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青藏高原这座世界屋脊的科学考察，
我国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世界自然
科学考察史上，这段长长的经历也自有它的
分量。

1966~1968年间，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
察队对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综合科学考
察。特别是 1973年起，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
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成建制、有规
模、不间断，它为我国地球科学发展提供了一
种科学范式，也展示了一份巨大的凝聚力。

1987年，由《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
书》和《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等组
成的“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
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当时那场科考是如何填补“从 0到 1”的空
白，在地学和宏观生物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

全面扫描 填补空白

1961年，刚结束研究生学习的孙鸿烈第
一次进藏考察。出发之前，他兴奋之余，心情
却有些沉重，“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却没有中

国科学家的工作”。
20世纪 50年代以前，青藏高原只有少数

西方探险家的足迹，留下一些零星的记录。孙
鸿烈暗下决心，一定要为青藏高原做些工作，
拿出中国科学家自己的学术成果来。

可事与愿违，当时中国先后陷入困难时
期和动乱年代，数次考察都是半途而废。

直至 1972年，周恩来总理说，基础研究非
常重要，一定要把它抓好，不要说过就过去，像
浮云一样。这一番话在科技界燃起了希望。

自此，青藏科考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
要转折。1972年 10月在兰州举行了“珠穆朗
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总结”会议。在这次会议的
基础上，中国科学院为青藏高原考察制订了
一个长期、系统、全面的计划，即《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
依据这一规划，中国科学院于 1973年组

建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任命冷冰和
孙鸿烈为正、副队长（冷冰因健康原因，出队
不久就辞职了）。
“要研究青藏高原，连它的自然条件都搞

不清楚，谈何研究。”队长孙鸿烈制定的主导
思想，是对青藏高原做个全面的扫描，搜集资

料、填补空白，在此基础上做理论分析。
这支科考队伍异常庞大，包括了地学、生

物学、农学等多个领域。8年的野外考察和总
结，参与人员不下千人。通过这次考察，在对
青藏高原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全面系统调查
的基础上，对高原的形成演化、区域自然条件
的分异、生物区系的组成和起源，以及不同区
域农牧业发展的方向、措施等都作出了初步
的科学分析和结论。

科考队花了 3年时间，总结出了一套系
统成果，即《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共
35部 43册，它也成为了青藏高原自然条件的
一部百科全书。“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
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项目，于 1987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国人第一次对青藏高原有了自己的科
学阐释，也震动了世界。1980年，“青藏高原国
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18个国家
的 77位国际同行和 300余位中国科学家与
会。邓小平同志亲自出席大会闭幕式并接见
了会议全体代表。

在那次会议上，许多中国科学家与国外
同行进行了交流。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滕吉文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Pe-
ter Molnar满场找我。他见面就问，青藏高原
上地幔顶部Moho界面的速度是多少？我告
诉他之后，他兴奋地说‘我是又一个知道青藏
高原Moho界面速度的人了！’”

经过这次考察和总结，青藏高原研究领域
从此有了中国的一席之地。“趁着舆论高潮、领
导重视，我们一致认为，队伍不能散，必须一鼓
作气搞下去。”孙鸿烈说。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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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我
国科考队员在藏
北羌塘高原湖泊
考察沉积物。

郑度供图

“像神奇触媒，加速了我们的创造”
———从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看原始创新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冯丽妃见习记者池涵

中瑞学者交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3月 28日，中国

和瑞典两国科学家召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视
频交流会。会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瑞典卡罗
林斯卡医学院教授安德斯·桑纳伯格、曹义海
共同主持。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副校长安德斯·
古斯塔夫森为会议致辞。

古斯塔夫森在致辞中说，非常高兴能够与中
国科学家有这样一个机会进行交流。现在全球都
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瑞典特别是斯德哥尔摩有
很多新冠肺炎患者出现，加强国际性的研究合作
至关重要。他表示，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彼此
都面临着挑战，希望中瑞双方科学家加强合作。

与会科学家针对冠状病毒演变规律、临床
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筛选以及相关基础科学
研究问题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瑞典科学家就
轻症向重症转化的治疗节点、病毒基因测序、

干细胞治疗、生物标记物等问题征求了中国科
学家意见，中国科学家向瑞典科学家了解了群
体免疫、单克隆抗体干预治疗等情况。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清华大学医学院院
长董晨、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杨维中、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王健伟、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等中国科学家和瑞
典 15位科学家共同参与了讨论。

双方科学家认为，病毒是大家共同的敌
人，需要携手共同应对。与会科学家一致同意
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结成合作伙伴。同时，
双方将继续扩大参与对话讨论的科学家范围，
设立不同的专题开展多学科或单一学科讨论，
包括临床治疗、药物研发、临床免疫、单克隆抗
体等问题，同时对口开展合作。

我国科学家发现杂交稻稳产高产基因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水稻研究所钱前院士、深圳农业基因组研
究所熊国胜研究员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发现
了一个水稻“绿色革命”基因（赤霉素合成基因
SD1）的伴侣基因 （独脚金内酯合成基因
HTD1HZ），这一伴侣基因决定了杂交稻稳产高
产的性能。该项成果日前发表于《分子植物》。

钱前告诉《中国科学报》，植物株型是一种
非常复杂的农艺性状，是影响作物产量的主要
因素之一。通过植物株型的改良，如植株高度、
分蘖数和穗粒数等，可以显著提高作物产量。植
物株型受到多种激素的影响，是育种研究难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育种学家利用“矮化基
因”改良水稻、小麦等作物株型，培育高产品种，
被称为“绿色革命”。“绿色革命”的代表性成果
是国际水稻研究所于 1967年培育的水稻品种
IR8。研究人员介绍，IR8由矮小坚强亲本低脚
乌尖和高大繁茂亲本皮泰繁育而成。低脚乌尖
带有控制矮杆性状的有利等位基因 SD1DGWG，
而皮泰中含有增加分蘖数的独脚金内酯等位
基因 HTD1HZ。二者在 IR8 培育过程中被共同
选择固定下来，相辅相成，实现了矮秆抗倒和
繁茂多蘖的最佳组合，促进水稻品种的稳产
广适性。

此次研究发现，我国超级稻父本品种华占
也含有独脚金内酯合成基因的新等位基因
HTD1HZ。论文第一作者、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

究员王跃星告诉《中国科学报》，华占最大的一
个特点就是茎枝较多、稳产性好。以华占为父本
育成的品种超过 300个，一系列超级稻组合推
动了新一轮的杂交水稻品种的更新换代，在生
产上有良好的效果。

研究团队进一步发现，我国大面积推广的
双桂、明恢 63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品种中，都
携带 HTD1HZ基因，而控制矮秆性状的有利等
位基因则是 SD1DGWG。这表明，在现代籼稻品种
育种过程中，这两个基因同时被育种家选择并
广泛利用。

相关论文信息：

SD1 和 HTD1 等位基因在现代水稻育种
中的导入模式图 水稻所供图

研究表明代谢干预或能治疗肝衰竭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周洋）近日，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许国旺团
队与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余祖江团队及
美国合作者，在肝衰竭转化医学研究领域取得
新进展，共同揭示了肝衰竭的代谢重编程机制，
提出代谢干预治疗肝衰竭的新策略。相关结果
发表在《尖端科学》上。

肝衰竭以肝功能急性失代偿、器官衰竭为
特征，死亡率高达 50%。肝移植仍然是目前唯一
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该方法存在供体缺乏、费用
昂贵、等待期患者病程进展快速等难题，临床上
亟须寻找一种有效的肝衰竭治疗策略。针对这
一问题，研究人员采用功能代谢组学策略，开展
了肝衰竭的代谢重编程机制及干预研究，揭示
了肝衰竭的异常代谢特征，即糖酵解、柠檬酸循
环与尿素循环受抑制，脂肪酸氧化与谷氨酰胺

回补增强。异常代谢主要受高氨和缺氧的微环
境影响。体外研究发现，抑制脂肪酸氧化，糖酵
解被动增强，可以提高肝细胞在高氨和低氧微
环境中的存活率。基于此发现，研究团队提出了
一种新的肝衰竭治疗策略，即抑制脂肪酸氧化，
提高肝细胞再生能力。

曲美他嗪（TMZ）作为特异性的脂肪酸氧
化抑制剂，是一种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在研究的
体外和体内模型中发现，TMZ干预后的肝细胞
糖酵解增强，有效降低了微环境中肝细胞的凋
亡率。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随机临床试验
证实，使用 TMZ治疗肝衰竭患者后，3个月的
总体死亡率明显降低。该研究为治疗肝衰竭提
供了一种新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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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今年我国 3月 28
日入汛，较多年平均入汛日期（4月
1日）提前 4天。这是记者 3月 28日
从水利部了解到的。

据水利部监测，3月 25日 8时
至 28日 8时，浙江、福建、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 6省（自治区）出现强
降雨，累计降水量 50毫米以上笼罩
面积为 23.2万平方公里，有 17条中
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020年我国
气象水文年景总体偏差，极端事件
偏多，涝重于旱。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说，进入汛
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水集中期，降
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突发洪涝灾
害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天气形势更
加复杂多变，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
多，更加难以精确作出预测预报。备
汛时间也更加紧迫，南方正式进入
防汛阶段，北方备汛的时间也所剩
不多，需要抓紧有限时间做好各项
度汛准备。
“疫情对备汛工作造成了一

定影响，防汛形势不容乐观，要高
度重视并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
作。”他说，要全力推进水毁修复、
汛前检查等备汛工作，以超标洪

水防御、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御为重
点，全面查找、及时消除薄弱环节和风险隐
患，抓紧抓实方案预案编制，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督促落实各项措施。要把责任落实到防汛
备汛全过程、各层级，及早公布水库（水电站）
安全责任人名单，接受社会监督。 （胡璐）

多功能微型软体机器人在深问世
据新华社电 记者 3月 27日从中科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该院科研人员近日研
制出一种集运动、变形、变色于一体的多功能微
型软体机器人，有望在生物医学、环境监测等领
域得到应用。

此前，科研人员一直试图研制出能够在复
杂环境下执行任务的微型软体机器人。但是，受
机器人结构设计与材料性能的影响，部分微型
软体机器人功能局限性强，应用场景有限。

该研究项目牵头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研究员杜学敏说，这种微型软体机器人
的尺寸为毫米级，外形像一个柳叶鳗的幼体。此
次研究成果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模仿章鱼对
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点，攻克了结构设计与材
料性能协同的难题。

研究发现，随着科研人员调控磁场的方向
和频率，这种微型软体机器人能够在水中做出
爬行、滚动、摆动、螺旋式前进等多种形态的运
动，并且能够精准地穿过 2毫米高以及 450微
米宽两种规格的狭窄通道。

除了运动之外，这种微型软体机器人还能
变形和变色。研究发现，在遇到孔洞尺寸比机器
人自身尺寸更小时，这种微型软体机器人在光
热作用下可以缩小至原身体尺寸的 35%，从而
穿过小于自身原本尺寸的狭窄空间。

同时，研究人员表示，当温度变化时，微型
软体机器人可以通过自身颜色变化实时反映周
围环境的变化。

据了解，该研究成果近日已发表于国际材
料学权威期刊《先进功能材料》。 （陈宇轩）

寰球眼

同行评审作用有限？科研圈意见不一

每天，科学家都会在诸如 bioRxiv之类的公共
服务器上发布很多预印本。这些预印本都未经同
行评议，但可以使科学家更快地获得最新研究信
息，而传统期刊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评审。

批评人士指出，预印本能提高速度，却可能
失去可靠性和公信力，因为同行评审可以指出错
误和缺陷。但是，据《科学》报道，近日巴西科学家
的一项研究表明，同行评审似乎并不能大大提高
预印本论文刊发在期刊上的质量。有趣的是，这
项研究本身也发布在预印本 bioRxiv上。

该研究将 2016年在 bioRxiv上发布的 56个

预印本与后来在期刊上发表的同行评审版本进
行了比较，其中许多是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研
究。研究人员特别检查了最终论文是否比预印本
报告了更多的关键研究细节，例如所用试剂的类
型和统计方法。

研究人员发现，预印本报告质量的平均分数
为 68，而经过同行评审的出版版本的报告分数
为 72，尽管增幅不大，但还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按照期刊影响因子衡量，精心选择的期刊并未显
示出分数的更多增长。平均而言，他们发现在 25
个类别的研究中，同行审稿人在每篇文章中仅发
现了一个缺陷。

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的方法为同行评审效果
提供了一个客观、一致的衡量标准。相比之下，对文
章其他特征的评估通常涉及主观判断，这是很难
比较的。但研究团队承认，他们对透明度的衡量并
不能表明审稿人是否在其他重要方面改进了文

章，比如方法是否合理，结论是否有证据支持。
未参与该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Steven

Goodman曾研究过同行评审。他表示：“对于如
何衡量论文的质量，以及如何最好地评估同行评
审，我们在方法论上并没有达成共识。”他补充
说，其他证据表明同行评审可以带来好处，包括
减少作者结论中的“混乱”和更好地报告局限性。

不过，Goodman仍将这一研究称为“有意义
的贡献”，因为未来的研究可以建立在它的方法
之上，而且目前此类研究很少。

论文第一作者、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博士生
Clarissa Carneiro说：“这项研究表明审稿人可能
会在报告方法和其他细节方面发现更多的缺
陷。”由此带来的透明度的提高可以帮助其他学
者重现这一结果。

Carneiro表示，预印本的文章质量与同行评审
文章的质量基本相当，这一发现表明，科学家在申

请工作和资助时将越来越多地使用预印本。“预印
本可以被认为是研究项目的有效科学成果。”

此外，Goodman补充说，这项研究中的预印
本样本数量可能太少，无法充分代表科学家发表
在 bioRxiv上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多样性。

但是，2019 年发表在《国际数字图书馆杂
志》上的另一项研究对这项研究的发现提供了一
些支持。它使用了一种自动化的方法比较大量的
预印本（近 2500个来自 bioRxiv 的研究、12000
多个来自 arXiv的研究）和后来在相关期刊上发
表的版本。研究小组使用统计技术衡量了预印本
和正式发表版本的差异，发现差异并不大。

该研究第一作者、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
验室 Martin Klein说，这并不意味着同行评审毫
无价值。他说，这确实表明有必要对预印本和期
刊文章分别为科学传播带来的益处进行更多的
研究。 （辛雨）

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导的大型
国际科学合作项目———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工
程已于近日全面复工。该项目分为地面建筑与
地下实验大厅两大部分。目前，地下实验大厅、
交通支洞等多个工作面正有序开展施工作业。
其中，实验大厅洞室将安装一个直径为 35米、
装满 2万吨液体闪烁体的中微子探测器以及配
套设施。图为中国水电六局工程人员正在 700
米深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厅洞室紧张施工。

本报记者朱汉斌通讯员刘悦湘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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