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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液态阳光”迈出关键一步
科学家发现媲美自然光合作用的单核锰催化剂

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在京举行

“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

■本报记者 李晨阳

距离下一个光棍节还有一个月，两只公老
鼠喜获结晶的消息就在朋友圈里炸了锅。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李伟课题组、周琪课
题组和胡宝洋课题组联合在《细胞—干细胞》
上发表论文，宣布首次实现了哺乳动物的孤雄
生殖。由两只雄性小鼠基因结合产生的后代，
第一次有机会呼吸这个世界的空气———虽然
只有短短两天。

“这项研究证明哺乳动物孤雄生殖的主要
障碍正是印记基因，并且首次证实我们可以跨

越这些障碍。”未参与这项研究的中科院北京
基因组所研究员杨运桂说，“这对我们理解印
记基因的进化和功能，以及它们在发育和疾病
中的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杨运桂所说的“印记基因”是怎么给孤雄
生殖添堵的，中国科学家又解除了什么了不得
的封印，你想弄明白吗？

印记基因为啥支持异性恋？

在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甚至鸟类的
世界里，有时只靠一个超人妈妈就生出宝宝———

这种现象叫“孤雌生殖”。但在哺乳动物的世界
里，“阴阳调和”一直是生儿育女的不二法门。

科学家早已发现，哺乳动物中普遍存在的
印记基因，是一种为异性恋站台的强大封印。
这些基因的存在，让孤雄和孤雌产生的胚胎根
本活不到预产期。

印记基因还很喜欢“攀高枝”，主要存在于
哺乳动物和高等植物。就算在哺乳动物里，也
主要集中在比较高等的真兽亚纲（有胎盘的哺
乳类）中。而在较为原始、没有胎盘的鸭嘴兽、
袋鼠等动物中，印记基因不是数量极少就是暂
未发现。这是为什么呢？

李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学术界对这
种现象还没有定论。但有学者猜想，相比卵生的
鱼类、爬行类等动物，胎盘类哺乳动物怀胎时间
长、子代数目少，母体还会面临难产死亡等巨大
的风险。因此优生优育对它们至关重要。

如果哺乳动物过度依赖同性生殖，会造成
种群基因多样性的损失，导致物种退化甚至灭
绝。哺乳动物进化出异性恋的死忠粉———印记
基因，可能正是为了避免同性生殖对有性生殖
的竞争。

科学家是怎样把“印记”洗掉的？

十多年前，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的研究团队
通过删除印记区，第一次得到了可以存活的孤
雌生殖小鼠“辉夜姬”。这证明科学家有可能解
除印记基因对同性生殖的“诅咒封印”。但人们
很快发现辉夜姬是位生长迟缓、神经兮兮的女
士，显然科学家不能满足于此。（下转第 2版）

两个爸爸也能生孩子？！

本报北京 10月 15日讯（记者潘希）“在
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富裕
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
少。”今天，在 2018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科院院士怀进
鹏直言，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和创新有所进
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

在怀进鹏看来，如果科学精神的缺失继
续持续下去，那么，“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
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
被洪水淹没。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如何做
真正的学问，守护科学创新的精神”。

演讲台上，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音
响起，92 岁高龄的中船重工 719 所名誉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手里举起的这把算
盘，大概最能代表老一代科学家眼中的科学
精神。

可想而知，建造核潜艇的计算量是非常
巨大的。“成千上万个数据，我们就是用算盘
和计算器一个个算出来，然后加以集成，不断
调整。”黄旭华回忆，当时的中国不仅国内经
济基础薄弱，而且遭受国外势力严密的技术
封锁，“我们两手空空，没有任何试验手段，甚
至连办公的地方都是临时的”。

然而，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核潜艇研制成功。“从 1958 年开
始一直到今天，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战

线。”黄旭华说他要将这把算盘捐赠给展览室
保存。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实
际上，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
本行业中的佼佼者，就必须付出比常人多得
多的时间和心力。”西湖大学校长、中科院院
士施一公说。

施一公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求真，科研
的目标是不断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推动技
术进步。谈及科学精神，他说，科学研究中没
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不断改进的人类对自然
的认识。“走上科研的道路，每个人的动力都
不同，有人可能是完全基于兴趣，有人可能是
想出人头地、追求名利，甚至有人把科研当成
一个谋生手段。所以，大家没必要盲目崇拜所
谓的学术权威，没必要崇拜教授专家。”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更应坚守
科学精神。怀进鹏说，科学精神不仅仅属于从
事科学研究的人，更多地应该成为社会的一
种重要思维方式、一种生活习惯，更是做科学
研究的人所要秉持和坚持的。

“有一种追求叫作开拓创新，创新是我们
这个时代重要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导向，更是
中国科学家精神的鲜明标识。”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说，应该让中国科学家
的精神逐渐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和奋
斗之中。

本报讯（记者甘晓）将清洁的太阳能转化为
可储存、可运输的燃料，是当今科学界“圣杯”
式的难题。科学家曾提出“液态阳光”（即“太阳
燃料”）的构想，以应对未来化石燃料枯竭的能
源需求和气候变化。10 月 16 日《自然—催化》
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
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李灿团队发现了一种可与
自然光合作用催化剂活性相媲美的单核锰催
化剂，为实现“液态阳光”构想迈出关键一步。

光合作用中，植物利用太阳能将水裂解释
放氧气、为生物合成提供电子和质子，并进行
光合反应，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能源转化过
程。不久前，《焦耳》杂志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
长、中科院院士白春礼等作者的文章，提出“液
态阳光”的倡议，指出实现液态阳光关键在于
将太阳能转化为稳定、可储存、高能量的化学
燃料，这应该引起科学界重视。其中，水氧化是
自然光合作用和人工光合成的原初反应，实现

“液态阳光”的关键在于开发高效稳定的水氧
化催化剂。

李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自然光合作
用水氧化反应的催化剂是一个多核锰的化合
物，由四个锰离子和一个钙离子及多个氧原子
组成，催化活性为每秒钟发生化学反应次数

（TOF）为 100 至 400 次之间。
长期以来，科学家沿着这一思路寻找模拟

自然光合作用的多核锰催化剂。李灿团队也不

例外。“一开始，我们并没有预测到单核锰催化
剂会具有如此高的催化活性。”李灿坦言。

研究人员将含锰的氧化物纳米颗粒固定在
作为基体的氮化石墨烯上，在基体上逐步分散
纳米颗粒，并测量其在不同分散程度下的催化
活性。他们意外地发现，纳米颗粒尺寸越小，水
氧化活性越高。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继续分散纳米颗粒，
直至到单核尺度，其水氧化活性突跃上升到每
秒钟发生化学反应 200 次以上。”李灿指出。这
是目前报道的多相催化剂水氧化最高的活性，
也达到了自然光合作用水氧化多核锰催化剂
的水平。

李灿同时表示：“这是我们在长达 18 年里
围绕人工光合成关键科学问题的攻关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自 2001 年起，他带领的科研团
队致力于人工光合成太阳燃料研究，在太阳能
光催化、光电催化和电催化分解水制氢，以及
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等方面取得了进展，研发
了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专利技术。今
年 7 月，该团队在兰州新区成功启动千吨级液
态太阳燃料生产示范工程，标志着我国真正意
义上开始了大规模液态太阳燃料生产过程的
实践。

李灿说，未来，此次发现的单核锰催化剂有
望在该示范工程中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唐凤）一个中英联合研究组发
现，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严重干旱和极端高温变
得越来越频繁，预计大麦产量将大幅下降。因此，
啤酒将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相关论文 10 月 15
日在线刊登于《自然—植物》。

以消费量计，啤酒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酒精
饮料，其主要成分大麦对极端气候事件尤其敏
感。根据 5 种地球系统模型，在一系列未来气候
场景中，干旱和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和严重
程度将大幅上升，但是这类极端事件对啤酒供应
的影响从未被评估过。

北京大学解伟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林而
达及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关大博团队，模拟了

大麦生产和啤酒供应相对于未来极端气候事
件的脆弱性。研究人员发现，大麦产量的平均
损失将在 3%至 17%之间，具体取决于预测的极
端气候事件程度。

大麦产量下降将导致可用于啤酒生产的大
麦量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大麦将优先用
于更重要的商品生产。研究人员认为，这将导
致啤酒消费相应减少，啤酒价格上涨，具体取
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状况。举例来说，
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爱尔兰，在最严峻
的气候场景下，到 2099 年，爱尔兰啤酒价格可
能会上涨 43%至 338%。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丁佳、通讯员杨
欣）10 月 15 日 12 时 23 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

“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39、40
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
号系统第 15、16 颗组网卫星。

卫星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飞行后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测
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 14
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适
时提供服务。

今年 7 月以来，北斗三号系统
进入高密度组网发射任务期，以每
月一次两星的速度加速实施组网，
4 个月间成功将 8 颗北斗三号导航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根据计划，后
续还将发射两颗中圆地球轨道卫
星和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于年
底前建成基本系统，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服务。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
配套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
新研究院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
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87 次飞行。

■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能运输一吨货物的“TB 固定翼无人机”，为
国外旅游提供便利的便携式智能硬件“共享
Wi－Fi 翻译机”，能在水中操作的带电插头插
座……在 2018 全国双创周成都主会场，150 余
个“高水平双创”项目集中亮相，展示了数字经
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以及国
内外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

为什么今年全国双创活动周主会场首次设
在西部城市？对此，成都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冯劲夫介绍：“这将完整构筑起‘北有中关村、
南有深圳湾、东有长阳谷、西有菁蓉汇’的全国双
创区域引领版图，并与海外双创周一道，连接起
全球创新创业脉搏，共促双创全面升级，带动成
都、四川甚至中西部区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高精尖技术组团亮相

轻薄卷曲的显示屏上，熊熊燃烧的圣火高
清而明亮，双创周开幕式上的全柔性屏火
炬———柔炬以其逼真的效果给在场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柔宇科技副总裁樊俊超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柔炬在顶端嵌入全柔性显示屏，双屏

联动可以全方位清晰展示画面。”
在这场以“高水平双创、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的盛会上，类似柔宇科技的高新技术公司不
在少数。记者注意到，成都主会场展区划分为四
大主题：新生态加速构建、新动能持续壮大、新
产业蓬勃发展、新人才不断涌现，生动展示了新
业态新模式和国内外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

在新动能展示区，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
AliOS 智能车载交互系统前排起了长队。只要对
车载导航仪说一句“小云，我要回家”，系统便会自
动开始导航。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AliOS 依靠图
像和声纹技术布局了系统的多模态能力，希望为
汽车装上一个连接万物的“大脑”，实现车与车、车
与人、车与路的连接，真正做到全车智能。

“快看，这是双创周现场的卫星照片！”成都
国星宇航的展位上展示着成都本土的创新创业
能力。9 月 5 日，国星宇航研发的“天府军融一号”
与“成都高新一号”AI 立方星试验载荷，搭载北京
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的双曲线 1Z 火箭顺
利升空，成为全国首个由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完成

“一箭双星”的发射任务。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场技
术验证任务进展顺利，预计 10 月将正式发射入轨
商业卫星。

此外，以碳化硅为代表的下一代功率半导体

器件和维信诺公司的 AMOLED 双柔显示超薄一
体机、柔性显示智能水杯等技术产品，也以领先的
创新科技、前沿的产品形态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

聚焦前沿科技产品

本次双创周还为前沿科技产品专门打造了
“秀场”，每天在 400 平方米的展厅内围绕人工
智能、机器人、生命健康等热门领域，发布科技
前沿创新产品和设计方案。

活动现场，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
验室展示了免疫与基因治疗新技术和产品，实
验室主任魏于全表示：“我们研发了多种免疫基
因治疗新品种，在临床试验中已经使病人获益。
目前免疫与基因治疗项目成果实现了科技转
化，转化了 78 项免疫与基因治疗品种，获得了
超过 16 亿元的投资。”

此外，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产品也同样
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一款外表呆萌的“小贩机
器人”就吸引了不少目光。这款贩卖机能在复杂
环境中主动寻找目标顾客，并上前询问需求。在
顾客选择喜欢的商品后，能够实时托出商品，递
到顾客面前。

同时，“秀场”设有互动大屏，远程连线全国

六大城市“双创周”现场开展实时直播。现场还
有大量互动体验，让观众第一时间感受到前沿
科技成果对生活的改变。

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

成都天府五街路口坐落着今年双创周成都
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菁蓉汇。启用不到 3
年时间，菁蓉汇已引进 31 家国内外知名孵化
器，吸引线上线下共 1890 家科技型创业企业和
项目入驻，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实现了我国高科
技领域一个个“零的突破”。

从武汉岱家山“五集”知识产权小镇、国家
电网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到中科院科技双创综
合平台，会场展示的内容仅是全国双创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剪影。从 2014 年 9 月首次提出“掀
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
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历经 4 年发展，这些双
创项目不仅驱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带动前沿科
技成果转化，还促进了传统企业的“升级换代”。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对年轻人是个机会，对传统企业来说同样
也是机会。传统企业需要克服自身的不足，发挥优
势，以开放、创新、不断进步的心态积极改变。

“高水平双创”成果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丁佳）“时代楷模”天眼巨匠
南仁东塑像落成暨“南仁东星”命名仪式 10 月
15 日在贵州省平塘县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简称 FAST）现场举行。

仪式由中宣部宣教局、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贵州省委宣传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共
同主办。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南仁东先生的
塑像揭幕，该塑像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
完成，着重表现了南仁东全神贯注、专心致志探
讨科学问题的一个瞬间。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郝晋新在仪式
上宣读了“南仁东星”国际命名公报：2018 年 9
月 25 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
员会批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于 1998 年 9 月
25 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
被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选取 79694 号小行星命
名为“南仁东星”有三层寓意：首先，该小行星
发现于 1998 年 9 月 25 日，是 FAST 落成启用
日期的整 18 年前；其次，国际永久编号“79694”
中的“94”代表从 1994 年选址预研开始，至
2016 年 FAST 落成启用，南仁东先生 22 年的
坚持不懈；最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命名
这颗小行星的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25 日，是
FAST 落成启用两周年，也是这颗小行星发现
20 周年的日子。

南仁东是 FAST 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为我
国天文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仁东塑像在贵州落成

极端气候将使啤酒更加昂贵
中英学者发现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大麦产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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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雄生殖小
鼠 首 次 降 临 人
世。 王乐韵摄

嘉宾为南仁东塑像揭幕。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哺乳动物的孤雄生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