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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张双南；一个是热爱物理，
却声称要推翻量子力学的 17岁少年。近日，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刷爆了朋友圈———

科学家与微信特殊“好友”的对话

一线科学家做“咨询”

张双南的联系方式不是秘密。多年来，
他经常收到素不相识的学生发来的电子邮
件，大多是来咨询科学问题的。对这些青年
学生，他基本上是有问必答。

微信流行后，他在很多讲座结尾都附上
自己的微信号。该举动，让他的好友数量直达
600。而这名高二少年是张双南的一位特殊

“好友”，声称要推翻量子力学的 17 岁少年。
对少年推翻量子力学这份执着，同学

不理解，老师也不支持，甚至有人建议他不
要再上学了。“孩子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他
的父母心急如焚通过微信发声求助，这份
苦心打动了张双南。

“我最担心他会考不上大学。”张双南说。
很明显，“推翻量子力学”的执念已严重影响
了少年的学业，而这可能改变他的人生。

在张双南看来，少年虽热爱物理学，但
他对科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
面。尽管他声称看了很多广义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的书，但也仅仅是看了导论。

对话最后，少年对张双南说：“谢谢您，
您的话对我有特别大的启示和启发，为我
今后的物理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
明白该做什么了。”

然而，他父母坦言：“尽管孩子承认张教
授说的都是对的，但还是不能说服他。”为此，
张双南特地发给他们一篇相对简单的广义相
对论的论文，并表示：“如果孩子能看懂这篇
文章，我愿意带他作一点基础的研究。”

能否拯救错位的科普

“从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令
人遗憾的事实。”张双南说，“在我们国家，

很多人是不知道何谓科学的，哪怕是非常
热爱科学的人群。”

科学的对错不能依靠哲学或直觉来判
断，也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科学需要实
证”，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却难倒了一大批
校园里的尖子生。

“从来没有人告诉孩子什么是科学精
神，什么是科学思维，我们只传授科学知
识。”张双南不无惋惜地说，而同样的问题，
也表现在科普中。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的眼界、知识面
和思维活跃程度早已今非昔比，这对我国科
普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敲响了警钟。

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副教授吴亮
其发现，现在的孩子都很“有想法”，但很多时
候这些“想法”不过是来源于碎片化信息，而
非健全的知识体系。“一些学生只是抓住了表
面的科学道理，就头头是道地侃侃而谈了。”

张双南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暴露在花
花世界中的孩子们，迷失是正常的，走正确
的路反倒很难。”

吴亮其表示，这场引人注目的对话表
明，青年学子渴望同真正的科学家直接对
话。他希望国家能制定相应的机制，鼓励一
线科学家参与到科学传播事业中来。

融科普于教育

然而，科学家做科普可能并不像想象
中那样容易。

张双南常思考：无数科普讲座，数不胜
数的学生听众，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建立
起科学思维？

“还是要靠教育。”他说，“在中小学教育
中，融入科学史，引入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孩
子才能从一开始就了解科研工作的过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郝京华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的科普工作不
是教育部在搞，而是由科技部和科协承担，有
人把这称为“体制内”科普；学校教育中有科
普性质的活动则被称为“体制外”科普。

过去，后者被定性为前者的重要补充，
但郝京华表示：“教育科普绝不仅仅是所谓
的重要补充，而是整个科普事业的有机组
成部分。二者应该是互相支撑的关系。”

“如果把教育和科普分割开，管科普的
人不懂课程设计，管教学的人缺乏科学素
养，那么很多科普资源就会浪费掉。”郝京
华说，“相反，如果把科普融入教育中，让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科教力量携起手
来，就有望达到‘1＋1＞2’的效果。”

“脏”论文问责哪去了？
■本报记者李瑜

2015 年，多起中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被撤稿事件，让中国学
术圈陷入了又一轮深刻的省思之中。

不久前，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
国家卫计委、中科院、工程院、基金委共同研
究制定并发布了《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

“五不准”包括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
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准由“第三方”对
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
人信息；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然而，对于屡见不鲜的撤稿事件，“五
不准”的出台显然还不是最终答案。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有关专家表示，
若不能对现有科研评价体系进行有效改
革，对触碰科研道德底线的越轨行为进行
有力问责，滋生脏论文的土壤将很难移除。

无奈的评价体系

“撤稿的原因很多，但现行科研评价体
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中国科协科
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调查组

（以下简称“调查组”）成员之一，中科院院
士王乃彦对多个地区的被撤稿人进行了走

访调查，让他倍感不解的是，为何如此之多
的撤稿事件都发生在临床医学领域。

调查中，王乃彦始终掺杂着两种心情。
“撤稿事件确实丢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脸，
但对于很多医生来说，他们也是实实在在
的受害者。”

“临床医生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病，我们
非得要逼着人家写文章，这到底是要干吗
呢？”王乃彦无奈地摇摇头。

在中科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高福看来，临床医生的工作根本
不应用论文去评价。“医生的好坏由患者和
同行去评价，一个医生够不够主治医师的
资格，医院最清楚，我们没有必要去设置条
条框框，要求每个大夫都去作研究。”

关于改革评价体系的争论早已存在多
年，然而，却总是无疾而终。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改不了，就是官
僚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作祟。”王乃彦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很多医院在确定晋
升提拔名额的时候，往往受到人际关系的束
缚。“比如，一个科室有 30 个人，要从里面提
拔两个出来，对于领导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选
择，所以，就凭发表论文这个统一标准来要

求大家，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此外，国内一些科研工作者对于国外

期刊的盲目迷信也让人忧心。“一些国外期
刊的影响因子并不高，但很多领导和单位
只认国外的 SCI，这种思想很可怕。”王乃彦
说，外国期刊近年来收了大量中国的文章，
拿了中国大量的稿费。如今，一部分外国杂
志就是靠着中国的投稿来生存。

惩戒应有区别

尽管撤稿风波让中国学者蒙羞，但显
然不能让整个科技界都为此背负上这样一
份污名。

“首先要肯定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道
德操守和取得的成绩。”高福认为，必须要
理性看待撤稿事件的性质。“从质量上看，
被撤稿科学家大多名不见经传，其研究并
不能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平。从数量上看，我
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被撤
稿也属正常。”

在高福看来，撤稿事件是非主流科研
人员在过去 SCI 论文“大跃进”的情况下出
现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全面否定我国多年

来的科研投入和对世界的贡献。
在处理方式上也应该区别对待。“对于

有意造假的人，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高
福表示，在处理结果上，必须要建立严惩机
制，不是两年不能申请基金，而是一辈子都
不能申请，让这些无视科研道德底线的人
彻底离开此行当。“这些年，我们的惩罚机
制不明确，很多时候都是敷衍了事，在造假
成风的背景下，必须杀一儆百。”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无意犯错者，也该
网开一面。高福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科研工
作者确实不懂现行评价体制机制下的游戏
规则，好多临床医生甚至根本就没有写过
论文。“还有一部分临床医生总想把自己变
成‘研究 + 临床’的类型，实际上只有一部
分人可以胜任。”

采访中，高福一再强调，绝不能因为评
价体系出现问题就彻底放弃 SCI，如果是
这样，科学事业很可能遭遇滑坡，“南郭先
生”就来了。“不要过度相信行政干预，要相
信这个专业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科研人员
活的是一张脸，这种文化要提倡起来，要靠
诚实守信和监管去解决问题。”

告别“ ”论文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吴岳良，打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关于广义坐标变换不变假
设的局限，不再从推广狭义相对论和坐标时空几何的途径来构建
量子引力理论，而是基于量子场论和对称原理，建立超越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的引力量子场论。相关成果发表于《物理评论》。

研究表明，在四维引力场时空中建立的引力量子场论，可统一
描述引力、电磁力和弱力等自然界基本相互作用力。并导出含有引
力场效应的所有基本量子场运动方程和所有基本对称性对应的守
恒定律，包括超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和能动量守恒
定律。在引力量子场论中，弯曲坐标时空的几何度规不再作为基本
引力场。对称原理作为刻画对称与对称破缺的基本原理。正是引力
量子场论中的量子效应，使得引力标度子引发整体标度对称性破缺
而导致早期宇宙的暴胀，给出以量子暴胀宇宙为起源的量子引力场
时空动力学。研究证明，引力量子场论在低能情况下的有效理论给
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无质量的引力子以及有质量的自旋规
范子和标度规范子。因此，相比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广义坐标
变换不变的假设，引力量子场论中关于自然界基本规律与时空坐标
和标度选取无关并遵循局域规范不变的假设更为基本。 （柯讯）

科学家建立超越广义
相对论的引力量子场论

新华社电（记者岳冉冉）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狗的“身世之
谜”。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栋带领研究团队，发现狗是
在约 33000 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驯化，而后逐渐迁
徙扩散到全世界。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细胞研究》上。

研究团队用两年时间采集了涵盖东亚、东南亚、欧洲、非洲和
北美地区，覆盖了所有已报道过的家犬起源地的样本。之后，利用
二代测序技术，对这些采自世界各地的 12 只灰狼、27 只土狗和 19
只不同品种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利用群体遗传学的各种手段
对其遗传多样性、群体结构和群体历史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科学家们推断，家犬是在 33000 年前左右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
区逐渐被人类驯化，于 15000 年前开始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
徙扩散，并在 1 万年前左右到达欧洲地区。其后，这些迁徙出亚洲
的家犬群体中的一个支系又向东迁徙，在东亚北部与当地家犬群
体杂交形成了一系列混合群体，并在其后随人类迁往美洲地区。

“我们的工作采用了极为丰富的家犬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画
出了狗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迁徙路线图。由于人类与狗的特殊亲密
关系，我们对其群体的研究也为我们了解人类的社会活动和迁徙
历史提供了参考。”王国栋说。

我国学者揭示狗起源地
和全球迁徙路线图

1 月 19 日，在湖北省赤壁市长
江边的±800 千伏复奉线 200 米跨
江塔上，湖北省送变电工程公司检
修人员安装了金属附件腐蚀速度电
荷量在线监测设备，据介绍这是该
设备首次投入电网试运行。

由国网湖北电力科学研究院研
发的“金属附件腐蚀速度电荷量在
线监测装置”，采用国内领先的前端
智能传感系统对高压线路的泄漏电
流进行综合传感采集，能对绝缘子
钢帽的腐蚀状态进行连续监测，得
到准确的年均腐蚀电荷量。为后续
待建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上盘形
悬式瓷和玻璃绝缘子产品的设计、
生产、运行维护提供技术支撑。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院士之声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
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提到，由于我国至
今不能生产模具钢，就像最简单的圆珠笔的

“圆珠”都需要进口。这个例子折射出中国钢铁
低端产能过剩的现实。

事实上，手机上广泛使用的陶瓷传感器、高
铁列车使用的传动系统等同样不起眼的小零件，
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从这些现象还折射出中国制
造中“设计”的缺乏。设计，应当是制造的灵魂。

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企业在工业设计
方面的投入几乎不到 1%。少创新、缺设计已成
为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障碍。

马凯副总理曾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设计是科学技术加艺术
创造力的结合，是新的生产力，现在企业靠价格
竞争，明天靠质量竞争，未来靠设计竞争，21 世
纪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靠设计。”

我认为，只有加大力度开拓创新，设计出
原创产品，才能为实现“中国制造 2025”奠定
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对设计
而言，也必须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做好“生态（绿色）设计”。

80%的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产品的设计阶段，产
品设计生态化是绿色制造的龙头，借助两化融合的思想、方法和
技术提升绿色设计和绿色制造能力，是一条可行和有效的路线。

实施生态（绿色）设计，则必须树立源头控制理念，从先进工
艺、再设计和创新性正向设计能力建设入手，以产品全生命周期
资源科学利用和环境保护为目标，以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为
支撑，逐步提升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的能力。同时建立评价
与监督相结合的生态（绿色）设计产品推广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
市场推动，促进企业开展产品生态（绿色）设计。

生态（绿色）设计要求在产品开发的所有阶段均考虑环境
因素，最终引导产生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系统。
生态（绿色）设计是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有力推手，绿色制造
则是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这“一双手”将进一步推动
绿色制造产业创新驱动发展。 （本报记者甘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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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设计出原创产品，才能为实现
“中国制造 2025”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

“

（下转第2版）

腐蚀智能监测
设备在湖北投
入电网试运行

张双南与少年微信对话截图

■本报见习记者李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