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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黄河三角洲滨海
湿地生态试验站成立

本报讯日前，中科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
验站建设方案在山东东营通过评审，并正式挂牌成立。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所长施平主持论证会。

论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刘兴土带领由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监测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中国矿业大学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在
现场考察湿地站建设和运行状况的基础上，听取了
关于湿地站建设方案的汇报。专家组认为湿地站建
设方案规划合理、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保障有力，同
意通过建设方案。

中科院资环局副局长常旭表示，试验站的建立，
符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及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的发展要求，补充和完善了中科院资源环境领
域的台站布局和学科体系。她建议，要把台站建成一
个院地共建、完全开放、资源共享的科研交流平台和
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一个滨海湿地生态学与生物
工程、环境学与环境工程长期观测、研究与开放的综
合性科研示范基地。

山东省科技厅厅长翟鲁宁表示，希望试验站在
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发展高效生态经济提供
更加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滨海湿地生态实验室
主任于君宝表示，中科院历来重视野外科学工作和野
外观测试验站建设，台站将立足于国家，服务于地方，
以解决国家和地方的迫切需求为己任，在环境治理、
生态恢复、资源利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显
著成就。 （廖洋 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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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窑进展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机制被揭示
本报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研究计划和“973”等项目资助下，军
事医学科学院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张学敏课题组与解放军总医院韦

立新课题组联合攻关，在乳腺癌内分
泌治疗耐药机制研究中取得重要进
展，5月 16日出版的《自然—医学》在
线发表了有关研究报告。

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
恶性肿瘤之一，2010 年的最新调
查数据显示，平均每 3 分钟，世界
上就有一名妇女被诊断为乳腺癌；

近 10 年来，我国主要城市乳腺癌
发病率增加了 37%，全国则以 3%
至 4%的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此
外，我国乳腺癌高峰发病年龄集中
在 45～55 岁，比世界平均水平早
10～15 年左右。

研究表明，多数乳腺癌是雌激
素依赖的恶性肿瘤。内分泌治疗是
乳腺癌患者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耐药问题也常常导致乳腺癌临床
治疗失败。

研究人员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
临床病例资源开展转化医学研究，
发现炎症调控分子 CUEDC2 在乳
腺癌细胞中过量表达，导致了乳腺
癌患者对内分泌治疗产生耐药。研
究人员还深入揭示了 CUEDC2 诱
发耐药的全新分子机制，这一发现
为克服乳腺癌耐药提供了原创性
的药物新靶点和治疗新思路，对于
指导临床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王乐 沈基飞潘锋）

今日导读

美助天花再获野死缓冶A4版
这一次，一个在死囚牢里等了几十年的犯人又一次得到了缓

刑，它就是天花病毒。世界卫生大会（WHA）于 5月 24日决定，推迟
3年讨论是否销毁现存的天花病毒样本。

汤定元院掌握自我命运的钥匙B1版
在知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汤定元 91岁生日之际，由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系列之《汤定元传》
出版。这部传记为读者们展示了汤定元院士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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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
前些时候，在媒体上看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

长周大地对日本福岛核泄漏发表的一些评论，深感有
话不吐不快。但因为身体原因，耽误延后了一段时间。

福岛核电站出事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对核
电进行反思的浪潮。周大地对此指出：“中国如果简单
地跟着西方放弃核电，那是有点傻。”

我要说的是，如果能源专家不能深刻理解核事故
的破坏力，那才是真的“有点傻”。

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在接受媒体采访谈核
电发展时曾打比喻：“空难事故那么多，是不是我们就
不要发展航空了？”并且提到，不能因为每年有 2000
多人死于矿难，就“停止煤矿开采”。这样的比喻马上
被《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撰文批评：核事故造成的危
害，岂能跟飞机空难相提并论？

周大地也提到矿难问题：“我们的煤矿生产目前
一年死亡约 5000人，最多的时候，全国一年要死 1万
多名矿工。”他把这个数字与另一个官方数据———切
尔诺贝利事故最终可能导致 4000人死亡———进行了
比较。其意自明。

但是，核事故一旦发生，不是死多少人的问题，而
是影响多少代人的问题。当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
了广阔的无人区，今年的福岛事故也难以避免。核物
质活动期长达上千年，将成为人类的一个大包袱。

周大地还谈到：“中国核电近期可达到年增 1200
万千瓦、中期可达到年增 2000万千瓦的建设规模。中
国核电 2020年有望达到 7000万～8000万千瓦的规
模，2030年有望达到 2亿千瓦规模，2050年达到 4亿
千瓦以上。届时，可提供全国 15%以上的一次能源。”

中国现在在运转的核电规模不过是 900万千瓦
多一点，如果按照周大地说的这个速度发展，那么无
疑是核能发展的大跃进。

他们提出这样高的发展速度，我们有没有作好准
备？我看准备严重不足，安全方面的准备尤其不足。

我注意到，周大地参与的一项能源中长期发展规
划研究中，谈到核能发展时，对安全问题几乎没有怎
么涉及，只谈核能发展的资源问题。他们的理论模型
认为，我国有 200万吨以上的铀资源。但是我对这个
模型的精度很表示怀疑。

中国并非富铀国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的
铀供应及需求量报告，在 2007年初，利用现有的技术
和生产水平，全球大约可取得 550万吨铀。而中国的
国土面积约占世界土地面积的 6.5%。那么我将这两个
数字相乘，大概得到 30万吨铀。甚至我敢判定，现在
我们还没有 30万吨铀。

国际上的报告又说还有 1000万吨的潜在铀资
源，那么我把这些都加上重算，中国所能掌握的铀资
源未来也就大约是 100万吨的规模。中国能从国际市
场进口多少天然铀资源？恐怕比进口石油、天燃气还
要困难很多！

在理论上，快堆能够使铀资源的利用效率从不到
1%提高到 60%，是很多专家大力提倡的核能发展方
向。但是快堆也有问题，首先是现有快堆技术尚不够
安全。可以加大投入，以确保其安全运转，但必然带来
高成本。

其次，快堆技术的持续运转，离不开核燃料的后
处理和核燃料的重建，这将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将大
幅度（不是只提高 20%~30%）提高发电成本。

第三，中国现在研究中的快堆，其生产钚 239的
增殖系数，才约为 1.2。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增殖系
数是 1.6。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快堆，其提取钚
239循环次数，要多出 3倍，这也必将大幅度增加
发电成本。 （下转 A4版）

中国核电发展
绝不能搞大跃进阴本报记者王丹红/发自美国

2011年 5月 3日，哈佛大学化学与化
学生物学系讲席教授谢晓亮当选美
国科学院院士。消息传来，美国西北
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副主任
道格拉斯 ?雷（Douglas Ray）非常高
兴，他说：“晓亮是我的朋友，他做出
了伟大的工作，我为他感到高兴。”

谢晓亮是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
和相干拉曼散射显微成像的开拓者
之一，他的研究为生物医学研究开辟
了崭新的途径。他的研究事业起步于
PNNL，也是该实验室聘请的第一位
中国籍科学家。

PNNL创建于 1965年，现有员
工 4000多人，2010年预算为 8.55 亿
美元。PNNL为何能造就谢晓亮这样
的科学精英？在最近《科学时报》对雷
和谢晓亮的专访中，二人谈到了
PNNL 对基础研究和科研人才的支
持。

使命演变

“我喜欢基础研究，我很幸运能
在 PNNL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我可
以自由地做我喜欢的科研，不用担心
经费问题。如果我是在大学里开始我
的事业，我可能不会去做那么难的工
作，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谢晓
亮

在一个以目标驱动为中心的国
家实验室，自由从事自己热爱的研
究，谢晓亮的幸运有着天时、地利、人
和的时代背景。

PNNL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东南
部哥伦比亚河和亚基马河交界的沙
漠地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
工程”里生产美国原子弹核材料的汉
福德基地的基础上建成。PNNL最初
的任务是从事原子弹核材料生产的
研究，20 世纪 80年代末开始从事基
础研究。

汉福德基地创立于 1943 年，这
里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钚生产反应
堆，为美国的核发展立下了汗马功
劳。然而核材料的生产也严重污染了
环境，能源部从 1977年开始接管基
地，1987年，最后一个核反应堆停止
运行，汉福德成为美国埋藏核废料最
多的地方。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联邦政
府每年投入 20亿美元用于汉福德基
地的核废料处理，这也成为世界最大
的环境治理项目。PNNL的工作重点
也从核材料的研制转移到环境科学，
包括核废料的迁移与储藏等。

1986 年，PNNL时任、非洲裔主
任威廉?威利（William R. Wiley）和他
的团队讨论，国家面临严重环境问
题，实验室应如何迎接挑战？这些思
考出现在美国科学院的报告《化学中
的机会》中，报告提出了与能源环境
相关的几大科学问题，同时建议调整
国家实验室的使命以迎接新的挑战。
这种转型的结果是能源部所属国家
科学用户平台———环境分子科学实
验室（EMSL）在 PNNL的创立。威利
相信，对现象背后分子过程的认识和
控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EMSL
将擅长计算机模拟分子过程的理论
学家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实
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给他们配备最
好的装置、设备，营造出最好的研究
条件。

在创建国家科学平台的同时，威
利和他的团队已经开始为基础研究
的开展做准备。他们邀请了杰出的资
深科学家规划和领导实验室的研究
项目。1989年，他们从耶鲁大学请来
了史蒂夫?科森（Steve Colson），负责
环境分子科学实验室科学部的科学
项目，每年给他 250万美元研究经费
供他自由支配。

科森选拔了一群优秀的年轻科
学家组成团队，这其中就包括雷和谢
晓亮。这批年轻人后来都得到了能源
部长期经费的资助。

雷于 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
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JILA）做博士
后 ，1990 年 加 入 PNNL。“ 初 到
PNNL，我们都被鼓励做最前沿的基

础研究。我的工作是用激光光谱从事
表面科学研究。”

寻找最好的人

“科森选拔人才的理念是寻找世
界上最好的天才，帮助他们建立团
队，给他们最好的支持，再向他们提
出挑战，看他们是否能迎接挑战。”
———道格拉斯?雷

PNNL 最初找的人并不是谢晓
亮。

PNNL 当时想邀请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教授约翰?西蒙（John Si-
mon）加入，但西蒙却推荐了自己的
博士生谢晓亮。谢晓亮 1984年在北
京大学化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后，赴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跟随西蒙攻读
博士，1990年获博士学位。之后他在
芝加哥大学教授格雷厄姆? 弗莱明

（Graham Fleming）的实验室做博士
后。

PNNL 于是转而邀请谢晓亮来
面试。在面试时，谢晓亮提出要作室
温下的单分子光谱成像研究，但这并
不是实验室的方向，实验室希望他用
超快激光研究生物系统和复杂环境
系统的行为。

雷是当年谢晓亮面试委员会成
员之一，他说：“他提出要做的研究，

在当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大胆想法。
但他如此优秀，又受过很好的训练，
我们相信，如果有人能做出这个技
术，这个人就应该是他。因此科森决
定聘请他。实验室为他建立了研究团
队，提供所需要的研究资源，推动他
的发展。晓亮最终成功了，这是他的
第一份工作，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我们为他高兴！”

（下转 A2版）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寻找支持优秀人才
———专访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副主任道格拉斯·雷

科学时评
栏目主持：张明伟 信箱：mwzhang@stimes.cn

中科院地球环境所研究表明:

华北平原大气环境人为污染严重
本报讯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王格慧及其团队通过对关中
平原和华北平原两个典型高山华山
和泰山春季大气气溶胶的同步观
测，发现除硫酸盐之外，泰山地区
EC（元素碳）、OC（有机碳）、硝酸
盐、铵盐等是华山地区的 2～10倍，
表明华北平原人为污染严重。这一
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国际期
刊《大气化学与物理》上。

据介绍，高山由于昼夜温差大、

太阳辐射强烈、湿度大，大气环境与
地表不同，高山大气气溶胶的理化
性质也与地表城市气溶胶有所差
异。由于高海拔，高山气溶胶更容易
进入云层，因而和地表相比，对云的
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高山气溶胶更
多的来自于长距离迁移，因而对高
山地区的研究，能够在更大尺度上
反映大气环境特征。

此外，王格慧课题组通过对南
京市夏季灰霾事件研究发现，农村

麦秆焚烧会大量释放出甘油醇、葡
萄糖、左旋葡萄糖苷等有机物。它
们扩散至城市地区，与机动车尾气
相耦合，在适宜气象条件下，相互
凝并，使得颗粒物粒径显著增大，
导致严重灰霾。这一结论从机理上
揭示了农村秸秆焚烧所释放的有
机污染物会导致城市地区发生严
重的灰霾现象。这一研究发表在国
际期刊《大气环境》上。

（张行勇曹军骥）

本报讯日前，在复旦大学庆祝建校 106
周年暨学术文化周活动上，中科院院士、复
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
甜春等青年专家学者与全校师生分享了自
己的学术经历。

其中，杨玉良就“该如何运行学术”等问
题进行了阐述。杨玉良认为，只有具备学术
专长的人才有权力对学术问题作出判断。因
此，一般领导不应进入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应该如何对学术作出判

断呢？杨玉良强调，学术委员会的内部管
理也是一种行政，有人称之为“学术行
政”。但杨玉良对目前学术委员会采用民
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学术问题持质疑态
度。

杨玉良说：“几乎任何一个学术新理
论提出时，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民主
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就很容易
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权利干预，甚至是精
神上或者物质上的暴力。例如，柏拉图因为

一个学生提出了无理数的存在，柏拉图就决
定把这个学生杀了。”

杨玉良认为，一个真正好的手段应该能
够保护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而学术的权利
就在于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民主只可以终
止争论，但不能解决问题，各种不同的观点
仍然存在。“尤其在学术界，若要投票表决，
所有问题必须建立在一条基线以上。这条基
线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学生的学
术独立和思想自由。” （黄辛陆洋）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

投票未必能解决学术问题

本报讯“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是一种
人文活动，科学的终极价值是人文价值。”日
前在成都理工大学首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节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作上述表示。

陈鲸表示，现代科技给人类发展提供
动力的同时，对价值观、伦理道德带来强烈
冲击。“科学无法解决我们的心灵问题，只
有人文思想才能解答人类发展道路上的种
种疑团。”

陈鲸认为，“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

明的两翼，走两种文化的融合之路，才是合
理的价值选择。必须提高科技工作者的人
文修养，形成保障重大科技活动决策正确
的社会氛围，使决策者在现实与未来的博
弈中高瞻远瞩。

陈鲸将近年来学术造假的原因归结为
科技工作者人文精神的匮乏。“这些行为不
但毁损人类神圣的价值观，还践踏了科学
事业及人类的良知。”

陈鲸指出，在思维方式与学术领域划

分上，科学与人文属于不同范畴。但在哲学
上，它们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科技活动
如不能为人类带来幸福，人们的努力将毫
无意义，而且可能是有害的。缺乏人文精神
的科技工作者，常常是一些“令人讨厌的
人”。
“科学技术是真学问，人文精神是大智

慧。丢失科学，就放弃了立足世界的基础；
而丢失人文，则失去为人之本与和谐社会
的基础。”陈鲸最后表示。 （彭丽）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

科学的终极价值是人文

5月 25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
该校北京团河校区对 1000 余名
2011届本科毕业生进行了警用车辆
装备使用专项培训，让学生了解和掌
握交警信息采集车、警用自动路障车、
现场指挥车、护卫摩托车等常用警务
车辆车载设备的配置、功能及使用方
法。

公安大学副校长席艳丽表示，开
展警用车辆装备使用专项培训，目的
就是要让毕业生进入公安队伍后，无
论是在哪个警种、哪个岗位工作，都能
独立使用各种警用车辆及车载装备，
发挥车辆及装备的效能，彰显公安大
学学生的警务综合素质和人才培养特
色。

据了解，为培养毕业生第一任职
能力，公安大学整合教学资源，加强与
实战部门合作，为 2011届毕业生安
排了一系列的专项培训活动，包括现
场勘察、群众工作、处突防暴等多项内
容。

图为公安大学学生在听教练员讲
解 GL1800两轮警用护卫摩托车的使
用方法。 （孙琛辉 /文 刘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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