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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汽车尾气会加重雾霾吗？
姻蒋大和

就像奋战在职场的人们一样，年
底时博士生们 也 在谈 论 年终 奖 、月
薪。毕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了，博士生们也不太好意思向父母要
钱了。

需要申明的是，我对自己导师所给
的薪水非常满意，所谈内容综合了其他
实验室同学对博士生薪水的看法。

首先，博士生们心中对薪水的不满
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绝对薪水
太低，文科博士生可能体会较深，好多文
科老板项目经费本来就比较少，这也情
有可原。另一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本来
大家薪水都完全够生活了，每年还有存
款，但一旦知道隔壁实验室同学每个月
多领 500 元的时候，心里也会极不舒服，
为什么隔壁的老板就那么好，自己的老
板连 500 元都不肯多发呢？

其次，导师增加博士生薪水也是有
利有弊。我能想到的唯一坏处是，博士
生钱多了就可以做科研以外的其他事，
这时候心思就不在科研上面。

但好处确实非常多，主要有两点：
一是博士生增加了对导师的认同，导
师一方面要在学术风范上获得学生
的认同，另一方面则要在生活上“俘
获”学生的心，导师每个月多发点钱，
学生会觉得你在为我们着想，干活也
更加卖力。每次同学们写项目申请书
预算时，填的分明是每个博士每个月
xx 元，还参与了好几个项目，结果每

个月拿不到这个数。二是能够有效提
高招生质量，招到高质量的博士生应
该是博导们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没有
学生怎么搞科研？没有优秀的学生怎
么搞高质量的科研？现在学生都会在
推研之前把是否延期、发论文容易与
否、薪水多少都通过师兄师姐们打听
得一清二楚，导师多给三五百，招到
的学生可真不一样。

第三，博士生的薪水是应该一样，
还是按绩效来发？考虑到“不患寡而患
不均”，我是非常赞同博士生们薪水一
样，或者每个年级一样的，像我们实验
室就是这样。非要搞出个几百元的差
异，意义不大不说，同学们还要比较，甚
至会将“我在导师心中的重要程度如
何”用薪水衡量。

最后，到底博士生拿多少薪水才
能满意？我个人觉得要满足三个条
件：一是够基本的生活，有那么一点
存款能回家过年给爸妈买点东西，这
样国家、学校、导师的补贴一共不少
于 2000 元比较合适（不含学费）；二是
同一个专业、不同实验室，不要和第
一梯队的薪水相差太远；三是如果导
师对学生心灵上的关怀更多，学术上
的指导足够用心，那前两条标准也算
不了什么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gy
iderek）

（本版主持：温新红）

博士生应该拿多少薪水
姻王毅

前几天，网上热传腾讯视频：北京
热心人手持颗粒物监测仪，直接检测
一辆出厂 10 年的国 III 红色飞度小汽
车排气管内 PM2.5 的浓度，并检测马
路边环境空气中 PM2.5 浓度进行比
较，试图现场说明小汽车尾气对雾霾
污染的影响大小。

他先后测得环境空气 PM2.5 浓度
在 310μg/m3 左右。再把测试探头伸进
该车排气管，分别检测了该车怠速和稳
定行驶工况下排气管内的颗粒物浓度。
测得排气管尾气内 PM2.5 浓度都低于
环境空气，在怠速时是 297 μg/m3；而稳
定行驶（2500 转）时 PM2.5 浓度甚至低
至 50μg/m3 以下。

测试者解释了稳定行驶时排气管
内 PM2.5 浓度很低的原因。说是因为
环境空气被吸入汽车系统时，会有过
滤，而且细颗粒物的很大部分会被烧
掉，因此行驶时尾气里颗粒物浓度很
低。于是他下结论说，比较环境空气里
的高浓度，可以看出国 III 以上的达标
私家车不是 PM2.5 或 PM10 污染的制
造者，甚至重霾期间开车，还能起到减
缓霾污染程度的作用。

那么，他的测试和观点对吗？
笔者的看法是，虽然实验方法简单，

数据精度可以推敲，但 PM2.5 的环境浓
度、汽车怠速和稳定行驶时测得的排气
管浓度比较，是可信的。但结论错误，原
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的严重
阶段是加速过程，不是正常行驶和怠
速时段，该试验没有测量起步和加速
工况。堵车严重时，起步和加速的机会
就多。第二，没有测量汽车扬尘，众所
周知北京的扬尘比较严重。更重要的
是第三，重霾中的 PM2.5 主要是指“二
次”或“次生”的，即是从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碳氢转化的。私家车是氮氧
化物和碳氢的重要污染源。这个测试
没有检测这些污染物的浓度，就得出
私家车使用和霾污染的形成无关或能
够减缓，因此就是错误的了。最后，请
注意：重霾期间“闻到汽油味”的机会
比较平时更多，即汽车尾气里的 CO、
NO2 和烃（如多环芳烃是致癌物）也比
平时更不容易扩散，对健康可是非常
有害啊。

此外，还有一个重点，这个测试恰
好说明国内的霾和美国洛杉矶烟雾完
全不同。洛杉矶当时毫无尾气污染控
制，所以乌烟瘴气，被称为“烟雾”。

（http://blog.sciencenet.cn/u/Talky）

孚王府，邂逅最美的花季
姻史晓雷

1 月 1 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
简称自然史所）迎来建所 60 周年华诞，笔者作
为最后一届完整三年生活在曾经自然史所所在
地———孚王府的学生，撰写此文，献给母校，也
追忆曾经的岁月。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经位于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 137 号，后来在 2010 年上半年
搬迁至中关村园区。当年，从朝内大街的大门
走进所里，有两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标记，上面写着“孚王府”，这块地方曾经是
昔日的王府，如今已经成了一些单位办公和
居民住所的大杂院。

孚王府也称九爷府，因为他的主人奕譓是
清宣宗道光帝的第九子。但其实这里最初曾名
为怡亲王府，原因何在呢？原来，雍正帝即位之
后，便封与他关系密切的第十三弟胤祥为怡亲
王（他的名字因此也改为了“允祥”，但其死后雍
正帝念其功劳，又把“胤”字改了回来“允”），最
初怡亲王府建在今东安市场一带，1730 年允祥
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愿望改建为贤良寺。雍正
为允祥的第七子弘晓（第二任怡亲王）在目前孚
王府的地方建造了新的怡亲王府。1861 年慈禧
太后发动“祺祥政变”，强令掌握实权的第六任
怡亲王载垣自尽，并剥夺其王府，在 1864 年赐
给了道光帝的第九子孚郡王奕譓。从此，奕譓便
成了这座王府的新主人，因此后人也把孚王府
称为“九爷府”。民国时期，奉系军阀的杨宇霆曾
买下九爷府。后来，这里又成了北平大学女子文
理学院的校舍。

当年的孚王府建筑布局可分三路：东路、中
路和西路。东路院落是府库、厨厩和仆从的住
所；西路院落是王府眷属的居住地；中路院落是
王府的主体，也就是当年王府的核心，目前除正
殿、银安殿外的配楼和早期的大门（非现在临街
的大门）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占用外，包括银安
殿、后殿以及后面的配楼、后罩楼均是自然史所
的办公地。如今东西两路已经被杂乱的居民区
所充斥，很难窥到当年的印记了。只有在中路，
但需从东门进去也就是进了朝内大街的门之后
右拐，穿过曲折的小径会发现我们所的门牌，进
去便是另一番天地了。

这里基本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大院，最大
的中院是典型的四合院；左右分布着三个小院。
单说其中的植物，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与沧桑

的飞檐雕廊相映，别有一番风情。特别是三四五
月份的孚王府，花香四溢，萦绕在古色古香的四
合院，别有情致。也难怪 1931 年 3 月任教于北
平女子文理学院的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感
叹九爷府“地方可是太美了”！

春季院子中最早开花的是连翘，所里的连
翘位于中院的东西两侧花园，各有一丛。3 月中
旬的时候便已开放，在众多植物还在沉寂的时
候，是连翘传来了春的消息。由于连翘是先花后
叶的，花又是黄色，因此格外显眼。

就在连翘怒放的同时，中院东南角的毛樱
桃已经含苞待放了。到了 3 月底毛樱桃白色的
小花在一场春雨后显得格外娇嫩，带褶皱并附
绒毛的叶子伸头探脑准备舒展了。几乎同时，南
院的地面和后殿的平台上不时有一些黄色的小
花映入眼帘，她们是蒲公英，也叫黄花地丁。她
们就长在砖石的夹缝中，生命力极强。

4 月上中旬是海棠和丁香的花期。南院东
侧、中院东西两侧各有一株海棠，而且都是西府
海棠，分枝繁盛。海棠花未开时，花蕾红艳，似胭
脂点点，开后则渐变粉红，犹如晓天明霞，也难
怪东坡居士发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
红妆”的感慨。东西小院各有一株丁香，均是紫
丁香，东小院的很高大。丁香盛开的时节，整个
所里溢满了丁香花的幽香，沁人心脾。如果恰好
下雨，可以吟着戴望舒的《雨巷》，期待在幽深的
王府中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
娘”，不是很惬意的梦吗？

紧接着开花的还有紫藤、牡丹和黄刺玫。院
子中院的东西花园，均架着几株紫藤，待到夏季
的时候，长得格外茂盛，花园的很大部分便是她
们的领地，因为架得高，紫藤盘缠交错长得很
密，架下可做夏季绝佳的避暑之地。紫藤花快开

之时，集聚在一起成谷穗一样的形状，不久便一
朵朵独立开来，造化为淡蓝色的蝶形花，整穗悬
垂着如瀑布般。待到东西花园的紫藤全部开放
的时候，站在远处观望，如同一串串淡紫色的葡
萄挂在藤上，蔚为壮观。

中院分开东西两花园的甬道南端两侧，各
有一株牡丹，等她们开放的时候，尽显花王之
态，花冠大、颜色艳，特引人注目。如果说这九爷
府的院子里有能与牡丹一比高下的，只有 5 月
开放的芍药了。芍药暂且不表，且说也在 4 月中
旬开放的黄刺玫。黄刺玫小叶卵形，金黄色的花
在绿色的叶子映衬下灿灿发光。中院东西花园
各有两丛，这两丛黄刺玫植株很大，花开得很
多，一眼望去有些炫目。

5 月上旬开花的是野鸢尾，所里仅有两株，
是在中院东边花园周围的黄杨脚下，很不显眼，
若是错过了机会，只好待来年了。5 月 10 日左
右，中院花园里的月季花开了，月季也是在东西
花园各有分布，不过，东边的花冠开得大些，颜
色也比西边的鲜艳。

5 月中旬是芍药花开放的时候，它们也分
布在中院的东西花园，有许多株。记得芍药花蕾
4 月底就有了，但迟迟不开，好像在等待约会，
只有到了一定时候才千呼万唤始盛开，但一露
面，果然不同凡响，不愧为“花相”，花冠很大，花
色是略带淡黄的那种白。由于花冠很重，许多花
株都弯下了。

5 月下旬的时候，在东花园的草地上能够
发现小时候在田间才能看到的地黄，我家乡把
它称作“炮仗花”，大概是因为把它的花摘下来，
攥合住花瓣然后用嘴通过花瓣底部的小孔向花
冠里吹气，然后迅速用另外一只手把充满气的
花击在持花的手掌上，便可以听到清脆的爆破
声。这大概是“炮仗花”的由来吧。

三四五月，是孚王府（九爷府）的花季，院子
中的植物大部分在这三个月中开放，有的植物，
比如南院和北院中的白杨，也是在此期间开花
的，可惜因为白杨高大，我无法用镜头捕捉她的
花形。还有一些小花，或许由于我没有发现她们
而错过了；还有一些是求助他人也无法叫上名
字的小花，只好放弃了。

如今，研究所已经搬到中关村园区，可在我
心中，依然念着孚王府———这座多姿多彩的“百
花园”。（http://blog.sciencenet.cn/u/Einstein）

网罗天下银杏树下

前几天与朋友聊天，谈到一个词叫“信任成
本”。举一个例子，创业公司生产试剂，自己觉得质
量好价格便宜，但就是难卖出去，销售员磨破嘴
皮子但客户不买账。而销售员觉得，产品好、价格
低这足以吸引客户，但就是“无人问津”。

这让我想起刚回国创业时，由于不了解国情，
在几个月时间里，实验状况百出，买到了很多假试
剂。此后，我们基本选择大公司，尤其是国际知名
公司的产品。虽然就某个试剂而言，成本高了，但

“信任成本”却大大降低了。公司科研人员可以安
心做实验，不再为试剂问题损失宝贵的时间。

但也有新的问题，相信一定有创业公司是想
做好产品，坚持诚信经营，但也许被整个商业环境
给毁掉了，从而再也做不起来。这有点像在非洲，
太多来自中国的假货，让非洲兄弟们整体不信任
中国产品。哪怕是华为的产品，也不得不为这莫名
其妙的“信任成本”买单。

在国内，有一个行业叫替人写论文。这种情况
已经被媒体曝光，很多论文抄袭严重，不同作者
不同单位论文雷同，很明显是一家公司为不同客
户操刀。笔者实在想不通，这种替人写论文公司

是怎么给员工进行“画饼”的？他们心中的道德底
线在哪里呢？无疑，这些人的存在，给整个国内科
研论文的可信度增加了“信任成本”。

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领域，我们高水平
CNS 文章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总是讲中国与国外
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实际上这是“点”上
的，而面上的却与国外差距越来越大。

六七年前，我刚回国时，我们做实验用到的
试剂和仪器设备大部分是国外的产品。现在情况
依然没改变。我们也经常有疑问，一个普普通通
的培养基，国外几十年的产品，为什么我们就做
不好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国每年千亿级的
研发经费，绝大部分就进了国外企业的腰包。

过去几年，我也遇到过好几个想做试剂的创
业者，都说自己的技术多好，多么先进，做出来的
质量一定不比国外某品牌公司差。但多年过去，
还是没有见到几个做起来的，相信他们走得非常
艰难，我相信，这里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用户
不愿意支付“信任成本”。

那些所谓的品牌公司，实际上就是有良好信
誉、有最低信任成本的公司。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虽

然看起来报价高，但客户考虑到可能的时间损失
和机会损失，依然会选择这些公司产品。

试想，一个公司如果采用 Thermo Fisher 产
品，不会出现试剂质量问题，而如果选用国内企
业的产品，实验屡次出现问题，那么公司科研人
员肯定会考虑是试剂出了问题，买到假货了。

如果国内持续这种环境，实际上会增加创业
难度。即便一个公司做了非常好的产品，跨国公
司可以通过价格策略，将创业公司直接送到一个
艰难的地步。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部分创
业者的没有诚信败坏了整个行业，甚至是中国产
品的声誉。

每一个做企业的，都希望发展快一些。但是
如果过于追求发展速度，一定要小心泥沙俱下，
防止公司的前途被短期的收益毁掉。一个企业一
定扎扎实实地把每一件产品、每一个服务做好，
在小范围内获得用户的信任和口碑，降低信任成
本。随着公司逐渐做大，产品线也在增长，一定要
做好质控，控制好速度，任何质量纰漏都可能毁
坏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导致信任成本的增加。

（http://blog.sciencenet.cn/u/yueleishen）

做公司，你愿意支付信任成本吗？
姻沈月雷

朋友在东部一所“985 工程”高校作博导，最
近受科技部的邀请，参加 2017 年科技部重大专
项预申报书网络评审。他就评审过程中的一些感
受与笔者进行交流。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科研项目经费分
配中的马太效应正在迅速加剧。”这是朋友发出
的感慨。由于保密的要求，具体的项目名称、申报
者的单位、申报书的内容朋友并没有透露。

客观评价，2017 年科技部重大专项从形式上
与以往的“863”“973”评审还是有了些许进步。除
了项目负责人，团队所有参加者都有严格的限项
要求。笔者所在学校一个教授参与的一个项目，就
是仅仅因为团队一名成员超项在预申报阶段就胎
死腹中，使得七八家单位十多人的努力付之东流。

当然，资格审查、预申报书网上同行评议、正
式申报、最后答辩，程序也比较严谨科学。预申报
阶段，项目合格、不合格并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
是否通过全凭项目质量。尤为值得圈点的是，评
审完后，虽然评委的意见不能公开，评审专家的
姓名、单位全部网络公开，无形中也增强了评审

专家的责任感。
然而，在评审过程中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的趋势十分明显。朋友评审的若干项目中，项目
申报经费均在 3000 万元以上，领衔的项目负责
人均戴着“百人”“青千”“XX 学者”的学术帽子，
身兼所长、院长、董事长、总经理行政职务，双帽子
加冠的学界、业界精英。如果上网查这些精英的
研究经历，都是数以百万元科研经费在手、根本
不差钱的大牛。想想每年花费将近三分之一时间
全身心投入 NSFC 申报、大部分颗粒无收、为数
万元竞折腰的草根教师，真的是蛮可怜的。

值得一提的是，朋友在评审过程中发现两个
现象：第一，高科技企业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的比例迅速上升，但令人纳闷的是，既然拥有 N
多发明专利了，这些企业应该从市场上找经费，
怎么都扎堆地“跑部前进”；第二，查阅团队成员的
研究成果，发现一大批人并非学界的佼佼者，这
说明项目负责人在组织国家重大课题团队时，圈
子、人脉影响较大。

由于这位朋友在学界小有名气，近年来，他

评审省部级重大课题的频率也越来越多。每次评
审完，朋友总有点不理解：数百万、数千万元的课
题，怎么结题验收时和几十万元的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一样：几篇既不顶天也不立地的 SCI 论文、
几个无人受让的发明专利、几个小打小闹软件著
作权就可以“交差”了。

每次评完项目，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帽子”的
朋友，总感到一种释然。朋友是个责任心很强的学
者，勤恳负责、兢兢业业，仍然为没有做出重大科研
成功、没有培养出突出创新型人才而愧疚。看看这
些精英的申报书，朋友吐槽说：人家数千万、数亿元
课题都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我就拿了几个 NSFC
面上项目，满打满算的数十万元，能做出这点成绩，
也问心无愧了。

唐代诗人杜甫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辟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歌，曾经抒发了多少在繁
华都市打拼、无栖身之所的漂泊族的有房愿望。在
科研经费分配领域，能否动点真格，让真正有心科
研的人，也享受一下“甘汁雨露”吧。

（http://blog.sciencenet.cn/u/jlrlmylt）

科研经费分配的马太效应正在加剧
姻李明阳

经过反复验证后，美国哈佛大学著
名科学家 Doug Melton（梅尔顿）决定，
撤回 3 年前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
篇论文。

2013 年，梅尔顿小组报道了一个
新发现，提出肝脏能分泌一种刺激胰岛
素分泌的激素 betatrophin（胰岛营养因
子），这样的激素显然能成为治疗糖尿
病的潜在新方法。文章在《细胞》杂志发
表后，迅速成为了全世界科学界和媒体
的关注热点。这样的新激素意味着可以
让成千上万糖尿病患者摆脱长期注射
胰岛素的困境。

但 2014 年另一个独立的研究小
组却发现，梅尔顿小组报道的这个胰
岛营养因子并不会影响胰岛素的分
泌。梅尔顿小组随后对这种质疑进行
了部分反驳。

不过，2016 年，梅尔顿小组在 Plos
One 发表文章承认了这种蛋白不具有
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功能，并正式撤销
2013 年的《细胞》论文，在撤稿声明中
明确提出当时的结论是错误的，缺乏足
够的支持证据。

梅尔顿表示，撤回文章是为了避免
造成混乱。betatrophin 假说被推翻的过
程说明科学家面对分歧时，应该更多束
愿如何一起工作，共同推动一个领域的

进步。
梅尔顿是干细胞研究的先驱，上世

纪 90 年代初，当他儿子被诊断出患有Ⅰ
型糖尿病，他决定致力于用干细胞制造
胰岛素分泌 β 细胞，希望借此来治愈糖
尿病。这一研究使他发现了 betatrophin，
在梅尔顿最初的论文中，他们发现给小
鼠注射这种激素能让胰腺 β 细胞增长
17 倍。如果这样的作用也存在于人类，梅
尔顿认为未来糖尿病患者可能只需要一
年注射一次这样的激素，而不必每天注
射胰岛素。

但此后，他一直无法重复这一结
果，第一次研究只用了 7 个小鼠，当把
实验动物扩大到先后 5 次 52 个动物
时 ，β 细 胞 的 数 量 开 始 大 幅 下 降 。
RegeneronPharmaceuticals 公司的 Vik-
toriaGusarova 小组通过敲除和过表达
betatrophin 等方法，最终也无法证明这
种蛋白刺激胰岛素细胞增生的能力。为
了彻底验证这个假说，梅尔顿甚至招募
了得克萨斯州贝勒医学院两个研究人
员，三个小组开展动物盲法实验，结果
仍然无法证明这个假说。最终只能放弃
这一假说，将原始论文撤回。

论文虽被撤回，但科学家这种勇于
担当的态度，永远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http://blog.sciencenet.cn/u/ 孙学军）

主动撤稿是科学家的担当
姻孙学军

三四五月份的孚王府，花香四溢，萦绕在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别有情致。也难怪 1931年 3
月任教于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感叹九爷府“地方可是太美了”！

朝内大街 137 号大门（摄于 2010 年，现自
然科学史所及中心的牌子均撤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