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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公园启用“人
脸识别厕纸机”引发热
议：应用这样的高科技
产品，是否大材小用？

天 坛 公 园 利 用 此
高 技 术手 段 的 目 的 是
减少厕纸浪费现象，而
这 种 现象 在 我 国 许 多
公共场所普遍存在，且
非常严重，甚至周边居
民 每 天取 纸 回 家 用 的
情 况 也 不 在 少 数。不
过，同“廉价”的厕纸相
比，很多人担心，这 样

“高大上”的投入能否
收回成本？实际上，这
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天坛公园并非“吃
螃蟹第一人”。2016 年，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内
的公共卫生间共计安装
了 20 余台“人脸识别厕
纸机”，目前运行状况良
好，且节约效果惊人：卫
生纸的用量比原来下降
七成左右，每个厕所每
月能节省 2100 元左右。
而“高大上”的“人脸识
别厕纸机”也并非成本
高昂，每台机器投入仅

为几千元，相比而言，节省的运行成本十
分可观。

尽管该技术尚在应用早期，必然存在
一些不足，使得用户体验不完美，但仅从
奥林匹克公园的这组数据就可以看出，公
共场所刷脸取厕纸绝非是高科技产品大
材小用。相反，这体现出如今的高科技产
品越来越“接地气”，甚至连“刷脸”这样过
去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技术也即将走入
寻常百姓家。

“刷脸取纸”只是刷脸技术的应用之
一，刷脸可用于电子身份证、电子密码、考
勤、安保、支付、拍照、刑侦等多个场景，并
正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发展。

今年 2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
评论》杂志公布了 2017 年度全球十大突
破技术，其中中国科技公司 Face++、百度
和阿里巴巴凭借刷脸支付技术入选，在对
技术可用性进行标签时，刷脸支付被标为

“现在”。这意味着，“刷脸通行”等并非遥
不可及，而是即将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甚至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常态”。

随着技术进步，过去阻碍刷脸普及
的诸多瓶颈也都一一被克服。百度宣布
其百度大脑的人脸识别监测准确率已
达 99.7%。虹膜由于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
唯一性，也被视为解决识别障碍的突破口
之一。目前全球有 50 多个机场设置了只
需通过虹膜识别便可让旅客直接通关的
系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无纸化云
护照将取代现在的护照扫描和人工窗口
出现在各大机场，海关人工柜台前的人山
人海也许将会消失。尤其在人口众多的中
国，每个需要排着长队等待进入的地方都
是刷脸技术的商机所在。

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刷脸取厕纸也
许在未来会被淘汰，但刷脸技术应用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将是大势所趋。5 年之前，
鲜有人可以预见手机支付能在中国如此
广泛地应用，甚至淘汰了钱包；也许在不
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出门仅
须带脸。

既然技术进步的浪潮不可抵挡，只有
拥抱技术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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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之父”到访国科大
白春礼致辞欢迎并为其颁发“生命医学国际合作特殊贡献奖”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科研不
端行为正在以不断翻新的新形式
出现。在日前举行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七
届五次全委会上，基金委监督委员
会（以下简称监委会）主任陈宜瑜
指出，近年来，第三方中介机构代
写代投、伪造论文评审意见、雇“枪
手”代写基金申请书等新情况时有
发生。针对第三方中介机构，陈宜
瑜表示，基金委目前没有对其处理
的途径，他呼吁有关部门严厉惩
处，遏制这类问题继续恶化。

有别于以前的抄袭剽窃、重复
发表、信息虚假等，2016 年，论文代
写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9 月，美国
论 文 抄 袭 监 测 网 站 Plagiarism
Watch 通过一起中国论文造假事
件发现其背后隐藏的由论文造假
公司和“掠夺性”SCI 杂志默契合作
的职业化造假产业链。12 月，基金
委通报了 2015-2016 年查处的科
研不端行为。2015 年 4 家国际出版
商共撤销中国论文 117 篇。监委会
对其中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或标注
有关的 28 篇论文开展了集中调
查，结果发现全部是由第三方中介
公司进行润色并投稿。

陈宜瑜表示，这类新不端行为
的出现，折射出我国部分科技人员
在科研诚信方面的问题已不容忽
视。其次，上述 117 篇论文中有
110 篇（占 94%）的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是医生。陈宜瑜指出，这反
映出现行部分科技评价体系缺乏
分类指导，部分评价指标与被评
价对象错位，导致部分医生在繁
重的临床任务面前寻求“捷径”，
应反思科技评价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根据学科特点分类建立评价
指标体系。第三，此次集中调查的
论文近半数与同一家第三方中介
机构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目前，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论
文代写代发信息，有的网站甚至明码标价，这类中介
机构严重扰乱了学术生态，但却处于监管真空区，监
委会没有对其进行处理的执法权，陈宜瑜呼吁联合
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严厉惩处其违规行为。

另外，一些国际出版机构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给“功
利性”论文发表开绿灯。对于这些期刊，陈宜瑜希望能
够建立鉴别机制，为作者和评价主体鉴别提供帮助。

据悉，基金委历来对科研不端行为实行“零容
忍”，保持严厉惩治的高压态势。2016 年，监委会办公
室接收投诉举报案件及自查案件等共 203 件，其中
包括杰青异议期投诉举报 8 件和高相似度申请项目
自查案件 34 件，监委会审议案件 75 件。共有 91 名
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其中通报批评 55 人，内部通报
批评 30 人，书面警告 3 人，谈话提醒 3 人；同时撤销
已获资助项目 33 项，取消 70 人 1 年至 7 年的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资格。共有 3 个依托单位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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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号“探海神针”深度达全球第七
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大

洋钻探在南海北部海域顺利进行。截至目前，在
IODP367 航次第二个钻探站位，“决心”号插入南海
海底的“探海神针”已超过 1500 米，这一钻井深度在
国际大洋钻探历史上达到全球第七。

“决心”号目前正在进行钻探的这一钻井编号为
U1500B。3 月 25 日，“决心”号在该孔 1380 米深处成
功“触摸”到南海海底的玄武岩。截至目前，已钻取到
100 多米的玄武岩岩芯样品，回收率达 70%以上，多
个岩芯的取芯率达到甚至超过 100%。

据“决心”号运营负责人史蒂夫·迈迪介绍，
U1500B 钻井深度不仅达到全球第七，其难度也很
大。在 3800 多米深的海水下，钻头要穿过南海海底
1400 米的松散沉积物，其中包括 900 多米沙层，才能
钻取到坚硬的基底岩石。为了保护钻孔，“决心”号在
钻孔内安装了长达 842 米的单层保护套管，这也创

下了历史纪录。
据“决心”号上的岩石学家、中科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小龙介绍，U1500B 孔获取的玄武
岩岩芯具有明显的“枕状构造”。这是火山熔岩在水
底溢出时，遇水淬冷形成形似枕状的熔岩体的一种
典型构造，因此常被作为海底喷发的火山岩的一个
重要标志。从这些玄武岩的岩石学特征看，很可能就
是洋中脊玄武岩。不过船上研究条件有限，还需要进
一步验证。

“如果确证获得的是洋中脊玄武岩，这将是了解
南海初始打开过程的关键信息。与 2014 年 IODP349
航次在南海海盆中央钻取到的、南海最后形成的洋
中脊玄武岩样品所记录的信息相结合，就可以完整
地认识南海海盆的扩张历史。同时，对认识地球海陆
变迁以及地球内部物质循环过程等均具有重要意
义。”黄小龙说。 （张建松）

绿水青山：科技为发展保驾护航
———中科院南京分院系统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实践录（下）

■本报记者 倪思洁

作为我国第二大经济省和长江经济带的节
点区域，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长江经济带
的繁荣。不过，蓬勃的经济，密集的人口，也为生
态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

为了让江苏省乃至全国在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上实现“双丰收”，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携手共
进，用科技力量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土壤修复：基础、应用、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很

喜欢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一句话：“万物土
中生，也终将归于土。”

然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壤污染，让沈仁芳
有些痛心：“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
体，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让耕地不断被
占用，每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减
少耕地面积约 600 万亩，减少的多是优质耕地。”

当耕地成为宝贵资源时，“像保护熊猫一样
保护土壤”成了沈仁芳和土壤所 200 多位科研人
员的奋斗目标。

从 1953 年建所以来，土壤所一直是我国唯一
专门从事土壤科学综合研究的机构。如今，从基础
到应用再到试验示范，土壤所一步都没有少走。

基础研究方面，中科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
重点实验室、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
验室，为应用研究夯实基础。

应用研究方面，江苏省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
水修复工程实验室、农业部耕地保育综合性重点
实验室、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土壤养分管理国家工程实验室，把基础
研究成果转化成可应用的技术。

试验示范方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与技术
研发中心、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东台滩涂研究院以
及封丘站、鹰潭站、常熟站 3 个国家级野外台站等，
将土壤治理科研成果最终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如今，土壤所主持承担了“生态修复专项—

河套平原盐碱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示范”项目等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总经
费达 1.6 亿元，位居全国前列。

“近期我们还获得了一个好消息。”沈仁芳说，
由南京土壤研究所牵头顶层设计、组织推动的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第二粮仓科技工程”重点专项已获
国家立项，将全面启动国家中低产田改良工程。

湖泊治理：支撑长江经济带

一听到“绿”水青山，中科院太湖站常务副站
长朱广伟的反射弧便不由自主地震了一下。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3 月 31 日，中国科学
院院长白春礼在京会见了 DNA 双螺旋结构发
现者之一、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
国科学院院士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并
为其颁发了“生命医学国际合作特殊贡献奖”。
随后双方共同出席了第二届“中源协和生命医
学奖”启动仪式。

在颁奖仪式上，白春礼代表中科院及中国
科学院大学的广大科技人员和师生对沃森荣
获本次大奖表示祝贺。他盛赞沃森在 1953 年
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开辟了生命科学研究
的新时代，并对沃森及其带领的美国冷泉港实
验室对推动中美两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交流
合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表示感谢。白春礼强

调，沃森此次来华，将是他与中国科学界“再续
前缘”的新起点，同时也为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与中科院及国内高水平学术科研机构开展学
术交流、科研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白春礼表
示，希望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在生命科学领
域不断取得更多的成绩和成果，推动该领域科
研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发展不断实现新突
破，为人类文明和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沃森表示，今天获得这个奖项很高兴，期
待与中国科学家开展癌症合作研究，希望未来
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国，与中国的科研人员开展
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沃森幽默风趣地将自
己的科学生活归纳为做实验、写文章、开会、写
书以及全球旅行。他表示广博的知识对他走进

科学研究助力极大，科学研究使他结识了很多
新朋友和优秀科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开会、写文章对于促进深入研究也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此，在退休之后他仍愿参
与各类会议，在不同的地方结识新人新朋友，
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生物学研究领域中
来。沃森说，中国人口众多，聪明的人也很多。
科学无国界，需全世界共同努力。希望未来有
机会与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开展交流合作。

在颁奖仪式结束后，沃森和中科院副院
长张亚平，中科院院士周琪、高福等专家学者
一起与国科大的学生们进行了座谈，并耐心
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沃森鼓励年
轻学子在科研领域努力探索，勇于突破。

来自中科院和国内不同学术单位的 200
余人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国
家神经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解放军第
302 医院、解放军第 306 医院、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南方科技大学、冷泉港亚洲、中源协和
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科大医学
院等单位。

“中源协和生命医学奖”是国内生命医学领
域重量级大奖，由国科大、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源协和生物治疗
公益基金会于 2016 年共同设立。此奖旨在奖励
在医学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国内外杰
出科学家、学者及有潜力的创新人才，为推动国
内及全球生命科技产业化发展贡献力量。

2017 年 5 月，北京，中国科学报社与全球生命
科学领域权威出版集团———细胞出版社将共同举
办 2017“中国科学家与 Cell Press”系列活动。

背景：
该系列活动今年已是第二届，作为生命科学领

域高峰论坛，与首届活动一样，今年的系列活动仍将
邀请全球生物、医学领域顶级专家在中国权威的生
命科学与医学研究机构作精彩的主题讲座。活动将
吸引数百位生命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和数十家主流新
闻媒体参加。

内容：
2017“中国科学家与 Cell Press”系列活动包含

一场颁奖典礼、两场论坛。
2017“中国科学家与 Cell Press”系列活

动———前沿论坛暨年度论文、年度机构颁奖典礼
时间：2017 年 5 月 8 日上午
地点：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7“中国科学家与 Cell Press”系列活
动———医学论坛

时间：2017 年 5 月 19 日下午
地点：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为了共同促进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进

展，共同打造生物医药界产学研交流平台，我们将
为参加 2017“中国科学家与 Cell Press”系列活动的
企业或机构提供多种服务，欢迎有意愿参加活动
的企业或机构与我们联系。

联 系 人：魏刚
联系电话：010-62580719
手 机：13811610916
邮 箱：gwei@stimes.cn

中国科学报社
2017 年 4 月

2017“中国科学家与Cell Press”系列活动即将举办

4 月 3 日，在河北省河间市王马庄村，创业农作物种植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操作植保无人机对小麦进
行喷药作业。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据新华社电 人兽共患病防控关乎人民
健康，其防控关键在于强调源头管理和综合
防治，应建立多部门、多领域、多学科的联防
联控机制，严防外来人兽共患病。

这是日前在京由中国工程院主办、军事
医学科学院承办的第 244 场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上发出的倡议，本次论坛以加强人兽共
患病防控为主题。

据专家介绍，目前，世界上已经证实的
人兽共患病超过 250 种，其中蝙蝠就可传
播 27 种；最近 5 年全球新发现病毒 700 多
种，我国占比超过 20%。历史上出现的 335
种急性感染性事件中，源于野生动物的比
重接近 50%，人兽共患病已经成为人类健

康、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之一。
像非典疫情、高致病性禽流感、中东呼吸综
合征、埃博拉出血热、寨卡病毒病等动物源
性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并引发全球性
公共卫生问题。

专家表示，当前，由于交通发达和国际
贸易、跨国旅游增多，人类、动物与环境三者
在人兽共患病传播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单一
学科或组织已无法应对和处理全球化背景
下的人兽共患病问题，应该积极倡导坚持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的理念，加强“人
医、兽医、野生动物医学”等多学科、多部门
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防御外来人兽共患传
染病。 （张国芳）

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倡议

严防外来人兽共患传染病

（下转第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