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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讲坛听“真经”
———首场中国农业科技报告会侧记
姻本报记者 黄明明 通讯员 高羽洁

不久前，国家农业图书馆外红砖墙上，一则海报吸引了不
少人的目光。海报标题简洁醒目：农科讲坛开幕，李家洋首讲。

李家洋是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我国著名的植
物分子遗传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德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农科讲坛开幕当天，慕名而来者打破了图书馆往日的宁
静。满满的报告厅内，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也在其中，他
甚至还抢着问了一个问题：“能否通过科技手段把糙米改造成
粳稻，让全国人民都吃上东北香喷喷的粳稻？”提问引来一阵掌
声。李家洋逐一解答，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如数家珍，就学术问
题娓娓道来。

吴孔明、陈化兰……今后，农科讲坛将成为常态，每月一
次，农业科技领域内的大腕们将在这里陆续开讲。在主持人、农
科院人事局局长魏琦看来，致力于打造“高端、权威、前沿”的农
科讲坛，无疑会成为农业科研领域深入交流的平台。

首场报告会以“水稻品种设计育种的分子基础”为主题，这
是李家洋的研究方向之一，但在外行听来难免有些枯燥。

设计育种，简单理解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选育出抗
虫、抗病、抗旱、抗寒、抗盐碱等指向性基因，并最终培育出农业
生产所需要的新品种。

然而就水稻的分蘖而言，从 27 万水稻基因中找到、克隆、
分析关键基因，再去研究有关机理，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问号和虚线出现在幻灯片中，这位我国水稻分子育种专家
坦言，那些是目前不太清楚的问题。

一名科研人员向他提了一个 IPA1 突变体的相关问题。李
家洋诚恳地回答对方：“很好的问题，我只能简单地回答，因为
这个问题还在研究当中。”

“水稻的世界很大，我明白成功需要创新、运气，更需要努
力。当您遇到困难，如何坚持？”中国水稻研究所一名研一的学
生向院长发问。

研究工作，越有影响、有贡献，难度也越大。在李家洋看来，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团队攻关或者协作研究。“好的学生、好的
科学家一定要有团队。”

“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科学家很重要的素养，从而形成
互相支持的团队。”他的理解是，科研是自身优势跟他人优势的
集合，通过向别人提供慷慨无私的帮助，从而寻求共同合作。

“当别人向我们寻求材料、实验技术时，我会尽可能地帮助
别人，甚至是论文还没有发表时，哪怕在方法学上共享也可
以。”李家洋坦言。

报告会上，一名老师表达了自己的苦闷。“现在很多学生的
文章很跳跃，说白了，就是没有逻辑。”李家洋将之定义为哲学
问题。在日程表里，他每周总会抽出相对固定的时间听取学生
汇报工作进展。空闲之余，他和学生常交流的话题是“如何培养
基本的哲学思想”。

“做科学研究千头万绪。如果不了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在实验中出了错，都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在他看来，一
个人的知识应该成体系，融会贯通。比如了解小麦、水稻基本的
资源分布、地理性，都会有助于育种研究。

此前，李家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爱读些哲学、历
史、政治与文学方面的书。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对他影响很
大，“它可以让你在逆境中看到光明，从顺境中预见到危机”。

“治大国若烹小鲜。”在他看来，治理一个单位也要像烹饪
小鱼一样，不能太大动干戈，既要保持持续的活力、创造力，又
要兼有凝重厚实的底蕴。

而这，恰彰显出新一代中国农业科研掌舵者举重若轻的
自信。

姻本报记者 孙爱民

“不以论文数量论英雄”已成当今我国科
技界的共识，但自然杂志出版集团的自然指
数排行一经发布，仍然在国内科技界引起一
阵波澜。

3 月 28 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发布的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13》，再
次引发人们对于我国整体科研实力的讨
论。该报告显示，中国的国家创新指数排名
在全球 40 个主要国家中升至第 19 位，比
上年提高 1 位。

专家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
示，尽管评价指标仅限于“《自然》家族”，但其
排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整体科研
实力的提升，科技界仍要踏踏实实搞科研，科
技体制改革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整体进步是肯定的

自然杂志出版集团已经连续多年发布自
然指数排行，统计各科研机构过去 12 个月内
在《自然》杂志及其子刊发表文章的数量，发
表的文章仅包括科研文章，例如论文、快报、
通讯和述评。

此次进入全球前 100 名的中国科研机
构和高校有 5 所，分别是：中科院、中国科
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深圳华大基
因研究院。

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看
来，自然杂志出版集团发布的排名“对其本身
的商业性运作意义更大”。

“要想全面反映科研机构的科研实力，只
看几十种期刊是不够的。”武夷山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每年发布的论文与引文数据，选用的是 SCI、
Scopus、EI、Medline 等数据库，不仅数据库规
模更大，评价的指标也更多，包括论文总量、
被引用次数、平均每篇文章被引用次数、高被
引文章数、表现不俗论文数等。

武夷山认为，即便如此，该排行仍能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整体科研实力的提升，“这
个排行与我们发布的结果指向同样的趋势，
从多项指标来看，我国的科研机构与高校整
体实力的进步是肯定的”。

科研环境比高校宽松

根据自然指数排行数据，中科院 2013 年
共有 165 篇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及其子

刊，自然发表指数为 63.15，排名亚太地区第
一名，全球第六位，这也是中国科研机构首次
晋级自然指数全球前十位。

记者从科学网上注意到，网民对于“中科
院超越东京大学，在亚太区自然指数排名第
一”一事讨论颇多。武夷山告诉记者，“相对说
来，中科院的环境比高校更自由宽松，研究所
实行所长负责制，将科研放在第一位，更加有
利于创新与科研”。

多次参与中科院研究所评估工作的中
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
建中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中科
院创新能力与科研实力的提升得益于评价
导向的转变。

“以前我们的评价更加注重论文数量，我
们提出基于重大产出的评价导向体系后，评
价关注高水平的文章，鼓励大家进行高水平
的研究、有显示度的工作。”周建中表示。

周建中告诉《中国科学报》，中科院近年
来的大动作如卓越中心建设、率先行动计划
的推进，将进一步促进重大成果的产出。

从制度上给领军人才自主权

“我不关注这些问题，包括我自己在《自

然》上发了多少论文都没关注。”中科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程和平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坦言。

当得知中国的科研机构已经在自然发表
论文方面超越日本成为亚太区第一时，程和
平说：“不要觉得我们现在的科研水平很高，
我们在很多方面比美国、日本等国家差远了，
要坚持踏踏实实做科研、鼓励科研工作者做
原创的东西，不能老是关注那些数据。”

“踏踏实实做科研”，专家们在接受采访
时均提到了这句话。“不要老是瞪着这些指标
而作努力，踏踏实实地做科研，科研做好了，
指标自然就上去了。”武夷山如是说。

周建中告诉记者，他承担过一个科技领
军人才选拔与培养的项目，研究发现 PI 级
别、主任级别的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与精力
用于科研以外的考核、检查等工作，真正用于
一线科研的时间不多。他表示，整体科研实力
的提升需要一个好的科研环境，大环境的建
设要依靠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经费的投入已经不少，迫切需要在
体制方面、用人制度方面改革调整，把大家的
积极性发挥出来。”周建中表示，要从制度上
给领军人才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有更
多的时间组织科研，少一些行政的干扰”。

自然指数排行面面观

3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荷
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对于核能事业发展的未来前景，

“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
发展核能事业。”他同时提出以“四个
并重”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核安全观。习
主席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国核能快
速发展的春天又到来了。

核能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自 1896 年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以
来，核技术不断扩展其应用范围，在
国防、能源、空间、工业、农业、医学等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放疗技术和
同位素应用于诊断和治疗病人等。
核能是核技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
一。发达国家对核能的开发利用都
非常重视，通过对核能的利用对本
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均作出了重
要贡献。核能源不仅可以用来发电，
还可以用于供热以及用于空间飞
船、大型舰船和破冰船的动力。核能
源的优势是清洁、碳排放低，特别适
合于缓解我国大城市目前普遍存在
的严重大气雾霾的压力，核能未来
发展的趋势正在往更安全、小型化
和模块化的方向发展，不久的将来，
微型核电和核供热装置将会在城市
中和海洋上得到应用。

我国内陆和海洋面积广阔，分
布式发展核能，可以极大地缓解我
国目前核电集中在海边地区发展
所造成的压力，也标志着我国未来
核能发展的空间将会十分广阔，将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清洁、安全和
可靠的能源保障。

同时也要认识到，目前我国核
电发展相比发达国家还较滞后，核
电所占比例还远未满足经济快速发
展的需求。近期，我国核电呈现高速
发展趋势，新建核电由于采用引进

和自主创新的新技术和新堆型，虽
然核电总的数量少，但相比其他国
家已建成的核电来说要更加可靠和
安全。核电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习
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愿意为此分享
技术和经验，贡献资源和平台，促进
地区和国际核安全合作”。国际合作
将有助于帮助各国解决限制核电发
展的两大瓶颈：核燃料与核废料的
安全处置。

对于我国来说，铀资源供应的
保障，可以通过发展与铀资源丰富的
国家的友好关系，通过互信互惠的方
式来保障进口必需的铀资源，同时利
用国际合作开发利用国内陆地资源
的同时，探索开发盐湖和海洋中的铀
资源，以及发展高效利用铀资源的新
堆技术，还可以利用其他核资源发展
钍堆核电和聚变堆等核电。“越要发
展，越要保证安全”，我国长期以来非
常重视核废料的安全处置，在我国西
部甘肃已建有专门处置核废料的工
厂，已经具有处置低、中、高放的核废
料的技术和能力，并在不断扩展和发
展新技术，但还需要加强开展国际合
作，以不断发展和探索更加安全可靠
的核废料处理系统。

2011 年以来，国家已陆续启动了
十个中科院先导专项，作为最先启动
的先导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ADS 嬗变系统”，瞄准解决核废料衰
变寿命长不易处置这一世界性的难
题，通过参与该项目的科技骨干三年
多的艰苦攻关，该项目已经在加速器、
散裂靶和次临界堆的设计与工程化
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进展和突破，如
建成了强流质子 RFQ 加速器样机，
研制出了国际上性能指标最好的超
导加速腔，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多功
能液态铅铋综合实验平台等，在“十二

五”末将会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使我
国在不远的将来率先在国际上实现
核乏料的嬗变处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核能
领域集聚了大量的人才和队伍，有
三大核电集团和长期从事核科学和
核技术研究的部门、大学和单位为
我国的核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在中科院先导专项以及科技
部多个“973”项目和国家基金委核能
重大研究计划等项目的支持下，中
科院多个研究所和国内核能相关的
单位及团队密切合作，通过引进培
养，建立了一支能够啃硬骨头、敢做
前人未做过的事业的以年轻人为主
的科研和工程队伍，这支队伍还在
不断发展壮大，正在迈向新的目标：
积极申请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
为攻破核废料安全处置的世界难题
和今后建立工业化的加速器驱动嬗
变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核能安全快速发展的号角
已经吹响，核科学家们正在摩拳擦
掌，时刻准备着响应国家的号召，
为我国核能跨越式发展并走向世界
而努力。只要我们不断地开拓和探
索新的核技术，核能技术就将会不
断地发展和创新，核能也将会越来
越安全，越来越可靠，必将为国家
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所长）

核能的春天又来了
姻肖国青

3 月 27 日，自然杂志出版集团发布去年全球科研机构发表学术论文的自然指数排行，中国科研机构与高校
排名均大幅提升，中科院超越东京大学位居亚太区首位。不过，专家们对此表示，进步毋庸置疑，改革仍须深化。

本报讯（记者唐凤）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出版的增刊“2013
年度亚太地区《自然》杂志论文发表指数（NPI）”显示：2013 年，
亚太地区研究人员在《自然》品牌 18 大主要研究期刊上发表的
研究论文数量为 1371，占总量的 31%，比 2012 年增加了 3%。增
刊编辑指出，“该地区将继续成为质量研究产出增长的引擎”。

中国在亚太地区科学界的主导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增刊
编辑预测，中国“在未来两至三年内，将逐步成为亚太地区 NPI
的首要贡献者”。2013 年，中国科学院首次将日本东京大学挤下
NPI 学术机构排名榜首。中国科学家也一路高歌猛进，他们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远多于日本或亚太地区任何其
他国家 / 地区的同行。在化学领域，中国同样是区域领导者。

“尽管中国增势迅猛，但按照作者单位数量对论文发表数
字进行修正后，日本仍是此区域执牛耳者。”该增刊编辑说，“然
而，中国正在缩小差距，依目前速度发展，有可能在 2014 年超
过日本。”

2011 年，日本经历东北大地震和海啸，但在 18 亿美元的科
学刺激计划的帮助下，该国在物理学、生命科学及地球和环境
科学领域仍然领跑亚太地区 NPI。

澳大利亚以其强大的气候变化和免疫学研究力量，牢固占
领着亚太地区第三的席位，而且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和昆士兰大学在世界排名榜上不断攀升。韩国名列第四位，
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 NPI 产出量略微增长。而该国政府和
私人企业宣布的高水平科学和技术投资将加速其科研产出。

“2013 年度亚太地区《自然》杂志论文发表指数”主要测量
各个国家地区和各大科研机构这一年来，在《自然》品牌 18 大
主要研究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以期管窥亚太地区
2013 年研究现状全貌。

《自然》品牌期刊
去年论文超三成来自亚太

新闻链接

3 月 29 日，广西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救护员黎寿生将缅甸蟒引出办公室后，缅
甸蟒显得很温顺。

3 月 28 日，南宁市邕宁区那务村农民甘永万等人上山砍树，发现一条蟒蛇盘在山中晒太阳，
就把它捉住交给警方。次日，当地派出所将这条长 2.5 米、重 11 公斤的缅甸蟒移交给广西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据介绍，中心将给蟒蛇进行体检和检疫，此后，再选择合适时机、适合
的自然环境放生。 CFP供图

科协八大代表读书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崔章）3 月 28 日，中国科协

八大代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河北）读书班在
廊坊市开班。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
记申维辰主持并作辅导报告。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王
伟光作专题报告，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出席并讲话。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国科协党组决定在全国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分别举办中国科协八大代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读书班，河北读书班系首个读书班。

申维辰在讲话中指出，要通过举办读书班，促进把学习
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任务落实好，在科技
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为加强科
协及所属学会党建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成好，努力提高科协及
学会工作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促进把学习贯
彻讲话精神作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努力
开创科协工作新局面。参加读书班的学员要先学一步、深学
一层，带动全国科技工作者学深学透讲话精神。申维辰还就
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科协在全面深化改
革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作了首场辅导报告。

王伟光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
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进行了解读。

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张勤以及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
出席。在为期三天的读书班中，学员通过专家辅导、自学、交
流研讨等多种方式进行了深入学习。

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发布
本报讯（记者陆琦）国家海洋局日前发布《2013 年中国海

洋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13 年我国海洋环境状况总体
较好，但陆源排污压力依然巨大，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严重，海
洋生境退化、环境灾害多发等问题依然突出。

公报显示，2013 年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
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95%，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的海
域面积为 14.4 万平方公里，呈富营养化状态海域面积约 6.5
万平方公里。海水水质为劣四类的近岸海域面积约 4.4 万平
方公里，严重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辽东湾、渤海湾、
莱州湾、江苏盐城、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近岸海域，主要
污染要素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根据公报，2013 年，监测的 72 条主要江河携带入海的污
染物总量约 1672 万吨，比上年略有下降。431 个入海排污口全
年达标排放次数占监测总次数的 50%，与上年基本持平。88%
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其中位于农渔业区和旅游休闲娱乐区内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
质超标率分别为 100%和 78%。实施监测的 77%的近岸河口、
海湾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环境污
染、水体富营养化、栖息地生境丧失是造成典型生态系统健康
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

公报同时显示，2013 年我国全海域共发现赤潮 46 次，
累计发生面积 4070 平方公里。赤潮发现次数和累计面积为
近 5 年来最少，但仍处于赤潮多发期，赤潮多发区集中于东
海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