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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韩扬眉 记者王佳雯）4 月
16~17 日，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竺可桢—南森国
际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竺南中心）中挪合作 15
年暨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张亚平出席研
讨会并致辞。他首先代表中科院向挪威代表团
的访问表示欢迎，并肯定了竺南中心过去 15 年
在科研、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所取
得的成绩。

张亚平表示，竺南中心已成为中挪合作研
究的一个典范。中科院将继续支持竺南中心的
建设，希望以竺南中心为平台，加强中挪双方在
北极研究领域的合作，共同提升两国应对气候
变化挑战的能力。

挪威研究与高等教育大臣伊瑟琳·尼伯女
士在致辞中强调，北极海冰快速消融并进一步
加速变暖是全球共同的挑战，需要开展广泛的
国际合作。过去 15 年里，竺南中心在气候和极地
研究方面做了有价值的贡献，有力推进了中挪气
候研究、教育培训和学生交流等。

竺南中心创始人、理事会主席，中科院院士
王会军回顾了竺南中心的发展历史及取得的成
果，并进一步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指出了加强中挪合作的重要性。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中挪双方科学家就
气候预测、气候变化及影响、模式发展等热点科
学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年轻学者交流分享了
国外学习、科学研究和生活的经历。 此 外 ，竺
南中心召开理事会会议集中商讨未来合作研
究、人员交流、学生联合培养等议题，将北极气
候变化及其影响和预测等相关问题作为未来合
作的重点，中挪合作伙伴一致同意以竺南中心
为平台，进一步加强中挪合作。

据了解，竺南中心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3
日，中心旨在实现大气科学与相关领域的相互
融合，特别着眼于热带和高纬度地区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气候变化及相互作用。其战略定位是
建成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研究基地，成为国际
知名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

本报讯 4 月 18 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正式
公布了 2018 年当选的院士名单，共有 177 位院
士和 36 位外籍院士当选。其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南开大学校长曹雪
涛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
袁行霈当选为该院外籍院士。

据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于 1780 年 5 月 4
日由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批准成立，是美国历
史最悠久的独立学术团体和政策研究中心，首
任院长为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及第二任总统约
翰·亚当斯。该院现有院士 4900 名，外籍院士
600 名，均是来自科学、技术、人文、教育、社会政
策、艺术等领域的杰出学者，其中包括 250 名诺
贝尔奖得主和 60 多位普利策奖获得者。

本年度有 4 位美国华人学者当选人文与
科学院院士，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理学院终身
教授、基因编辑专家张锋，麻省理工学院机械
工程系讲席教授、纳米技术和能源转换专家陈
刚，耶鲁大学尤金—希金斯讲席教授、干细胞
专家林海帆，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席教授、生态
学专家刘建国。

近年来我国多位杰出学者包括陈竺、白春
礼、田刚、施一公等相继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
院外籍院士。 （柯讯）

竺南中心开启
中挪科研合作新篇章

曹雪涛袁行霈当选
美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国际著名期刊发表中国碳收支研究专辑

用数据说话 展大国担当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 月 1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推行终身
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政策措施，提高劳动者
素质、促进高质量发展；决定对职务科技成果
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
使创新成果更好服务发展和民生。

会议指出，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
激励，有利于更大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经济竞
争力，促进民生改善。会议决定，在落实好科
技人员股权奖励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同时，

对因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给予
税收优惠。具体是：对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
性科研机构、高校等单位的科技人员，通过科
研与技术开发所创造的专利技术、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生物医药新品种等职务创新成果，
采取转让、许可方式进行成果转化的，在相关
单位取得转化收入后三年内发放的现金奖
励，减半计入科技人员当月个人工资薪金所
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减轻税收负担，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提速。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指出

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激励

要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解决好实
际存在的部门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
等问题。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30
日），《人民日报》2016年 6月 1日

学习札记

决策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正确的决策往往需要经过广泛调研、深入论
证，充分听取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智慧。“拍
脑袋”决策则往往是靠经验、凭感觉，这样的决策
具有随意性、主观性和片面性，很容易造成失误。
有的决策虽然召开了咨询论证会，但论证意见会

倾向于领导意图，从而使论证流于形式。这种情
况在一些重大科技决策中也未能避免。

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创新发展任务的艰巨
性，都决定了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的必要
性。一方面，术业有专攻，专业领域在不断细分；
另一方面，知识更新迭代越发频繁快速，新知识、
新技术、新创造日新月异，在面对复杂的重大科
技决策时，仅凭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无法做出准确
判断。要让科技决策不犯错或少犯错，就必须借
助科技智库的“外脑”作用，拓展支撑决策的技术
手段，降低决策风险和成本，提高决策质量，为民
主依法决策提供可靠、有效的客观依据。

由此，推进并实现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应
将咨询纳入政府部门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规范
和完善重大科技决策程序制度、专家论证制度、
重大事项公示及听证制度、重大决策咨询评估制

度等相关制度，推动建立科技决策的科学化、民
主化、制度化。 ———袁亚湘

袁亚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运筹学研究。

融会贯通

“拍脑袋”决策通常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
辙；看眼色行事，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谋
定而后动，在事关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的全局
性问题上，应科学分析、审慎决策，更应将相关
的制度、程序、过程及相应责任明确落实、一以
贯之，推进重大科技决策的制度化。

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首先要以严格标准遴
选组建高水平、有全局观、公平、公正的专家咨询

队伍。其次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查、论证、决策
程序并建立公开制度，以透明公开的流程来监督
决策的制定。同时，应建立重大决策的追责制度
和容错纠错机制，有错必究、有责必问，还要鼓励
勇于担当、大胆创新的实干精神。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是国家在
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工程科学技
术方面最高咨询性学术机构，聚集了全国优秀
的科技智力资源，应积极承担咨询职能，充分
发挥咨询作用，为国家重大决策建言献策。同
时，两院应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
的新型智库为契机，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的咨询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应通过广泛的调
研、潜心的钻研、扎实的论证提供真知灼见，为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胡璇子整理）

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

院士之声

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
育中心哈尔滨基地人工饲养的东北
虎宝宝（4 月 18 日摄）。

东北虎人工饲养繁育基地———
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
心迎来今年的东北虎繁殖高峰期，截
至目前已累计诞下 30 余只虎宝宝。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本报记者陈欢欢

4 月 18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以专辑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以
下简称碳专项）之“生态系统固碳”项目群 7 篇研
究论文。这不仅在中国是首次，在亚洲也是首次。

据悉，该研究量化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固碳
能力的强度和空间分布，并首次在国家尺度上通
过数据证明我国重大生态工程的固碳作用显著。

项目群首席科学家之一、中科院院士方精云
表示，这为今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提
高了话语权，也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的
研究从跟踪、并行到领跑的飞跃。

提前布局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
的共同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
施。方精云指出，除了节能减排，生态系统固
碳———利用植被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是减缓温室效应最为经济可行和
环境友好的途径。因此，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
储量成为全球热点。不过，对像中国这样幅员
辽阔、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的国家的碳储量和固碳
能力进行系统、规范调研难度巨大。

作为项目最初的设计者，中科院副院长丁仲
礼表示，“碳专项”是中科院响应国家重大需求，前

瞻部署、顶层设计、凝聚全院相关力量推进的
重大科技项目，其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在气候变
化应对和谈判方面的重大需求。

2011 年 1 月，中科院率先启动“碳专项”，
设立“生态系统固碳”项目群，试图系统调查中
国各类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固碳能力，深入揭
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特征、时空分布规
律以及国家政策的固碳效应。

在其后的 5 年中，科研人员系统调查了中国
陆地生态系统（森林、草地、灌丛、农田）碳储量及
其分布，调查样方 17000 多个、累计采集各类植物
和土壤样品超过 60 万份。连 PNAS 审稿人都惊
叹：“样方数量如此之多，取样方法如此规范。”

“这是当今世界调查范围最大的野外调查项
目，为研究中国植被生产力和碳收支提供了大量
实测数据，也为我国国土资源利用和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本底数据。”方精云说。

成果显著

收集到数据已属不易，但项目群又定下了
更高的目标：向 PNAS 申请以专辑形式发表研
究成果。自 2015 年 1 月开始，在方精云的组织
和推动下，科研人员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打破
课题间壁垒、实现数据完全共享，在凝练出若
干个重大科学问题的基础上，对所有数据统一
整理、控制、挖掘、分析。

事实上，中国森林有多大固碳潜力、通过人工

方法增加碳汇是否可行、农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等问题，一直是国际上极具争议的话题。这一研究
则用数据回应了这些质疑。

研 究 证 实 ， 在 中 国 碳 排 放 量 最 大 的
2001~2010 年期间，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固碳 2.01
亿吨，相当于 7.37 亿吨二氧化碳，抵消了同期
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的 14.1%；其中，森林
生态系统贡献了约 80%的固碳量，农田和灌丛
生态系统分别贡献 12%和 8%，草地生态系统
基本处于碳收支平衡状态。

该专辑还首次在大尺度上研究了植物养
分同固碳的关系，并证实了增加生物多样性也
可以增加土壤的碳储量。“十几年前就有迹象
显示我国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正在增长，但
没有数据证实，现在终于可以大声宣告：中国
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同时增加
了土壤固碳作用。”项目另一位首席科学家、中
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于贵瑞说。

同时，数据显示，我国重大生态工程（如天
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草工程、
以及长江和珠江防护林工程等）和秸秆还田农
田管理措施的实施，分别贡献了中国陆地生态
系统固碳总量的 36.8%和 9.9%。“现在可以确
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对碳
汇亦有贡献。”于贵瑞说。

审稿人亦认为：“该研究非常重要，通过实
例证明了生态恢复工程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过程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兵团作战”

作为中科院最先部署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之一，“碳专项”在启动后迅速发挥“集体作战”的
机制优势，仅“生态系统固碳”项目群就调动了来
自中科院及高校、部委所属 35 个研究院所的 350
多名科研人员进行系统、规范的调研。丁仲礼表
示，这得益于国家对科技支撑的重视，得益于中科
院“大兵团作战”的优势，也得益于参与专项的广
大科技人员的无私奉献。

据方精云介绍，在这项“前无古人”的庞大工
程中，很多名字没有出现在文章作者中的科研人
员，也无私贡献出了数据，服务于国家需求。他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重大项目中采用“大兵团
作战”的科研组织模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历时 3 年多的专辑发表过程也令方精云记忆
尤深：“我们刚一提交立项申请就收到 5 位美国科
学院院士的评审意见，审稿过程极其严格。但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也磨炼出一支能做出高水平成果
的科研队伍。”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这项成果全面、
系统获取到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数据，为国家
生态文明战略提供了创新支撑。团队以国家需
求为导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创新科研组织
模式，打破壁垒实现数据统一共享和挖掘，做
法值得肯定。

对于后续研究，于贵瑞则希望此类基础性工
作能获得持续资助，以便更为清晰地摸清家底。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吴蓓丽
课题组首次测定了神经肽 Y 受体 Y1R 分别与两
种抑制剂结合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揭示了该受
体与多种药物分子的相互作用机制，为治疗肥胖
和糖尿病等疾病的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依据。这
一成果 4 月 19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人体内最大的
膜受体蛋白家族，参与调控人体内几乎所有生
理活动，上市药物中超过 40%以其为作用靶点。
神经肽 Y 受体属于 GPCR 的视紫红质家族，在
人体内包括 Y1R、Y2R、Y4R 和 Y5R 等 4 种亚型。
神经肽 Y 是人体内最有效的刺激食欲的物质，
主要通过激活 Y1R 行使这一功能，因此 Y1R 是
研发抵抗肥胖和糖尿病药物的重要靶点，但至
今尚无靶向 Y1R 的药物成功上市。

吴蓓丽与合作者测定了 Y1R 分别与小分子
抑制剂 UR-MK299 和 BMS-193885 结合的复
合物晶体结构，阐明了 Y1R 与这两种抑制剂的
精细结合模式，为靶向该受体的药物设计提供
了高精度的结构模板。研究人员揭示了 Y1R 对
不同类型药物分子的特异性识别机制和不同神
经肽 Y 受体对配体的选择性机制，同时搭建了
Y1R 与神经肽 Y 结合的复合物模型，阐明了
Y1R 与其天然配体的结合模式，特别是首次发
现了与受体选择性密切相关的神经肽 Y 的 N
端区域在 Y1R 受体中的结合位点。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设计出药效更强、副
作用更低的新型减肥药物，对于糖尿病和心血管
病等的治疗也具有重要意义。”吴蓓丽说。

新华社电 国际医学杂志《临床肿瘤学》近日
发表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团队的研
究成果。该研究成果显示，使用克唑替尼对
c-ros 肉瘤致癌因子 - 受体酪氨酸激酶(ROS1)
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有效率达 72%。

据吴一龙介绍，ROS1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是
一种独特分子亚型，这一基因突变导致的肺癌患
者约占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 1%~2%。“找驱动基
因，针对这些驱动基因，医院可进行靶向治疗。”

吴一龙说，“哪些病人可以受益于靶向药物
治疗，需要使用某些试剂产品进行测试，这个过
程就叫伴随诊断。”

吴一龙团队通过有效的伴随诊断，从超过
1000 名来自亚洲地区的患者中筛选出 127 名
ROS1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采用克唑替尼
进行治疗，结果一半以上的晚期患者维持疾病
不恶化时间达 16 个月，13%的患者肿瘤消失，还
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仍在接受治疗。该研究团队采
用了中国企业研发的诊断试剂盒进行筛选，并通
过临床试验，证实了使用克唑替尼治疗 ROS1 阳
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有效性。 （胡林果）

中国肺癌新亚型
治疗研究取得成果

新研究有助于
设计新型减肥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