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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出科学问题
姻蒋高明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审理来自国内外的论
文稿件和基金项目，也经常面临着这样的问
题，该文章有发表的价值吗？该项目值得资助
吗？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要看论文作者或
者基金申请者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是否提出了
值得发表或者值得资助的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顾名思义就是在人类掌握或了解
自然规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问就要答，问题
产生了，自然就要找到答案。当前的学科越来越
细致，对科学的认知也越来越系统、越来越仔细
了。有些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有些则依然没
有解决好。只要有人类存在，有科学家群体的存
在，科学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

提出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因此，科学
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很多论文值得发表或者很多
项目值得资助，都是他们提出了很好的科学问
题，并有了探索科学问题的途径（技术路线），或
有较好的实验结果，或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
路。如果按照这样严格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正在
进行的研究、已经完成的论文，或者正在审理中
的项目，很多还是没有抓到科学问题的实质。

中国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以百万计，动
用的研究经费也达万亿元。理论上，人类能够
想到的科学问题，中国人都想到了，能够解决
的也都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发表大量论
文和申请大量资助苍白无力的结果是，科学家
拟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或者问题解决得越来
越多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呢？这是因为当
前的许多文章发表或者基金都是功利的，前者是
文章写好了，要找一个科学问题去发表；而后者
是为了得到科研基金，临时找了个科学问题当幌
子。前者目的是要发表，后者则是要钱。这样功利
思想驱动下的科学研究，恐怕难以发现并提出科
学问题，也难以解决科学问题。

那么，如何提出科学问题呢？据笔者粗浅
的理解，不外乎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科学问题来自人类的好奇心。人类区
别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好问一个为什
么。重力的发现、元素的发现、蒸汽理论的发现、
细胞的发现及进化论的发现等，都是人类好奇
的结果。如果没有了这颗好奇心，可能就难以提
出问题，很多都是习以为常，那么结果就是庸俗
的人碌碌无为一辈子，也不会产生真正的科学
家。因此，对于以科学为职业的研究人员来说，
总是保留一份好奇心是非常必要的。人类往往

在孩提时代最好奇，也总有稀奇古怪的想法，而
提出的问题也难以回答。像当年两小儿辩日，就
难倒很有学问的孔子，今天解释起来还需要很
多物理与光学知识。如果有孩子问我鼻孔眼儿
为什么朝下而不冲天长，这样的问题也很难一
两句话说明白。好多孩子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要准确回答，恐怕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难
以说清楚，只能找个借口混蒙过去。

第二，科学问题来自实践，来自生活。实际
上，人类是在不断地与自然打交道才积累了越
来越多的科学知识的。瓦特发现蒸汽原理，就
是受到开水壶冒蒸汽的启发。实践中不断提出
一些问题，也不断解决一些问题。人类衣食住
行的进步都是在生产实践中实现的。过去日行
千里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日行万里也能够实
现。类似的问题依然会有很多很多。电话、电
视、无线电、电报、手机通讯、微博、电子邮件及
微信等技术的不断更新，都是人类在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数学、材料、物理、光学、计算机等领域
的科学问题后才得以实现的。今后科学的进步依
然会有来自实践需求的动力，而这种动力与资本
市场相结合将来得更快。处于不同领域的科技工
作者还应从实际生活中找灵感，这就要求我们的
研究人员不能总停留在实验室内，要走到工厂农
村或大自然第一线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以笔
者熟悉的生态学为例，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食
品安全、物种消失、水与能源危机、气候变暖、
臭氧层消失、雾霾、基因污染，无一不与人类的
生产活动有关，解决这些问题也对生态学工作
者提出了大量现实的问题。如果生态学不顾眼
前的现实问题，依然停留在纸上谈科学问题，
做重复实验，只能让人笑话。

第三，科学问题来自怀疑精神。人类掌握
的知识不断被同行或者后来人写进教科书，在
某一特定时段，直到后来人指出其问题，那些
知识都是作为科学真理而存在的。然而，科学
真理也是相对的，经过不断努力，人类总能发
现前人科学认知上的不足或者错误，科学就是
在不断纠错中成长壮大的。被写进教科书的知
识也是可以质疑的，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勇气，
需要足够的功夫，不仅仅是不人云亦云而已。
反之，如果不认真学基本知识，轻易对自己的
研究标榜为填补国内或国际空白，都是某种无
知的表现。更有很多研究，本来结论都写进教
科书里去了，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书本上的知
识，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实际上连重复研究

都算不上。科学是要经得起质疑的，那些容不
得别人质疑的科学不是真的科学，是假科学。
只有具有怀疑精神，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这
样的问题往往很简单：他们说得对吗？

第四，科学问题来自知识积累。当前科学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许多科学假说、定理、原
理层出不穷，有些经得起科学检验，有些则是
昙花一现。这样的科学故事非常多，它们在哪
里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教科书比较定论之外，
就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学术刊物就是承担着
负责记载并传播科研人员科学发现的，真的、
好的科学发现总是有科学故事的，科学问题是
引发科学家发表的动力，科学数据是其证据，
科学推理则是给同行描述其科学发现是不是
探讨到了问题的实质。因此，如果你要提出科
学问题，就要到茫茫的文献大海里去泡，多阅
读文献，多看别人怎么做，才能启发自己。现
在的年轻人不愿意读文献了，往往从网上找一
些二手文献，尽管毕业论文上赫然列出了一两
百篇文献，但有些也只有看看题目而已，并没
有认真研究。这些都不是做科学研究的态度，
也不会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只有自己真的入
迷了，对大量文献了如指掌了，所设计出来的
实验才有发表的价值，申请基金也才有中的可
能性。

第五，科学问题来自知识交流。火花依靠
碰撞而产生，如两块石头碰撞就是硬碰硬，这
样的火花如何产生呢？显然是在人的交流中产
生。文献是死的，人是活的。多与人打交道，就
会不断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仅
仅是同行，可能外行提出的问题更值得注意。
因此，要想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就要多参加学
术活动，多听多问。当问题多到成为一团乱麻
的时候，再听一些高人点拨一下，就会有豁然
开朗的感觉。科学研究是大脑劳动的过程，只
有掌握了扎实的科学理论，阅读了大量文献，
并注重实际，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人，才
不会轻易放过一个科学问题，在交流中碰撞出
思想的火花来。

总之，科学问题不是为问题而提出的，它不
是功利的产物，而是严肃且辛苦的科学劳动的
产物。作科学研究，往往提出科学问题最难。我
们在研究中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科学
问题是什么？建议新入道的同行尤其年轻的研
究生们多多想想这个问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变通革弊，与时宜之’，我们要抓住历史
机遇，花大力气，真正把‘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做
成指导研究所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真正把深
化改革的力量变成推动研究所创新发展的巨大
动力。”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以下简称东北地理所）所长何兴元说。

定位清晰善用禀赋

位于三江平原的东北地理所是中国科学院设
立在东北地区的综合性地理学、农学、生态学、环
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于 2002
年由中国科学院原长春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
原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整合组建而成。

“我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的先天禀赋，
研究所重点开展农业生态、湿地生态、遥感与地
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与技术、区域发展等学科
领域的研究，旨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和
前瞻性贡献。”何兴元说。

2014 年 7 月 7 日，中科院发布“率先行动”计
划组织实施方案。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加强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加强新型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
用，研发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开展“渤海粮仓”“东北
现代农业示范”等科技示范和推广工程，促进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升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20 年
前，力争在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渤海粮
仓”科技示范、东北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示范、科技增
地 1 亿亩———策划启动全国盐碱地改造计划、典型

县域特色经济产业链示范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东
北地理所的定位符合“二十一条”部分计划内容。

“一二四”喜获进展

2014 年 11 月，东北地理所公布了近年来
“一二四”战略规划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重大突破之一“东北主要作物高光效新型种
植模式与关键技术”取得的成果“作物高光效新
型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研究与应用”通过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大多数作物的种植垄距均为 60~65 厘
米，这种传统的耕作方式对产量有影响。”东北
地理所研究员刘景双负责该项目。

科研人员经过计算得出作物高光效新型
种植模式，自主研发了一项可充分利用光温资
源从而提高玉米、水稻产量的新型种植技术。

“这项成果科学量化了主要作物（玉米、水
稻）最佳种植垄向与垄距，创建了作物高光效新
型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体系，并构建了玉米苗带
轮换休耕、秸秆覆盖还田培肥为主的配套技术体
系；经 10 年连续验证和 6 年示范应用，提高作物
光能利用率 0.1%~0.3%，使玉米增产 6%~15%、水
稻增产 5%~10%。”刘景双说。

该项技术在吉林省、黑龙江农垦、沈阳军
区、新疆等地区累计示范应用 1273 万亩，增产
粮食 13.4 亿斤，创造经济效益 20.5 亿元。

重大突破二“东北沼泽湿地碳收支及其对全
球变化的响应”历经多年研究建立了我国沼泽学

理论体系，填补了我国学科空白。
“我们建立了水陆相互作用的沼泽发育及

成因理论、类—亚类—沼泽体的沼泽等级分类
系统，揭示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叠加影响下
沼泽湿地温室气体产生、排放及碳累积的时空
变异规律及其环境和生物控制机制，阐明了沼
泽湿地碳平衡对长期外源氮输入的响应机理
及垦殖活动影响下沼泽土壤不同碳组分变化
对土壤总有机碳的贡献，建立了沼泽湿地蒸发
蒸腾模型，明确了典型沼泽湿地碳、氮、磷及
汞、铁等元素的迁移转化特征与分配模式。”东
北地理所研究员宋长春告诉记者。

在东北地理所重点培育之中，“苏打盐碱
地高效治理关键技术与示范”采用地理远缘杂
交、穿梭育种等先进育种技术，历时 16 年成功
育成“东稻 4 号”水稻新品种。

“该品种集高产、优质、多抗、理想株型及
广适性于一体，尤其是耐盐碱性和抗稻瘟病

性，均明显优于吉林省其他主推品种。”该所研
究员梁正伟欣喜地告诉记者。

“东稻 4 号”获吉林省 2010 年水稻新品种
高产竞赛一等奖，亩产 849.37 公斤，创吉林省
历史最高纪录；2011 年获全国优质食味粳稻品
评一等奖，并成为吉林省中早至中熟的主推品
种，2010~2014 年“东稻 4 号”在吉林省累计种
植面积达 367 万亩，在全国其他适宜地区推广
170 万亩，社会经济效益极其显著。该成果为水
稻育种亲本应用、育种方法和鉴定技术的改进
提高奠定了基础，对推动吉林省水稻生产发
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居安思危 主动求变

“阶段性成果的取得，是长期、多年对某个领域
的科研投入。我们所立足于东北，在满足区域重大
需求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立足研究所实际，将

研究所‘一二四’规划的推进与‘率先行动’计划的
改革要求有机结合，这不仅符合‘率先精神’，也突
出了我们在地方的不可或缺性。”何兴元表示。该研
究所领导班子成员、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层干部、各
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各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副主任在
2014 年 9 月召开的启动“深化改革实施方案”编制
工作专题研讨会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要按照研
究所分类改革的总体要求，增强大局意识、机遇意
识、责任意识和开放意识，进一步明确定位、找准发
展路径，满足区域重大需求、凝练科技目标和任务、
以国家对地方的需求为导向，突出研究所区域优
势，展示研究所的活力，针对地方需求找准抓手，努
力发挥区域特色和学科特色。

“忧劳则兴、逸豫则亡，全所职工要居安思
危，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率先行动’计划和
院党组的决策上来，要适应社会变革和科技发
展的需要，主动求变，积极推动研究所的深化
改革。”何兴元说。

现场

TMT激光导星联合实验
在兴隆观测站进行

国家天文台 隗

阶段性成果的取得，是长期、多年对某个领域的科研投入。
我们所立足于东北，在满足区域重大需求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
究。立足研究所实际，将研究所‘一二四’规划的推进与‘率先行
动’计划的改革要求有机结合，这不仅符合‘率先精神’，也突出
了我们在地方的不可或缺性。

本报讯 日前，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联合理
化所、光电所与三十米望远镜（TMT）项目总
部专家一起，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成功
进行了系列激光导星联合外场实验。

所谓激光导星，是指利用激光器技术，
发射准确的钠黄光（波长 589nm），激发 90～
100 公里高度的大气层的钠层，所产生的人
造“星像”或“信标”。基于激光导星，配备自
适应（AO）光学系统的望远镜，可以校正大
气对原始星像的扰动，使得地基大型光学—
红外望远镜对天体目标的观测达到口径衍
射极限空间分辨率。

此次实验，重在检验中科院理化所自主
研发的全固态激光钠信标激光器原理样机
的物理性能指标，能否满足下一代巨型望远
镜 TMT 的多层共轭自适应光学（MCAO）系
统的使用要求。

为了达到实验目的，国家天文台会同理

化所、光电所和 TMT 项目总体部专家，自
2010 年起组成了联合实验组，开展了多年分
工协作。此次在兴隆进行的实验，是对钠激
光器原理样机性能能否满足 TMT30 多项技
术指标要求的全面检验，诸多国内外专家都
十分期待实验结果。

据了解，研制多套钠信标激光器及激
光导星发射装置，并产生激光导星星群，是
国 家天 文 台参 与 TMT 国 际 天 文 台 建 设

（2014～2024）实物贡献的两项重要研发任
务，是 TMT/MCAO 系统功能实现的关键，
将有助于 TMT 实现在宽视场范围，改正
大气扰动影响，达到 30 米口径衍射极限分
辨率。相较于哈勃空间望远镜，TMT 的空
间分辨率将提高 10 倍以上。基于激光导星
群的自适应光学，是今后大型光学—红外
天文望远镜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柯讯）

观点

激光导星发射现场
实验组对激光器进行调试

与时宜之 其率先之
———东北地理所在行动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譹訛

譺訛

“

譹訛地理综合楼雪景
譺訛田间测产
譻訛玉米播种配套机

械研发
譼訛湿地定位观测与

控制实验 譼訛譻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