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之声

■崔雪芹

今年，是浙江大学进行年度十大
学术进展评选的第 3 年。网络投票第
一天就收到“选票”两千余张。中科院
院士、浙大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泽欣喜
地“嗅”到了逐年活跃的学术氛围，他
认为，学术生态是高校文化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公众的学术欣赏
能力、个体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都至
关重要。

“一个学者，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
专家，他都在乎周围学术生态的回应。
有了欣赏的眼光，无论是别人给你的
欣赏，还是你给别人的欣赏，这个世界
都会不一样。”张泽说，“我们评选十大
进展，一不给钱，二不给名，更看重的
是培养浙大师生的学术欣赏水平。”

在欧洲一个小村庄的一场音乐会
让张泽记忆犹新。在演唱会中，所有人
都西装革履，演出结束没有一个人离
开，持续地鼓掌。他表示，人们对电影、
音乐等艺术有很好的欣赏，甚至是疯
狂的欣赏，文化价值提供者和消费者
之间有很好的关系。这种欣赏的生态
关系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推动
了社会的进步。对于科学来说，也需要
相互交流、相互欣赏的学术生态。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联手做出的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QLED），提出了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能源工程专
家从环境保护角度，提出了巧妙解决污泥清洁并且燃烧的问
题；“石头剪刀布”的研究在最日常的生活现象中揭示了一种
深刻的博弈现象……张泽说，今年浙大的十大学术进展评选
项目中，理、工、农、医、人文、社科都有亮点，“这是科学家对
于解决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提供人类新的生活方式作出的
努力”。

“伟大的贡献只有在公众理解之后，才能变得伟大，这是
充分条件。”张泽说，科学家做的事，不光要自己理解，还要让
身边的人懂，让公众懂，这样才能赢得人们对科学精神、科学
方法和科学态度的尊敬。“好的工作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
公众的充分理解才是充分条件。”

“真正让牛顿成为牛顿的，是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哈雷，在
他的鼓励下，牛顿才把他的思考写成论文和著作发表，让世
界了解了他的思想。”张泽说，听众的欣赏，某种程度上推动
了科学的进步。

学术进展的评选落脚点是让身边的老师和同学来做“学
术听众”，了解同事在关心什么、干什么。张泽认为：“要相互
交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自己才会发展，同行才会发展。”

“今天的社会已经走到了大家需要相互依存的时代，
今天的创新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制造和市场运作
等全链条的创新，有了相互欣赏，才会有相互支持和合
作。否则，创新就会‘断链’。现在，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
里，更需要一种健康的学术生态培养公众的学术欣赏水
平。”张泽表示。

■本报记者 王珊

事情要从农业部在官网上挂出的一则招
标公告说起。

这是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仪器设
备统一招标采购———农田观测和实验室分析
仪器的一则公告，内容是农业部要投入 2.8 亿
招标采购 506 台仪器设备。

“这不正是我参与论证讨论过的项目吗？
已经启动了呀。”“有点兴奋。”这是中国仪器仪
表学会农业仪器应用技术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蒋士强看到这一信息后的第一反应。

蒋士强从 2010 年开始参与“十二五”农业
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论证。该项目意在通过
打造 30 个“学科群”、228 个重点实验室，来解
决制约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难题。

仪器招标意味着项目的开启。然而，在细
读了招标仪器一览表之后，蒋士强更多的是吃
惊———招标采购的 506 台仪器设备中，拟定进
口的竟然占 97.8%，而拟定采购国产仪器设备

仅占 2.2%。
而在逐步检查了各项拟定进口的仪器项

目后，蒋士强发现，很多类似的国产仪器其实
可以达到进口仪器的同样性能，很多仪器甚至
已被国内科研机构普遍使用。

颇为费解的选择

微波消解仪是众多拟进口招标设备中的
一种。该设备主要用于从土壤、植物、矿物和生
物组织中提取各种有效成分，相对于传统的样
品预处理技术来说，它具有省时节能、环境友
好、快速简便、消解效果好等优点。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所用的微波消解仪
一度曾被国外 CEM 和麦尔斯通公司所垄断。
如今，全国有十几家企业生产各具特点的微波
消解仪，其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均已解决。“不仅
是一般单位、大专院校，甚至是国家重点实验
室，都已采用国产微波消解仪了。”也正因为
此，招标清单中的“进口”两字让蒋士强觉得颇

为费解。
同时，列表中明确标注进口的原子荧光光

谱仪也是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大仪器。此外，荧光分光光度计、
离子色谱仪、土壤养分速测仪、超低温冰箱、人
工气候箱……这些都需要进口吗？

充满疑问的蒋士强写了一封信给了项目
的采购代理机构———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
心，但他至今尚未收到合理的答复。

记者试图联系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但多次拨打电话，没有人接听。

“我国仪器设备的总体水平是落后于国际
先进水平，但现在也确实有不少仪器设备有了
很好的发展。”蒋士强说。2014 年 9 月份发布的

《国产好仪器手册》显示，我国仪器设备约有
1/3 属于高端的仪器设备；约有 1/3 与进口品
水平已完全相当。而此次指定进口的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气象色谱仪等就在其中。

在中低端领域应用上，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蓝闽波也表示：“国产仪器应用已非常广泛，特

别是在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室，国产仪器占有
极大优势。”

明显的“排内”倾向

“明确要求进口这么多仪器应该是采购代
理机构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来做的。”一位不愿
具名的专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法》也显
示，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
办理招标事宜，并遵守本法关于招标人的规
定。但招标法也明确规定，招标文件不得要求
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
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由此看来，农田观测和实验室分析仪器的
招标有着明显的“排内”倾向。“这样大规模的
设备招标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浪费，因为钱是
政府给的，肯定要买最好的，否则剩下的钱是
要退回去的。”上述专家告诉记者。

这也就解决了蒋士强的疑问，即缘何在
国产仪器可行的情况下，还选择进口。其实，
早在项目开始论证时，蒋士强就曾对 30 个学
科群、228 个实验室的建设设想提出质疑。

“学科群建设是否应该突出重点，突出农业科
技发展中最紧迫的学科群，重点实验室的建
设是否也应该挑有前沿性、突破性的实验室
来重点支持？”

不过，后续印发的《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发
展规划（2010-2015 年）》依然指出，要在 30 个
学科群下，建设 30 个以上综合性农业部重点
实验室、170 个以上的专业性（区域性）农业部
重点实验室。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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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日前在北京会见了美
国马里兰大学校长陆道逵（Wallace Loh）一行。

白春礼首先对陆道逵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向美方
介绍了中科院的基本情况，并重点介绍了中科院近期开
展的研究所分类改革的相关情况。他强调，马里兰大学与
中科院诸多研究所在地理数据分享、生物技术、植物学、
海洋科技等领域有着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希望今后双方
能继续加强已有合作，并在双方感兴趣的新领域开展实
质性合作。

陆道逵是马里兰大学创校 150 年来首位华裔校长。他

简要介绍了马里兰大学的相关情况。他说，马里兰大学依靠
距离华府近的地理优势，掌握较强的政府网络关系；在生命
科学、计算领域等具有自己的优势，并重视将科技转化为能
够造福美国大众的成果。他希望能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建立
联系，汇集双方优秀科学家，针对相关热点领域开展研讨，形
成可行的项目方案。

会谈结束后，白春礼和陆道逵代表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柯讯）

白春礼会见美国马里兰大学校长

本报北京 6 月 9 日讯（记者丁佳）《自然—遗传学》杂志
今天在线发表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一项成
果，研究揭示了水稻亚种间氮利用效率差异的分子机制，为
我国科学家提出的“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和“绿色超级稻”的
培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子模块。

该所研究员储成才领导的团队研究表明，籼稻品种利用
硝酸盐的能力显著高于粳稻品种，通过图位克隆技术从籼稻
中克隆出高氮利用效率基因 ， 编码一个
硝酸盐转运蛋白，在籼粳稻间只有一个氨基酸的差别，且籼
稻与粳稻呈现出显著的分化，各种证据表明，籼稻型具有更
高的硝酸盐吸收及转运活性。

尤为重要的是，籼稻中的硝酸盐同化过程的关键基因也
被显著上调，使籼稻具有更高的氮肥利用能力。研究表明，

的一个碱基的自然变异是导致粳稻与籼稻间氮肥
利用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研究人员将籼稻型 导入粳稻品种，在北京、上
海、长沙三个试验点进行的田间实验表明，含有籼稻型

的粳稻品种在一半施肥条件下，与对照相比增产
30%~33%，氮肥利用效率提高 30%；在正常施氮条件下，增产
8%~10%，氮肥利用效率提高约 10%。这一结果表明，
在粳稻氮肥利用效率改良上具有巨大应用价值。

据了解，亚洲栽培稻分为两个主要亚种———粳稻与籼
稻，粳稻由于其较强的低温耐受性在中国、日本及朝鲜半岛
等东北亚地区广泛种植，由于粳稻比籼稻具有更好的食味品
质，在中国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然而相比于籼稻，粳稻的低
氮肥利用效率成为限制其种植面积扩大的重要瓶颈。

官方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农业部 亿元招标采购 台仪器设备，其中拟定进口仪器设备
占 ，国产仪器仅占 ———

国产仪器缘何失去“参赛资格”

又是一年毕业季。据统计，
2015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达
到 749 万人, 比 2014 年再增加 22
万人，大学生就业面临巨大挑战。

就业是民生之本。随着经济下
行压力的增大，就业问题日渐凸
显。不过，我们在关注公开失业的
同时，必须对隐性失业问题予以高
度重视。这样既能够更全面地了解
我国就业现状的真实情况，也有利
于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近些年来，我国的城镇登记失
业率始终保持在 4%的较为平稳水
平。已公布的调查失业率仅为 5%
左右。应该说，和我国的经济发展
速度以及欧美大多数国家相比，该
失业率是一个较低的水平。

虽然我国的公开失业率不高，
但隐性失业现象却广泛存在。据估
算，自 1978 年以来，我国隐性失业
人口数量从 3902.8 万呈波浪式增
加，到 2002 年达到 21598.4 万高
峰，此后隐性失业人口开始迅速下
降，直至隐性失业人口总体消除。
其间，第一个波峰在 1982~1984
年，第二个波峰在 1990~1991 年，
第三个波峰在 2001~2002 年，此后
隐性失业率快速下降，自 2004 年
以来隐性失业率几乎为 0，而这种
情况也与同时出现的劳动力市场

“用工荒”紧密相关。
与传统的隐性失业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不

同，当前的隐性失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在产生
的原因方面也与过去有较大差别，以往的隐性失
业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所致，而目前
的隐性失业既有统计方法上的问题，也有劳动力
市场政策进行托市和保护的问题。我国目前主要
采取的仍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农村流
动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虽然一些调
查研究均表明，农民工的失业率均比平均的城镇
失业率要低，但农民工职业不稳定、工作不充分却
十分严重。此外，城镇失业或无业青年（包括大学
毕业未就业人员在内）不登记的现象普遍，宁肯在
家当“啃老族”也不愿到就业机构登记失业。

这就意味着，即使简单地以官方公布的城镇
登记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之间的差额等同于隐性
失业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的隐性失业率至少在 4%
以上，涉及到隐性失业者上千万人。假如以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之间的
差距来简单衡量的话，那么隐性失业率也要超过
1%，隐性失业人员达到 300 万人以上。

笔者认为，隐性失业的存在不仅仅可能伤害
劳动者的自我权益，还有可能对宏观决策产生误
导。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尽快完善我国
的失业统计制度，改进政府的就业补贴政策等，尽
快使隐性失业显性化，从而为就业优先战略的实
施以及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可靠的政策参考
和依据。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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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粳稻氮利用效率
改良上极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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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顾铭）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
所抗感染免疫与疫苗研究课题组近日建立了一种流感研究新
型感染动物模型。专家认为，这是首次建立了更加类似流感自
然感染的动物模型，为流感研究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技术平
台。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病毒学杂志》。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
要通过飞沫、人体接触以及与被污染物接触等方式传播，容
易引起暴发流行，对人类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流感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流感流行的有效措施。在评估
新型流感疫苗有效性及保护效果的研究中，常采用动物（小
鼠、雪貂等）感染模型作为实验手段。以往通常采用一次性
大剂量流感病毒攻击感染，而被感染人群每次接触的病毒
剂量也可能非常有限。因此，建立更接近于自然感染情形的
流感感染动物模型，对于流感病毒感染宿主免疫病理研究
以及疫苗或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员周东明的指导下，上海巴斯德所抗感染免疫
与疫苗研究组的宋宇峰、王祥等建立了一个流感病毒低剂
量重复感染的小鼠模型，研究了该模型的病理、免疫反应以
及在商业化疫苗效价评估中的应用前景。研究发现，流感病
毒低剂量重复感染能在小鼠体内累积更高的病毒滴度，造
成更严重的病理损伤，迅速导致体重丢失及个体死亡。同
时，该模型能诱导更高的炎症小体反应。

研究人员在这项研究中还发现传统灭活三价流感疫苗
可以保护小鼠免受流感病毒单次大剂量的攻击感染，但不
能抵御流感病毒低剂量重复的攻击感染，提示该动物模型
在疫苗效果评估中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为流感研究提供
真实有效技术平台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
科院院士张亚平课题组对藏鸡和其他多种不同地区的家鸡
进行了基因组重测序，揭示了藏鸡的高原适应性进化的遗传
机制，研究对藏鸡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培育均具有指导意义。
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分子生物学与进化》期刊。

家鸡是表型多样性最为丰富的鸟类，是研究复杂性状进
化的极佳动物模型。藏鸡是一种分布于青藏高原的古老鸡
种，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作用，对青藏高原特殊
环境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例如，藏鸡血液中红细胞数目明
显多于平原鸡，藏鸡的血红蛋白和氧气的结合效率较高。此
外，其他家鸡品种在高原低氧情况下的孵化率远远低于藏
鸡，这也是制约西藏禽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对藏鸡
的高原适应性进化的遗传机制研究甚少。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课题组从头组装了一个
藏鸡基因组，并对 5 只红原鸡和其他 27 只不同地区的家鸡
进行了基因组重测序，通过整合比较基因组学和群体基因
组学手段来揭示藏鸡的高原适应性进化的遗传机制。分析
结果显示，藏鸡可分为两个群体，两者之间没有基因交流，
据此推断这两枝藏鸡可能分别来自两个独立的世系。研究
人员随后分别对两枝藏鸡群体进行群体历史模拟和选择信
号检测，发现两个群体中受到选择作用的基因在钙离子信
号通路中出现富集，说明钙离子通路在藏鸡的高原适应中
有着重要的作用。

该研究在基因组水平对藏鸡品种资源进行了初步的评
估，揭示了藏鸡高原适应潜在遗传机制，对藏鸡品种资源的
保护和培育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对藏鸡品种资源保护
具有指导意义

针对当前“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
形势，江苏盐城边防检查站向入出境船员和码头
作业人员举行了 MERS 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图为 6 月 9 日，检验检疫和边检工作人员在
演练中向外籍船员发放防护手套。 CFP 供图

发现关键基因 建立动物模型 揭示遗传机制

张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