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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你和同伴的研究在 DNA
修复和控制、治疗人类疾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你认为对人类疾病还应该进行哪些深入的研
究？

阿龙·切哈诺沃：我们都希望永葆青春，获
得高质量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要治愈所有的疾
病，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历史告诉我们不能。
但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寿命得到大幅提高。与此
同时，人类也付出了新的代价———新疾病不断
出现。这意味着，人类在医药上必须抢先发力。

如果说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第一次药物革
命是偶然发现，第二次革命则是化合物组合和
筛选的发生。第三次革命则是个性化药物的研
究，即 DNA 药物，人类的基因组测序成本已经
大大降低，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基因
组的秘密，相信这些基因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实
现个性化医疗，并且尽可能地具有经济性。个性
化医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中国科学报》：个性化药物的研究面临哪

些困惑和障碍？
阿龙·切哈诺沃：在 DNA 和生物制药方

面，我们享有的个性化药物里面就有很多个性
化的问题。很多疾病由于不同的基因而形成，很
多不同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不是解决一个基因
的突变就能解决问题，有些病有好多基因突变，
是一个多极导致的疾病转变。

个性化医疗同样面临诸多个性化的障碍。
病人基因的不稳定，导致治疗也不稳定；人们的
生活方式、环境、基因型很复杂；畅销药的时代
已经结束，治愈一种疾病可能会有几种药物，患
者吃哪几种药可能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我们在很多疾病上没有动物的模型，
也不能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开发新的药物费
用非常非常高，有时一个药物开发达到几十亿
美元。

此外，人们担心如果制药厂知道病人的基
因组排序，个人信息会不会被泄露。生命伦理学
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报》：关于个性化治疗，如何制定
合适的价格，让更多的人受益，这种方式如何普
及？

阿龙·切哈诺沃：如果说我们要采取个性化
的医疗，怎么能够使其更具有普及性，使人们可
以负担得起。作为一个化学家，我不能对价格进
行评论。

目前基因测序价格已经有非常大的下降，
而且越来越多的药物变得非常便宜，随着各国
医疗保险的完善，每个人都更趋向于获得非常
好的医疗服务。但保险和医疗服务肯定是有限
度的，越来越多的人会额外自己花钱购买医疗
服务。

如今世界范围内的医药领域都有非常大的
发展，个性化的医疗成本价格也是基于药物价
格的，也许在未来很多的药物类企业可以作出
更多的贡献，我们可以花很少的钱购买服务，不
过现在作预测为时尚早，或许我们可以咨询经
济学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个性化医学，一场新的医学革命
姻本报见习记者 贡晓丽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他说以自己 70 多岁的年龄
只能为教育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了，慈善事业让他的
生命更有意义和价值。

“

魏寿昆（最年长院士逝世）

6 月 30 日晚，我国
科 技界的 泰斗 级 人物
魏寿昆辞世，享年 107
岁，他是我国最年长的
院士。

北京科技大学发布
唁言称：“惊闻魏寿昆先
生辞世，不胜悲痛！”并
向魏寿昆先生家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唁言中介
绍魏寿昆为冶金学界的泰斗和业界宗师，他的逝
世是国际冶金工业不可弥补的损失。

魏寿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北京科技
大学建校元老之一。据北科大新闻中心主任陈
捷介绍，魏老先生年事已高，在此前几年就已经
失去视力，但在其眼睛可以看到的时候还会做
做数学题。魏寿昆作为中国冶金物理化学学科
创始人之一，首次提出“转化温度”概念及运用
活度理论，在国内率先开拓固体电池直接快速
定氧技术。他作为冶金领域的一代宗师，为我国
培养了大量冶金人才，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
国钢铁工业发展之路。

周成虎（当选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

据国际地理联合会
（IGU）秘书处发布的最
新选举结果，中国地理
学会对应 IGU 委员会
主席、中科院院士、中科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副所长周成虎近日当
选 IGU 执行委员会副
主席。任期为 2014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

周成虎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空间数据的知
识挖掘、地学智能计算、洪水灾害的数值模拟分
析与评估信息系统、遥感影像的地学分析与应
用。主持和参加“重大自然灾害遥感监测与评估
运行系统”“香港环境遥感综合研究 ”等国家

“九五”攻关、“863”计划和国家合作等项目。先
后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等。

国际地理联合会是国际地理学界的最高学术
组织，是国际科学理事会的成员，下设国家委员会
及各专题学术委员会。

李素妍（韩唯一宇航员拟辞职赴美）

据韩国《朝鲜日报》
日前报道，韩国首位宇
航员李素妍决定辞职离
开 韩国 航空 宇 宙研 究
院。耗资 260 多亿韩元

（约合 1.6 亿元人民币）
宇航员培养项目的主人
公去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MBA）课程在韩国国内引起轰动。
李素妍是韩国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宇航员。她

曾搭乘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在国际空间站停
留 10 天并参与进行 18 项太空试验。李素妍从国
际空间站返回地面后，在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完
成了两年义务服务，后来突然于 2012 年前往美国
攻读 MBA 课程。当时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方面解
释说：“MBA 课程是旨在提高宇航员能力的学业
的一部分。”

但如今李素妍决心离开韩国航空宇宙研究
院，毅然斩断了与研究院的关系，从而引发争议。

Kodomoroid（日本美女机器人主播亮相）

日本研发的新款智
能机器人近日亮相。科
学家表示，这是全球第
一款能够播报新闻的安
卓系统机器人，外型栩
栩如生，幽默的谈吐展
现其完美的语言能力。

据悉，外表看似少
女的“Kodomoroid”播报了地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突击行动的新闻，让在场记者大感惊奇。
Kodomoroid 甚至还跟它的研发者、机器人专家石
黑浩开了个玩笑，它对石黑浩说：“你看起来愈来
愈像机器人。”

与机器人新闻主播同时展出的还有美女机器
人 Otonaroid，“她”在重启系统后连连道歉，自嘲

“有点紧张”。
报道称，这两位“美女”将落户东京国家新兴

科学和创新博物馆，通过与访客互动收集人机互
动数据。

刘丁宁（“卫冕状元”回应质疑）

一直处在舆论浪尖
上的辽宁高考“卫冕”文
科状元刘丁宁近日终于
通过公开信作出回应。
她是 2013 年辽宁文科
状元，原本在父母说服
下接受香港大学全额奖
学金录取，但最终因种
种原因退学复读，今年再次考出辽宁文科最高分，
被戏称为“卫冕状元”。

对于大家最为关心的退学港大、复读重考事
件，刘丁宁在文中澄清：“去年一不小心多对了几
道文综选择，顶了个虚名，又是第一次人生道路的
选择，当然会有许多犹疑困惑。”

“当我通过思考与实践认识到，再不按自己的
心愿追求梦想我们就老了，我发现原来那扇门没
等我已经关闭了。制度留给我的唯一选择是：抹带
重录。”刘丁宁如是说，算是对她一直公开宣称心
向北大中文系，却最终去了港大，然而又退学这一
系列大家“看不懂”的动向作回应。 （郭康）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从校长岗位
退下来后，便开始思考一个听上去很严肃的问
题：“我的下半辈子要怎样度过？”

他的决定是，好好打理一番自己的“财富”。
2010 年，《杨德广教育文选》出版，集结了他

从事教育实践和研究 30 余年来发表的 193 篇
文章；此后，他又撰写完成 40 万字的专著《从农
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回顾自
己的事业人生。

留下这些“精神财富”的同时，杨德广还有
一个埋藏多年的“财富”心愿想要了却：将自己
几十年积攒下来的 100 万元书稿费和讲课费捐
献给母校。

“我读过书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母校，
每个学校只有三十多万元的话，恐怕还是太少
了。”杨德广希望能为每个学校捐献 100 万元，
为此，他干脆卖掉了一套自己的住房。2010 年，
在上海高教学会组织举办的杨德广教育思想研
讨会上，杨德广与三所母校签订捐赠协议，正式
设立“杨德广帮困基金”。

杨德广的善举感动了社会。2012 年，上海市
的一名企业家找到他，决定拿出两百万元共同
参与杨德广的公益事业，如何使用这笔捐款由
杨德广决定，唯一的要求是不用这位企业家的
名字来冠名。

“杨德广帮困基金”取得了来自社会爱心人

士的第一笔资助后，他将目光投向了西部，与这
位企业家来到位于甘肃省环县和四川省富阳县
两个贫困地区的两所小学。

“刚去的时候，看到这些孩子们中午就吃
窝窝头，热饭热菜都没有。”杨德广决定，各捐
助 20 万元，先行解决这两所学校的营养午餐
问题。

盼望多年的食堂终于建好了，学生和家长
们纷纷称赞：“上海的慈善之星到西部发光了。”
此后，杨德广和这位企业家每年都要去捐助的
两所小学，看看那里的变化。

“孩子们学习都很刻苦，但却很少有人能上
中学和大学，大都是因为经济条件不足就放弃
了。”杨德广为这些优秀的学生感到惋惜，于是
决定在两所学校中各选出 16 名成绩优异的学
生，在“杨德广帮困基金”中开展“一帮一”行动。

回到上海，杨德广开始积极地为这些学生
寻找“一帮一”的帮扶对子。经过两年的努力，全
部 32 名学生的资助者都已全部落实，杨德广一
家认领了 5 名，其中包括自己的儿子、女儿和外
孙女各认领了 1 名，好友、同事、学生也都纷纷
献出爱心。

“钱不是很多，但希望能够激励他们认真学
习，奋发向上。”杨德广说，让西部贫困地区的学

生和家长能够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们，让他们
体会到社会的温暖，“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就很高
兴了”。

过段时间，杨德广将再赴西部那两所小学，
今年的目标，是要兑现去年曾许下的承诺：资助
一批计算机和体育设施。

如今，杨德广有大半时间都在为他的公益
事业忙碌着。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说以自己
70 多岁的年龄只能为教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了，慈善事业让他的生命更有意义和价值。

杨德广时常会想起自己经历过的艰难岁
月，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的他，依靠在上海做学
徒的哥哥完成了中学学业。他很清楚地记得，
1960 年 8 月来到上海读大学那天，肩上背着一
个破旧的麻袋，口袋里仅有 3 块钱。

“我就在想，从三块钱到三百万元，是谁给
我的？”杨德广内心里早已有了答案，“是党和人
民给我的，是社会给我的，所以我要回报给社
会。”

杨德广的公益事业被媒体报道后，他收到
了很多这样的赞许之词———“了不起”“伟大”

“崇高”……然而在他内心里，觉得最感动、最舒
心也最为确切的一句评价却是：“你是活明白
了。”

从开始认识
微生物领域到获
得诺贝尔奖，阿
龙与医学的亲密
接触已经超过 40
年。在阿龙看来，
坚持科研，就像
坚持一场马拉松
比赛，只不过这
一坚持可能需要
20~30 年才能有
所成就。

退休校长杨德广的慈善经
姻本报记者 郝俊

阿龙 科研就像马拉松
姻本报见习记者 贡晓丽

名家掠影

一周人物

休闲西装、深蓝色毛衣加一条少许褪色
的牛仔裤，足蹬一双黑色运动鞋……这就是
阿龙·切哈诺沃的全部装束，单从衣着，你无
论如何想不到眼前的人正是久负盛名的最早
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但从他不
停转动的眼眸和因常思考问题而习惯性紧锁
的眉头，你又能够判断这必是一位深藏大智
慧的学者。

不久前阿龙因一次会议来到北京时，接
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我来教你英语，你教我中文。”与阿龙交
谈时间不长，他即表达了自己想要学习中文
的想法，当记者面露谦虚、实则内心澎湃地表
示自己的英文水平确实有待提高，阿龙毫不
掩饰地说：“那又怎样，我的中文基础才是零
呢。”幽默的自嘲一下拉近了交流的距离，没
有身份隔阂的压力，采访愉快而顺利。

“放纵式”培养

2004 年，阿龙与以色列科学家阿夫拉姆·
赫什科（AvramHershko）、美国科学家欧文·罗
斯（IrwinRose）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们
发现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 （一种蛋白质
降解的重要机理）。201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

作为一名摘得科学桂冠的自然科学家，
阿龙的成功与他的聪明、能干、刻苦密不可
分。问及成功的秘诀，阿龙脱口而出：“要刻
苦、有耐心，而且必须喜欢你所做的东西。”在
他看来，当今青年大学生们要努力学习、努力
奋斗以不断获得知识，当学有所成的时候一
定要记得报效祖国；尤其重要的是，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珍惜自己的青春，不要把时间和精
力浪费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

阿龙说自己的个人成就不足为谈，但毕竟
作为以色列第一批诺贝尔科技奖得主之一，他
将这枚诺贝尔奖视作为祖国争取到的荣誉。“我
的祖国很小，也因此人们的思想更加灵活，为年
轻人提供的学习方法也很多元。”阿龙十分感激
他所获得的所有学习机会。

谈到儿时父母对自己的培养，阿龙也表
达出感激之心，“家里有很多书，我都会翻看，
父亲从不拘束我”。3 岁时跟随身为英文老师
的母亲学习英语，读书、写字更是早早启蒙，

“小时候因懵懂翻阅了各式各样的书，印象里
读得最多的是有趣的历史书。”阿龙分享道，
那时看的书大多不明就里，但是阅读的兴趣
从此就不曾消减。

父母对其学习热情的“放纵”加之其上学
之后老师提倡的独立意识，共同造就了阿龙
自由、自立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老师不会告
诉学生该不该做什么，而是要靠学生自己跟
随老师的想法，发现并提出问题，由‘该做’变
成‘想做’，主动要求老师的帮助。”

不是最优秀的

一颗对外界事物永远都充满好奇的心是
促使阿龙学习的原动力，“我们都希望青春永
葆，获得永生，获得高质量的生命，这样我们
就要治愈所有的疾病，这个梦想能不能实
现？”对微生物的探究越多，阿龙越是对其痴
迷，“从开始研究疾病是怎么来的到后来化学
实验室里检验病毒、检测药物，一切都在等待
有探知欲的人发现更多的真理”。

专业研究之外，阿龙的好奇心还体现在
积极学习身边的不熟悉的事物。阿龙说，他的
生日是 10 月 1 日，和新中国的生日是同一
天，加之近年来应邀来华的机会增多，他对中
国很有感情，“搜集了很多中国的历史资料，
了解一个国家的过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情。”阿龙打算下一步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地
方特色与风土人情，“中国的食物也是需要花
时间慢慢体验的，实在太丰富了。”

虽然赢得了科学类最高奖项，阿龙仍不
认为自己是专业领域内最优秀的人，就像读
书时也没强求自己非第一名不考，“小时候的
成绩一直不是最好的，这样才有发展空间和
目标，如果一直保持第一的地位，可能会影响
学生的发展潜力和上升余地。”虽然强调自己
并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但能考取当地录取
率非常低的医学院，足以验证阿龙的“不做最
好才能不断提升”的经验。

保持优异成绩的法宝是善于思考和探究
问题，也正是由于习惯独立思考，阿龙很少参
与学校的集体活动，“思考是一个人的事情，
但实践则是需要团队的合作。”阿龙强调，安
静、独立是为了解放自己的思想，而团队协作
则是将想法付诸行动的保证。“诺贝尔化学奖
的获得，同样离不开整个科研团队的支持。”

大学期间对生物学理论课的学习加上实
验课上的动手能力训练，为阿龙以后的科研
工作打下基础，阿龙庆幸自己学生时代遇到
了很多鼓励学生动手实验、发现结论的优秀
教师。而被学习占据大部分时间的阿龙愉快
地抱怨：“都没有时间谈恋爱。”

专注科学四十年

从开始认识 微生物领 域到获得诺 贝尔
奖，阿龙与医学的亲密接触已经超过 40 年，

“我只知道这很重要，但是并不知道会发现什
么。”阿龙说，坚持科研，就像坚持一场马拉松
比赛，只不过这一坚持可能需要 20~30 年才
能有所成就。

当初，阿龙是以色列理工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做了很多手术，见多
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感受了他们的痛苦之后，
他开始对病理产生了兴趣，越来越想弄明白
病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慢慢地想到了分
子水平、蛋白质上面去，于是从医生转到了科
研岗位，当起了大学老师。“这么多年来，我对
我现在从事的研究依然非常喜欢，非常有热
情，尽管已经得到了诺贝尔奖，但还是有耐心

并刻苦工作，除了睡眠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工
作，当然不仅是科研。”

除了科研以外，阿龙对人文艺术也很感
兴趣。平时他喜欢听音乐，读小说，看看文学
艺术作品。坐飞机时，他戴着耳机沉浸在音乐
的世界里；夜深人静，他才有时间静下心来细
细品味小说。

阿龙还喜欢旅游，利用每年去各地讲学
的机会四处游历，至今已去过一百多个国家。
摄影也成为他讲学之下的“副产品”，每次出
门，他都用镜头记录下他遍布世界的足迹。不
过，在阿龙看来，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做出最好

的科学实验，他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
它就像爱人和孩子一样让人难以割舍。”

阿龙的妻子是一名外科医生，“她同样受
到过高等教育，我们一起读书、听音乐，度过
轻松时刻，几乎无话不谈。”阿龙介绍自己的
妻子时说，“因为各自都非常忙碌，因此也格
外珍惜在一起的时间。”言谈中透着不能多陪
陪妻子的愧疚。

访谈结束时，阿龙询问在哪里能够买到
中国的丝绸，他要为妻子带回一件礼物。每次
外出，挑选当地的特色产品作为礼物，是他对
妻子的承诺。

“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