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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周末

小矮人也能“藓”而易见
《植物王国的小矮人———苔藓植物》介绍了苔藓植物

的生活史，并以三种典型的苔类、藓类和脚苔类植物为
例，比较了它们形态上的异同，也介绍了苔藓植物的重要
性，如何采集和鉴定苔藓植物，以及保护策略。

详见第6版

本 期 导 读

零垃圾：时尚生活新方式
女人总觉得自己还少一件衣服、还少一双鞋子、还

少一件彩妆，一直买买买的后果就是，存款不见多、衣橱
要炸掉，浪费得越来越多，觉得需要赚的钱越来越多，然
后整个人愈发焦虑。

详见第8版

刘盛纲：执着的“太赫兹”先驱
刘盛纲带领他的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我国

首只 0.22THz 千瓦级高功率回旋管，首只输出功率达
250mW、0.11THz的太赫兹 orotron样管，国际上率先提
出双电子注回旋脉塞概念并实现回旋器件双频工作机理，
重点突破了太赫兹通信接收机系统结构等关键技术。

详见第2版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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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则“最美野长城被抹
平”的消息上了各大媒体平台的
头条，国家文物局、辽宁省文物
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就对该点段
长城进行了实地勘查，核实相关
维修方案的审批落实情况及施
工质量等问题，并第一时间公布
了调查评估结果。该段长城维修
方案的设计者还在社交平台发
表了回应外界质疑的文章。

这一次官方的回应不可谓
不迅速。调查结果证实，该工程
中使用的“抹平”措施，洽商过程
不规范、记录不完整，且未按照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报辽宁省文物局备案。而针
对维修过程中注水泥的问题，调
查组专家的说法是，长城保护维
修中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加
了水泥后能够提升传统材料的
早期强度。但在使用水泥上，没
有做好试验工作，对长城观瞻造
成影响。

那么，接下去的层层追责是
否就能扭转古长城生存状况堪
忧的问题？显然不行。

1987 年 12 月，长城即被联
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明长城
全长 8851.8 公里，人工墙体长
度为 6259.6 公里，可如今，其中
保存较好的比例只有不足 10%，
保存一般的约 20%，消失的比例
达到了 30%。大量长城因一个

“野”字而处于边缘状态，自然侵

蚀、人为破坏、缺乏维护管理，远
远不是人们在景区看到的那些
长城的样子。

事实上，早在 2006 年，我国
就颁布实施了《长城保护条例》，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具体细则，
也没有严格的处罚措施，《长城
保护条例》的作用微乎其微。长
城的修缮虽有严格的流程，但修
缮至今没有统一标准。

另据新华社报道，在长城沿
线一些地方政府，仅对当地的标
志性长城建筑，或者能带来经济
利益的长城段落，加以修缮保
护。而对于大部分长城段落，由
于地处偏远，只能听之任之，自
生自灭。

但是，只有当长城作为一个
整体，这项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
才会体现。因此，对它的保护也
应该从整体上进行。

具体来说，国家层面应该
有明确的、可执行的制度保障，
统一标准，并有效地落实地方
政府责任。甚至在有可能的情
况下，由专门的机构全面统筹、
管理全国范围内的长城保护和
修缮工作。

此外，作为保护的一种手
段，地方政府可以合理开发旅游
景区，科学地规划公众游览路线
和游览方式，同时促进保护和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失为一
种有效的方法。

周末聊吧

一年一度的全球科学盛宴———诺贝尔奖
揭晓仪式即将在 10 月初陆续进行。美国时间
9 月 21 日上午，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
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也发布了最
新的“引文桂冠奖”名单，以预测在今年或不久
的将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以下简称诺奖）的
科学家。这是诺奖开奖前一项颇为有趣的活
动，也成为科学圈这段时间内的一个热点话
题。那么，预测诺奖，其依据是什么？其中又有
着怎样的规律可循？

引文桂冠奖 周期性规律

人们之所以对汤森路透有着某种程度上
的信任，是因为它是根据来自其引文数据库的
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诺奖颁发的学科领
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科研人员。在过去的 14 年
中，每年发布的引文桂冠奖已成功预测了 39
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 9 人当年获奖，16 人在
两年内获奖。

但质疑它的人的依据是，截至去年，汤森
路透总共颁出的“引文桂冠奖”有近 260 个，如
果以准确率计算，预测结果显然是不成熟的。

不过，这不妨碍它继续这项有意思的工
作。今年的引文桂冠奖得主中最引人关注的是
与引力波探测以及与促进癌症免疫治疗发展
相关的发现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华人科学家———
麻省理工学院的张锋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卢
煜明入选了化学领域的获奖名单。张锋在老
鼠和人类细胞中应用了 CRISPR-cas9 基因
编辑技术；卢煜明在孕妇血浆中检测到胎儿
游离 DNA，取得无创产前检测的创造性成
果，9 月 19 日他还刚刚获得 2016 年未来科
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除了机构预测，不少科学家也积极参与，
通过这种兼具科学性和娱乐性的“活动”，让科
学变得有趣且更具亲和力。最近，在科学网博
主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许培扬、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孙学军和复旦大学
物理系教授施郁分别就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
物理学奖作了预测。不过，他们的预测结果显
然与引文桂冠奖的获奖名单有较大差异。

许培扬认为，刚刚夺得了今年拉斯克医
学奖的关于细胞对氧气的感应机制的发现
有理由拿下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仅因为
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可以被看成诺贝尔奖的
风向标，孙学军更直言，上世纪 90 年代这种
让人们对生命现象，尤其是对生物感受氧的
分子机制的知识，属于“世纪贡献”，夺得诺
奖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施郁早在去年对诺奖的预测中，就提出了
一个关于物理学奖颁奖的周期性规律。他在整
理了本世纪以来物理学奖获奖研究领域的情
况后发现，从 2001 年到 2008 年，正好是完美
的两个“周期”。在每个周期里，会严格按照原
子分子与光物理、天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粒子
物理这样的顺序进行轮转。也就是说这 4 个领
域中，各个领域每四年得一次奖。当然，他也强
调，这个周期性规律不是绝对的，但起码相邻
两年的获奖领域是不一样的。

今年，仍基于四大领域轮流转的规律，施
郁一开始认为物理学奖将授予自由电子激光
的发明。但由于这一主要贡献人在今年去世，
所以他又聚焦在很长时间没有获奖的基础凝
聚态物理领域。因此，他推测，评奖委员会关注
的首要候选人应该是拓扑绝缘体的开创者。

“对诺贝尔奖的预测，在一定的时间尺度
范围内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精确到某一年的
确很困难。不同研究领域之间难以衡量高下，
可以确定的只是领域内的突出贡献和顶尖人
物未来有得奖的可能性。”施郁说。

总之，预测本身即代表着一种关注，无论
这些预测是否准确，通过这样的活动吸引更多
人参与到了解科学和科学内容上来，甚至可能

给一些科研人员和管理机构在选择科研项目
上积极的启示，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新近热门 时间检验

无论许培扬还是施郁，在他们看来，当
年或者近年来大热的研究领域尽管受学界
的关注程度很高，但是很快获得诺奖的可能
性相对较小，比如引力波探测、癌症免疫治
疗、基因编辑技术。

“诺贝尔奖的获奖成果必定是国际科学界
公认的，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许培扬向《中
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引
文桂冠奖获奖者夺得同年诺贝尔奖几率不高
的原因。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与新近的
研究应用相关的基础理论的发现或者创立。比
如，2007 年，日本京都大学物质—细胞统合系
统据点 iPS 细胞研究中心长山中伸弥与英国
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的
机制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突破，仅时隔 5 年就
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诺奖颁奖的滞后性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科学作者张田勘
看来，恰恰是诺奖文化中最鲜明的、最一以贯
之的特征之一———科学文化。“它所选择和表
彰的科学成果一定代表着人类科学技术和知
识发现的结晶，是被实践长期检验过的真理，
因而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真实与客观。”

如果不这么做，究竟会带来哪些后果？回
顾诺奖百年来的历史，有一些失误是评委会永
远不会忘记的。

在 194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了葡萄牙医生莫尼茨，评委会认为他用手术切
除部分大脑额叶白质的方式是对治疗精神病
的特殊贡献。但而后的疗效表明，这种方法对
很多患者是一种严重的摧残，他们不是成为植
物人就是变得像幽灵一般。

同样让诺贝尔奖评委会难堪的，还有
1948 年的获奖发明———剧毒有机氯杀虫剂
DDT。随着 DDT 的广泛使用，它带给地球的
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它不仅杀死了大量无辜的
鸟类、昆虫，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还会积蓄
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人和动物
的生殖细胞中，破坏或者改变遗传物质 DNA。
几十年来，整个人类为这种剧毒杀虫剂付出了

巨大代价。直到 1997 年，评委会公开表示，为
将 1948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DDT 的发明者而感到羞愧。

“因此，尽管现在的诺贝尔奖关注民生和
实用，希望成果尽快得到检验，但它也比任何
时候都坚定地秉持长期对全人类甚至扩展到
地球生态有利的最高准则，而避免那些现阶
段有争议的成果和发明。”张田勘对《中国科
学报》记者说。

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2010 年“试管婴
儿”技术的获奖。获奖人英国生理学家罗伯
特·爱德华兹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体外
受精研究，从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到获得诺
奖，就有近 30 年时间，其间有 400 多万试管
婴儿得以降生。最终，他能战胜长期的激烈的
伦理争议以及一些负面社会影响，是因为时
间。时间让他的获奖变得实至名归。

单一学科 交叉学科

当然，诺奖所体现的科学文化也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随着现实和历史的变化而改变的。
张田勘介绍，在诺奖颁发的 100 多年历史中，
20 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尤其是与 21 世纪的
近几年相比，学科交叉发展明显而稳定。“过去
诺奖的选择一般都局限于一个学科的发现，往
往是各个学科之间的单打独斗，这反映了科学
发展之初的一种现实，在不毛之地，只要稍用
一点功夫和多洒一些汗水，就可能创造成果，
获得发现和发明。”

但今天的诺奖显然不同以往，它的选择很
多都放在了多学科结合所产生的成果上。统计
显示，百年来，有 40%以上获奖者的研究领域
属于交叉科学。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获奖的磁共振成像
技术是物理学与生物医学的结缘，被视为物理
学反串或拓宽了医学；对细胞膜通道的发现，
这实质上是化学与生物医学的结合，也即生物
化学的内容；在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上作出的
开创性贡献，也与生物医学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目前，超导体材料已被广泛应用于核磁共
振成像和粒子加速器等领域……

在一项以国际著名综合学科期刊 Nature
和 Science 发表于 2007—2011 年的论文数据
为基础，揭示论文在发表后三年内平均被引频
次与学科交叉度关系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

尽管两者间并非正相关，且不同学科领域之间
存在差异，但在绝大多数学科中，当有 4~6 个
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其引文影响是最大的。

“这对国内科研文化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
的启示。”张田勘说，国内传统的科研氛围常常
表现为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动态
的开放、合作的系统。事实上，学科交叉、学术
交流和团结合作是获得创新性成果的关键，这
就要求国内的科学机构能够建立起团队合作
文化氛围的新机制。

无心插柳 有心栽花

因为 2015 年屠呦呦的得奖，国内的诺奖
情结宣泄达到了高潮，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
急切地盼望国内科学界能再创历史。不过，大
多数科学家还是表现出了一种应有的清醒。

199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英
国科学家理查德·罗伯茨在 2015 年公开发表
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他总结了想要获得诺
贝尔奖的 10 个重要“忠告”。

“无心插柳”是获得诺奖的首要法则，也是
最重要的法则，罗伯茨不惜强调了三遍。“不要
期望，想都不要想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
你能够做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科研、提出好
的问题、努力解答、寻求那些奇怪的结果，说不
定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其他九条不一定有用，但绝对有趣，而且
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比如合作求小而精，不
求大而全；到一个曾经获得过诺奖者的实验室
工作；在一个将会获得诺奖的实验室工作；不
要套近乎或者公关；还有就是，学生物。

“事实上，罗伯茨的忠告还告诉我们，不要
太过在乎诺奖的原因还在于，它不代表一项科
学成果最终极的价值。”张田勘坦言，有很多诺
奖级的成果并没获奖，但丝毫不能掩盖它们对
人类和自然的贡献。

施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
表示，关注和感受诺奖，更重要的是在坚持诺
奖所倡导的文化和价值观下学习怎样做科研。

“对更多国内的科研人员，尤其是那些立志成
为科学家的学生而言，了解一段科学史、一个
科学人物，学习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是如何产
生的，比仅仅知道这个发现成果本身更重要。
像诺奖得主那样做科研，比计划一个诺奖成果
更重要。”

中国大陆居全球竞争力排名第 28位

9 月 28 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6 年版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大陆连续
第 3 年排在第 28 位。瑞士连续 8 年排名第一。英国超过日本，跃居第 7 位。日本的综合排
名比上一年下降两位，降至第 8 位。

在亚洲国家中，印度在几乎所有领域的评价都得到提升，综合排名提升至第 39 位。中
国大陆则连续第 3 年排在第 28 位。另一方面，东南亚总体上陷入苦战。菲律宾降至第 57
位，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排名联袂下滑。

世界经济论坛因作为各国政治财经领导人参加的“达沃斯论坛”的主办团体而闻名。竞争
力报告自 1979 年开始发布，日本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后半期曾长期排在第 1 位。

北京将实施 12年免费基础教育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近日公布。据北京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各类教育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态势，将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巩固在 95%，义务教育毛入学率不低于 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9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15 年，主要劳动年龄
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 48%，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 80%。

按照确保公平和就近入学原则，北京会逐步科学划定每所义务教育学校片区范围。北京市
教委负责人表示，到 2020 年，100%的公办学校实现就近入学，并逐步实施 12 年免费基础教育。
同时，家庭经济困难群体资助全覆盖制度更加完善，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全面满
足。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也将更加健全。

上海将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制度

据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介绍，自 10 月 8 日起，上海市全面实施不动产统一登
记后，房地产登记由不动产登记替代，房地产权证书和登记证明停止发放，颁发《不动产权
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前依法核发的各
类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证明继续有效，权利不变动，证书不更换。为方便企业群众办事，按
照“便民利民，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原则，各区县现有的房地产交易大厅调整为不动产交
易登记大厅，房地产登记受理窗口调整为不动产登记受理窗口，受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6 月 12 日，上海奉贤区在上海市率先实施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截至 9 月 27 日，奉
贤区共颁发 7380 本不动产权证书和 11166 本不动产登记证明。 （栏目主持：周天）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于智能机器人的要求越来越
高，不仅需要是把干活的好手，还得能“唠嗑”。

机器人语言“天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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