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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光纤之父”高锟走了
他曾发起一场世界通信技术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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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陆琦

“科学家应坚持学术行为标准，做‘大写’
的人，为社会树立良好的榜样。”9 月 21 日，中
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在中国工程院“守正
扬清”主题宣讲会上作主题报告时说。

事实上，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过这一观
点。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台下坐着的是
236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了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端正学术风气、
营造风清气正的院士增选工作氛围，中国工
程院在 2019 年院士增选启动前，分别在北京、
上海、武汉、成都举办 4 次“守正扬清”主题宣
讲活动，并要求全体非资深院士必须参加其
中一次。

“院士队伍建设特别是院士入口关问题，
到了必须狠抓的时候了。”中国工程院院长李
晓红表示，“这是我们把院士们从百忙中请来，
组织系列宣讲活动的直接原因。”

把好院士入口关

今年 6 月初，李晓红刚一上任，就带着中
国工程院新一届领导班子赴上海瞻仰中共一
大会址，并看望了老院长徐匡迪。

徐匡迪在谈到院士队伍建设时再次强
调，一定要严把院士入口关。这也是中国工程
院首任院长、两院院士朱光亚多次强调过的
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最
高荣誉称号。建院以来，中国工程院老中青三
代院士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
贡献，体现了我国不同时期工程科技的最高
水平。

事实上，院士不仅是学术领军人物，更应成
为科学道德楷模。以师昌绪、侯祥麟、王选等为
代表的老一代院士，凭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忘我的奉献精神、高尚的
学风道德，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赢得了广泛的尊
重，在全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不过，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这几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群体中也出现了孟伟等
极少数触碰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个案，给院士
群体和中国工程院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科学道德反映了一个人的学术修养、学
术品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或者改变的。
因此，在李晓红看来，加强院士队伍建设的基
础和关键是把好院士入口关。

“关口不牢，地动山摇。”他表示，院士增
选是一个风向标，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对我国
科技事业的发展将贻害无穷。

还增选一方净土

老院长的谆谆嘱托和增选工作面临的严
峻形势，让中国工程院新一届领导班子深感
重任在肩，如履薄冰。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表示，中国工

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绝大多
数院士严于律己、品行端正，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维护了院士队伍的良好形象。但是，不
良风气的干扰、复杂环境的考验、放松自我
要求的危险，使院士科学道德建设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

李晓红指出，院士队伍建设与增选环境面
临一些必须正视的问题。例如，助选拉票现象
禁而不绝，个别院士自律不严，部分院士大局
意识和担当精神不足。

“这些问题不重视、不纠正，久而久之就会
‘自毁长城’，必将给国家科技事业长远发展留
下隐患，带来负面影响。”李晓红说。

近年来，院士增选的纪律松懈问题备受院
士们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队伍建设相关问
题研究”咨询项目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
多数院士都希望进一步加强院士科学道德建
设、严肃增选纪律，并细化和明确对有关违纪
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

为此，李晓红要求，全体院士要高度重视科
学道德建设，在增选中顾大局、重责任、讲原则、
重自律、守纪律，把好院士增选入口关；科学道
德建设委员会、增选政策委员会要积极作为，为
把好院士入口关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
障；各学部常委会要认真履职尽责。

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

提出了坚守院士称号学术性荣誉性本质的殷
切希望。

1994 年 6 月，中国工程院成立，一方面表
明工程科技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工程院院士担负起
引领工程科技界的重任。这也是宋健老院长
提出的中国工程院的“天命”。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科技创新发展面临新的迫切要求。院士
队伍的“守正扬清”，对整个科技界的学风导
向、创新精神的发掘，青年人才的成长甚至
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引
领作用。

“加强院士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责任和
担当意识，更好地引领科技界加强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引领更多的青少年投身科技事业，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贡献，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我们
的一项重任。”李晓红说。

陈左宁表示，中央和社会对院士给予很高
的期许，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加强
科学道德建设。

与会院士对“守正扬清”这个问题，有着
十分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他们认为，规范的
制度是基础，健康的风气是保障，制度和风
气需要每一位成员去维护和巩固，加强院士
科学道德建设的关键是院士自身的觉悟和
道德底线，需要院士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
护好一方学术净土。

中国工程院吹响科学道德建设“集结号”

守正扬清 严把院士增选入口关
本报讯（记者肖洁）“我一直觉得

20 世纪、21 世纪科学的发展实在是
太快了，各个领域发展空前活跃，而
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国内
对于这方面的各种分析、介绍和记载
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够。”9 月 22
日，“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 40
周年暨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 40 周年
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
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尤其对于中国
科学家贡献的记载分析工作，不是做
得不够，而是根本做得一塌糊涂。”

在杨振宁看来，关于科学发展的
记录和介绍工作有很多方向。一个方
向是要跟近代的科学发展紧密地、近
距离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近年来中
国在这方面的工作“限于笼统”，没有
作进一步的分析。

杨振宁列举了自己的老师吴有
训先生的事例。吴先生是西南联大物
理系一位重要的人物。上世纪 20 年
代，吴先生是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的
学生，帮康普顿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知道谁发明
出来‘康普顿—吴效应’这个名词，但
是我在国际文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个名词。”杨振宁说，“有人要表扬
吴先生的工作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名
词，于是别人就引用。这既是对历史
的不忠实、对吴先生的不尊敬，也是
对中国年轻人的误导。”

杨振宁还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
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振宁与李
炳安合作，对我国物理学家赵忠尧在
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湮没方面
的工作进行了回溯研究。“我听说赵
先生晚年看到我们的文章才了解到，
为何他当年重要的工作没有得到国
际认可。”

关于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
湮没，赵先生在 1929 年前后就率先
通过实验得到了正确而关键的结果。
杨振宁介绍说，当时只是研究生的赵
先生与另外的“大牌”物理学家的工
作方向一样，但结果不同。可是因为

“咖位”问题，赵先生的工作没有得到
学界的认同。实际上回头看，“大咖”
的实验不够小心，数据有自相矛盾的
地方，赵先生工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我很得意的是，我和李炳安澄
清了这个事情。”杨振宁说，“但是这
样的工作还有很多，都没有人做。”

杨振宁认为，对于科学发展的记录工作，另外一个重
要方向就是通俗的介绍。他遗憾地表示：“我没有看到过
一本用中文写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能看懂
的，通俗地介绍原子弹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书。我
觉得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没有这样的
书。”

“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毕业生要找出路，我觉得科学史
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杨振宁呼吁，学界要努力向年轻
人推介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

此次座谈会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中国科
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自然辩证法通
讯》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大学主办的国家一
级学术期刊，也是哲学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
1978 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创设并成立了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担
任首任主编，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担任首任社长。40 年
来，《自然辩证法通讯》一直代表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等
相关学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准。

在日前举行的 2018 德国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
会上，“中国创造”可变编组动
车组概念车亮相并赢得广泛
关注。

据了解，可变编组动车组
概念车由中国中车唐山公司
首次向全球推出，最高时速达
500 公里。中车副总工程师黄
俊辉介绍说，如同搭积木一
般，可变编组动车组最小编组
单元为两节，即 2 个动力头车
相接。如要扩大编组，可根据
速度和功率核算出效率最优
搭配，在编组中间加入动车与
拖车，组成时速在 160~500 公
里、编组数量为 2~20 辆的动
车组。目前，时速 350 公里可
变编组动车组样车已在中车
唐山公司下线。

本报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吴可超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倪思洁

如果没有光纤通信技术，可能就没有我们
现在使用的高速互联网、移动电话通信和微信
即时通信。而如果没有高锟，可能就没有光纤通
信技术。

遗憾的是，就在中秋佳节的前一天，9 月
23 日，被誉为“世界光纤之父”的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享年 84 岁。

在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敬悼文章中，现
任校长段崇智表示，“高教授于科研方面力求
创新，矢志追求卓越，其于光纤方面的研究，促
成互联网发展，为人类通讯史写下全新一页”。

1933 年，高锟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区。15 岁
那年，高锟随家人移居台湾，1949 年迁往香港。
1963 年，在英国攻读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期间，高
锟开始了关于玻璃纤维的理论和实用研究。

1966 年，高锟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任职期
间，在《英国电子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题

为《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首度提
出光导纤维在通信上应用的基本原理，并且描
述了长程及高信息量光通信所需绝缘性纤维的
结构和材料特性。

这篇论文惹来不少争议。玻璃丝能用来通
讯？当高锟提出用光纤传输代替电的想法时，
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几乎没有人相信世
界上存在无杂质的玻璃，更别说用玻璃来代替
电了。

面对质疑，高锟投入到后续的研发工作
中，用智慧和努力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最终，高
锟让论文里的字符公式变成了现实———光纤
通信系统问世，他也因此获得“光纤之父”美
誉。当今互联网发展的道路由此被铺平。

1977 年，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在亚特兰大
成功开展了世界上第一个光纤通信的现场实
验，让光纤通信迈向实用。

然而，2003 年，高锟被确诊为脑退化症，
行动和认知能力受到很大影响。2009 年，76 岁
高龄的高锟在首次提出光纤通讯的 40 多年

后，终于等到了迟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
奖项表彰了他“在纤维中传送光以达成光学通
讯的开拓成就”。而 1966 年 7 月论文被刊出的
那一天，后来被视为光纤通信的诞生日。

如果回到 1966 年，当时被质疑声淹没的
高锟一定没有想到，就在他论文发表后的第六
年，湖北省图书馆里，一位名叫赵梓森的中国
科学家从论文的字里行间找到了对光纤通信
技术的信心，并决心投身光纤通讯事业。

后来，这位与高锟年龄相仿、同样出生于上
海的科学家，因研发出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
光缆和第一套光纤通信系统，被誉为“中国光纤
之父”。

“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在 1973 年才看
到这篇论文。当时，我就感觉到这是一场革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1970 年，美国康宁公司制造
出了 3 条 30 米长的光纤样品，但由于当时中国
与世界信息不通畅，直到 1973 年，他才得到这
个消息。

回忆起高锟的学术影响力，赵梓森说：“他
发起了一场革命，一场世界通讯技术的革命。”

两院院士王淀佐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高锟：“高锟的成就充分
体现了一位科学家的远大眼光和非凡的综合
能力。”

高锟先生的贡献在科研，也在教育。生前，
高锟常奔走于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内地与香港
的交流与合作的活动中。

“作为华裔科学家，高锟热心于中国科技教
育事业的发展。在他任教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
校长期间，一直致力于香港和内地的科技交流
与合作。10 年前，世纪之交之际，香港科技界筹
备成立香港工程院，高锟出任首届院长。香港工
程院曾与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两次科技论坛，
研讨两地发展高科技产业等问题，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王淀佐曾如是说。

对于高锟的教育贡献，段崇智评价说：“高
教授是出类拔萃的学者，也是高等教育界高瞻
远瞩的领袖。”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日前出版的《自
然》增刊《自然指数 2018 上升之星》显示，在
全球 100 家指数表现上升最快的机构中，
有 51 家来自中国，其中 28 家自 2015 年以
来的增幅超过 50%。美国尽管有许多机构
起步基数较高，但也有 20 家位居上升之星
100 强之列，排名第二。德国和英国分别只
有 4 家和两家机构入围。

据介绍，该增刊展示了过去 3 年来高
质量科研产出增长最显著的国家和机构，
其所用的衡量工具是追踪全球 8000 多家机
构科研产出情况的自然指数。

中国机构的主导地位更显著地体现在
全球十强之中。除了排名第七的印度理工
学院，其他位居前十的机构均来自中国，分
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第一）、清华大学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南方科技大
学（第四）、武汉大学（第五）、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第六）、南京大学（第八）、华南理工大
学（第九）、东南大学（第十）。

《自然指数 2018 上升之星》还介绍了自
然科学领域颇有前途的 11 位科研人员，并
且评估了研究者个人的科研质量与影响
力、产业联系及共同作者网络。中科院物理
研究所凝聚态物理学家葛炳辉位列其中。

中国机构主导“自然
指数上升之星”榜单

本报讯（记者黄辛 见习记者何静）中科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中科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空间感知
研究组通过结合决策信号的测量与微电流刺激的干扰两
种方法，解析了大脑神经元信息的读码机制。相关成果日
前在线发表于《神经元》。

大脑对空间的感知包括编码和解码或读码两个重要
阶段。大脑神经元的编码机制已有广泛研究，但关于解码
的研究工作还相对较少，具体解码机制也不清楚。

研究人员训练猕猴通过眼动报告它们感知到的光流在
空间中的运动方向，并在猕猴执行任务的同时，记录了上颞
叶内侧皮层（MST）、中颞叶皮层（MT）和腹顶内皮层（VIP）3
个脑区的神经元胞外电生理活动。分析发现，在 3 个脑区
中，感觉信号并非一直与决策信号保持一致，有时会出现相
反情况。比如，某些神经元偏好编码向左运动，但在行为上
猕猴却是更多地选择向右运动（“感觉—决策相反细胞”）。
进一步实验发现，在 MST 和 MT 皮层中通过微电流人为兴
奋这两类细胞，都能显著地使猕猴的认知决策发生偏差，并
且偏差的方向趋向于被电刺激兴奋的神经元所编码的偏好
感觉信息方向，而不是决策信号反映的方向。相反，微电流
刺激 VIP 神经元无法影响猕猴的认知决策，提示该脑区的
运动信息在当前任务中并没有被下游脑区所读取和利用。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解析大脑皮层
神经元信息读码机制

9 月 20 日，89 岁的菲尔兹奖、阿贝尔奖得
主迈克尔·阿蒂亚声称证明了数学王冠上的明
珠———黎曼猜想。一时间，该消息在全球和国
内引发广泛关注。24 日，阿蒂亚在 2018 海德堡
获奖者论坛上展示了其对“黎曼猜想”难题的
证明结果。

他用“简单”的 5 页纸叙述了其研究内容，
并在摘要中写道：通过理解量子力学中的无量
纲常数———精细结构常数，并将此过程中发展
出来的数学方法用于解决黎曼猜想。

对于阿蒂亚的最新成果，相关专家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立刻对阿蒂亚
的研究作分析解读，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需要专家们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探讨。
“黎曼猜想”是关于素数（又叫质数）的问

题，是为了研究素数分布规律。在专家们看来，
“黎曼猜想”最大的意义，首先在于大胆的猜
测，另外指出了复数函数零点与素数个数如何
联系。

不过，在纯数学领域探索百余年而无路可
寻后，人们转而向其他领域寻找办法。

这也正是阿蒂亚的证明结果的重要意义
所在。专家们认为，尽管质疑者居多并且一时
难以对阿蒂亚的证明结果给出判断，但他站在
物理学的角度，也许为黎曼猜想的解决指出了
新方向。 （详细报道见第 3版）

证明“黎曼猜想”？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