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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天下

（本版主持：温新红）

观点

是加入团队，还是自己单干
姻喻海良

汉字太多，常用的大概不到 4000 字，
要记住许多生僻字的意思、写法、读音十
分不易，所以读错字是常有的事。祖先们
造字先是造了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之
后又用表示意义的意符作为形旁，用表示
声音类别的声符作为声旁组合成形声字。
起初是方便读写，之后读法不断演变，结
果竟成为人们读白字的“坑”。

现在的问题是，形声字的不同读法到
底谁做主？

其实，从象形字演化来的现代汉字优
势在于“表意”，而在读音上一直就不像由
字母组成的文字那样直截了当。所以，汉
字的读法并非一成不变，字典辞书一般记
载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读法。

有些字如果大多数人都读错，那么最
后也可能将错就错，成为官方认可的读
法。就像生物在演化一样，汉字的读法也
在演化。

在这里自然不是只谈汉字读音问题，
而是要说汉语科学词汇的读音该由谁说

了算？这些词汇大多使用形声字，一般出
现在科技教育活动，而不是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我认为，科技教育界口口相传的公
认读法应该得到普遍的认同。

譬如，“氨”“胺”“铵”，这三个字怎么
读？说实话，我直到近两年才知道所谓标
准的注音是 佟n，伽n，伲n。

但民国时期这三字都念第一声。我想
知道的是，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分化
成三个读音的呢？究竟是谁，在哪次会议，
哪个文献上提出来的？有没有“考据帝”可
以找到相关文献啊？为此，我还在学校的图
书馆反复翻看各时期的工具书，结果很遗
憾，图书馆的工具书不是新中国成立前的，
就是 1980 年以后的，中间有段空白，很难
求证读音变化发生的时间。

这是被辞书编纂工作者把原来简单
的事情搞复杂了，还是把复杂化的读法作
了官方认证？

在化学里还有一类常见基团，叫“羟
基”，我见过的中国人都读“qi佟ng j侃”，但是标

准注音是“qi伲ng j侃”；有一类有机物叫“嘌
呤”，我见过的中国人都读“pi佟ol侏ng”，但是
标准注音是“pi伽ol佻ng”。看来，科学界读不准
的词汇还有不少。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由科
学界制造或借用的字词，譬如“嘌呤”来自
英文“purine”的音译。

有一些汉字本来就是多音字，在进入
科学术语后的读法更应该尊重原创者的
意愿。我的研究领域是“藻类学”，也就是
研究一类低等植物或者能像植物一样进
行光合作用的微生物。藻类中有一个小类
群叫“栅藻”，多数种类由 4～8 个细胞并
排组成个体。读者不难理解“栅”字在这里
的含义。但是这个字有“zh伽”“sh佟n”“c侉”

“shi”四个读音，那么“栅藻”怎么读呢？藻
类 学 界 的 前 辈 饶 钦 止 等 人 读 作“sh佟n
z伲o”，所以这成为他的徒子徒孙沿用至今
的读法。少数北方的藻类学研究者按“栅
栏”的意思读作“zh伽z伲o”，但在藻类学讨
论会上一般也统一说成“sh佟nz伲o”。

还有一些词汇并非只有专业人士使

用，譬如“粳稻”，在民间就有“j侃ngd伽o”和
“g侑ngd伽o”两种读法，大多数人读作“g侑ng
d伽o”，这其中包括种水稻的农民和研究水
稻的农业专家，但是官方认定的读法却是

“j侃ngd伽o”。有专家联名向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和《新华字典》编纂方建议，“粳”
的正确读音应该为“g侑ng”，认为“粳”字读
什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读音问题，而
是事关中国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关乎数
千年民俗传统，关乎民族情感尊重和科学
内涵理解……最新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
审音表》已改为“g佶ng”，看来，“粳”字怎么
读也是要接受大多数人的读法，尤其是专
家的读法。

汉字博大精深，值得不懈地研究，只
是这么复杂多样的构字、读音是不是也为
我们的知识增长作了一些无效拉动呢？如
果是这样，我们的汉字（包括读音）是不是
仍然需要改革进步呢？当然，这只是我的
一己之见。

（http：//blog.sciencenet.cn/u/xuxihb）

汉字读音谁做主
徐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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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航机长世界级备降”已广为
流传。事情的过程大致如下：5 月 14
日，四川航空公司 3U8633 航班执行
重庆—拉萨航班任务中，驾驶舱风
挡玻璃突然破裂，驾驶舱失压、气温
迅速降到零下 40 多摄氏度、仪器多
数失灵、副驾驶半个身子被吸出窗
外……机长刘传健在方向导航只能
全靠经验、返航机场的位置都要用
眼睛来看的情况下，紧急成功备降，
挽救了全机人员。

驾驶舱风挡玻璃为什么会突然
破裂呢？尽管目前原因还在调查，但
作为一个航空从业者，笔者将对该
事件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首先，要了解玻璃突然破裂的
原因，必须要知道风挡窗户的结构。
本 次 川 航 空 公 司 3U8633 航 班 为
A319 飞机，即 A320 飞机的缩短版，
因此我们以 A320 飞机风挡窗户为
例进行说明。

A320 飞机风挡窗户为驾驶舱最
正 前方 的 两 块。该 窗 户 的 风 挡 由
SGS 公司提供。风挡玻璃共三层，最
外层为热钢化玻璃，中层和内层为
化学强化玻璃；各层玻璃之间通过
聚胺酯层和 PVB 层粘接在一起，旨
在增加飞机防鸟击能力和失效安全
能力。最外层钢化玻璃的内侧安装
有透明的导电覆盖膜—加热膜用于
除冰，而在内层的玻璃之间有除雾
层。在窗框上还有防水的封胶，这层
防水保护对风挡玻璃很重要。

从结构上来说，外层玻璃为非
结构层，中层和内层玻璃为承力结
构层。风挡的设计是可以承受 5 倍
的正常最大内外压差（约 3 个标准大气压），在中层
或内层中的一块破裂后还可以承受两倍的正常最大
内外压差（约 1.3 个标准大气压），采用的是破损安全
设计。另外，风挡还应该可以承受 1.8 公斤的鸟在最
大飞行速度（约 0.8 倍音速）下的撞击。

接下来的问题是，万米高空风挡玻璃承受的压
力有多大？

一万米高空，飞机舱内压强（充压）约 0.8 标准大
气压，舱外空气 0.2 标准大气压，内外压差（余压）约
0.6（=0.8-0.2）大气压，即约 60kpa。

一万米高空空气密度约为海平面空气三分之一
（约 1.29/3kg/m3），以飞机 800 公里时速（800/3.6m/s）
计算，飞行速压约为 10kpa。

显然风挡舱内压力大，舱外风吹的压力小，前者
约为后者的 6 倍。风挡前后承受向外约 0.5 个标准大
气压（即 60-10=50kpa）。50kpa 是什么概念呢？即每个
风挡玻璃上大致承担约 1.3 吨（20 个人）的重量。

参考空客挡风玻璃的承压：约 3 个标准大气压，
川航风挡玻璃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再增加 5 倍，理论
上讲也不应该发生失效问题。

再讨论一下风挡玻璃破坏的可能原因。
一是外来物（譬如鸟撞、冰雹、雷击等）撞击等。
二是窗框及安装紧固件问题。安装风挡玻璃时，

可能窗框上紧固螺丝不合格，或不规范操作，譬如安
装了不同型号的螺丝，或者野蛮装配，用力过猛，使
得窗框、螺丝产生初始缺陷，造成隐患。飞机长期飞
行，初始缺陷部位疲劳损伤累积，最终突然开裂，导
致玻璃松动、破碎。

三是玻璃质量问题。即风挡玻璃材质本身不合
格或者存在质量缺陷。该飞机 2011 年出厂，已经飞行
了 7 年，飞行 1 万多个起落，且风挡玻璃未做更换，
在疲劳载荷作用下，玻璃缺陷部位损伤不断累积，最
终突然破碎。

四是加热系统故障。为了除冰防冰防雾，飞机风
挡玻璃中常会加装透明电加热膜。如果加热系统出
现故障，有可能出现局部过热或电弧损伤，进而导致
风挡玻璃破碎。

至于说驾驶舱风挡玻璃为什么会出现突然破裂
的问题，根据川航空公司 3U8633 航班的具体情况，
一万米高空，外来物（譬如鸟撞、冰雹、雷击等）撞击
破坏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因为万米高空不存在鸟类，
或冰雹、雷雨等气象。后三种原因都有可能，而窗框
安装、玻璃质量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不过，最终原因
还有待官方给出的调查结论。

（http：//blog.sciencenet.cn/u/ 沈海军）

对于回国的研究人员来说，首先面对
的问题是：加入团队，还是自己单干？

在国外工作过的人，最羡慕的不过于
和海外众多大教授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
PI，自己招聘一群博士生以及博士后，研
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所以，如果觉得自己能力足够强，完
全可以胜任一个独立的科研小组领导者，
那就毫无疑问选择回国后单干，但也要面
临一些问题。

第一，有足够的能力去申请校内外
“科研经费”，建立与维持自己的科研平
台。如果自己单干，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
设备，建立自己的实验平台。

虽然现在大学里很多公用的仪器不
需要自己购买，但建立一个科研小组，总
要有一些和他人不一样的科研仪器设备。
否则，几年后一批学生走了，自己什么都
没有留下。

根据研究领域不一样，科研仪器的费
用也会不一样。而且设备维护也需要大量
的费用，特别是耗材，随着团队成员的增
加而逐渐增加。

另外，维持一个小的科研小组，科研

经费中人员经费也是越来越多的。招收研
究生、博士后需要给他们适当的劳务费。
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电脑等办公用品、
实验材料及实验后续检测、会议及其他差
旅、研究生日常生活补助、文献查阅、论文
发表、专利申请等等。

不过，国内经费申请机会比国外多一
些。我和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的一些朋友
交流过，他们现在想自己独立获得一些科
研经费有很多困难。而在中国，年轻一点
的朋友可以申请的项目真是很多，如国家
青年基金、省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校
中央高校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等
等。能力越大、年龄越小申请各项基金的
机会就越多。

第二，有能力吸引到优秀的研究生、
博士后，组建自己的学术团队。

对于海外回国的人员，最大的优势在
于自己丰富的海外经历、海外人脉，以及
前期不错的研究基础。在国外读完博士并
有三五年的工作经历，基本上都有非常不
错的学术积累。在目前背景下，有非常好
的学术成果基础对于研究生还是非常有
吸引力的。

招到研究生，不只是简单地让他们跟
着自己做实验、写论文，而是要给学生一
个比较有前景的研究方向，让他们做的工
作比较成系统。将来毕业了，能够获得不
错的前景。

还有可能面临一种局面，根本就招不
到好的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人报考你。现
在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关
系。所以，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想方
设法宣传自己，特别是宣传自己的理念，
让他们觉得跟着你发展会前途无量，才有
可能吸引到好的学生报考。

当然，你发表的论文越多、档次越高，
你的学术影响力就越大、视野就越广，对
优秀学生的吸引力自然越强。

第三，有自己稳定的研究方向与兴
趣，可以持续产生出科研成果。

回国发展的人员都会面临一个过渡
期，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没有地方做实
验、没有一个学生，完完全全自己一个人
作研究。对于某些理学、数学、社会学学科
的研究人员来说，不需要太多的设备就能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高水平的论文，
但是对于工程学科，没有一定的实验场

所，就非常困难。
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 PI，必须想

方设法发表一些论文，参加一些学术会
议，维持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如果
你回国时有很好的学术基础，自然也会
有很多人想与你进行科研合作，先相互
合作发表一些学术成果，一两年后就会
有改观。

成为一个独立的 PI，是一个人从初级
科研工作者发展到高级科研工作者的必
经之路，经历一点困难再正常不过。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觉得自己能力尚
有欠缺，那就先加入一个好一点的团队，
利用共同的资源一起发展。但即使加入到
某些大的课题组，也不能失去自己的研究
方向，最好是“和而不同”。

或者，加入一个大而松散的团队，谁
也不影响谁，谁也不替谁做主。但在申报
科研项目的时候，大家共同合作并努力获
得一些大的科研项目。

所以，回国后是加入团队或者完全
自己单干，取决于自己个人意愿和个人
情况。
（http：//blog.sciencenet.cn/u/yuhailiang）

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最大
限度地保护地球的生物资源，造福当代
和子孙后代，25 年前，1992 年 6 月 5 日，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上，相关国家签署了《生物多样性
公约》（CBD），公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缔约方大会（COP），主要负责确定新的
优先保护重点，制定工作计划。CBD 是
通过各个国家谈判而签署的第一批国
际环境协议，同年还启动了全球环境基
金（GEF），主要是为发展中国家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25 年后，结果如何呢？最近调查表明，
陆地和海洋的生物种群与多样性还在持
续下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导致这种下
降的主要原因居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资金不足、缺乏全球合作的激励措
施、未能控制栖息地转化、资源过度开发、
物种入侵等。虽然 CBD 和 GEF 等现有国
际机构努力在各个方面筹集资金，但仍未
能将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因
此，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未达到实现安
全的生物多样性所需要的水平。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效益远远大
于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对发展中国家来
说，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栖息地丧失和
过度开发，因为他们无力付出更多的努

力，最终无法履行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

2010 年，CBD 的 COP 第十次会议在
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通过了《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 5 个战略
目标及 20 个纲要目标，统称为“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其宗旨是激励所有国家和
利益相关方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期
间采取措施，推动实现 CBD 的实施。

世界各国政府目前已同意实施这个
目标，其中包括到 2020 年保护至少 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栖息地，以及 10％的沿
海和海洋区域的目标。但许多科学家认
为，现有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规模太
小，无法拯救全球生物多样性。他们呼吁
扩大一半的陆地领域，这样每年可能花费
会高达 800 亿美元，而目前这个数值仅为
40 亿～100 亿美元。

那么，如何来弥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的资金缺口问题呢？《科学》杂志建议
借鉴 《巴黎协定》 的灵活架构来改造
CBD。

《巴黎协定》的主要构架就是：先达成
全球一致的目标，然后各国为实现这一目
标可以作出个别的承诺。同样，生物多样
性全球协议面对的问题，也是不确定但可
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全球生态系统效益损
失的问题。这个协议也应该首先达成全球
目标，然后各国自愿承诺实现目标。

这个广泛的全球目标和时间框架，可
以在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基础上进行
扩展，比如，到 2050 年保存至少 50％的陆
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栖息地。确立总
体目标只是第一步，所有国家都应该声明
自己的国家目标、政策和时间表，而且为
了实现总目标各国必须服从 5 年期的审
查。对于较富裕国家来说，这些目标和时
间表还应包括财政和技术承诺，通过 GEF
或其他国际机构或双边认捐来协助发展
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了增强其可行性，《巴黎协定》同样

具有启发性，即考虑增加一个机制，允许
企业、城市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能有正规
途径加入协定。

所以，战胜重大资金缺口、扩大爱知目
标以拯救全球生物多样性，不仅需要巴黎
协定式的途径，还需要私营部门的直接参
与。海产品、林业、农业和保险等关键部门的
企业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拥有相当
大的财务利益，因此也应该加入全球协议。

作为正式参与者，这些公司需要在 5
年的审查期间声明自己的公司目标、政策
和时间表，以实现到 2050 年保护至少
50％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栖息
地的总体目标。此外，企业参与者应通过
GEF 等国际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另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公约与气候
变化的公约相比，还有一些优势。承担减
缓气候变化的企业，可能无法从其行动中
获得经济利益或者短期内无法获得，而生
物多样性保护则可能让某些行业可直接
从中受益。例如，保存海洋资源可能会使
海产品行业的年利润增加 500 多亿美元；
通过减少洪灾损失，保护沿海湿地每年可
为保险业节省 520 亿美元。

国家和公司之间还可能创造新的市
场机会，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
的收益，并创造更多激励措施来支持全球
生物多样性协议。

一些自然资源部门的领先企业和行
业，实际上已经在采取具体措施来保护生
物多样性了。例如，控制 16％的全球海洋
渔获量和 40％的最大、最有价值的渔业产
品的 13 家公司中，有 10 家承诺为更多海
鲜资源和海洋的可持续管理提供帮助。

同样，2006 年代表全球森林产品工业
的国际森林和纸业协会理事会，致力于提
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
的排放，增加回收利用，控制非法采伐，并
加强可持续森林管理（SFM）认证。在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支持林产品行业的可

持续森林管理认证总面积从 6200 万公顷
（占森林总面积的 12％）增加到 3.1 亿公
顷（占森林总面积的 54％）。因此，在设计
和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时将公司并
入政府，有助于协调和调整激励措施，以
支持更大和更有效的保护。

具体来说，设计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第一步，由国家政府组成的 CBD 的
COP 开始谈判，包括主要目标（例如到
2050 年保存至少 50％的陆地、内陆水域、
沿海和海洋栖息地）和总体融资目标（例
如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来协助发展中国
家的保护）。

该公约的机制，让企业领导人正式承
诺其组织将遵守公约的全球保护目标和
融资目标。然后可以邀请个别公司和工业
组织接受或加入谈判达成的协议。通过加
入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企业和协会可以
与政府合作，为关键生境建立定义明确、
可量化的保护目标，并确定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援助的融资目标和时间表。

如果其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害
关系的全球主要工业和企业（如食品和餐
饮业以及其他农业方面）也同意加入生物
多样性全球协议，并为其筹资目标作出贡
献，那么财务承诺可能更大。例如，据估
计，农业每年在野生和管理授粉服务中获
得 2.35 千亿～5.77 千亿美元的收益，如果
拿出 10％用以保护、创建和恢复野生授粉
者栖息地，这将每年提供约 2 百亿至 6 百
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总结一下，目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危
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 25 年来缺乏
切实可行的国际承诺和资金来源。未来的
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将采取在历史上无
与伦比的方式，与政府和工业界以及其他
非国家行为者接触，要求可以从保护中获
益的企业共同努力，确保全球生物多样性
的安全水平，避免持续不可逆转的生物多
样性丧失。

（http：//blog.sciencenet.cn/u/lionbin）

资金不足掣肘生物多样性保护
姻赵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