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转第 2版）

用《白蛇传》中的经典桥段比喻 BTL2、
BAK1与病原微生物的效应蛋白之间的关系。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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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5 月 31 日，记者从中

国科学院获悉，202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
作启动。

2023年院士增选首次发布增选指南，增选
名额向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和基础学科、新兴学
科、交叉学科倾斜；向为国防和国家安全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倾斜；向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
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并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倾斜。

本次增选建立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增选
监督体系，专门制定院士增选负面清单、防止说
情打招呼办法、被推荐人行为守则等规定，强化
自觉抵制不当行为的责任意识，防止增选过程中
的不正之风。

院士制度是党和国家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导向，凝聚优秀人才服务国家设立的一项重
要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院士制度改革。为落实中央深化院士制度改革
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党组、学部主席团和各专业
学部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认真学习，反复研究，
着力改进院士遴选机制，维护院士称号的学术
性、荣誉性、纯洁性。

研究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
办法（试行）》等制度文件从资格条件、推荐、组织
审核、外部同行专家评选到增选大会选举等环
节，进一步强化对候选人多方位评判，把好院士
“入口关”。

相关材料已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网站公布。

202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院士制度是党和国家

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导向，凝聚优秀人才
服务国家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
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
体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院士制度改革。

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要
求，中国工程院研究修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制
度文件，进一步健全监督体系，切实把好院士队
伍“入口关”。实施办法完善了关于严肃增选纪律

的“八不准”等规定，强化自觉抵制不当行为的责
任意识，防止增选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在院士资
格条件、提名、组织审核把关、外部同行专家评选
和院士大会选举等环节，进一步强化了对候选人
多方位评判。

2023年院士增选首次发布增选指南，进一
步明确增选名额分配向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新
兴学科、交叉学科、重大工程、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倾斜，促进领域学科间
的平衡发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相关材料已在中国工程院网站公布。

花十年用“笨办法”解开谜题
■本报记者李晨通讯员匡敏

深夜，电脑屏幕依旧闪烁着，于晓正在反
复确认一组数据。它来自《欧洲分子生物学学
会杂志》（ ）上的一篇研究
论文。
“那一刻，仿佛是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

房！”于晓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来形容当时内心的激动。

凭借这篇论文提供的线索，于晓的研究终
于摆脱了 4年的徘徊，步入正轨。6年后，已经
成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的她，揭示了植物维持
先天免疫系统稳态的新机制。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细胞》。审稿人评价
说，该研究突破了人们对植物感知病原机制的
认识，对理解植物免疫系统具有深刻意义。

从有点蒙到打通“任督二脉”

正如动物和人类具有免疫力一样，植物在
长期演化过程中，也进化出一套免疫机制来保
护自己免受病原体的侵害。

那么，植物免疫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这一
直是科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于晓 2013
年在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姜道宏指导下完成博
士期间的研究后选择“大干一场”的方向。她就
此踏上了赴美国得州农工大学求学的征途。

然而，这场征途远比她想象的艰难。“跨领
域”是于晓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博士阶段，于晓主要从事有关植物病原
真菌 DNA 病毒的特性及其应用的研究，而
在得州农工大学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系，
她的研究方向转变为植物免疫信号转导和调
控机制研究。

研究发现，在植物体内，稳定、高效的免疫
反应确保植物抵抗病原微生物侵害，但过度的
免疫反应会导致植物细胞凋亡。为了维持免疫
系统的稳健性，植物演化出一系列监控机制。

科学家发现，植物体内的关键免疫组分
BAK1及其同源蛋白 SERK4发生突变后，植物
便会激活更强烈的免疫反应，导致细胞凋亡。
那么，植物体内有怎样的监测机制？

得州农工大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教授
何平和单立波发现了端倪———真正发挥监控作
用的也许是细胞膜表面的蛋白。他们筛选并鉴定
到两个可以抑制 BAK1/SERK4相关细胞死亡的
拟南芥突变体，并将其命名为 btl1和 btl2。

2013年，加入该团队的于晓也开启了相关
工作。但刚换研究方向的她，一时之间有点蒙。

“尽管自己以前也研究植物，但这两个方向
有着天壤之别。刚刚进入课题组时，从实验
到专业术语，自己一窍不通，压力一下子就
有了。”

不会实验，于晓就硬着头皮观察其他同学
是如何做的，得空了就反复练习；文献看不懂，
就一点点查阅资料，由点及面不断深究。那几
年，她几乎从未在零点前离开过实验室。

凭借着这股子韧劲，于晓对现在的研究领
域越来越熟悉。
“但真正入门是得益于 2016至 2017 年间

撰写了一篇关于植物先天免疫反应研究进展
的综述文章。”于晓回忆说，经过对该研究领
域近千篇代表性文献的系统梳理，她脑海中
的信息逐渐融会贯通，相关研究理论、方法形
成了一张条分缕析的网络，自己的“任督二脉”被
打通了。

查文献找蛛丝马迹

有了积累，于晓更加坚定了突破的信心。
经过进一步探索，于晓发现，BTL2蛋白质

的突变可以完全抑制 BAK1/SERK4引起的细
胞凋亡；而 BTL2激酶过度表达时，植物会出现
细胞凋亡现象。这说明植物细胞死亡的诱导能
力依赖于 BTL2激酶。

但 BTL2与 BAK1又有何关系？为了探明
二者互作的机理，于晓推测，BTL2可能是与细
胞外的小肽进行互作从而引发植物细胞免疫
凋亡。顺着这一思路，于晓本想顺藤摸瓜顺利
解码，但第二个考验来了。

尝试了几乎所有方法，这条路仍未能走通。
经历长达一年半的探索后，于晓只能另辟蹊径。
辛苦工作却打了水漂儿，失落的同时，于

晓压力倍增。“发现这条路走不通时，4年的时
光已经过去，但这一课题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
展，心理落差难以言喻。尽管脑海里有过一丝
放弃的念头，但心里的不甘很快将这个念头打
消了。”她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晓
想到了一个“笨办法”———到相关文献中逐篇
查阅原始数据，寻找蛛丝马迹。

想要在浩如烟海的公共数据库里把线索
“揪出来”，无疑是对耐心和细心的双重考验。
尽管每天深夜关上电脑时已是头晕眼花，但她
依旧坚信，数据里一定能找到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查阅近百篇文献数据
后，细心的于晓终于在一篇发表于

杂志上的研究论文中发现了线索：
当用损伤相关模式分子处理后，BAK1功能缺
失突变体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及细胞凋亡
现象。仔细研读原始数据后，她发现，在 BAK1
功能缺失后，BTL2 出现了明显的蛋白量表达
增加，这意味着 BAK1与 BTL2可能有着直接
的关系。

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经过进一步验证，于晓证实了这一猜想。伴

随着这一进展的突破，相关研究步入了正轨。

用先进实验技术揭示新通路

2019年 12月，于晓带着尚未完成的课题
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成为农业微生物资源
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湖北洪山实验室
的固定研究人员。彼时，该课题免疫机制的信
号通路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这些工作的完成
有赖于先进的实验技术支撑。

于晓刚在学校安顿下来，她的研究就因新
冠疫情的影响一度中断。

第三极环境与地球系统科学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晨阳）近日，由科技部、中

国科学院主办，第二次青藏科考队承办的 2023
中关村论坛“第三极环境与地球系统科学”论
坛在北京举办。论坛聚焦人类共同面对的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等重大挑战。

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指出，中国一直致力
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第二次青藏科
考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际计划密切合作，分
享气候变化成果和生态环境保护经验，积极为
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指出，科考工作要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凝练重大科学问题，持续
开展观测研究，强化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

服务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持续强化跨
专题、跨任务、跨学科交流与综合集成性重大
成果产出，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大青藏高
原科学知识普及力度，总结凝练新时代的青藏
科考精神。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姚檀栋介绍了第二次青藏科考取得的重要进
展：提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科学建议，服
务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阐明气候变化影响
下亚洲水塔失衡的特征和影响，服务国家水资
源与水安全战略；揭示气候变化影响下青藏高
原碳汇功能和变化特征，服务应对气候变化和
实现“双碳”目标；查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变化，服务国家生态屏障体系优化；

开展青藏高原油气和矿产资源现状与远景评
估，服务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建设；评估川
藏铁路沿线灾害风险，服务重大工程建设和运
维安全；发现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新证据，服务
青藏高原绿色可持续发展；融入国际组织和计
划发展战略，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
国方案；构建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与预警
平台，服务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
统治理；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创造多项世界纪
录，成为标志性科考活动典范。

论坛上，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法国、巴基
斯坦、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的 10位从事第三
极环境的资深专家介绍了第三极环境研究方
面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带动画片的古代科技纪念封首发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5月 31日，《中国古代
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系列纪念封（以下简称古代
科技纪念封）首发。此次发行的是第一辑，共 9
枚，包括潮汐表、安济桥、敦煌星图、人痘接种术、
温室栽培、十进位值制与算筹记数、造纸术、地动
仪、火药。其中，“敦煌星图”采用特种纸“大地纸”
和红色荧光油墨工艺设计制作，可以用紫光灯照
射显影。

古代科技纪念封由张泮俭、张庆锋设计，每
类邮戳对照中国传统色色谱进行色系标注，颜色
有所区别。该纪念封配有精美封套，通过主图、邮
戳、个性化邮票直观表现科技成果，同时封里还
增加了一张设计精良的三折插页卡片———页式
“说明书”，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可以观看动画短
片，参与互动游戏。

该系列纪念封是中国邮政科学传播系列《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纪念封》子系列，纪念封标号为
PFTN·KJ·GD，计划发行 88枚，分 10辑 3 年完
成发行，每辑 8~9枚，旨在从不同角度展现我国
古代科学成就，体现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和科技文
明，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古代科技纪念封基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
明创造”88项设计而成。第二辑（9枚）计划于
2023年 9月 18日全国科普日发行，包括马王堆
地图、大运河、天象记录、本草学、水稻栽培、勾股
容圆、活字印刷术、新莽铜卡尺、水密舱壁，分别
隶属于光学地学与韵律学、土木工程、天文、医药
学、农学与纺织、数学、材料与制器、机器与仪器、
车船火药与火器类。

古代科技纪念封第一辑。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供图

1000米！科学家成功钻取地幔岩芯

寰球眼

本报讯 1961年，地质学家在墨西哥沿岸的
太平洋上开启了一场探险———钻穿薄薄的地壳，
获取地幔样本。然而，当钻机钻到海床下几百米
处时，该研究项目就因成本不断增加而搁浅。但
这项研究作为地质学的“圣杯”之一，从未被科学
家遗忘。

据《科学》报道，近日，这项研究终于取得了
成功。国际海洋发现计划（IODP）“乔迪斯·决
心”号大洋钻探船上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
大西洋中部的海床下钻探，收集了一个超过
1000 米的岩芯，其主要由橄榄岩组成，是一种
上地幔岩石。

本次航行的联合负责人、美国伍兹霍尔海洋
研究所生物地球化学家 Susan Lang说，虽然尚不
清楚这些样本的原始程度，但可以肯定，这些灰
绿色的圆柱体岩石创下了新纪录。

钻探船上的英国卡迪夫大学岩石学家 Johan
Lissenberg表示，这些样本可以为海洋地壳与上
地幔的组成差异提供直接证据，并更好地估计地
球主要岩石储集层中的元素丰度。

此外，样本还将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岩浆是如
何从地幔中熔融并通过地壳上升以驱动火山活
动的。“这可能向理解岩浆作用和地球整体组成
迈出了一大步。”Lissenberg说。
“乔迪斯·决心”号的钻探地点是“失落之

城”———位于大西洋中脊的亚特兰蒂斯山脉。在

那里，北美和欧亚构造板块被拉伸开，迫使地幔
向上，因此它的厚度较小。

这次航行的目的是继续对一个 1.4 千米深
的洞进行钻探，钻探到对生命来说过热的深处，
那里可能潜藏着为最早生命提供原料的有机化
合物。但由于进展缓慢，钻探船来到了“失落之
城”附近的另一个地点。

2015年在那里钻探的浅层岩芯中，人们发
现了似乎被海水高度蚀变的地幔岩石。本次航行
的另一位首席科学家、英国利兹大学地质学家
Andrew McCaig说，在钻穿海床附近的水平断层
后，“钻探工作出奇顺利”。

不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地
球物理学家 Donna Blackman认为，关于这些岩
石是不是地幔的真实样本，还有一些争议，可能
会将其归类为深部地壳，“但无论如何，岩石学都
很有趣，也很特别”。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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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倪思洁）“当今社会已全面进
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驱动科技创新呈现出新
的趋势和特征。”5月 30日，在 2023中关村论
坛“科学数据与开放科学论坛”上，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说。

目前，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
产要素，科学数据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人类正
处于数据大爆炸的时代，数据驱动创新的标志
性事件不断涌现，欧美各国已经加大对数据驱
动创新领域的关注和支持，我国也在持续加大
对数据领域的投入。”周琪说。

不过，周琪指出，全球在推动科学数据开
放共享方面还面临很多挑战。

2016年至今，连续 7年发布的《开放数据状

况报告》显示，全球科研人员在数据开放共享方
面依然存在顾虑，如担心数据被不当使用、不确
定数据版权许可、担心敏感信息泄露等。

周琪指出，数据共享和使用的一些基础性
问题，如科学数据权属管理缺乏成熟机制、科
学数据质量难以有效评价、数据标准不足、数
据不当使用等，正制约着开放数据的自主意愿
和价值实现。
“如何解决科学数据权属问题，让科研人员

愿意共享、敢于共享；如何提升数据质量和标准，
使开放数据更好用易用；如何提供基础性制度和
技术保障，确保开放数据的合理使用，是数据开
放共享面临的挑战。”他建议，数据开放共享应在
充分尊重所有贡献者的前提下进行，进而激励产

生更高质量的数据和更广泛的协同创新。
对于科学数据的储备和共享，可持续发展大

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
认为，中国开放科学正在快速发展，目前已成立
了 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31个国家生物种质
与实验材料资料库，初步形成了丰富的科学数据
储备和聚集平台，但是，我国在科学数据储备和
共享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面临挑战。

郭华东建议，加强和完善开放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将开放的实验室和科学平台，开放的
出版物、研究数据，开放的源代码、软件仿真和
虚拟研究环境以及开放的数字研究服务等，都
作为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

“科学数据与开放科学论坛”聚焦科学数据开放共享难题

专家倡议：打造数据互联互通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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