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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东院士获首届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奖

本报讯 10月 13日，在第二届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全体大会
上，ISC向全球 3位科学家和 1个团队颁授首届 ISC科学奖，并向 6
人颁授青年科学家奖。中科院院士、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
心主任郭华东获科学奖。

郭华东获颁的奖项名称为“可持续发展科学奖”。郭华东因开拓
地球大数据科学，发展大数据驱动的科学发现方法，在全球、区域、
国家和地区尺度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而被授
予此奖项。

ISC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国际科学组织。
ISC 科学奖由 ISC 于 2020 年正式设立，旨在表彰个人或团体为
促进科学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奖项每 3年评选一次，此次为
首届奖励。 （高雅丽）

“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
落地深圳十周年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学部发起，中科院、中宣部、教育部、科
技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
讲团暨第十届大湾区巡讲活动在深圳湾实验室正式启动。

20多位两院院士出席启动仪式，中科院院士王怀民、于贵瑞分
别作主题报告。活动期间，院士们在深圳开展科普讲座，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推动科学知识和科学文化理念走近公众。

自 2010年 10月“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深圳首届活动
举办以来，该活动已开展 10年，累计邀请院士专家百余位，举办科
普讲座 675场次，听众达 15万人。 （刁雯蕙王昕浩）

第五届广州创投周启动

本报讯 10月 13日，第五届广州创投周正式启动。本届广州创
投周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广东省科技厅指导，广州市科技局主办，将
持续至 23日。

同期，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广州赛区）暨第六届羊
城“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决赛拉开帷幕，第二届科技服务
机构（企业）专业赛举行，广州科技创新联盟成立，“科技金融精准面
对面”、中银投贷联动直通车等投融资对接活动也同步开展。

本届广州创投周旨在有效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成果链
和资金链的对接，实现各种创新资源的汇聚和转化。 （朱汉斌）

66个项目入围
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山西赛区决赛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 2021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山西赛
区竞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西赛区决赛将于 2021年 10月 18日
至 20日举办，山西赛区有 66个项目入围决赛。

据介绍，本次大赛由山西省科协和省科技厅联合主办，参赛项
目主要涉及机械制造、能源电力、电子设备、化工化学等领域，涵盖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等方面。

中国科协从 2016年开始举办全国企业创新方法大赛，从 2018
年开始，与科技部联合举办，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自
大赛举办以来，山西赛区累计有 407项科技创新成果获奖，在全国
总决赛中有 49项科技创新成果获奖。 （李清波）

为非洲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姻本报见习记者荆淮侨

对于许多人来说，大象、鳄鱼、毒蛇在
动物园里才能集中见到。但对于王青锋和
他的团队来说，这些是每次野外科考都要
小心防范的生猛动物。

20多年来，从乞力马扎罗山到东非大
裂谷，作为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以下简称武
汉植物园）、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非中心）的负责人，王青锋
和同事们频繁往来于中非之间。从刚开始
遇到象群时的紧张，到如今见到各种野生
动物的淡定，一批批中国植物园人也见证
着中非在科技领域特别是生物多样性领域
的合作从萌芽走向壮大。

10月 14日至 15日，王青锋出席了在
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
约方大会平行活动生态文明论坛，并介绍
了中非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成果。

结缘非洲：
培养非洲本土生物多样性人才

“中国植物园的历史非常悠久，但面向
全球的植物学研究时间并不长。”1996年
11月到乍得援建生物学实验室，是王青锋
与非洲结缘的开端。“那时，我们对非洲特
有植物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了解十分有
限，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当时，从国内到非洲，还鲜有直飞航
线。想要从武汉抵达非洲大陆，要转三四
班飞机，折腾 30多个小时才能到达。这让
他对非洲留学生来华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许多非洲留学生来说，中国是一个

遥远的东方国度。但为了更好地从事科研
工作，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学习，更需要支
持和帮助。”他说。

2009 年，武汉植物园正式与肯尼亚
高校签署协议，在生物多样性人才培养
等方面加强中非之间的合作。随后，合作
扩展到中科院的多家研究所，合作领域
也从植物学扩展到自然科学的多个学
科。4年后，中—非中心正式获批成立，
由中科院和肯尼亚高等教育部共同管

理，成为中国政府在境外建设的第一个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

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严雪介绍，中
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等多个领
域，先后招收和培养了 254 名非洲研究
生，为不少非洲国家建立起了本土的科
研人才梯队。

2014年，来自肯尼亚的维罗妮卡通过
中—非中心的奖学金项目来到武汉从事植
物学研究，2020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6年
多的武汉生活，让她从一个不能吃辣的肯
尼亚妹子，变成吃热干面主动加辣的武汉
伢。如今，她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继续从事
植物学的相关研究工作。

中非携手：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力量

中—非中心也让许多中国青年科研

人员真正感受到了生物多样性的奇妙。
“位于赤道附近的肯尼亚山，海拔超过

4000米，却生长着大量奇异的高山植物，
与国内同海拔区域的植物物种相差太大
了。”武汉植物园特别研究助理王生位在
读博期间曾多次前往东非，研究当地的植
物多样性分布。

读博期间，王生位多次参与在非洲的
野外科考，遇到过车被野象掀翻、食物被狒
狒吃掉等各种状况。最惊险的一次，曾目送
一条黑曼巴蛇从自己的脚上爬过。“向导
说，‘别动，让它先走’，那可能是我人生中
最漫长的几秒钟。”

尽管要时刻提防可能出现的危险，但
王生位觉得付出是值得的。“很多科学问题
的发现，只有到达那个地方，才能够想到。
与非洲伙伴一起交流、一起野外科考，才能
真正理解中非合作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和大自然的奇妙。”他说。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所有人的参与。
只有更多的交流互鉴使中非科研人员更好
地了解彼此，才能有 1+1>2的效果。”王青
锋表示。

汇聚合力：
中国生态保护理念在非洲大陆生根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生态保护的第一
步，就是摸清家底。”王青锋介绍，目前，
中—非中心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正在进行
《肯尼亚植物志》的联合编研工作。

严雪介绍，以植物志的编研为契机，许
多国际同行也参与到这项中非共同主导的
工作中。
“我们经历过同样的阶段，更理解发

展和环保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不同，中国科研人员
希望找到一条标本兼治的路子。王青锋
表示，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能够让一些
国家在平衡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上少走
一些弯路。
过去，当地吃不饱的主要原因在于

品种和产量。结合当地气候、地理环境等
因素，科研人员从国内引进了适应规模
化种植、采收的杂交水稻、甜高粱、猕猴
桃等几十种农作物品种，在当地建起了
农业示范区。既好吃又够吃的中国农作
物端上了餐桌，当地的粮食危机迎刃而
解。

采用规模化种植，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用高产物种替代采摘，减少环境
压力；在解决吃饭、增加收入的同时，缓
和人与自然的冲突……如今，这些中国
理念已在当地被接受，有越来越多的非
洲科研人员愿意到中国参加科研培训。
截至目前，中—非中心已累计为非洲 13
个国家培训超过 600 名管理人员和专业
技术人员。
“这些人将成为一颗颗种子，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在非洲大
陆落地生根。”王青锋说。

2017年 12月 15日，中—非中心助理研究员周亚东与留学生在肯尼亚山雪山下拉样
方，这里是高山植物的尽头。 中—非中心供图

科研大时代下的中国青年
他们平均 33岁，正在世界科技前沿乘风破浪

姻本报记者赵广立

回望中国科技今年的惊心一刻，当
数 5月 15日早上 8时 20分左右，中国
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
号”在火星表面着陆。这是中国火星探
索史的历史性时刻：中国成为蓝色星球
上第三个实现登陆红色星球的国家。

技术上来说，火星着陆是“绕、落、
巡”探测任务中最困难、最凶险的一关。
在这堪称“黑色九分钟”的过程中，天问
一号火星着陆多功能避障敏感器团队
经受住了考验。该团队年轻的主任设计
师朱飞虎说：“我们的技术保证了它的
平稳着陆。”

朱飞虎的出色工作引起了阿里巴
巴达摩院（以下简称达摩院）的注意。达
摩院早在 2018年就发起一项名为“青
橙奖”的公益评选，面向 35岁及以下的
中国青年学者，发掘有潜力实现关键突
破的科研新星。朱飞虎就是达摩院今年
的“惊喜发现”，经历层层评选之后，他
从 365位参评人中脱颖而出，入选第四
届达摩院青橙奖。

敢于探索技术无人区，研究方向原
创性强、具备挑战世界级难题的能力，
是达摩院青橙奖的评选“金线”。在 10
月 14日公布的第四届达摩院青橙奖获
奖名单上，和朱飞虎同样具备巨大潜
力、来自不同科技领域的青年学者还有
9位。这群中国科研的火种传递者，平
均年龄仅 33岁，每人将获百万奖金。

获悉名单，中科院院士、嫦娥五号
探测器总设计师杨孟飞说：“我很欣喜

地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敢于在
重大问题上挑大梁、当主角，担起下一
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神童”和“天才”长大以后

每年从数百位参评人中最终评出
的 10位年轻人，被达摩院称为“最好的
他们”；而他们，也都在挑战世界上最难
的科研题目。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研究员韦
东奕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何与物
理研究中心特任教授陈杲，是历届青
橙奖中首次出现的“数学双子星”。这
两位数学天才的“江湖传说”，因异于
常人的传奇色彩而为人津津乐道。比
如，韦东奕曾手提馒头矿泉水接受采
访，人称北大数院“扫地僧”；陈杲 14
岁就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和他的龙
凤胎姐姐陈杳的名字，是他们父亲在
梦中梦到的。
“神童”和“天才”长大以后怎么样

了？韦东奕和陈杲的答案是：担起天赋
和命运交给他们的使命。

陈杲在此前的研究中，先后解决了
1977年霍金提出的一个叫做“引力瞬
子”的问题和丘成桐等人研究弦论中提
出的一项数学难题。现在，他开始关注
数学界七大“千禧年问题”之一的“霍奇
猜想”，并发现了一些新线索。
“这个研究是很漫长的过程。在未

来———可能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的
研究中，我希望能够真正有一些进
展。”陈杲说，“这算是我的人生目标
之一。”

韦东奕的导师、中科院院士田刚也
希望韦东奕尝试一些著名难题，鼓励他
做“千禧年问题”中的一个。“这个问题
难度也比较大，我不确定能否做出来，
只能尽力去尝试。”韦东奕说。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赵慧
婵、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研究员陆盈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
教授方璐是本届青橙奖榜单中的“巾帼

力量”。“女性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在科
研领域同样适用。

赵慧婵在柔性驱动、柔性感知、人
工肌肉等领域的学术创新，正推动着
新形态机器人本体设计方法的发展；
陆盈盈的研究将助力能量密度与安
全性兼顾的下一代锂电；方璐率先提
出了大规模可重构光电计算理论与
架构，为百亿像素光场智能成像提供
了新路径。

破解半导体器件精密制造、大规模
计算机系统调优、拓扑量子材料发掘、
分子结构与功能开发……青橙奖榜单
上的青年才俊，作为新一代青年学者的
杰出代表正担纲重任，勇挑大梁。

他们的研究着眼未来，对于自己的
得失反倒不那么在乎。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
志俊“一入物理深似海”，沉醉于拓扑
量子结构研究，一扎就是十几年，至
今在北京没买上房。但他不后悔：“回
想当初，我不后悔高考志愿选择的是

物理专业，而且不服从调剂；这十多
年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人生还
是应该有一些坚持。”

好奇心驱使的科技远征

达摩院青橙奖获得者展现了科学
家的共性：永远被好奇心驱使，却在不
知不觉中走向引领。
“从事航天研究是出于自己的好奇

心和兴趣。我本科是哈工大，那里航天
文化和氛围非常浓，受到很好的熏陶。”
朱飞虎说，到了清华读博后，有了更多
可能性，他的同学有的去做金融、从事
IT业，收入待遇都很高，“但我自己还
是希望不忘初心，参与到航天这种国家
重大工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可喜的是，朱飞虎带领的空间激光
类产品研制团队已成长起来了，他们将
为后续实施小天体探测、探月四期、中国
国际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任务奠定基石。

虽然并不在航空航天领域，但陆盈

盈对火星的“冲动”一点不少。她的 100
万元青橙奖奖金，大概会被存起来，用
作买一张“火星飞船票”的储备。她还希
望，有朝一日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用在
火星上。

陆盈盈 2014年从海外归国，理由
很简单：“2014年左右国家开始在新能
源电池等领域展开新布局，我刚好就是
做这一块的，能够回国作出自己的一份
贡献，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为人

类社会去贡献一点点，哪怕改变微乎其
微。”陆盈盈向记者透露，她会坚持做原
创研究、做有用的研究、做有影响力的
研究。对于未来，她也很有信心：“未来
三年，我希望能够建立一支浙江的国际
化储能研究团队。”

王权最近才知道获得青橙奖还有
100万元奖金。一向家庭财产“归家里领
导管”的他，这次想支配一下这笔奖金：
“我可能会设立一个小的基金，去奖励学
生做一些天马行空的事。”

有感于青年学者的才略和担当，达
摩院院长张建锋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很
骄傲地看到，这些青年学者真正代表了
时代的‘硬核要求’，他们坚定的科学信
念、追求卓越的工作态度和显著的科研
成就都是青橙奖鼓励的。”

科学是场远征，青年正意气风发。
张建锋表态一定要好好支持“最好的他
们”，支持他们参与建设一个最好的科
研大时代。

简讯

南有强台风北有冷空气需加强防范

本报讯今年第 18号台风“圆规”日前已登陆海南琼海市，作为
秋台风，“圆规”的强度自生成后不断增强，影响范围广。此次受“圆
规”影响最大的地区是广东沿海和海南岛大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拴柱表示，要特别注意洪涝和地质灾
害等。此外需要采取停工、停业、停学、关闭景区等措施，做好户外设
施防风加固、水库巡查和蓄水调度等工作。

与此同时，北方迎来了寒潮级的冷空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
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 10月 14日至 17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先后
出现大风降温、雨雪天气。预计 10月中下旬，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低。此次冷空气过后，19日前后，还将有一股弱冷空气
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专家提醒，此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范围较广，要防御大风、降
温以及冷空气之后的低温影响。 （辛雨）

海南三亚崖城附近海域的中华白海豚。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供图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中科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团队通过调查
研究，揭示了海南西南海域新记录的中华
白海豚种群哨叫声特征与中华白海豚其他
种群以及驼海豚其他物种哨叫声的差异，
并指出中华白海豚哨叫声信号特征存在环
境噪声的适应性。近日，相关成果以封面论
文形式发表于《海洋哺乳动物科学》。

海豚频繁使用声音来感知水下环
境、寻找猎物、躲避捕食者，以及与同类
进行交流等。窄带调频哨叫声被认为主
要用于动物社会中个体间的交流，类似
于人类的语言。

已有研究表明海豚同一物种不同地
理种群之间可能跟人类一样，存在方言。
因此，哨叫声信号特征可以揭示海豚不
同地理种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为遗传或
形态数据获得的信息提供印证或补充。

中华白海豚是驼海豚属四个物种之
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
级，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
中华白海豚主要零星分布于东南沿海，

目前尚不明确这些中华白海豚种群之间
是否存在个体交流或基因流动。海南西
南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种群是 2014 年新
发现的群体。目前人们对它们的声信号
特性及其与毗邻海域其他种群哨叫声的
异同还知之甚少。

该研究从海南西南海域采集到的
226 个哨叫声信号中识别出 6 种信号类
型。海南中华白海豚种群哨叫声基础频
率最高可达 21 千赫兹，与其他地理种群
的哨叫声类似，但其哨叫声持续时间高
于大多数其他地理种群，哨叫声拐点复
杂性低于除广西三娘湾种群外的其他地
理种群。

研究表明，地理相邻的驼海豚种群
之间，哨叫声的时频特征更为相似。我国
海域的中华白海豚不同地理种群的哨叫
声彼此相似，而马来西亚中华白海豚种
群与澳大利亚驼海豚以及印度驼海豚种
群在哨叫声特征上更为接近。而在我国
水域内，湛江和三娘湾水域的中华白海
豚种群在哨叫声特性上比海南中华白海

豚种群更相似。由此推测，海南中华白海
豚种群与上述其他两个种群间的个体和
基因交换程度可能低于湛江与三娘湾种
群之间的个体和基因交换程度，因此海

南中华白海豚种群可能是与其地理相邻
种群相比较为独立的种群。
相关论文信息：

海南中华白海豚有独特“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