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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11 月 7 日，由中
国科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生命科
学论坛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举
行。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中国台湾“中研
院”副院长刘扶东出席并致辞。

本届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主题是
RNA 研究、蛋白质研究、药物及药靶。论
坛开幕式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院长李林主持。

张亚平在开幕式上指出，中科院和
“中研院”作为两岸最高学术机构，相映成
辉。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提供了一个宝
贵的交流、交友、交心的平台。两岸科学家
基于对科研的共同热爱，对卓越的共同追
求，坦诚相待，筑起了友谊的桥梁。张亚平
表示，“创新永无止境，合作方兴未艾”，希
望两院科学家携手努力，探索合作渠道、
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提升两院科技竞争力
和自主创新能力。

刘扶东介绍了“中研院”在生命科学
领域的学科布局以及在癌症研究、转化医
学、农业生技、循环永续等方面的最新进
展，希望两岸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能借助
该论坛更密切地交流和互动，为双方今后
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据介绍，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是由
中科院和“中研院”共同组织召开的系列
会议，旨在促进海峡两岸科学家在生命科
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区域性和
全球性挑战。首届论坛于 2012 年在北京
举行，第二届论坛于 2014 年在台北举行。

本报北京 11 月 8 日讯（记者丁佳）由中
国科学院等十二家国家科研机构及国际组织
联合主办的 2016“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
讨会今天在北京闭幕。秉承“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与会代表与专家就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
设、科教合作和科技创新等议题进行了广泛
和深入的讨论，达成了诸多共识，并形成了

《北京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认为，

此次研讨会“起步顺畅，开局良好”，参会人数
比预期多，讨论热情比预期高，形成共识比预
期广，会议效果比预期好。

谭铁牛表示，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和历史
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它们均面临
着一系列实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的共性问

题和重大挑战。科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动力，科技创新是应对这一系列挑战的核
心手段。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可持续发展，
亟须沿线各国科研机构及科学家真诚合作、
协同创新、攻坚克难、探索真理，围绕重大科
技问题和挑战，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科
技合作与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
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

基于研讨会形成的共识，大会讨论通过并
发布了《宣言》。《宣言》提出，要加强科技合作，
促进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推动力，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合
作领域。沿线各国科学院及国家科研机构是科
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围绕沿线国家和
区域的重大发展需求和共同科技挑战，应团
结、发动和凝聚广大科学家的力量，联合推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科技合作，不断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解决沿线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
质量创新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挑战
和紧迫问题，为实现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应特别注重发挥青年科学家的作用以及增加
女性科学家的参与。践行科学责任，保障科学
决策。

要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建立科技合作长
效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科研机
构愿意共同致力于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
长效机制，打造运转高效、信息共享的“一带
一路”国际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合作研究与创
新，促进信息共享与合作共赢，联合开展战略
咨询，促进彼此间的政策沟通，提升科教能力
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科研机构
同意建立为上述合作机制提供支撑服务的工
作组，同意建立国际科学家联盟以推动各项

合作活动的开展，同意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以上各项活
动，将秉承“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合作
与共享共赢的基础上开展。

要针对关键科学挑战，组织国际科技合作
计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机构和组织将
充分发挥地域特点及多学科综合优势，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以及重大资源、
环境、经济、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科技问题，组
织、支持和实施国际科技合作研究计划。“一带
一路”建设关注人类的共同发展，符合国际社
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
追求，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机构和科技工作者联合
起来，秉承科学精神，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信
息共享，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繁荣
昌盛和绿色发展不断贡献科技智慧与力量。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成果超预期

达成诸多共识 形成《北京宣言》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近日，据媒体报道，河
北省石家庄市一街道办事
处对某路段过往大货车进
行拦阻，目的是让位于该路
段的大气环境监测站获得

“好看”的监测数据。
暂不论街道办事处是

否有权涉足交通管理问题，
仅干扰监测数据的做法，就
让笔者不禁感叹该街道办
事处的“胆量”。

就在上个月，陕西省西
安市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
监测站站长及环保局相关
人员，因为用棉纱堵塞采样
器干扰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而被警方带走。

今年 7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各级环
境保护部门要加大监测质
量核查巡查力度，严肃查处
故意违反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行为。

然而，无论是“杀鸡儆
猴”还是“严令禁止”，似乎都
未对涉事街道办事处负责
人起到震慑作用。那么，究
竟是什么在给他们“壮胆”？

当 GDP 与环境治理同
时成为政绩考核的两大指
标时，不少政府部门便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
2014 年 4 月《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

法（试行）》发布以后。这项办法提出，对未通
过年度考核的地区，暂停该地区有关责任城
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民生项目
与节能减排项目除外）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取消国家授予的环境保护荣誉称号。

作为重污染城市的石家庄，当地政府无
疑承受着较大的环境治理压力。重压之下，不
少官员宁愿冒风险，也要让“成绩单”好看些。

干预监测结果，是政府部门达成政绩效
果的最便捷途径。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已经
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环境监测，不少基层环
境监测站由政府部门组建，并受环保行政主
管部门直接领导，其监测服务本身就带有一
定政府背景。

因此，在笔者看来，要想解决环境监测
数据造假问题，除了“重典”之外，还需要做
到以下三点。

首先，杜绝行政干预，保证环境监测部
门的独立与权威。基层环保监测部门有必要
在经费预算和人事安排上摆脱当地政府的
制约，形成环保监测监察执法的垂直管理制
度。同时，严格管理监测站，一旦发现干扰数
据之嫌者，依法严肃处理。

其次，完善监督渠道，使当地群众作为
第三方监督力量。群众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和
基层环保监测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应当被纳
入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真实，推动地方环保工
作的队伍之中。国家环保监测部门应开通充
足有效的举报渠道，保障公众对环境质量的
知情权，接收地方群众对基层监测部门的监
督举报。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监测数据造
假问题，还要转变政府执政思路，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让 GDP 和环境保护不再相互矛
盾。唯其如此，环境监测的最终目标才能真
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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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中国工程院
办公厅、中国科学报社联合组织的“两院院
士评选 2016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世
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活动开始启动，诚请
两院的院士推荐候选新闻。同时诚请广大科
技人员、新闻工作者积极推荐。评选范围限
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国内外媒体公开
报道的中国、世界科学技术重大进展的新
闻。这项评选是面对社会公众进行的科学普
及活动。

推荐候选新闻请注明公开报道的媒体
和时间，并附 300 字简要介绍（或报纸复印
件），并请于 2016 年 12月 5日之前以邮件
或传真形式发至本报（最好邮件）。

地 址：北京中关村南一条乙三号
中国科学报社

联系人：李舒曼 邮 编：100190
电 话：（010）62580726
传 真：（010）62580742
邮 箱：smli@stimes.cn

“两院院士评选2016年
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推荐候选新闻的启事

本报讯（记者潘希）记者 11 月 7 日从中国科协获悉，
中国地质科学院李廷栋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徐志
磊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陶鼎来教授等 9 位老科学家或
其委托人向“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捐赠了
8000 余件珍贵资料。

据了解，这是采集工程自 2010 年启动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捐赠。该工程是由中国科协牵头组织实施的。目前，
采集工程正式启动了 452 个采集小组。截至去年底，共收
入馆藏基地各类手稿、书信等实物原件资料 7 万余件，数
字化资料 20 多万件和大量视频、音频资料。

“这些资料是科学家们科研人生的真实记录，是共和
国科技发展的珍贵记录，是让一代代年轻人深入了解科
学家和他们的家国情怀，真切感受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
最好教材。”采集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
院副院长张藜说。

徐志磊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希望中国科学家自力更生、
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共攀高峰的精神能够一代
代传承下去，凝聚起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据悉，“十三五”期间，中国科协将联合有关部委继续
扎实推进采集工程的实施。同时，继续做好对采集资料的
整理和研究工作，梳理我国现当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研究科学大师成长成才的客观规律，为制定科学的人才
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记者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建设工作已于近
日正式启动，将在 3 年后建成开馆。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将为
所有的采集资料提供一个永久收藏地点和集中展示场馆。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罗晖介绍，这座博物馆是世
界第一家以科学家群体为主题的博物馆，集中体现了国家
和全社会对科学大师的敬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尊重。

九位科学家捐赠
数千件学术成长资料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上午, 上海天文馆（上
海科技馆分馆）开工奠基仪式在上海临港新
城举行。这座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由
上海科技馆承担建设主体、中科院上海天文
台提供专业技术支撑，计划 2019 年建筑竣
工，2020 年建成开放。

“在上海建一座天文馆是许多科学
家、天文爱好者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梦
想。如今，梦想终于实现了。”上海科技馆

副馆长、上海天文馆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顾
庆生说。

上海天文馆建筑含有许多天文元素：3
个明显的圆形构成“三体”结构，椭圆形的建
筑形态象征天体运行轨道与 3 个“天体”一
同诠释了天体运行的基本规律，暗示“万有
引力”这一塑造宇宙面貌的神奇自然力。主
体建筑还包含“圆洞天窗”“倒置穹顶”“球幕
光环”等特色设计。

据介绍，天文馆展示主题是“连接人和
宇宙”，主展区分为“家园”“宇宙”“征程”三
个部分，以“塑造完整的宇宙观”为愿景，以

“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为使命，鼓励人们感受
星空、分享发现、理解宇宙、思索未来。

（朱泰来岳阳）
上图：11 月 8 日，参加奠基仪式的来宾

观看上海天文馆模型。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全球最大天文馆在沪开工

本报讯（记者陆琦）日前，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所高立宝、陈红霞等与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大学 Guy Williams 合作，利用海
豹观测南极底层水形成的过程，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研究人员利用海豹携带传感器收集了大
量冬季冰封期间的冰下海洋观测资料，突破
了冬天无法在南极开展观测的限制，利用该

数据诊断了南极普利兹湾对南极底层水形成
的调制作用。

研究表明，普利兹湾冰间湖对普利兹湾
外南极底层水的形成有重要贡献，但周边冰
架融化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南极底层水的
形成。如果全球气候继续变暖，南极冰架的加
速融化很可能会导致南极底层水的形成和输
运过程减缓甚至崩溃。

据介绍，海豹传感器是一种微型 CTD，可
安装在海豹头顶，在海豹水下运动过程中记录
海水的温度、盐度和深度，在海豹露出海面呼吸
间隙，数据通过卫星转发给用户。此次研究表
明，利用海豹等动物携带微型传感器探测常规
手段无法抵达的冰下海洋是极地海洋观测的一
种大有前景的新手段，海洋一所将在今后南极
科考和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这种观测。

本报上海11月 8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
上海生科院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何跃辉研
究组与杜嘉木研究组合作，利用模式开花植物
拟南芥发现了一个冷记忆顺式 DNA 元件与一
个表观遗传标记识别蛋白，通过整合发育与温
度信号，调控开花时间的表观遗传分子机制，为
理解植物如何适时开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和新的应用靶点。今天，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
于《自然—遗传学》杂志。

春化作用是指某些植物必须经历一段时

间的持续低温，才能由营养生长阶段转入生
殖生长阶段的现象。解析植物如何感知低温
时期，并在气温上升后“记住”低温经历以适
时开花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
应用价值。

先前的研究表明，拟南芥的开花受到
FLC 基因的抑制。在低温条件下，包裹在该基
因周围的组蛋白被逐步修饰，进而导致该基
因的表达关闭，最终让植物在气温上升后，能
从发育的“生长”阶段切换到“开花”阶段。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一个顺式 DNA 元
件与一个识别该元件并同时识别组蛋白标记
的反式蛋白协同介导低温抑制 FLC 的表达。
这一顺式元件与其反式蛋白的互作亦使植物
在气温上升后能“记忆”低温诱导的 FLC 沉
默，而使植物只在温暖的季节开花。

专家认为，该项研究揭示了冷记忆顺式
DNA 元件与其识别蛋白在开花调控中发挥
的重要功能，是植物开花调控分子机制的重
要进展。

中澳学者利用海豹观测南极底层水形成奥秘

中科院发现调控植物开花的表观遗传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