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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版）“行星探测是
全世界的大事，单靠哪个国家
都有局限性。”赵文津坦言，在
一些国家，行星探测被赋予了
浓厚的政治色彩，目前还不够
开放。开展国际合作有一定难
度。此次论坛的目的之一就是
希望推动中国的同行建立国内
与国外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加
强科学交流，建立科学合作的
渠道。

一位国外专家在会议现场
提出了不少国际同行的共同疑
问：“中国的行星探测工作进展
良好，将来是否会欢迎外国科
学家参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航空
航天部副部长王礼恒表示，中
国本着开放的原则，很希望开
展相关的国际交流。“中国科学
家、工程师和中国政府都主张
加强国际合作。”

事实上，中美学者此前已
在行星探测领域开展过颇有成
效的合作。2009年前后，王阿莲
就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在
青藏高原合作开展了关于火星
现场的模拟研究；布兰德里·乔
立夫（Bradley Jolliff）则曾把月
球样品提供给北京离子探针中
心教授刘敦一测试，合作研究

成果更新了国际月球早期演化一项重要
测年结果。

目前，在王阿莲的帮助下，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建成了国内首家行星科学数据
系统（PDS）实验室，开始存储美国“克莱
门汀号”和“月球勘探者号”的探月数据。
“现在这些合作都是小规模的，也不

是主流。我们希望今后行星科学探测的
国际合作能更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赵
文津表示。

本报讯 渊记者赵路冤 与科学家的
预期相比，直径 529千米的小行星维
斯塔（灶神星）正在揭示更多的地质学
多样性。

研究人员之前知道，灶神星与另
一颗小行星的碰撞产生了 3 类岩石，
而它们都以陨石的形式坠落在地球
上。

根据美国宇航局（NASA）围绕灶
神星运转的黎明号小行星探测器传回
的数据，这些小行星的全部光谱颜色
正好与坠落在地球上的灶神星陨石完
全匹配。

黎明号探测器研究小组在日前于
法国南斯市召开的一次行星科学会议
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然而与行星碰撞在亿万年后均匀
形成的单调统一的表面不同，对这颗
小行星首次进行的近距离观测给出了
一个丰富的矿物“颜色”调色板（图中
的颜色反映了矿物质的广泛构成）。研
究人员现在必须搞清，发生在 40多亿
年前的这些碰撞———包括发生在南极
的一次几乎使其毁灭的碰撞———如何
在灶神星像地球一样演化出地壳、地

幔和地核后，重新塑造了这颗小行星。
灶神星和谷神星是位于火星和木

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个头最大的成
员，灶神星是第二大的小行星，仅次于
谷神星。灶神星的形状似乎已经受到
重力的影响而呈扁圆球体，但是大的
凹陷和凸出使它在国际天文联合会第
26届大会中被断然排除在行星之外。

黎明号探测器于 2007 年 9 月 27
日发射升空，开始长达 8年超过 50亿
公里的星际探索之旅。它将远赴火星
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首先探测灶
神星，此后再赶往谷神星继续观测，帮
助科学家寻找太阳系诞生的线索。如
果不辱使命，黎明号探测器将成为第
一个环绕两个不同天体运行的无人探
测器。

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冯丽妃冤 在 10
月 18 日于北京举行的月球与火星探
测科技高层论坛上，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分校教授 布兰德里·乔立夫
（Bradley Jolliff）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未来十年行星探测计划作
出详细介绍。

乔立夫曾参与美国机遇号火星探
测登陆车与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
（LRO）研究项目。他介绍：“科学引
领、共同参与、透明公开将是 NASA 未
来十年在行星探索领域的三个指导原
则。”

2013 年至 2022 年，NASA 行星探
测计划包括行星任务、各项任务数据
分析、太阳系行星基础性研究、科技发
展、公共教育与科学普及等五个方向。

其中，太阳系行星基础性研究包括太
阳系行星的演化、行星的生命迹象以
及星际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三个研究主
题。

目前，技术挑战仍是 NASA进一
步行星探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
更有效地保证太阳能供给、更有效地
进行光通信以及采集行星标本都是未
来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
“科技发展是保持行星探测项目

活跃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建立行星探
测科学发展项目，并且将 NASA 全部
行星科学预算资金的 6%到 8%投入到
这个项目中。”乔立夫说。

行星探测计划将成立以史蒂芬·
斯奎尔斯（Steve Squyres）为主席的行
星科学委员会，下辖太阳系行星研究

小组等五个研究小组。
十年计划得到了全美行星科学家

的广泛参与。乔立夫说：“共有 1669位
科学家通过独立或者合作的方式向委
员会递交了 199 份白皮书，这些白皮
书是十年内主要的探测任务。基于这
些白皮书与科学界的其他意见，有 25
项科学任务已经被列入进一步研究的
计划。”

探索任务根据难易程度被划分为
“发现型”、“新边界型”与“旗舰型”三
类。其中，发现型探索任务规模最小，
每项研究花费在 5 亿美元左右，10 年
期间可以进行 4~5 次任务；新边界型
任务规模适中，每项任务的花费在 10
亿美元左右，十年期间可以进行两次；
旗舰型任务所需投入经费颇多，十年

期间可以进行一次研究。
目前，NASA 正在进行的与已经

批准的行星研究任务多数为前两类研
究。乔立夫称，诸如正在运行的“信使
号”水星探测卫星、“黎明号”灶神星小
行星探测器、寻找“外星地球”的开普
勒卫星等研究项目所承担的发现型任
务，已经取得回报率很高的科研成果。
因此，未来会继续加强此类研究投入；
新边界型任务如解决彗星表面标本采
集、月球南极艾托肯盆地标本采集、土
星探索等难度较高、更为复杂的科研
任务也要进一步探索；而旗舰型任务
则要看研究经费的允许程度。
“太阳系很多重要的研究任务都

需要以大量研究经费作支撑。如果我
们想要完成这些任务，国际合作必不

可少。良好的国际合作计划是 NASA
行星探测项目的关键因素之一。”乔立
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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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详解未来十年美国行星探测计划
探索任务根据难易程度划分为“发现型”、“新边界型”与“旗舰型”三类

中法联合设立生物
医学杰出研究生奖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院院长康乐与法国赛诺菲巴斯德研发部高
级副总裁Michel De Wilde，日前在北京签
署了共同设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和赛
诺菲巴斯德生物医学杰出研究生奖”的项
目协议，项目的设立旨在共同推进中科院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微生物学、免疫学
以及生物医学方面的发展，鼓励研究生从
事上述相关领域的研究，尤其是新疫苗、
新抗体和新型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
康乐在致辞中表示，研究生是中国开

展相关研究的未来力量，研究生教育是研
究早期到独立研究的一个关键阶段，研究
生在研究早期获得奖项资助具有重要意
义。Michel De Wilde表示，中科院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院是中国顶尖的科研机构之
一，赛诺菲巴斯德在疫苗研发领域的专业
技术，结合中国一流的科研实力，以及双
方共同设立的生物医学杰出研究生奖，必
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生命科学年轻杰出人
才的创新研究和中国预防医学事业的发
展。
据了解，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每年入学人数达 3000人，分布在 7个研究
所的多个生命学科领域学习和从事研究工
作，研究生们的一些杰出研究成果相继发
表在《自然》、《科学》等国际刊物上。

渊潘锋田雪冤

2020年可能出现
首批太空旅馆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加加林宇航员训练
中心副主任克留奇科夫员园月员愿日说，圆园圆园
年可能出现为普通游客服务的首批在轨太
空旅馆。
纪念加加林航天 缘园 周年的“航天论

坛—圆园员员”当天在莫斯科郊外的宇航员训练
中心举行。克留奇科夫在开幕式上说，太空
旅游是载人航天富有前景的发展方向之
一，其旅游方式将不限于乘坐飞船进入太
空轨道飞行几圈，圆园圆园年至 圆园圆缘年，将出
现能容纳数人舒适居住的太空旅馆，随后
其游客容量将增至 员园人左右。
克留奇科夫说，太空游客未来将以“包

机形式”往返太空旅馆。目前，俄罗斯和美
国都已制定发展太空旅馆的相关计划，一
些国家正在开发旨在保障普通人太空游的
成套工业体系。
俄罗斯航天署于 圆园园园年推出了平民太

空游业务：只要掏 圆园园园万美元购买“船票”，
普通人也可圆登天之梦。人类历史上第一
位太空游客是时年 远园 岁的美国富翁丹尼
斯·蒂托。 渊魏良磊冤

大多数学龄前儿童在墙上乱涂
乱画都会遭到斥责 袁 然而生活在
13000 年前的孩子的这种涂鸦行为
却可能会得到表扬袁至少在山洞里是
这样遥

在位于法国西南部的 8 公里长
的 Rouffignac洞穴系统中充斥着大
量的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袁其中有一
些与众不同的标记袁 被称为手指沟
槽遥它们是由人的手指在柔软的淤泥
上滑过而在洞穴的墙壁上留下的线
条遥

通过对现代人的手指沟槽进行
分析袁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 Jes鄄
sica Cooney和同事发现袁 位于手掌
中央的 3根手指之间的距离比例表
明许多洞穴艺术家是非常小的幼童袁

其中一个仅有 2到 3岁遥
研究人员同时还能够根据手指

的形状判断这些儿童的性别遥
其中的一些沟槽对于一名蹒跚

学步的幼童而言未免太过稳定袁这意
味着一位成年人在手把手地教这些
孩子如何绘画遥

研究人员在日前于剑桥市召开
的一次有关人类童年时期的考古学
会议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遥

由于儿童的绘画似乎被集中在
一个洞穴中袁 因此研究人员相信袁这
里可能是一所艺术学校遥并且一些绘
画位于墙壁和天花板上很高的位置袁

这表明这些孩子们曾被举了起来遥
Rouffignac洞穴是法国多尔多涅

地区最复杂尧最著名的洞穴之一遥 这
个庞大的洞穴由错综复杂的通道构
成遥

渊赵路 译自 www.science.com袁
10月 19日冤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杂糟蚤藻灶糟藻 晕燥憎

1.3万年前的
亲子乐园

来自史前幼儿园的手指画。

灶神星研究揭示地质多样性

灶神星的“内涵”超出预期。 渊图片提供院NASA/UCLA冤

本报讯渊记者王丹红冤土耳其政府 8月
底颁布一项法令，宣布政府将任命土耳其
科学院院长，并将直接或间接任命科学院
的大部分院士。此举引发土耳其科学院院
士们的强烈反对。世界科学院联盟———国
际科学院理事会最近致信土耳其总理和总
统，敦促土耳其政府重新考虑其决定并恢
复土耳其科学院原有的管理结构和自治
权。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布鲁斯·阿尔伯
茨在新出版的《科学》杂志上撰写社论，呼
吁土耳其政府保持国家科学院的独立性和
自主性。

阿尔伯茨指出，土耳其政府的新法令
将会对该国的未来产生严重影响，一是因
为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以成果为基础的研
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二是因为像
其他国家一样，土耳其需要支持和保留住
本土人才以保证在 21 世纪高度竞争的世
界环境中繁荣富强。

土耳其科学院院长 Y俟cel Kanpolat 最

近致信《科学》杂志，声称新法令导致的变
化“正在毁坏这个科学机构最重要的部
分”。9月，土耳其科学院在一项声明中表
示：“通过这一举措，土耳其科学院作为一
个科学院的地位被中止了……在政府的
管理下，一个新土耳其科学院成立了。”土
耳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们威胁说要辞职，
并重新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新科学院，
不过他们仍希望能说服政府重新考虑其决
定。

阿尔伯茨在社论中说，从 1995 年到
2007年的 12年间，土耳其对科学和研究的
支持增加了 6倍，目前对研发的投资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0.7%。为了让这些资源更好
地发挥作用，关键的一点是土耳其应保持
一种鼓励创新和奖励优秀的科学环境。不
幸的是，过去 10 年中，土耳其科学家越来
越多地受到达不到预期目标的自上而下的
管理。教师们报告说因面临日益增加的压
力而不能教授现代进化论理论。新颁布的

法律将大学终身职位的授予权赋予由政府
控制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今天，学术界的许
多科学家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对这些事情的
看法。这不是科学繁荣发展的环境，而且会
迫使土耳其绝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到其他国
家去寻找有更多自主权的职业机会。

阿尔伯茨认为，尽管土耳其科学院成
立于 1993年，但它已经成为促进土耳其科
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重要力量。比如，通过
发展青年科学院培养青年科学家，致力于
为儿童创建高质量的探究型科学教育。“科
学院的专业指导是提高政府未来支持科学
技术效率的关键所在，而这一核心功能的
发挥依赖于科学院具有独立于政治思考并
告诉政府真相的能力。一个‘院士’主要由
政府任命的科学院不可能有效地发挥这一
作用。”

阿尔伯茨强调了院士在国家科学事业
中的重要作用。“无论他们运作得好坏与
否，院士们在确定一个国家的科学杰出成

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比如，如
果一位科学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那
么他会被所在研究机构赋予更多的责任，
并接受其他地方所提供的领导责任。部分
缘于此，在美国，鉴别新院士候选人并通过
选举筛选他们的过程非常严肃，需要现有
院士们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他指出，确保
科学杰出是院士选举的一个核心标准，每
个科学院都应该向政府提供没有偏见的科
学建议，这也是世界科学院联盟———国际
科学院理事会致信土耳其总理和总统的原
因。

阿尔伯茨最后表示，今天，一个国家如
果希望成功，它必须努力创建一种精英管
理体制，将领导权和责任分配给这个国家
最杰出的人士，而不论其社会阶层或个人
关系。“一个强大的、以成果为基础的、独立
的国家科学院并不一定能保证这个国家的
科学繁荣兴旺，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实现这
种可能性的最佳工具。”

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社论呼吁：

土耳其应保持科学独立性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

准，本报更名为《中国科
学报》。

本报将于 2012 年
1月 1日起恢复以《中
国科学报》报名出版，邮
发代号（1－82）不变。

更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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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版）“我们希望参会人员能
把交流和探讨的精神带到会后，找到能
够合作的热点问题，并建立起长期的合
作伙伴关系。”吕永龙说。

中澳科技研讨会每届确定一个大的
主题。2009年第 6届研讨会上，双方科研
人员就气候变化与海岸带、三角洲可持续
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之后，
就数据共享、技术协作等事宜达成了初步
意向，并签署了《中国科学院与新南威尔士
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此外，中澳科技研讨会也直接或间接
地促进了“中澳水资源合作研究中心”、“土
壤与环境联合实验室”、“数据与软件工程
联合实验室”、“气候变化适应合作研究中
心”等联合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全球环境变
化遥感对比研究计划”等重要多边合作计
划的成形。

在亚洲和欧洲，前沿科学研讨会也同
样备受追捧。

2010年，在第 7届“中日科技战略与
政策高层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就过去 5年
里科技计划的实施效果、科技创新政策最
新动向、高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等议题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中日科技
战略和政策的交流与合作。

在青岛举办的第 3届“中德前沿科
学研讨会”上，60名青年学者就互联网的
算法挑战、发育遗传学、超亮宇宙等六大
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有许多德国
科研人员对中科院的“外国专家特聘研
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表
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东西方创新
文化和理念的碰撞让参会的青年学者大
呼过瘾；但对中科院乃至整个中国科技
界来说，这些研讨会并不仅仅是一场场
学术的盛宴，它还肩负着更多科技合作
与人才发展的起承转合。

前沿科学论坛：
未来科技领袖的
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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