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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
研究中心大熊猫“楼生”诞下一只雌性幼仔。这是今
年在陕西诞生的第三只大熊猫宝宝。

图为“楼生”抱着睡着的幼仔。
本报记者张行勇报道 沈洁娜摄影

风清气正看我青年一代
———青年科技工作者热议《“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书》
姻本报记者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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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欢欢）近
日，记者从中国工程院了解
到，自今年 6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
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后，中国工程院党组高度重
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学风建设
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
组织学习传达，结合实际制
定了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
不断出实招推动弘扬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中国工程院发挥院士称
号的精神激励作用，积极挖
掘林俊德、袁隆平、黄旭华等
典型院士及其团队的先进事
迹，推进院士传记和院士文
集的出版，持续开展科普宣
讲活动，向社会传播院士群
体爱国、创新、求实、奉献、
协同、育人的精神。推动科
学家精神成为引领科技界
乃至全社会的主流价值和道
德风尚。

为了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
境，中国工程院结合院士增
选评审，成立了学部临时党
支部，设立院士增选工作监
督小组，要求全体院士“守正扬清”，严格遵守《中国工程院
关于严肃院士增选纪律的“八不准”》和有关纪律规定。向
所有进入 2019 年院士增选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发出《关
于在院士增选中守正扬清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
通知》，要求候选人把参与院士增选的过程作为砥砺作风、
整饬学风的过程，坚决避免助选拉票行为，禁绝“跑院士”
的不正之风。向候选人所在单位发出公开信，要求候选人
所在单位切实肩负起责任，认真做好候选人材料公示、候
选人投诉调查核实等系列工作。

此外，按照中央关于规范院士工作站和院士兼职的
明确要求，中国工程院向全体院士发出了开展院士工作
站及院士兼职报备的通知，对院士个人受聘院士工作站
及兼职情况进行全面摸底，严格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执行。

记者了解到，中国工程院还会同中宣部、科技部、中国
科协组织召开了“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座谈会”，听取各
学部院士的意见建议，推动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院士们
认为，要继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科技报国、造福人
民，加强自我约束，切实做好表率，引领社会风尚。

据悉，下一步，中国工程院将进一步加强对广大院士
的政治引领，建设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高水平高质量的
院士队伍，在解决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题上勇于担当
作为，在工程科技重点领域开展攻关，同时加强作风和学
风建设，加快培育促进工程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
神动力，共同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和环境。

本报讯 9 月 18 日，首届“墨子量子奖”颁
奖典礼在合肥举行。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

“墨子量子奖”一共授予 12 位在量子计算领域
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每位获奖者将获得人
民币 100 万元（约 15 万美元）奖金和一块黄金
奖章。

诺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墨子量子奖”国际
专家评选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专门为颁奖典礼录制了祝贺视频。安徽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

2018 年度“墨子量子奖”中，理论类获奖
人 为 Ignacio Cirac、David Deutsch、Peter Shor
和 Peter Zoller，表彰他们在提出量子计算体系
框架、量子算法和物理实现方面的开创性理论
工作；实验类获奖人为 Rainer Blatt 和 David J.
Wineland，表彰他们在基于囚禁离子实验探索

量子计算方面的先驱性贡献。2019 年度“墨子
量子奖”中，理论类获奖人为 Charles Bennett、
Gilles Brassard、Artur Ekert 和 Stephen Wiesner，
表彰他们在建立量子通信的理论框架方面作
出的先驱性贡献；实验类获奖人为潘建伟和
Anton Zeilinger，表彰他们开创性的实验工作
使具有现实安全的广域量子通信成为可能。

为鼓励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领域的发现
与突破，进一步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
力，2018 年，安徽省 3 家企业共同捐资成立墨
子量子科技基金会，设立“墨子量子奖”，在国
际范围内奖励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
测量等领域取得杰出科技成果的科学家。当
天，墨子量子科技基金会捐赠企业代表及参加
2019 年度新兴量子技术国际会议的 500 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典礼。 （杨帆）

“墨子量子奖”在合肥颁发

9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联合召开“弘扬科学家精神 树立良
好作风学风”座谈会。会上，10 位科学家共同
签署了《“弘扬科学家精神 树立良好作风学
风”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

《倡议书》在网上流传后，引起了科技工
作者的热烈反响，截至目前，有数万名科研人
员参与了网络联署活动。在他们中间，一批青
年科研人员的身影尤为突出，他们不但第一
时间参与联署，更通过《中国科学报》、科学网
等平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讲述了他们渴望
纯净科研环境，建立良好学风的真实故事。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倡议书》发起人之一
陈云霁：

科研是一生的长跑，
在起跑线上就要做好自己

非常荣幸能代表 10 名倡议人，向全国科
技界宣读《倡议书》。这两天，我看到大家的反
响非常热烈，我们所、其他所的很多老师都积
极在网上联署。这说明倡议来得非常及时，大

家对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是极其期待的。
形成《倡议书》是众多科研工作者发自

内心的呼声，尤其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
的带领。我听说这事后觉得很有意义，决定
积极参与。

我希望青年科研人员从自己做起，从教
育自己的学生做起。科研是一生的长跑，青年
时不遵循好的传统，就相当于在起跑线上已
经失败了。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中科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理事董凤良：

不做“圈子”文化的帮凶

我感觉《倡议书》恰逢其时。一个人没有
品德、失了诚信，就丢了做人的根本，还怎么
可能在科研工作上取得突破呢？我们青年科
技工作者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坚持
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艰苦奋斗、科学报国的
优秀品质，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担当，坚持科
学研究的本质，求真求实。

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个学术论坛，有

个环节是评选优秀墙报，邀请参会专家在微
信群对墙报进行投票，结果却出现两个墙报
得票数远超与会专家人数。尽管这两个墙报
的工作还不错，但我们仍直接否决了这两个
有拉票行为的墙报。科学研究虽无边界，但学
术道德是有底线的。尊重事实就是尊重大家，
尊重自己。

同时，我坚决反对“圈子”文化。目前，“打
招呼”“走关系”的风气在项目评选、人才计划
遴选中仍然存在。其实，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
正是这股歪风邪气下的弱势群体，对其厌之
恨之，因此更应坚决抵制，不做“怪圈子”的帮
凶。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城
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副站长、中科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理事逯非：

让师生关系回归正途

一个月前，我参加了在长白山站举行的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站长研讨班。会上，老
一辈生态学家赵士洞先生介绍了我国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建立的历程，特别回顾了当时国
家向世界银行借外债，推动我国长期定位生
态研究的历史。我们的科研经费，很多都来自
国家的支持和百姓缴纳的税金，必须牢记使
命，用好经费，做好项目，才对得起国家和人
民的信任。

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也想谈谈对科研
工作者“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倡议。现在曝
光了一些学生和导师关系问题，个别案例产
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涉嫌犯罪。

一个学生的求学生涯到了研究生阶段，
导师可能就是他最后一个形式上和实际上的
老师了。因此，当老师的更应当以身作则、言
传身教，让学生切身体会，一个科研人，一个
老师，一个大写的“人”字应该怎么写。

在学生的管理和教育上，我们不能失之
于宽，失之于懒，有责任有义务做好传承，不
仅仅是传承科学知识，更要传承科研精神。作
为青年一代的研究生导师，也应该与师生关
系失常现象作斗争，自觉抵制，努力塑造新一
代研究生导师形象，让师生关系回归正途。

（下转第 2版）

2016 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新闻发
布会。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包
信 和 兴 致 勃 勃 地 给 记 者 们 介 绍 了 一 项 新 成
果 ———“ 合 成 气 转 化 高 选 择 性 制 低 碳 烯 烃 ”

（OX-ZEO）。
3 年后，2019 年 9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又召开

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包信和又一次兴致勃勃地讲起
了“化学课”。不过，与 3 年前不同，原先的基础研究
成果已经走出实验室，成功完成了工业中试试验。

实验室里的“宝贝”

2016 年，包信和与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潘秀莲
领导的团队，取得了 OX-ZEO 原创性基础研究
成果。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并
入选当年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这项成果把煤制烯烃的步骤从 3 步变成 1
步。”包信和介绍，该成果摒弃了传统的高水耗
和高能耗的水煤气变换制氢过程以及中间产物

（如甲醇和二甲醚等）转化工艺，从原理上开创
了一条低耗水（反应中没有水循环，不排放废
水）进行煤经合成气一步转化的新途径，初步回
应了李克强总理“能不能不用水或少用水进行
煤化工”的关切。

OX-ZEO 从原理上颠覆了煤化工一直沿
袭的由德国科学家于上世纪 20 年代发明的费
托合成路线，创造性地采用复合氧化物和分子

筛耦合的催化新策略，创制新型复合催化剂，实
现煤经合成气（一氧化碳和氢气混合气体）直接
转化制低碳烯烃等高值化学品的新路线。

这项成果被同行誉为“煤转化领域里程碑式
的重大突破”，《科学》杂志同期刊发了以《令人惊
奇的选择性》为题的专家评述文章，认为该过程
未来在工业上将具有巨大的竞争力。

从实验室走出去

论文里的成果怎么走向工业生产？OX-ZEO
研究团队在 2016 年发表论文后，就开始尝试解
决这个问题。

2016 年，他们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化物
所研究员刘中民领导的应用开发团队进行合作，
大力推动该技术的应用研究，并积极与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实现高端架构、
产研融合。

这些年，大连化物所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
合作开展了 50 余项科技项目，涵盖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以及工业示范等不同阶段。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工业中试试
验，3 年来，合作各方聚焦本领域世界科技前沿，
紧扣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通力合作、奋力
拼搏，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克服一个个实际困
难，成功走出了一条从基础研究成果到工业化开
发的创新引领、协同攻关之路，为我国科技成果

的转化应用示范了一条有效新途径。

走向大型工业化

9 月 15 日，陕西榆林。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低
碳烯烃技术的工业试验取得成功，催化剂性能和
反应过程的多项重要参数超过设计指标，总体性
能优于实验室水平，实现一氧化碳单程转化率超
过 50%，低碳烯烃（乙烯、丙烯和丁烯）选择性优
于 75%，成为世界上首套基于该项创新成果的工
业中试装置。

包信和介绍，本次试验的成功，进一步验证
了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低碳烯烃技术路线的先进
性和可行性，加快了该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将为
我国进一步摆脱对原油进口的依赖，实现煤炭清
洁利用提供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

“中试项目的成功，是延长石油与大连化物
所深化合作的又一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合作过程
中，我们一直强调要按照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积
极听取科学家的意见。我们作为企业，就是要发
挥好企业对市场的敏感优势和资金优势，做好产
业链的创新。”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杨悦介绍说。

和 3 年前一样，发布会结束后，他们又开始
思考新的目标———大型工业化。“现在我们还不
能保证未来就一定能实现年产 80 万吨，但最起
码这次中试成功为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打下了基
础。”包信和说。

三年，这项成果走出“Science”走进工厂
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低碳烯烃技术完成工业中试试验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叶佳琪、袁蕙
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刘培
峰团队和上海交通大学邱惠斌团队合作，研
究证实非平面多环芳烃（PAHs）———小分子
氮杂螺烯季铵盐在低浓度下能够选择性杀伤
多种肿瘤细胞，包括肝癌、肺癌和白血病等，
而对相应组织来源的正常细胞无明显毒性作
用，并阐明其通过诱导 DNA 损伤并抑制
DNA 修复导致肿瘤细胞周期阻滞和细胞凋
亡。该研究 9 月 16 日发表于《先进科学》，为
肿瘤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手段。

刘培峰介绍说，自然界存在众多 PAHs 及
其相关衍生化合物，由于它们被认为具有潜在
的致癌性，严重限制了其在生物学领域的应
用。事实上，PAHs 能够与 DNA 结合，具有杀
伤细胞的潜能。因此，如果能够改造这些

PAHs，或将有助于它们从“毒药”变成“解药”。
研究人员证实 PAHs 及其衍生物的致癌

性与其分子结构明显相关，通过结构改造，首
次将非平面多环芳烃应用于肿瘤治疗的研究。
研究发现，这种小分子氮杂螺烯季铵盐能够有
效杀伤多种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无明显影
响。同时，比起临床常用化疗药物顺铂对肝癌
细胞具有更好的杀伤效果，这将有助于解决临
床上顺铂的耐药问题。该研究所发现的具有广
谱选择性的小分子氮杂螺烯季铵盐有望成为
肿瘤精准治疗新的药物选择和治疗策略。

该论文通讯作者邱惠斌表示，这种变“毒
药”为“解药”的药物研发方法或将为肿瘤治
疗领域提供新的研发方向。

相关论文信息：

把“毒药”改造成癌症“解药”
为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策略

本报讯（记者唐凤）全球约 1/4 的成年人
受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影响，但其病因
仍不清楚。现在，研究人员将 NAFLD 与肠道细
菌联系了起来，发现这些细菌在 60%以上的
NAFLD 患者体内产生了大量酒精。9 月 19 日，
该研究在《细胞—代谢》上发表，这可能有助于
开发早期诊断和治疗 NAFLD 的筛查方法。

首都儿科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研究
肠道细菌和 NAFLD 的联系时，遇到一个同
时有严重肝损伤和自动酿酒综合征（ABS）的
患者。ABS 患者在吃了不含酒精的食物后会

“喝醉”。这种情况与酵母菌感染有关，酵母菌
感染会在肠道内产生酒精，导致酒精中毒。

通过分析病人的粪便，研究小组发现他
的肠道中有几株肺炎克雷伯氏菌，这些细菌
能产生高浓度的酒精。肺炎克雷伯氏菌是一
种常见的共生肠道细菌。然而，从病人肠道中
分离出来的菌株所产生的酒精量是健康人体
内的 4 到 6 倍。

此外，研究小组还对 43 名 NAFLD 患者
和 48 名健康人的肠道菌群进行了采样。他们
发现，大约 60%的 NAFLD 患者肠道中有产生
中、高度酒精水平的肺炎克雷伯氏菌，而只有
6%的健康对照者携带这些菌株。

为了研究肺炎克雷伯氏菌是否会引起脂
肪肝，研究人员给无菌小鼠喂养了产生高酒精
水平的肺炎克雷伯氏菌。这些老鼠在 1 个月后
开始出现脂肪肝。两个月后，其肝脏出现了疤痕
迹象，这意味着肝脏已经受到损伤。而且，这些
小鼠肝脏疾病的进展与喂食酒精的小鼠相当。
而当研究小组给喂养细菌的小鼠注射一种杀菌
抗生素时，它们的情况发生了逆转。

肠道中有这些细菌意味着你的身体经常
暴露在酒精中，那么作为一名携带者，是否意
味着你有更高的酒精耐受性呢？这让人十分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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