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作为科学家
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欧
阳钟灿的话掷地有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
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
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
来的自信和担当。

理论物理所的科学家党员们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入党初心，扛起基础理论发展的使
命担当，更加主动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攻
关国家需求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和科学前沿
核心问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在中科院基础科学园区，时常看到一些
头发花白的老人走向理论物理所大楼。他们
中有欧阳钟灿、张肇西、何祚庥、苏肇冰等优
秀的党员科学家。

欧阳钟灿今年已经 75岁了，但他依然
活跃在科研和产业一线。多年来，欧阳钟灿
一直牢记入党初心，默默耕耘，将自己所研
究的液晶显示理论应用到京东方等大型企
业的咨询工作中，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相结
合的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我是一位有着 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我一直牢记入党志愿书的承诺。”欧阳钟灿
说。他从 1985年在理论物理所做博士后研
究开始从事液晶等软凝聚态物理的基础研
究，迄今已有 30余年。

作为液晶显示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
委员，欧阳钟灿在担任第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期间，每年都提交关于发展我
国液晶显示技术的提案。2013 年，他提出
“将新型显示技术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并得到国家重视；2017 年他提出的建
议尽快部署 4K/8K 电视广播的提案，也得
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将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实现。

欧阳钟灿强调，我国的液晶显示产业之
所以能后来居上，得益于党和政府对我国战
略新兴产业的大力指导与支持。在基础产业
方面，我们要听从党中央的布局，道路对了，
就会有更大发展。
“历经 20年，中国平板显示产业完成了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今天我国液晶
显示产业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谈起“中
国屏”，欧阳钟灿自豪又欣慰。

如今，欧阳钟灿致力于呼吁“产学研
用”相结合，推动我国从液晶显示大国向
强国迈进。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肇西已经 82岁了，
他依然坚持指导一名博士生，每周三和学生
讨论。
“年龄大了，感觉学东西的速度变慢了，

推导公式之类的也需要推一步看三遍，生怕
出错，指导学生也得一步步地走。但是，我的
理解力还可以，觉得自己还能做些事，能带
一带学生也挺好。”张肇西说。

张肇西报考物理系，是响应当年研制
“两弹一星”的号召，想为国家做点事。在改
革开放后出国访问时，他也非常努力，在学
习最前沿的理论知识的同时，思考结合已有
知识能做点什么，希望缩小国内和国外前沿
的差距。

1978年，张肇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来，他担任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最令他自
豪的是党员发展工作。“当初发展的党员，许
多都成为了后来的科研和领导骨干。”

今年已 94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
祚庥，仍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何祚庥先后
从事核理论、粒子理论、原子弹理论、氢弹理

论的研究，以及层子模
型、粒子和宇宙论相关
问题的研究，这两年开
始研究“经济物理学”
这一新方向。

在何祚庥看来，加
入共产党，就是要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他经
常为青年人讲党课，用
自己的经历和心得，引
导青年一代不忘入党
初心、牢记入党使命。

在理论物理所，还
有许多的老科学家党
员，他们虽已暮年，但
依旧“志在千里”“壮心
不已”。他们在事业上
承前启后，在育人上率
先垂范。

提携后辈 后继有人

十九届六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明确提出，“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
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
有人这个根本大计”。
国家发展靠人才、

民族振兴靠人才。理论
物理所第一研究室“新
物理探索”小组组长、
研究员杨金民曾担任
多年的党支部书记，他
深知人才培养的重要
意义。

迄今，他的小组已
有 6 位成员获中国科
学院院长奖、2 位博士
论文获评中国科学院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6
位学生荣获国家奖学
金，这些都是中国科学
院博士生群体的“最高
荣誉”。

杨金民反对给学
生施压，在他看来，在
舒服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我
最鼓励学术民主，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
学生的思路会非常开阔，容易激发学生的创
造力”。即使给学生提意见，他也会顾及学生
的自尊心，十分委婉地指出来。

翻开杨金民的个人主页，“细推物理须
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这句诗赫然显现，
“本小组最新好事”“本小组最新照片”等几
个栏目的内容充实活泼，与他们课题组的气
氛一样。

深夜里，杨金民办公室的灯常常亮
着。“导师是学生行动的榜样，如果我不
努力一点，就不能要求学生们努力。我留
所加班的大多数时间是为学生修改论
文，认真对待才是真正尊重学生的劳动
成果。学生遇到问题时，我也会马上和他
们讨论，以最高的效率完成我们的科研
工作。”他说。
在学生们看来，杨金民是他们人生路上

的领航者，不只在科研途中指引方向，还用
人生经历启发他们成长。

寰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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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

20年，耕地扩张超百万平方公里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巨大挑战

本报讯 一份新的卫星地图发现，在过去 20年
里，种植玉米、小麦、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的耕地“吞
噬”了超过 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前，相关成
果发表于《自然—食品》。

这项研究强调，随着富裕国家越来越多地将
作物生产“外包”给较贫穷地区，地球事实上正在
成为一个统一的“全球农场”。一半的新耕地已经
取代了储存大量碳的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
使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和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
努力遭遇挑战。
“人类不可阻挡的前进的足迹是残酷的。”论

文作者、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地理学家 Matt
Hansen说。

许多组织和政府在区域内绘制耕地地图，但
事实证明，要获得全球图景是困难的。例如，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从各成员国收集了耕地

统计数据，但这些国家的统计方法和定义各不相
同，因此得出的是一幅不完整的全球图景。

Hansen和同事利用美国地质调查局 /美国宇
航局地球资源卫星项目的数据绘制了耕地地图，
该项目发射了一系列卫星以持续监测地球表面。
几十年来，成像器定期拍摄地球上的每一个点。然
而，让计算机识别卫星数据中的农田是一项挑战，
因为玉米、水稻和大豆等农作物看起来非常不同，
耕地的形状和大小也各不相同，而且农作物通常
只在一年中的一段时间中生长。

为验证和训练用来创建地图的算法，研究人
员访问了世界各地的农场，并使用了来自谷歌的
高分辨率商业卫星图片。这些照片比地球资源卫
星的图像更清晰，但并不覆盖全球。
“我们使用的是一致的信号、一致的方法。”

Hansen说。
研究显示，在 2000年至 2019年的研究期间，

全球耕地足迹增加了 9%。新增耕地面积大约是西
班牙面积的两倍，比 FAO估计的“可耕种土地”增
长 2.6%这一数字高出数倍。

南美洲在相对耕地扩张方面居世界首位，这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蓬勃发展的大豆产业———

这使南美洲的耕地面积在研究期间增加了近
50%。同时，非洲新增农田面积最大，其中大部分是
为了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而开垦的。非洲 40%的耕
地是过去 20年出现的，这一比例还在加速上升。

南亚几个国家和北美大平原的农田面积也在扩
大。论文作者、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 Peter Potapov
说，尽管亚马孙等热带雨林向耕地的转变经常成为
新闻头条，但新的耕地在干旱森林、热带草原等不那
么引人注意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占了更大比例。

当森林或热带草原被改造成耕地时，储存在
树木和土壤中的大量碳往往会被释放到大气中，
加速气候变化。研究人员估计，这种情形带来了大
约 1/8的人类总碳排放。

不过，这项研究还是揭示了一些好的趋势。在
研究期间，作物的植物生物量增加了 25%，而人均
作物面积减少了 10%，这表明人类可能在持续寻
找提高单产的方法。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地理学家 Amy
Molotoks表示，与目前使用的许多地图相比，这张
地图更清晰、更新。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家实现单离子超分辨成像
本报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

团队在冷原子超分辨成像研究中取得重要
进展，李传锋、黄运锋、崔金明等人在离子阱
系统中实现了单离子超分辨成像。该成果日
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冷原子系统包括离子阱中囚禁的离子
和光场中囚禁的原子等，是研究量子物理的
理想实验平台，也是量子模拟、量子计算和
量子精密测量实验研究的重要物理系统。冷
原子系统中的核心实验技术之一是高分辨
单粒子成像。近十年来，冷原子系统的显微
成像技术飞速发展，涌现出量子气体显微
镜、光镊原子阵列、高分辨率囚禁离子成像
等先进技术。然而，受限于光学衍射极限，这
些技术分辨率只能达到光学波长量级，研究
波函数细节相关的量子现象需要光学超分
辨成像。此前，国际上对单原子（离子）直接
的超分辨成像尚未取得进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借鉴经典成像

领域的受激耗尽超分辨成像方法，结合冷原
子系统的原子量子态初始化和读取技术，首
次在离子阱中实现单个离子的超分辨成像。
实验结果表明，该成像方法的空间分辨率可
超越衍射极限一个量级以上，利用数值孔径
仅为 0.1 的物镜即可实现 175 纳米的成像
分辨率。为进一步展示该方法的时间分辨率
优势，团队同时实现了 50纳秒的时间分辨
率和 10纳米的单离子定位精度，并清晰地
拍摄了囚禁离子在离子阱中的快速简谐震
荡，理论上通过相关操作可将空间分辨率提
高至 10纳米以下。

这一实验技术可扩展到冷原子系统的
多体和关联测量。审稿人认为，该工作“填补
了此前缺失的精密测量原子位置的重要工
具，有潜力对高频运动的单个运动量子实现
空间分辨”。 （桂运安）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1亿年前最早“采花贼”到底是谁？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大多数被子植物（有花植物）通过昆虫进行传
粉，昆虫传粉也被认为是白垩纪中期（距今约 1亿
年）被子植物大暴发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昆虫
的授粉行为是什么时候在地球上出现的呢？

2021年 4月 12日，《自然—植物》在线发表了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
京古生物所）研究员蔡晨阳带领的一支国际合作
团队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在白垩纪中期缅甸琥
珀中发现了一枚罕见的短翅花甲化石，为白垩纪
甲虫取食花粉提供了直接证据。

而 2021年 12月 24日，《自然—植物》在线发
表了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助理教授包童团队的研究
成果。包童团队根据蔡晨阳团队论文中的描述和
结论，重新设计了现生昆虫学和孢粉学实验，结合
理论分析与实验数据提出了与蔡晨阳团队不同的
认识。

围绕一亿年前最早的“采花贼”到底是谁，我
国学者展开了一场争鸣。

质疑

2019年，包童在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首次
发现了被子植物经甲虫（原始花蚤）进行传粉的直
接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植物》。该研
究结果证实了许久以来学者们关于白垩纪甲虫是
早期被子植物传粉者的猜想，填补了早期被子植
物虫媒授粉证据的空白。包童说：“这也是当年找
到的最早的‘采花贼’。”

2021年，蔡晨阳团队在短翅花甲化石表面和
附近发现了高等被子植物的花粉和花粉簇，以及
两枚由大量花粉组成的甲虫粪便，进而揭示短翅
花甲是最早的“采花贼”。

包童团队对此观点表示不认可。
蔡晨阳团队文章指出其研究琥珀标本中包含

短翅花甲化石、疑似的“粪化石”和若干“被子植物
花粉”颗粒。包童团队经过现生昆虫生理学分析，
认为此“粪化石”的尺寸明显超出了甲虫消化道的
可能容积，“难以确认其与该短翅花甲科甲虫之间
的关系”。

“以甲虫为代表的很多昆虫类群，其取食的花
粉经消化道排出体外时，花粉结构会有一定的挤
压、变形或破损，且昆虫粪便表面会有膜状结构保
留。”包童告诉《中国科学报》，蔡晨阳团队研究中
所示的“粪化石”均未体现上述特征。

蔡晨阳团队文章提到，该甲虫被超过 100枚
花粉颗粒包围，甲虫附近有 4个聚集而成的花粉
簇，这些花粉属于典型的三沟型花粉（三沟型花粉
有三个夹角互为 120°的大小相同的发芽沟，是真
双子叶植物的特征，真双子叶植物属于被子植物
的演化支之一），与此琥珀中保存的“粪化石”中所
含花粉类型一致。

对此，包童团队经古植物学和孢粉学分析，证明
此花粉是“三槽花粉”而非三沟型花粉，是属于一类
已灭绝的裸子植物 Erdtmanithecales。三槽花粉也有
三条“沟”，但其中一条较另外两条更宽，不仔细观察
很容易将这种花粉误认为是被子植物的花粉。

反驳

记者获悉，《自然—植物》在收到包童质疑文
章的同时，也联系了被质疑文章的作者，邀请他们
对质疑给予回复。该回复文章也在 12月 24日发

表于《自然—植物》。
“我们研究的是短翅花甲科，不是瓢虫科。前

者是露尾甲总科；后者杂食，多为捕食性，是瓢虫
总科。”蔡晨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质疑文章提到
的实验设计问题，我认为做控制实验，需要拿同一
类甲虫来做。”

关于花粉鉴定问题，蔡晨阳表示：“我们的花
粉类型和包童团队 2019年发表于《自然—植物》
文章中提到的类型并无二致，这是经过花粉鉴定
者确认过的，非典型三沟型花粉在灭绝琥珀花里
或现代单子叶植物中都是存在的。”
“包童团队研究的原始花蚤其实是短尾花蚤

的同物异名。”蔡晨阳等人在文章中反驳道，“我们
不清楚为什么包童等人使用瓢虫的花粉消化作为
评估中生代短翅花甲虫粪化石的基准，因为这两
个科不是直接的近亲。前者主要是多食性蚜虫取
食者，后者是专性的花粉食者，而短翅花甲的花粉
消化机制尚不清楚。”

反驳文章最后写道：“新生粉花甲（被质疑文
章发现的甲虫）确实提供了甲虫消耗被子植物花
粉的最早直接饮食证据，标志着早期被子植物在
白垩纪多样化演化的一个重要转变。”

白垩纪花蚤科甲虫传粉复原图。 包童供图 短翅花甲和花的复原图。 蔡晨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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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出炉

四大领域中国论文被引次数世界第一
本报讯（记者李晨阳）12月 27日，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了《2021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
《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

总体产出持续增长，比 2019年增加 19.8%，其
中卓越国际科技论文 21.60万篇，卓越国内
科技论文 24.78万篇。卓越论文数量最多的
学科是临床医学，化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
制，生物学。

按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统计，中国在材
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等 4个
领域排在世界第 1位。与上年度相比，增加
了计算机科学领域。

截至 2021年 9月，中国高被引论文数
为 4.29万篇，占世界份额为 24.8%，数量比
2020年增加了 15.5%，世界排名保持在第 2

位，占世界份额提升了近 2 个百分点。中
国的热点论文数为 1515 篇，占世界总量的
36.3%，数量比 2020年增加了 10.2%，世界排
名保持在第 2位。

2020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
合著论文为 14.45万篇，比 2019 年增加了
1.44 万篇，增长了 11.1%。国际合著论文占
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 26.2%。中国作者为
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占中国全部国
际合著论文的 69.3%，合作伙伴涉及 169个
国家（地区）。

自 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一直承担着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
表论文情况的统计分析工作，每年定期公布
中国科技论文产出整体分析报告，并在此基
础上拓展到对中国在科技期刊、专利产出、
学术图书出版等领域情况的统计分析。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

据新华社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2月
27日 00时 55分，经过约 6小时，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航天
员叶光富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第 4次出舱。舱外活动
期间，先后完成了全景相机 C抬升、舱外作业点脚限位器
安装及相关工效验证、携物转移验证等任务，同时，进一步
验证了核心舱气闸舱、舱外服、机械臂的功能性能，进一步
考核了出舱活动相关技术、舱内外航天员协同以及天地协
同能力，为后续出舱活动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后续，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投入下一阶段在轨工
作任务，以“感觉良好”状态迎接新年到来，这也将是中国
航天员首次在太空跨年。 （王逸涛 郭中正）12月 26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叶光富出舱画面。 新华社记者郭中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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