释长期以来被认为只会导致轻微疾病的
寨卡病毒为什么会突然在巴西以及其他地区引
发非常严重的症状，包括在子宫中被感染的婴
儿的出生缺陷，以及被称为格林—巴利综合征
的一种短时麻痹。

首个支持该假设的研究来自于今年 4 月刊登
在 bioRxiv 预印本服务器上的一篇论文。美国麦
尔 兹 堡 佛 罗 里 达 湾 岸 大 学 Sharon Isern、Scott
Michael 和同事报告说，实验室培养的登革热抗体
和来自登革热患者的血清（其中包含抗体）能够大
幅度提升寨卡病毒在实验室细胞中的复制。

6 月 23 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个独
立研究团队于在线发表于《自然—免疫学》的一篇
论文中报告了类似的结果，表明许多不同的登革
热病毒抗体能够与寨卡病毒发生反应，但不足以
中和这种病毒。事实上，当那些来自登革热康复者
的血清被加入到感染了寨卡病毒的细胞培养物中
后，它使培养物中的病毒数量增加了 100 倍。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专家
Ernesto Marques 认为，这些数据很有说服力。但
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需要确认这一效应在病人
中发挥了作用。他强调，有病例表明，患先天性
寨卡综合征的婴儿和母亲并没有携带抗登革热

抗体，所以虽然抗登革热抗体可能会增加一个
母亲将寨卡病毒传染给胎儿的风险，但该抗体
并不是导致出生缺陷所必需的。

这项最新研究的作者、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免疫学家 Gavin Screaton 表示，“我们迫切需要”
进行血液测试，从而能够很容易地辨别出一名
患者是否携带了登革热病毒抗体、寨卡病毒抗
体，或者两者皆有。

研究人员指出，即使这项调查结果得到证
实，也没有太多之前曾感染过登革热的人可以
保护自己，除非能够减少蚊子叮咬的风险，例如
使用防护剂。但这些措施已经推荐给了寨卡病
毒流行国家的所有人。

不过，当天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另一项研
究指出，两种能作用于登革热病毒的抗体同样能

“中和”寨卡病毒，这为开发寨卡疫苗提供了新思
路。这个由法国和英国研究人员主导的科研团队
希望能开发出抵御这类病毒的通用疫苗。

研究人员从登革热病毒感染者血液中分离
出能阻止登革热病毒扩散的“anti-EDE1 mAb”
和“anti-EDE2 mAb”的两种抗体，将它们与寨卡
病毒一起培养。结果发现，这两种抗体都能附着
在寨卡病毒上，阻止病毒感染一同培养的健康

细胞，其中一种抗体“中和”寨卡病毒的效率甚
至高于对登革热病毒的作用。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抗体附着在寨卡病
毒上的位置与附着登革热病毒的位置相同。因
此，未来也许可以开发出通用疫苗，实现对多种
病毒的免疫。

由于第一项研究意味着感染过登革热病毒
的人也可能更容易感染寨卡病毒。因此，利用登
革热病毒抗体来对抗寨卡病毒这一策略在什么
时候有效，还有待更多的抗体筛选和实验分析
来确认。 （赵熙熙）

全球科学家展开
“细胞竞赛”

本报讯 到处都有很多关于如何赢得一场比赛
的建议：“速度要快”“要慢而稳”，最重要的是“确保
你的配套方案要优于比赛的标准”。通过迷宫进行
的细胞竞赛已将这些智慧铭刻在心。

在一项 6 月 22 日发表于美国 《公共科学图
书馆·综合》的新研究中，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
参加了“网柄菌属世界竞赛”，这一比赛的目的是
让研究人员设计出能够尽快导航以通过人工迷
宫的细胞。

比赛当天，14 个团队将经过特殊编辑的两种
细胞系的样本———网柄菌属和白血病细胞（两种
细胞普遍应用于研究细胞运动或细胞的趋化
性），注射进高倍显微镜下的一个 1 毫米长的硅
基迷宫。

网柄菌属细胞取自构成黏液菌的单细胞微
生物，而白血病细胞是研究热度非常高的人类癌
症细胞。迷宫的尽头装着一种高浓度的化学物
质，细胞能够感应到该化学引诱物并到达终点，
同时迷宫内的这种化学物质会逐渐减少，形成参
赛细胞能够读取及跟踪的梯度，因此从低浓度向
高浓度移动。

获胜团队的细胞能够在迷宫（上图）中导航，提
高网柄菌属细胞中 Ric8 分子的含量，该分子能够
增加细胞识别化学环境变化的能力，使其获取更加
直接的线路到达终点。所有网柄菌属细胞系，尤其
是获胜的一组，还能够从其快速启动中增加得分，
它们能够从迷宫的起始区域比白血病细胞更快地
进入隧道。

这项比赛不仅是一项有趣的游戏，了解细胞尤
其是白血细胞如何在人体内导航，能够帮助科学家
创造出治疗癌症、感染性疾病以及自免疫失调的疗
法。 （鲁捷）

科学家利用
仿真模型计算球体粗糙度

本报讯 科学界将球体用于各种事情，比如假
肢、汽车、分子化学，但这种几何形状何时被引入试
验始终存在一点不确定性。虽然肉眼看来球体可能
又滑又圆，但它们的表面远非如此。即便是滚珠，若
仔细观察，也会发现上面布满了凸起和低凹处。这
些不连贯会改变球体同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并且
引发从表面测量到电流强度的一系列问题。

近日，在美国物理联合会下属《应用物理快
报》上，一个由来自大西洋两岸的研究人员组成
的团队解释了其创建的仿真模型。该模型能帮助
科学家以数学的方式矫正同球体粗糙度相关的
任何错误。

“测量表面的设备通常利用触针这种球体。”德
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材料学家、上述团队负责人
Lars Pastewka 介绍说，研究人员假定，触针是平滑的
且表面粗糙度可被忽略。

他同时表示，该团队的运算旨在告诉科学家
应在何时担心表面粗糙度，而这会让测量变得更
加精确。

Pastewka 和团队在原子水平上研究了球体表
面。他们分析了接触面———那些不规则的凸起和低
凹处———如何同其碰触的表面相互作用。通过运行
仿真，Pastewka 提出了一个数学表达式。该表达式
表明了拥有不同类型的凸起和低凹处的球体在接
触各种程度的压力时将如何变化。

虽然创建一个近乎完美的球形物体是可能的，
但大多数科学家做不到这一点。知道如何以数学的
方式矫正缺陷，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便宜和最可行的
方式。 （宗华）

自动驾驶汽车上路
遭遇伦理困境

本报讯 自动驾驶汽车已经上路接受检测，但
与其相关的棘手伦理问题依然存在。自动驾驶汽车
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其乘坐者吗？或者说它们是
否应该为了保护其他人而牺牲其乘坐者呢？一项新
研究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科学家在线咨
询了 451 人，如果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事故，那么
牺牲乘客还是路人呢，这一问题即伦理上的有轨电
车难题困惑。

研究人员 6 月 23 日发表于《科学》的研究报告
称，当比例是 11 时，即一名乘客和一名行人时，
75%的受试者表示应该挽救乘客。但是当行人的数
量增加时，受试者开始转变思想：如果有 5 名行人
和 1 名乘客，50%的受试者表示应该救乘客。当行人
人数达到 100 人，而乘客是 1 人时，支持救乘客的
受试者的比例下降到 20%左右。

这些回答与第二项测验的结果相一致，该试验
就一个问题咨询了 259 人，即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应
该给车辆设定程序以保护“人数更多的一方”，这一
立场被称为功利主义立场。以 100 点评级方式来考
量，受试者对这一问题的平均支持点数为 70 点。但
是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购买牺牲驾驶员的车辆
时，他们的兴趣大幅下降，对这一问题的支持点数
仅为 30 点。

这一测验对政策制定者和诸如谷歌公司、宝马
公司等形成了挑战，它们采取了普遍的观点，即自
动驾驶汽车是一种降低污染、挽救生命的交通工
具。尽管一些人争论称，如果可以让自动驾驶汽车
自主决策，道路会变得更加安全，然而提供这种安
全性的程序可能会难以让其上路。 （鲁捷）

动态

登革热或加重寨卡病情
寨卡疫苗开发获进展

哈勃很快将迎来“第二春”。美国宇航局
（NASA）宣布，将使这个著名天文望远镜的寿命
再延伸 5 年，到达 2021 年。这意味着当其继任
者詹姆斯·韦伯望远镜（JWST）在 2018 年发射
后，它将依然运行，从而给天文学家提供“双眼”
看宇宙的机会。

NASA 在 1990 年发射哈勃望远镜，自此除
了由航天飞机机组人员进行几次难度较大的修
理之外，它一直在太空中运行良好。最后一次飞
行途中的修理是在 2009 年，此后 2011 年航天飞
机的退役使得 NASA 无法再修理哈勃，但该机
构表示该望远镜依然“非常健康”。

“哈勃预期将继续提供珍贵的数据，一直到
2020 年之后，从而确定了它作为从太阳系到遥
远宇宙的杰出综合观测天文望远镜的地位。”
NASA 的一份声明说。

延长哈勃的寿命，意味着它将会和 NASA

的下一个大型望远镜 JWST 在时间上发生重
合。相较而言，哈勃是用可见紫外光观测宇宙，
而 JWST 则是通过红外光观测宇宙。不同的波
长能够揭示恒星和星系的不同方面，因此并行
利用这两种观测方式将会让天文学家能够更加
详细地研究宇宙。

“这是非常棒的消息，以前我们很难确定经
过上一次的维修之后，哈勃能够继续运行多长
时间。”英国华威大学天文学家、哈勃老用户
Boris Gnsicke 说，“它将会让我们利用两个望远

镜分别具有的独特优势做科研研究。”
Gnsicke 表示，他对研究能量耗尽的恒星白

矮星周围的行星系统残骸非常感兴趣。哈勃能
够利用紫外光研究跌入白矮星的小行星，而
JWST 则能够用其“红外眼睛”观测这些白矮星
周围星盘中的尘埃。

“它将会给我们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分析同样的材料，从而极大地加固研究结果，让
我们了解到这些小行星是由什么矿物质构成
的。”Gnsicke 说。 （冯丽妃）

哈勃与韦伯
一起看星空

科学此刻姻 姻

哈勃的太空生活将一如既往。 图片来源：NASA

中欧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本报讯（记者唐凤）记者近日从欧盟驻华代
表处获悉，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与欧洲委员会通过一项名为“欧盟对华新战略
要素”的联合战略文件，为未来 5 年内的中欧关
系作了筹划。

该文件确认了欧盟对中国关系中的重大
机遇，特别是以为欧洲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
为目标，并大力推动为欧洲企业进一步开放
中国市场。另外，文件还提到缔结全面的投资
协议，中国为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注资，启动联
合研究和创新活动，以及通过物理和数字网
络连接欧亚大陆，使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畅
通无阻。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暨欧
洲委员会副主席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说：“欧
洲联盟与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互相合作：我
们一同努力解决这个时代的全球与政治问
题，诸如移民与气候变化等。但我们可以也必
须做更多的工作将欧洲联盟与中国连接在一
起。在责任分享的基础上，更加紧密的、健康
的，更加良好定义的中欧关系可以使我们的
人民、企业与组织团体受益。”

另外，联合战略文件也强调了欧洲联盟与
中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中进一步合作与发
展伙伴关系的机遇，并提出欧盟与中国应当更
加紧密地一同努力，通过双边或如联合国、二十
国集团等多边框架，解决移民、国际发展援助、
环境与气候变化等国际冲突与重大外交事务。
据悉，这一联合战略文件将被提交给欧盟理事
会和欧洲议会。

为黑土地多留一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