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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第二届全国肿瘤精准治疗大会召开

本报讯 10 月 27 日，第二届全国肿瘤精准治疗大
会暨第四届泰山学者肿瘤精准医学高峰论坛在青岛
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学
敏和复旦大学肿瘤转移研究所所长钦伦秀、青岛大学
肿瘤医院院长张晓春等专家在会上表示，大数据时代
的精准诊疗是肿瘤治疗的必然趋势。

据介绍，靶向治疗、人工智能和免疫治疗逐步将
恶性肿瘤带入慢病时代。国内在新旧动能转化的契机
下，也加速了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靶向新药和免疫
制剂不断出现。

此次大会期间还成立了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
疗青委会和青大医疗集团肿瘤专业委员会。 （崔雪芹）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在沪发布

本报讯 10 月 29 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浦
江创新论坛发布了《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18》。

报告显示，我国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较
上年有所提高，上海、北京、天津的科技创新水平分列
前三名。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水平进步较快，多层
次、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格局日渐形成。

据了解，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
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等 5 个方面设置一级指标，分析比较了全国及 31
个省、市、区的科技创新水平。 （黄辛）

砒砂岩区生态修复研究稳步推进

本报讯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鄂尔多斯
高原砒砂岩区生态综合治理技术”在陕西杨凌召开年
度总结会暨学术交流会。

据项目首席科学家、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
高工姚文艺介绍，项目自 2017 年启动以来，已完成野
外试验观测区及测验设施建设，建成了复合侵蚀室内实
体模型模拟系统；基本弄清了砒砂岩区复合侵蚀环境特
征；研发了砒砂岩三大类型区坡顶径流控制与高效利用
技术、坡面块体状重力侵蚀防控技术、沟道产输沙防控
技术及其施工工艺；研发了基于微生物菌群的砒砂岩质
地土壤改良肥力提升技术和边坡抗蚀控渗植生促生技
术、沙地整治技术、砒砂岩改性技术。 （史俊庭）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

应深入认识人工智能技术新方向
姻本报记者陆琦

“通过对人工智能 2.0 的深入研究，我们
认识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呈现出一些
新的方向。”10 月 26 日，在浙江德清召开的
IKCES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科技知
识中心）2018 国际高端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潘云鹤如是说。

1956 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首次确立了
人工智能的概念，即让机器能像人那样认知、
思考和学习，或者说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

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工程院共
同主办的 IKCEST 2018 国际高端研讨会上，
潘云鹤表示，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研究领
域，也是人工智能发展 60 年来典型的应用领
域之一。

60 年来，模拟人与生物动作的机械取得
研究上的重大进展，而应用各种模拟人形机械
遇到严峻挑战。

“在这 60 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个比机
器人发展更快的系统，就是无人系统。”潘云鹤
认为，无人机、无人车等无人系统的快速成长

表明了机器人发展的新趋势。
他指出，机器人扩展的第一方向是自主智

能系统。从聚焦模拟人或生物行为的机械，扩
展为对已有机械进行自主化、智能化的改革和
升级。

“智能自主系统不是无人系统，往往更具
竞争力。”潘云鹤说，“对现有的机械进行自主
化和智能化改革，刚好可以应付量大面广的智
能化机械的发展，更符合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新需求。”

此外，潘云鹤认为，人机融合增强智能系

统是机器人发展的另一个新方向。
目前，人机交互技术已成为重要研究领

域，卡内基梅隆大学等著名高校都专门成立了
人机交互系。与此同时，各种穿戴设备、人—车共
驾、脑控或肌控外骨骼机器人、人机协同手术等
实现生物智能系统与机器智能系统的紧密耦
合，在外科和脑手术中已经开始使用。

“人工智能 2.0 的关键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方向包括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系统等；其应用
则包括智能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在
潘云鹤看来，对人工智能 2.0 的技术新方向，
要进行深入认识。

当前，在国家规划的指导下，中国的很多
地区和企业都纷纷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方向，
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潘云鹤相信，中国
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一定能够促进中国的
经济与社会走向一个高质量、高水平的快速
发展期。

视点

简讯

新型无害“塑料”
将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记者李惠钰）在日前由清华
大学举办的 2018 国际生物聚酯大会（ISBP）上，清华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国强表示，普通塑料的污染非常
严重，而以 PHA 为代表的新型生物聚酯材料无毒无害，
是有望替代传统塑料、走进千家万户的新型“塑料”。

据了解，常见的生物聚酯材料有聚羟基脂肪酸酯
（PHA）、聚乳酸（PLA）和聚己二酸 / 对苯二甲酸丁二
酯（PBAT）等。PHA 材料在自然条件下即可降解，对人
体和环境无毒无害。该材料可用于制造常见的包装材
料、农膜，在药品、化妆品、动物饲料等方面的市场前景
也非常广阔。

去年 12 月，陈国强首创的“下一代工业生物技
术”已完成了 PHA 工业化生产的中试试验。研发团队通
过简化 PHA 的合成工艺，降低了 PHA 的生产成本，实
现了无灭菌开放连续发酵低成本 PHA 量产能力。

陈国强介绍说，由于塑料是单体聚合形成的高分
子聚合物，环境中的微生物不能消化降解塑料中连接
单体的化学键，因此塑料无法重新分解为单体形式。

“换句话说，塑料一旦合成，就再无回头路。”
因此，塑料垃圾如果被野生动物误食，会导致动物

受伤或死亡；被焚烧时，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此
外，据《科学》报道，每年有 800 万吨塑料最终进入海
洋。通过食用海产品等途径，大量的塑料微粒会进入
人体。为此，全球科学家都在尝试制造一种物质———
既有像塑料一样优异的聚合物特性，又可以很容易地
被降解，且无毒无害。“生物聚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阻碍生物聚酯材料进一步产业化、规模化的最大
障碍是成本。如果技术成本降低了，大家肯定非常愿
意使用这种材料。我们也在不断寻找可以降低成本的
方法，以推广 PHA。”陈国强告诉记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季维智：

干细胞治疗尚需复杂安全认证
姻本报见习记者赵利利

国内干细胞治疗乱象近年来广受诟病，因
注射干细胞引发严重副作用的案例屡见报端，
但这依然挡不住人们寄希望于干细胞“包治百
病”的热情。针对市面上宣传的“干细胞用于治
疗各种疾病”，中国科学院院士、昆明理工大学
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季维智在 10 月 27
日由《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和 DeepTech（深科

技）主办的全球科技青年论坛上表示，干细胞疗
法还必须经过临床前复杂的安全认证。

季维智肯定了干细胞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希
望。但他表示，虽然全世界临床研究注册中的干
细胞研究超过 7000 例，但还没有真正用于临床。

“这是因为干细胞研究存在一些基础问
题。”季维智说，“理想中的干细胞能分化成人
类所需的细胞、组织或器官，有望用于修复肝、
肾、心等器官和组织。但要使干细胞修复（这些

器官和组织），首先它必须具有多能性，但到现
在为止人们对（干细胞）多能性的了解还不深
入，必须进一步研究。”

“干细胞具有多能性有两个主要标准，即
能否形成生殖腺的嵌合和能否形成四倍体补
偿。到目前为止，只有啮齿类动物能做到这一
点，包括人类和猴子在内的灵长类还不能完全
做到。能否真正拿到初始生殖干细胞、实现生
殖腺的转移仍是问题。”季维智说。

季维智表示，从受精卵到着床后的胚胎，
干细胞研究还有两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没有解
决：第一，干细胞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多能性
的机制是什么；第二，如何拿到能形成多种类
型干细胞的细胞。

如果拿到灵长类的多能性干细胞，就为将
来器官组织的修复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如果要
用干细胞进行疾病治疗，首先要解决它的安全
性问题。季维智表示，干细胞的多能性意味着
它可以在人体内不断增殖，但如果干细胞像肿
瘤一样无限增殖下去，“长到不该长的地方，就
会形成癌症或肿瘤”。

季维智表示，除了安全性检测，想要干细
胞像药一样用于治疗还要经过很多复杂程序。
此外，“一个人用多少剂量”“用什么样的细胞
类型进行治疗”及干细胞给予途径等都是必须
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新研究聚焦气候变化
影响丝路生物多样性

本报讯（记者肖洁）面对青藏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大
面积的退化，人类有没有应对办法？人工养殖的牦牛比野
生牦牛个体小得多，生长也更缓慢，原因在哪里？气候变
化加速冰川退缩和湖泊扩张，会对高原水生生物产生什
么影响？……针对这些问题，10 月 29 日，一个汇集了 16
家研究院所、490 名研究人员的科学项目在京宣布正式
启动。该项目隶属于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将聚焦气
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适应策略。

该项目的依托单位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项目负
责人包括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杨永平、国科大教
授王艳芬和中科院青藏所研究员朴世龙。

据几位负责人介绍，因为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泛第
三极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所以项目组将以泛第
三极地区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为研
究内容，开展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敏感性和脆弱性及其
对全球变化响应机理研究，希望揭示典型生态系统的现
状、退化过程及其对气候变化反馈机制。

此外，该项目还将开展生物多样性的连续监测和评
估研究，揭示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机制。

研究人员还将建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生物多样
性基础数据库，以及重大工程和重点国别的旗舰物种
保护现状评估可视化系统，为促进全球生态保护和建
设美丽的青藏高原提出原创性理论和适应管理策略，
为优化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和“一带一路”空
间路线图提供数据支撑，为泛第三极地区相关研究建
立国际合作网络。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中国科大助理
研究员王国燕和复旦大学教授唐莉等合
作，提出了科学声望测度方法，并基于全
球 1.26 亿本图书文献大数据中科学家全
名的词频分析，描绘出物理学家在人类历
史上声望的兴衰演变。

研究表明，虽生不过百年，但科学巨匠
们的贡献与声望跨越时空，对人类文明和社
会进步的影响能持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该
成果日前发表于《信息计量学杂志》。

作为测度科学家声望的一种尝试，该
研究基于谷歌图书的 3600 万本历史图书
和谷歌学术的 9000 万篇学术论文，使用了
57 种不同语言来测试科学家全名在谷歌
语料库中出现的词频，并以大数据可视化
来分析测度物理学家及其主要学术贡献
在学术圈以外的长周期影响力轨迹。

研究以爱因斯坦和牛顿这两个物理
学巨匠为例，详述该科学声望测度方法，
发现科学家在自己国家或者共同语言文
化中具有影响力偏好现象：英国人牛顿被
英国出版书籍提及的频次一直高于爱因
斯坦，而出生于德国后又加入美国国籍的
爱因斯坦，在德国及美国出版的书籍中提
及更多。总体而言，学术圈从 1948 年、社会
图书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爱因斯坦的
名字被更多提及。共词分析显示，爱因斯
坦同时与相对论（28.1%）和量子论（16.9%）
更多提及，牛顿则更多与万有引力（15.2%）
和微积分（7.9%）同时提及。

该测度方法进一步给出在 21 世纪最
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名单，前 5 名依次为爱
因斯坦、普朗克、牛顿、帕斯卡和伽利略。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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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河北硅谷农科院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工作人员在收获超
级杂交水稻。

当天，袁隆平团队超级杂交稻（“超优千号”）在该示范基地通过测产验收。“超优千号”平均亩产
1203.36 公斤，再次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提前实现了袁隆平提出的争取在 2020
年实现每公顷 18 吨的世界最高纪录目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

看到珠穆朗玛，还想去月球
姻本报记者潘希 见习记者韩扬眉

当科学家有什么好处？颜宁脱口而出，当
科学家是幸福的。

但她对幸福的理解跟别人不一样，“很自
由，科学家有充分掌控自己时间的自由，可
以随机安排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这也是很
多科学家放弃其他领域的高薪，愿意坚守自
己‘一亩三分地’作研究的原因。”

10 月 29 日，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
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颜宁受邀在“2018
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作报告。会后，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自己对科研和科学
家的理解与感悟。

作研究的状态是幸福的

2018 年一年，颜宁课题组在《科学》杂志
上连发 3 篇文章。如此高产且都是重量级的学
术成果，颜宁是怎么做到的？

“这其实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前面播
了十年的种子，现在终于收获了。”颜宁也坦
言，其间的过程很“磨人”，既在打磨又是折磨，

“不过最后的结果我还是蛮喜欢的”。
她还提到了“非常给力”的博士后们。他

们积极主动又爱动脑子，“我出去开会很频
繁，但不需要很操心，所以我处于一种很幸
福的状态”。

颜宁说，她现在在普林斯顿带了 1 名博士
生、9 名博士后。这也是颜宁感到在普林斯顿
工作的一大优势———收到更多优秀的博士
后申请。她分析了原因：一方面，作为世界名
校，普林斯顿大学本身具有很强的人才吸引
力；另一方面，国内的博士们未来求职很多
需要具有海外经历，“国内非常顶尖的博士
生们最后会选择出国做博士后”。她认为，每
个人在求学生涯中，都应该有一段海外经
历，开拓视野。

但她表示，在两校学习、工作 20 多年，它
们都是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清华和普林斯顿对
她来说一样亲切。在做学术方面，两者没有任
何区别。

有成就感时是幸福的

长久以来，支撑颜宁坚持科学研究的内在
动力是什么？

“成就感。”她告诉记者，每个个体都在寻
找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我不如刘翔跑得
快，没有李娜打网球的高超技能，我想学文可
是文笔真的很差，也不能成为文学家，但我也

需要我的成就感，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让我
自己还挺满意的人？”

后来，她发现自己也许在科研方面有一点
天赋，作出来“世界第一的成果”后感觉很踏
实，很有成就感，“至少过去我作的成果是可以
让我自己很满意的”。

然而，事实上，做科研更多时候是想不到
有什么成就感的。颜宁说：“其实，就是想把问
题搞明白，有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了后，
更多的问题出现了。我现在的梦想就是能把细
胞层面的时空分辨率这整个工作过程给揭示
出来，但我觉得这辈子可能都做不完。”

了解颜宁的人都知道她还是个“微博控”
“科普达人”，51 万“粉丝”、4000 多条微博。她告
诉记者，有时候是在零碎时间发，但更多时候反
而是在写论文时发，“有些问题想不明白了，就随
便写点东西去，这样也让我换换脑子”。

颜宁坦承，科研工作者的确压力大，关键
是要做好心理调节，找到自己的放松方式。“别
看我在微博上表现得很轻松，但背后熬夜工
作、做不出来东西时的焦虑，是别人没办法真
正感知的。”

坚守内心选择时是幸福的

作为女科学家的代表和榜样，颜宁也很

关注女性科研人员的现实问题。她希望女性
要更自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比想象的更强
大。同时，作选择时，要尽量遵从内心，一定
要自己作决定，并能为自己负责。“你要想不
明白，可以跟很多人去聊，了解更多的层面，
但最后一定是自己作决定，之后也不会后
悔。”

“学术女神”“影响中国年度科技人物”
“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提名”……无数光环与
头衔“加身”，那颜宁心中的科学家是什么样
子？

“我心目中没有科学家的样子，科学家
本来就没有定型。”颜宁提到了自己见过的
各种形象的科学家，既有组乐队的，也有终
日惶恐不安的；既有不修边幅的，也有像模
特一样时尚的，还有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科
学家……在她看来，科学家是多元化的，公
众不应该对科学家有一种刻板的认识。

颜宁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是能做出人
源钠离子通道就退休。但如此热爱科研的她
真的会退休吗？

“不可能！”她笑着却又斩钉截铁地回答
道，“科研就是这样，一山望着一山高，你到
了喜马拉雅山，没准你看到珠穆朗玛峰，又
会想着去月球。所以说退休是开玩笑的，这
只是来形容我对一个课题难度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