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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两院院士评选 2019年
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推荐候选新闻的启事
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中国工程

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报社联合组织的“两
院院士评选 201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
闻、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活动开始启
动，诚请两院院士推荐候选新闻。同时诚
请广大科技人员、新闻工作者积极推荐。
评选范围限于 2019年 11月 30日前国内
外媒体公开报道的中国、世界科学技术重
大进展的新闻。这项评选是面对社会公众
进行的科学普及活动。

推荐候选新闻请注明公开报道的媒

体和时间，并附 300字简要介绍（或报纸
截图），请于 2019年 12月 1日之前将相
关材料通过邮件发送至本报。

地 址：北京中关村南一条乙三号中
国科学报社

联系人：李舒曼
邮 编：100190
电 话：（010）62580726

13651188901
传 真：（010）62580666
邮 箱：smli@stimes.cn

科学网：www.sciencenet.cn

中
国
科
学
院
前
沿
科
学

国
际
战
略
研
讨
会
召
开

本报讯（见习记者程唯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 70周年，11月 7日，中
国科学院前沿科学国际战略研讨会在北京怀柔中
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召开。中科院院长、党组
书记白春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白春礼在致辞中指出，回顾历史，科学技术
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推动力，基础研究和
创新突破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
人类社会步入了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
信和计算等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新时代，同时
也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发展不
平衡、传染疾病等严峻挑战。全球科学界需要加
强科技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彻底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基于国家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中国
科学院成立于 70 年前，为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
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
科技成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和科学
家，这些工作与贡献都离不开与世界各地的顶尖
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中国科学院一贯重视
国际科技合作，最近与来自“一带一路”及其他地
区的 36个国家学院、国立研究机构、大学和国际
组织联合发起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ANSO），共同促进在科学、技术、创新和能力建
设方面的全球合作。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前沿科学与美好生活”，诺
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谢尔盖耶夫
等 50余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和 ANSO的 9位代表，
与来自于前沿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科研管理人
员以及国科大在校学生 1000余人参加会议。

围绕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性科学
问题，以及“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
热点科学技术问题，与会专家通过 4个主题报告和
6个科学领域分论坛，结合国际学科发展态势和实
际科技需求，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

中国地理学会成立 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日前，

2019年中国地理学大会暨中国地理学
会成立 11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
大会以“创新发展 再续辉煌———中国
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为主题，来自中外
20余个国家和地区地理学会的专家学
者近 3000人出席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宋军出
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

丁仲礼指出，110 年来，经过几代
地理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地理学会

在加强自身建设、促进学科发展、培
育科研人才、推动科学传播、扩大国
际合作、服务国家需求等方面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今天的中国地理学会已
经发展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
技社团。

宋军表示，中国地理学会是最早
成立的三个学术团体之一，希望中国
地理学会按照中国科协的战略部署，
继续以会员为主体，以学术交流为主
线，进一步加强智库建设，不断推进
学术建设和科学传播工作；发挥学科
优势和学会组织优势，引领全国广大

地理科技工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中国地理学会监事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傅伯杰主持开幕式。中国地理
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
致开幕词，多个国际组织、多国地理
学会代表也分别致辞或专门发来祝
贺视频。

大会邀请 11位中外著名地理学家
作大会报告，同时设立了 61个分会场，
交流论文 1500余篇，聚焦地理学科学

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内容涉及地理学
理论方法梳理和地理学综合研究，尤其
是人地系统耦合、集成研究，以及“一带
一路”和美丽中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等
主题。

大会还举办了《地理学报》创刊 85
周年学术研讨会。大会期间，亚洲地理
学会（筹）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亚洲地理学会（筹）
章程》，投票通过了新接纳会员———乌
兹别克斯坦地理学会，并确定 2021年
第五届亚洲地理大会在越南太原大学
举办。

姚瑞珍：“为大伙服务，心里踏实”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别叫我‘老师’，我们这行都叫‘师
傅’！”记者日前到北京西北郊采访姚瑞珍
时，一开口，这位 86岁的老人就纠正说。

近日，姚瑞珍作为老工人代表获得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颁发的“光荣在院 70
年”奖章。回忆起在科学大院里工作的岁
月，老人不止一次地说，“为大伙服务，心
里踏实！”“工作真不错，就得好好干！”

“变化大了”

1949年 11月 1日，伴随着新中国
的诞生，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那一年，16
岁的姚瑞珍经人介绍，到中科院植物研
究所工作。一开始，他和另外三四人在
所里做厨子，随后干起了通讯员，给所
里送信。后来，“两轮”换成了“四轮”，他
开着拖拉机运实验苗。
“那时候，植物所还在西二环北京动

物园那里，工作人员只有十来个人。”姚
瑞珍回忆。而今天，香山脚下的中科院植
物所已经拥有 7个研究和支撑部门、10
个野外台站、1个亚洲最大的植物标本
馆，在植物系统进化、分子生理与发育等
方面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

1958 年底，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成立后不久，姚瑞珍被调到该所工
作。在这里，他被派去接受专业的开
车、修车培训，从此开启了“车轮子”
上的工作。他开小车接送过中科院院
士戴芳澜等老科学家，开“大轿子”接
送微生物所职工上下班，开六轮大卡

车运送实验设备……
“从冬天到夏天，那会儿每天拉着

七八十人的‘大轿子’上下班，有时候去
秋游或者采集标本，挺幸福的。”谈到兴
起，姚瑞珍边比划着那双常年开车的
“蒲扇”般的大手边说，“为大伙服务，心
里踏实！”

时光荏苒，伴随着共和国七十华
诞，中科院也刚刚度过第 70个生日。回
顾来路，姚瑞珍连说“变化大了”。“拿小
的说，我就开过‘两轮的’‘四轮的’‘六
轮的’，我们还买了外国小汽车、面包
车、大巴车，说明我们经济好了，有经
费。”他说。

“就得好好干”

到 1993年退休时，姚瑞珍在中科
院工作了 44年。其间，他做过的最大的
“官”，是在微生物所工作期间担任车队
副班长管派车和机油。

姚瑞珍爱科学大院里的这份工作。
一次修车时，机器突然着火，幸亏扑救
及时，他和车库里的几位师傅才脱险，
他手臂上至今仍留有那次事故的灼痕。

但他没有退却，伤好后继续返岗工作。
“我是个穷孩子，要过饭。”姚瑞

珍告诉记者，他出生在北京延庆一个
贫苦家庭，要是没有共产党，自己“早
饿死了”。
因为工作踏实、任劳任怨，微生物

所介绍他入了党。这更坚定了姚瑞珍
“老老实实为大伙服务”的想法。“这是
党相信我。工作真不错，就得实实在在
地好好干！”他说。

一晃退休已经 20多年，姚瑞珍感
慨组织上一直记着他们这些老工人。
“每到过年过节，所里都有人来家看看
（我）。”他说。

提起近日获奖，姚瑞珍直说“感觉
不错”，就是见到院长有点心慌没能说
出心里的话。
“我心想，车接车送，过去哪有这样

的好事？过去一个工人还有这样的高级
待遇？”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说，“一定
好好锻炼身体，不拖国家后腿。”

姚瑞珍 冯丽妃摄

从细菌迁徙中发现“造物”工具
科学家发现合成生物体系空间构建原理
姻本报见习记者丁宁宁 通讯员严偲偲张鑫卉

一颗受精卵分裂出的 40万亿个细
胞是如何有序形成各个组织器官，并最
终发育为完整人体的？同一片森林中的
上百种生物是如何抢占生存空间、构建
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的？虽然进化论
指出了生命的演化规律和发展方向，但
多细胞生物的“按需制造”的原理一直以
来是个谜题，“物竞天择”也难以解释同
一环境下的物种多样性。

如今，这一生命发展的本质规律，
或用一个公式就能“算”出来。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深圳合成生
物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刘陈立课题
组，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
授华泰立团队近年来对物种空间定植
的最优策略展开了合作研究。他们发
现，对于空间定植，并不是迁移速率越
快的种群越有优势，过快的迁移速率
会使种群变得不稳定，容易被迁移速
率慢的种群所入侵，种群在不同大小
生境的定植，都对应着一个最优的迁
徙和生长策略。 11月 7日，相关成果
以长文形式发表于《自然》杂志。

这一揭示生物迁徙进化策略的定
量规律，为合成生物学、生态学提供了
全新的理论指导和启示。

“抢地盘”不光靠“跑得快”

动物大迁徙是自然界的一大奇
观，刘陈立团队研究的也是“迁徙”，不
过研究对象不是动物，而是细菌。
“过去的研究普遍认为，在细菌迁

徙的竞争中，想要占领最大疆域，细菌
扩张速度越快越好，在不同细菌单独
跑的情况下也确实如此。”刘陈立说。

然而，当不同细菌同时起跑，情况
却出乎意料。

在探究细菌迁徙的前期实验中，

研究团队设计了 4种培养环境，并在
每种环境中反复“演绎”细菌迁徙过
程。在各重复 50个循环后，他们发现，
菌群的迁移速率呈发散状变化，占领
外围的菌群越“跑”越快，而占领中心
的菌群则不断放慢“脚步”。
“在均一环境下，一般认为‘先到

先得’，速度变慢意味着被淘汰。此前
的研究也未注意到运动速度慢也有优
势。”刘陈立解释道，“我们的实验说明
细菌在空间扩张过程中，不止采用加
快运动速度这一种策略，还有其他因
素决定最终‘版图’的分布。”

菌群大战“暴露”迁徙规律

为找出菌群“攻城略地”的关键因
素和共性规律，团队设计了两两竞争
实验，让运动速度不同的两个菌群在
同一起点同时“扩张”。结果，一个非常
特别的分水岭出现了。
“两个菌群出发后，菌群数量的空

间分布会出现一个转折位置，在这里，
双方势均力敌。”论文第一作者、深圳
先进院博士生刘为荣介绍，“在该转折
位置以内的空间中，跑得慢的菌群有
优势，但一旦超出这个位置，跑得快的
菌群则以快取胜。”

随后，团队将“细菌大战”的实验
扩展到 3个菌群，结果形成了两大分
水岭。由慢到快运动速度不同的菌群，
从内而外各自占据了优势空间。研究
人员通过 5组进化菌群和合成生物学
改造菌群的反复竞争实验证明，这一
现象具有普遍性。

刘陈立表示，在整个迁徙过程中，
每个种群都有着自己的“扩张策略”，
根据想占领的空间面积及位置，调控
各自的迁徙和生长速度，最终构成各
占一隅的稳定格局。 （下转第 2版）

“雪龙兄弟”首次“会师”

“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当地时间 11月 7日早晨
停靠澳大利亚霍巴特港，与已经停靠于此的“雪龙 2”号
“相聚”。这是“雪龙兄弟”首次“会师”。此前，“雪龙 2”号于
10月 15日从深圳起航，“雪龙”号于 10月 22日从上海
出发。

约位于南纬 43度的霍巴特，是知名的“南极门户”城
市，是中国南极科考船前往中山站途中的重要补给港。霍
巴特港也是“雪龙 2”号首次停靠的外港。“雪龙 2”号和
“雪龙”号将相继从这里前往南极中山站，并在那里再次
会合。

中国第 36次南极考察是“雪龙 2”号进行的首次南
极考察，也是我国首次进行“双龙探南极”，将重点实施“2
船”（“雪龙 2”号和“雪龙”号）、“3海”（宇航员海、阿蒙森
海、罗斯海）、“4站”（中山站、长城站、泰山站和正在建设
中的恩科斯堡岛新站）的考察。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影报道

光荣在院 年

我国首台风轮直径超 200米
海上风电机组问世

据新华社电 11月 7日，记者从重
庆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处获悉，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海装）成功研发设计
H210-10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风轮直
径超过 200米，填补了我国超大型海
上风力发电机组的空白。

中国海装设计的海上风电机组单
机容量为 10兆瓦，叶轮设计直径 210
米，是我国首台叶轮直径超过 200米的
风电机组，已获得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颁发的设计认证证书。

中国海装研究院院长韩花丽说，
目前在我国海上风电机组中，发电量
效果最好的是叶轮直径 171米的 5兆
瓦风电机组，其单机 1年可以发出近
2000万度电。而 10兆瓦风电机组一
经投入使用，其单机 1年的发电量可
达到约 4000 万度电，以每户 1 年用
1000度电来说，可以保障 4万用户 1
年的用电量。

接下来，该机组将进入生产环节，
计划主要应用在福建和广东一带。

（刘博伟 黎华玲）

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封存样本
首次“开封”

据新华社电 1972年美国阿波罗飞
船最后一次登月后封存了部分月壤和
月岩样本供未来研究。11月 5日，美国
航天局科学家在时隔 40多年后首次打
开其中一份样本。

美航天局 11 月 6 日发布消息介
绍，一份编号为 73002的样本在约翰逊
航天中心被打开。这是阿波罗 17号飞
船宇航员尤金·塞尔南和哈里森·施密
特 1972年用管状容器在月球拉拉陨坑
附近的滑坡沉积物中提取的。

据介绍，阿波罗 15号、16号和 17

号的部分样本未被用于研究，而是完整
保存在原始容器或特殊条件中，供未来
用更先进的技术分析。

美航天局“阿波罗下一代样品分
析”项目科学家说，如今能进行一些在
阿波罗项目年代根本无法实现的测量，
将最大化阿波罗样本的科学价值，为未
来探月项目作准备。

2020年初，美航天局还计划打开另
一份样本。这两份样本有望为月表遭陨
石撞击及月壳形成的历史提供信息，并
阐明月球表面滑坡如何发生。 （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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