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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旸

■辛雨

“在追求医学科学的道路上，我无疑是幸运
的。”汪旸出生在医学家庭，父母都是医生。从幼
儿园起，她就知道自己以后肯定走医生这条路，
她的志向就是当一名医生。

前五年作为一名医学生，汪旸非常荣幸能够
考入北医进行本科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顺利进
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学习，真正感受到医
学和科研的魅力。“这不再是本科阶段的知识填
鸭，而是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这也是我收
获最大的五年”。后五年里，在学术传统浓厚的氛
围下，汪旸受到医学前辈的教导启发，找到了自
己热爱的专业，并在前辈的指导下，真正主动地
去钻研医学。

三份责任在心间

“作为一名医生，‘医、教、研’是三个责任，我
希望能把这三部分工作做好”。

“我喜欢挑战，也敢于尝试，所以我最关注的
是那些性命攸关的疑难重症皮肤病”。经过多年
对皮肤相关疾病的学习研究后，汪旸选择皮肤淋
巴瘤这一非常少见的皮肤肿瘤作为研究方向。

皮肤淋巴瘤是皮肤中的淋巴细胞肿瘤性增
生所产生的疾病。这类疾病早期发展非常缓慢，
大多数患者会被误诊为普通的皮炎、湿疹等疾病
而延误治疗，但其一旦发展到晚期，预后非常差，
大多数患者对化疗抵抗。“目前关于皮肤淋巴瘤
的相关研究极少，尚无针对性的有效治疗方法，
因此这个领域便成了我想去完成的挑战”。

为了尽量能够“不误诊每一位患者，不放弃
每一位患者”，汪旸自 2009 年起开展皮肤淋巴瘤
专业门诊，对皮肤淋巴瘤进行深入系统的临床总
结。建立完善的皮肤淋巴瘤患者资料库，为患者
制定系统的治疗方案并长期随访，目前在汪旸专
业门诊随访的患者有 500 余位。对于外地患者或
者来医院复诊不方便的患者，她会把自己的联系
方式给患者，让他们可以随时与她沟通，保证每
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专业及时的诊疗。“专注于这
项研究，救人以性命，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培养人才的过程也是自身学习的过程，教
书育人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在老教授们
渊博知识的教育中成长，自然也会将这份宝贵的
财富传承下去”。

医生不仅要用已有的知识为患者服务，更要
引领医学科学的发展，创造新知识。仅用医术去

治疗病人，惠及到的患者数量毕竟有限，但如果
通过科学研究创造出新知识，便能够造福更多
的人。“我坚持以一名医学科研工作者的身份要
求自己，因此我必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研究中，
作为一名北大医院的医生，我有义务去推动医
学发展，希望我做出的科研成果能够出现在教
科书里”。

用专业与病人对话

面对每一位皮肤淋巴瘤患者，汪旸都会清楚
地告知病人这个病是什么，为什么会患病，会提
供何种治疗方案，需要怎么配合等，把治疗疾病
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详细地对病人讲解，尽力
消除病人的顾虑和紧张。“在医生这个岗位上，穿
着这身白衣，面对患者的尊敬和仰视，要拿出自
己的专业水平，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在多年的临床及研究工作中，汪旸逐渐体会
到，临床研究是科学研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也是医生科研工作的优势所在。从临床到实
验室是发现问题、产生想法并探索解决方案的过
程；从实验室到临床是将解决方案落地，服务于
患者，增添新知的过程。

“作为一名爱好科学研究的医生，我很庆幸
自己拥有双重身份，能够从第一手的临床资料中
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并在探索科学之美的同时
济世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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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汪旸：

济世救人 探索科学之美

中国科大首次实现白天分发量子密钥
本报讯（通讯员曾皓）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潘建伟团队首次成功实现了白天远距离（53 千
米）自由空间量子密钥分发，通过地基实验在信道损
耗和噪声水平方面有效验证了未来构建基于量子星
座的星地、星间量子通信网络的可行性。相关成果近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光子学》。

“墨子号”卫星目前已经成功实现了首次星地量
子通信，但由于阳光噪声的影响，“墨子号”卫星只能
在夜晚工作，单颗该类低轨道卫星至少需要 3 天才
能完成全球范围内地面站点的覆盖。为了提高通信
覆盖率，以提高卫星量子通信实用化水平，需要构建
由多颗低轨道卫星或高轨道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
建立覆盖全球的实时量子通信网络。

为抑制白天阳光背景噪声，潘建伟团队从 3 个
方面发展关键技术：阳光背景噪声主要包括太阳光

直射部分和经大气分子散射部分组成，太阳光谱中
1550 纳米成分较低，大气散射对该波段散射也较小，
利用这个特点采用 1550 纳米波段光子开展实验，优
化光学系统，将噪声降低超过一个数量级；发展频率
上转换单光子探测技术，在保持单光子高效探测的
同时，实现了光谱维度的窄带滤波，降低噪声约两个
数量级；发展自由空间光束单模光纤耦合技术，实现
了高效耦合和空间维度的窄视场滤波，降低噪声约
两个数量级。综合这 3 项技术，研究小组在青海湖相
距 53 公里的两点间完成了白天阳光背景下的量子
密钥分发实验，在全链路衰减 48dB（大于星地、星间
链路衰减）情况下，误码率 ~1.65%，安全密钥成码率
达到 ~150 bps。实验结果验证了太阳光背景下开展星
地、星间量子密钥分发的可行性，为下一步构建量子
星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最近，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做出一个
“大胆”的举动———将该分院系统单位 100
个专家团队的信息、介绍、典型项目案例公
布在网上，科学家或课题组联络人员的手
机号码、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也被“晒”了
出来。这在中科院系统内部是第一个，其目
的就是试着“破除”致使科技成果束之高阁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沈阳分院的这种“晒”法并不多见。通
常，科研机构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时，
大多是坐等政府、企业来访，参加成果对接
会，或是在本机构网站简单地介绍成果内
容。敢于把 100 多个专家团队的具体信息，
包括个人电话全部“晒”出来的，的确屈指
可数。

大多数科研机构之所以不这么“晒”，
多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一些科研人
员早已习惯“深居闺中”，缺少主动“走出
去”的意识。这些科研人员中，有的长期在
实验室，专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有的习
惯于计划经济时代式的科研工作，认为科
研成果转化与己无关。二是一些已经有了

“走出去”意识的科研人员，虽然会愿意
“晒”科研成果，却因为担心干扰科研工作
和生活而不愿意将个人信息“晒”出来。国
内很多科研机构虽然公开了科研人员的邮
箱，但邮件及时回复率并不高，可是，如果
将手机号码公布出来，科研人员就可以被

随时联系到。三是即便科研人员愿意以开
放的心态接受垂询，但却缺少有这样开放
功能的平台，因为国内不少科研院所大多
没有专门用于信息公开和交流的科技成果
转化网站。

对于处于科研水平金字塔顶尖、具有
不可替代性的科研成果来说，酒香不怕巷
子深。但是，对于大多数处在金字塔上层、
中层的科研成果来说，巷子太深、意识太
弱、顾虑太多、平台太少，势必导致科研成
果无人问津。

当前，科技发展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趋势
愈发明显，科研成果要想被企业和社会采用，
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同行业的双重竞争压力。
随着国家对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科研机构也面临着科技成果转化
率的考核压力。与此同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相关政策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优渥的报
酬，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有所
提升。这些都逼迫着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
化方面动脑筋、想办法。

在创新无处不在的时代，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同样需要创新。当类似于“晒电话”
的开放理念和创新实践成为常态时，科研
机构作为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要
素、区域也就不再闭塞，科技创新的“孤岛”
也就真正有望连成线、铺成面，并最终成为
科技创新的强大基石。

“晒电话”让科研机构
不做创新“孤岛”

姻倪思洁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本报见习记者赵睿 记者潘希

前几天，网上一张“非洲友人在
天安门广场中暑”的照片引发公众
热议。网友疑惑，难道北京比非洲还
要热？

国家气候中心评估数据显示，截
至 7 月 23 日，南方高温范围覆盖 13
省市，面积达 138.2 万平方公里，40℃
以上高温面积 6.5 万平方公里，其中
上海、浙江等多地突破历史极值。

高温席卷城市，是什么在“助
攻”这股热浪，城市又该如何为自己
降温？

高温助推“火炉”换位

今年我国南北都出现了极端高
温过程，对热的诠释上呈现出北方用

“烤”字，南方用“蒸”字的不同。除此
之外，导致高温的“罪魁祸首”也不尽
相同。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介
绍，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局部
强度大，北方的高温以晴热为主，南
方的高温以闷热为主，因此南北方地
区的公众在体感上会有所不同。

据介绍，前期北方出现高温是北
方大陆高压强盛所致。当前南方极端
高温则是因为副热带高 压偏南 偏
强，霸踞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个
巨大的暖气团控制下，气流下沉，
高温少雨；这种天气形势也使得台
风路径偏南，对缓解高温不利。

持续的高温使得传统“火炉”城
市也不“安分”起来。此前，福州、杭州
成功取代南京、武汉，与重庆、南昌并
称为四大“火炉”城市。

对此，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
席艾婉秀认为，“火炉”城市多分布在
沿江地区，主要与这些地方的气侯特
点和地域因素有关，这些地区主要受
副热带高压控制，季风在这一带很难
推进，而且这些地方不缺水，湿度很
大，这就导致地表温度会更高。

“热岛”效应只增不减

今年高温特点是北方高温来得
早、日数多。

据艾婉秀介绍：“北方的高温大
多出现在夏季，今年春天就开始了，
四月末北京就已经突破了 35℃，5 月
份东北、内蒙古出现了 40℃的高
温。”北方的高温日数有的已经比年
平均的高温日数偏多，比如北京的高
温日数截至目前是 17 天，常年只有
8 天左右。

研究表明，在很多极端高温事件

中，除了自然气候态的作用，气候
变暖 也有很 大贡献 。数据显 示，
1961 年至 2015 年，长江中下游高
温日数呈增多趋势，增多速率为每
10 年0.7 天。

实际上，高温天气并非我国一
枝独秀，在整个北半球都是比较明
显的。“欧洲、北美等地也出现了典
型的高温，葡萄牙还因为高温天气
引发了山林大火。”艾婉秀指出，

“高温天气跟全球气候变暖是分不
开的，同城市人口密集度程度和经
济发展程度也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除了气象原因，非气
象因素也是引发高温天气的重要原
因。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人口
数量、汽车持有量与日俱增，城市热
岛效应变得更加突出。城市的高楼白
天吸足了热量，到了晚上还在慢慢的
释放热量，这对城市的温度升高也是
一种助力。未来面临的高温会越来越
严重。”艾婉秀直言。

除了建筑物本身起到白天吸热、
夜间释放的作用，城市水泥、柏油路
面因缺少土壤和植被，吸收的热量很
少被植物蒸发或蒸腾，而是加热了近
地面空气，导致气温增加。

降温重在城市规划

“城市一年比一年热，高温天一
年比一年多，这里面既有整个地球气
候变化因素，也有城市化发展的原
因。对于已经建成的城市来说，现状
是很难改变的。”北京城市系统工程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伟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他建议，城市可以利用城市规划
方面的措施，调节、缓解热岛效应给
城市带来的增温。比如可以通过增加
城市的绿地面积，增加地面植被等方
式为城市降温。

据了解，日本的东京、大阪也曾
因快速发展遭遇了严重的城市热
岛效应，日本政府采取加大绿化面
积，推行房顶、墙壁绿化，尽量提高
墙面反光率等做法，得到了不错的
效果。

然而，城市的热岛效应一般会集
中在工商业密集的地区，对此，朱伟
表示：“城市开敞空间的规划也有必
要，楼房、道路、广场等地的建设要考
虑风向、建筑物的密度与高度。”

“同时，高温预警方面也应该加
强重视。”朱伟说，高温预警和暴雨预
警从发布到传递都是类似的，无论是
电视、网络还是手机 App，应多平台
及时给市民提醒。

南
﹃
蒸
﹄
北
﹃
烤
﹄
哪
来
这
股
热
浪
？ 据新华社电 上半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取得

实质性进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东北地区秸秆处理、农膜回收和以
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等“五大行动”相继
展开，把绿色发展理念变成了实际行动。

上半年，农业部在 100 个畜禽大县整建制推
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在 100 个果菜茶重点县全面
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以东北地区为重点开
展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示范，在内蒙古、甘肃、新疆
开展地膜回收利用机制试点，实施“史上最严”的

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将休渔期延长 1 个月。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指出，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对此，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日前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农业绿
色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解决农业发展面临
的资源环境等突出问题，回应社会公众的热切
期盼，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

韩长赋特别强调：“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这件事，看起来是猪粪的事，但绝不是一件
小事，而是关乎农业绿色发展、农村民生改善和
现代农业全局的一件大事。”他要求每个省都制
定出台工作方案，细化分年度的重点任务和工作
清单；抓紧建设规模养殖场信息平台，把每个规
模养殖场的情况摸透、数据搞清。

在抓好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方
面，下半年，农业部将出台长江全面禁捕和渔民退
捕转产实施方案，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同
时，加大力度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董峻洪伟杰）

我国绿色农业开启“五大行动”

据新华社电 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
“科学”号搭载的“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 7
月 25 日从南海一冷泉区带回大量生物样品，
包括 100 多只潜铠虾、贻贝和阿尔文虾等生物
样品，并拍摄了大量海底高清视频资料。

“发现”号于 24 日 19 时左右被布放到水
中，25 日 7 时左右被回收到甲板上，水下工作
时间约 12 小时，水深超过 1000 米。在生物采样
桶内，记者看到有白色的潜铠虾、棕色的贻贝
和少量的阿尔文虾，其中不少潜铠虾和阿尔文

虾还在水中活动。
“科学”号正在南海执行中国科学院战略

性先导专项“热带西太平洋关键区域海洋系统
物质能量交换”2017 年南海综合考察航次，航
次首席科学家孙松说，“这些冷泉生物从 1000
多米的海底到船上还活着，一方面是采集了原
位海水，另一方面是‘发现’号慢慢将它们从海
底带上来，这些动物有了一个适应压力和温度
等环境因素变化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维说，

冷泉区生物和常见的近海生物有很大区别，它
们生活在海底，没有光，所以眼睛都退化了。同
时，它们身上或者体内都附着了很多微生物，
它们就依靠食用这些微生物而生存，而这些微
生物是依靠甲烷等化能而生存。

“我们将用这些生物样品开展极端环境下
生物进化与演变、生物多样性、基因测序，以及
冷泉生物与地质事件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蒋维说。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摄影报道

“发现”号在南海采集到大量冷泉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