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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会见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代表团
本报讯 7 月 10 日，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

礼在京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董事王
孙弘斐一行。

白春礼对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代表团的到访表示
欢迎，对基金会多年来给予中科院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回顾了中科院与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历程。
他指出，王宽诚先生的后人及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一
直秉承王宽诚先生遗志，弘扬“宽以济世、诚以育人”
的宽诚精神，30 年来通过设置不同类型的人才项目，
大力支持中科院的人才队伍建设，从最初的“王宽诚
奖学金项目”到 2015 年设立的“王宽诚率先人才计
划”，为中科院培养和吸引了众多优秀科技人才，有
力推动了中科院科技创新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白
春礼还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教融合发展历

程、怀柔园区建设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王孙弘斐表示，在中科院与基金会的共同努力

下，双方已经建立起持续广泛的合作关系，结下了深
厚友谊。今年适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与中科院建立
合作关系 30 周年，为深化务实合作，基金会决定向
中科院追加捐赠 2380 万港元，以支持中科院推进实
施“率先行动”计划，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

会见期间，双方还就下一步的合作开展了深入
交流，决定将新增捐款用于对中科院优秀人才的稳
定支持和激励保障。

据悉，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于 1987 年正式开启与
中科院在人才培养及激励方面的合作，累计投入 1.7
亿元人民币，支持激励中科院近 5000 名科技人员。

（柯讯）

■彭碧瑶

记者来到火箭军总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任
医师丁健华的办公室时，他已经在等候了，房间衣
架上挂着军装，桌面上摞着厚厚的专业期刊。

立足临床助力科研

作为一名结直肠肛门外科医生，丁健华认
为，医生不仅要治疗疾病，更要改善患者生存质

量。为此，他自 2011 年开始探索开展腹腔镜经
括约肌间（ISR）手术，实现了超低位直肠癌极限
保肛。2012 年，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 3D 腔内超
声引导下的肛瘘精准手术，显著降低了复发率，
保护了术后肛门功能，极大改善了患者术后生
活质量。

2010 年，丁健华于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进修，其间的经历给了他很大启示。临床和科研
并不矛盾：临床中，每一个疗法和术式都不是完
美的，如果只重复而不思考，医生的工作只会带
来数字的累积；但如果在临床中不断总结，就会
促进技术的进步。

医生应当思考有没有可能将手术时间缩到
更短、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在丁健华看来，医学
永远有优化的空间。

如果单纯比较手术水平，中国并不比其他
国家差，甚至做得更好。但在总结和创新思维方

面，国外可能更具优势。丁健华提到，医生需要
在术后登记手术方式、出血量、时间、后续治疗
以及 3 月后随访状况，数据库的维护会为后期
的归纳和总结带来极大便利。

“作为临床工作者，面对的临床问题无处不
在，而这些问题就是临床科研的源泉，问题的解
决就是医学的进步、患者的福祉。”丁健华告诉
记者。

医患互信温情常在

丁健华曾遇到一位辗转求医的病人，其盆腔
内长了巨大肿瘤。经他和同事会诊之后，成功进行
了手术，切除了肿瘤。如今三四年已过去，患者生存
质量良好，逢年过节家属都会发来问候。

说到此处，丁健华笑了，“做医生久了，每个
节日都会收到很多感谢和祝福”。在繁忙的日常

工作之余，得到患者的认可，点滴成就感也会冲
淡疲劳。

有时，他会在医院偶遇复查的病人，看到病
人的状态很好，丁健华感到十分欣慰。

“尽管现在的医患关系存在一些问题，但医
生依然会尽力帮助患者。同时，大多数患者也都
通情达理。”丁健华说，“有的病人痊愈出院后，
会信任医生和医院，在向亲戚朋友讲述时，也起
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患者的信任会让医生觉
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妙手仁心极尽关怀

从医近 20 年，丁健华始终将患者放在心
头。他向记者提起自己的患者：胆囊炎患者贫病
交加，除了止痛无力治疗，而借助捐赠药物点亮
生存的机会；福利院男孩在新技术下生存质量
提高……

谈到那些年纪轻轻就得了结直肠肿瘤的患
者，丁健华十分惋惜，“年轻人罹患肿瘤发现时
多已晚期，恶性程度也比较高，他们有的还不到
30 岁”。

说话间，有病人家属到办公室询问，丁健华
耐心地为其指点。他的眼里不只有疾病，更关注
着每一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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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总医院丁健华：

他的眼里装着每位患者

■本报记者 潘希

“黄大年精神是科
技 工 作 者 的 巨 大 财
富，也是对科技工作
者报国精神的总结、
时代精神的概括。”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尚勇说，科技
工作者要像黄大年那
样，真正把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贡献到建设
世界强国、科技强国
的伟大事业上来，贡
献到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事业上来。

7 月 11 日，尚勇
在科技界学习黄大年
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上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对黄大年事迹作出
了重要指示，这既是
对科技工作者极大的
鼓舞和鞭策，又是对
广大科技工作者秉持
报国理想，为祖国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贡献力量的一个新
的号召和要求。科技
工作者要深刻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的重大意义，肩负起
建设科技强国的历史
使命。

“ 黄 大 年 是 实 心
实意回国的科学家，
他两只脚踏上了祖国
的大陆，作为‘千人计
划’，没有给自己留后
路。而且他是一下飞
机就马上投入工做，
在这短短时间内做出
了卓越成绩。”中科院

院士刘嘉麒坦言，“黄大年是知识分子最典型的
光辉榜样，他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国家工作，为
事业奋斗，这点非常了不起。他为知识分子、‘海
归’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杨志刚
与黄大年是多年的好友，他们的经历相似，改革
开放以后到国外读书，又同样作为“千人计划”专
家回国工作。直到现在，他也难以相信黄大年已
经离去的事实。

“在今年 1 月得知黄大年患病，第二天凌晨
就接到消息说他走了，真的难以相信。”杨志刚
说，经常与黄大年在一起开会或者讨论问题，他
与很多“海归”不同，不只关心自己的工作，也经常
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建言献策。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原院长董树文眼中，黄大年
是“千人计划”中的奇才，是一位没有发表过论文的
千人。“黄大年回国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他之所
以没有论文，是因为他的研究涉及国防安全。所以，
从英国剑桥回国时，他的电脑里是空的，不允许他
带任何资料回国。”

“学习黄大年对我来说就是要尽他未尽的职
责。”董树文表示，同时，还要好好总结黄大年的
品质和精神，让每个参与深度专项的科学家都能
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精神，把国家的
任务做好。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守为
说：“学习黄大年同志，一是学习他这种报国精神，
二是要学习他把自己的事业、工作融入到我国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大潮流中的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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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健华

本报讯（通讯员张致远 记者杨保国）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曾杰课题组与合作者，在质
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阴极催化剂研制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研究人员基于集团效应，设计
出一种铑原子掺杂的铂超细纳米线催化剂。
这种催化剂在燃料电池阴极氧还原反应中
表现出高活性和高稳定性，从而能大幅节省
贵金属铂的用量，推动了该清洁能源转换技
术的商业化应用进程。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

《美国化学会志》。
此前已报道的铂基催化剂虽然拥有卓越

的质量活性，但稳定性往往并不可观。这主要
是因为高的质量活性所依赖的催化剂纳米结
构的热力学稳定性通常存在问题，因此很难同
时兼具高质量活性和优良的稳定性。

针对这一难题，研究人员借助原子级别
精细合成技术，一方面通过提高铂基催化剂
中铂原子的分散度实现高的质量活性，另一
方面通过调节铂基催化剂的维度以及引入
铑原子增强铂基催化剂的稳定性，设计并合
成出一种铑原子掺杂的铂超细纳米线催化
剂。其直径仅有 1.3 纳米，铂原子的利用率却
高达 48.6%。

研究表明，这种新型催化剂的质量活性
和比活性分别达到了商用铂碳催化剂的 7.8
倍和 5.4 倍。

同时，该催化剂在氧气气氛下循环使用
1 万次后，只损失了 9.2%的质量活性。而目
前商用的铂碳催化剂在氧气气氛下循环使用
1 万次后，质量活性性能损失达到 72.3%。

中国科大研制出
铂超细纳米线催化剂

据新华社电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科研
人员日前预测，今年 9 月北极海冰最小覆盖范
围约为 410 万平方公里，与 1979 年有卫星观测
记录以来的第二低值（2016 年）相当，位于俄罗
斯西伯利亚外的北极东北航道可以通航。

大气所研究员刘骥平带领的海冰研究团队
建立了北极海冰数值预测系统，这是一种包括
大气—海冰—海洋的全耦合的北极区域数值预
报模式。利用该系统，刘骥平研究团队对今年北
极海冰最小覆盖范围进行了上述预测。

据了解，从 1979 年至今，北极海冰覆盖范围
逐年减少，每年 9 月的海冰覆盖范围为全年最小，
过去几十年减少了近 50％。

北极海冰的快速减少引起了国际广泛关
注，也对我国开拓北极航道意义重大。统计显

示，海运承担了我国 90％以上的外贸货物运输
量。北极航道使我国在现有东、西向两条传统主
干远洋航线外，增加更为便捷的欧洲航线，最大
可以节省近 1/3 的航程。

刘骥平说，准确的北极海冰跨季度季节预
测，将为开发和利用北极航道以及即将开始的我
国第 8 次北极科学考察提供科学参考。同时，还
将帮助人们了解北极海冰变化对我国冬季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大气扩散条件的影响。

大气所近期研究表明，秋冬季北极海冰的异
常减少将减弱中高纬的西风急流，使得冷空气从
北极向部分中高纬地区入侵的频率增加，同时，
北极地区更多局地水汽从海洋向大气传输，导致
近年来东亚、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冬季的低温天
气和异常降雪。 （董瑞丰）

今年北极海冰最小面积
或接近历史第二低值

中国的“申遗”之路
再奏凯歌。日前，中国申
报的自然遗产“可可西
里”和文化遗产“鼓浪
屿”相继获批。至今，中
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2 项，和意大利并列世
界第一。

应该说，世界自然遗
产和世界文化遗产是一
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
象征。作为疆土广阔、有
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亚
大国，中国的世界遗产总
量世界第一，这项荣誉既
来之不易，又当之无愧。
但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

“申遗”成功了，然后呢？
申请世界遗产成功，

对一个国家来说，自然面
上有光，而这些世界遗产
所在地的政府部门，以及
旅游从业者往往更兴奋。
事实上，从 1985 年中国
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
国之后，国内各省份申报
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涨，尤
其随着近年来旅游产业
的发展，不少地方政府甚
至动辄花费上亿元，为申
报世界遗产跑前忙后。其
原因就在于，当一个地区
的景点申报世界遗产成
功之后，往往能给当地的
旅游和经济带来极大的拉动。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山西平遥古城自
1997 年 12 月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以
来，游客量从当年的 5 万人增长到 2012 年
的 417 万人，旅游综合收入由当年的 1200
万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80 亿元。

原因何在？平遥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后，知名度大幅提高，引发国内外游客纷
纷前来。有了这样的案例，难怪众多地方政
府争先恐后申报世界遗产。根据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还有 59 个项目正在排队等候世
界遗产的审批，国内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的，联合国设置
世界遗产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那些世所
罕见、无法替代的人类瑰宝，唤醒民众对于
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提醒世界各
国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至于因此引发
的大规模旅游潮，以及由此给世界遗产所
在地带来的经济收入的增加，反倒是其附
加之物。

因此，对于已经申请成功的世界遗产，
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把对遗产
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而不能本
末倒置，反倒把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和大张
旗鼓的宣传当做未来的工作方向。

以可可西里为例，其成为青藏高原目
前唯一的世界遗产自然值得高兴，但青藏
高原本身就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
而鼓浪屿作为面积狭小的岛屿，其环境承
载量也很有限。

故此，我们更应当思考的是，如何通过
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加大对世界遗产的
财政支持力度，让中国的世界遗产能尽可
能长久维持原生态并获得更好的发展。毕
竟，中国的 52 处世界遗产，不仅是中国的
骄傲，更是属于全世界的宝藏。

﹃
申
遗
﹄
成
功
之
后
怎
么
办

姻
彭
科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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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社
区儿童在制作舰船
模型。

当日是第十三
个中国航海日，安
徽合肥市青阳路社
区举办“我当小小
航海家”活动，邀请
社区儿童及家长与
志愿者一起手工制
作舰船模型，学习
航海知识，丰富暑
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本报北京 7月 11 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上
午，中欧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LIAMA）20 周年庆祝活动在中科院自动化研
究所举办，这标志着中法两国创建的第一个联
合实验室迎来了 20 周岁生日。

在活动现场，中国、法国、荷兰签署了新的
合作协议，将继续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为合
作各方提供优势互补的合作机遇，为中欧深度
合作提供成熟稳定的平台，打造“高、精、尖”三

位一体的合作。
中科院副院长张杰表示，自 1997 年中科院

与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共同创建 LIA-
MA 以来，在信息、自动化及应用数学领域开创
了联合研发实验室的先河。20 年来，实验室取得
了丰硕成果。除了科研方面的成就外，实验室也
发展成为中欧人才交流的重要平台，受到了中欧
双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张杰说，20 年来，实验室科技人员追求真

理，求同存异，将实验室从一个小型合作单元
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创新实体。而今
天新合作协议的签署为 LIAMA 开启了新篇
章，今后，实验室人员将在人工智能、神经计算
与大脑网络等共同感兴趣的关键领域拓展合
作，并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就。

LIAMA 成立 20 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其中“脑网络组项目”绘制了全脑精细分
区图谱及全脑连接图谱；“人机交互”系列成果
也成为国家系列重点研发计划的主要基础；在
神经计算芯片方面的合作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

“类脑芯片”方面的研究。这些工作开创了中科
院中外长期共建联合研究平台的先河。

中法“最老”联合实验室迎来 20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