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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宣布，“毅力号”火星车搭
载的价值 8000万美元的小型直升机“机智号”将
于下月初进行首次飞行。如果成功，这将是直升
机首次在其他星球上的受控动力飞行。

2 月 18 日“毅力号”着陆后，“机智号”研
究团队在其周围地形上寻找了一个平坦、没有
危险的场地，以便这架 1.8公斤重的直升机能
够安全飞行。JPL“机智号”首席飞行员 H覽vard
Grip表示，他们发现，火星车正北方向 10平方
米的区域是完美的起飞场地。

据《科学》报道，火星车目前正在前往“机
场”中心的路上，预计在几天内到达。而后，大
约需要 6天的时间部署直升机。当直升机在离
火星地面 13厘米的地方悬停后，“毅力号”会
留下“机智号”，并在一天之内离开。
“快速驱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机智号’

只能在火星寒冷的夜晚维持一晚，之后它的太
阳能电池板必须暴露在阳光下。”JPL“机智号”
综合负责人 Farah Alibay说。

之后，火星车将尝试到达 60米外的安全俯
瞰点，在那里它可以用相机捕捉“机智号”的飞

行，而“机智号”也会给“毅力号”拍照。在 1周的
调试期内，“机智号”将测试其电机并摆动其双、
反向旋转的 1.2米叶片。在天气状况良好的情况
下，直升机会升起，其旋翼每分钟转 2537转，上
升 3米，做一个小转弯，然后在 30秒内下降。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是旋翼飞行器
首次在另一个星球上飞行。之后，直升机团队计
划将再进行 4次飞行，飞行范围在 60米长，最
高可达 5米，并沿途拍摄地面照片。
“机智号”飞行的同时，“毅力号”科学团队将

继续调查着陆点附近区域，它将收集 20个岩石
样本，并在未来两年内到达陨石坑边缘，“机智
号”也最终将被遗弃。但这个由机器人改造而成
的作品并不会孤单。NASA透露，在直升机太阳
能电池板的下面贴着一块方形的未漂白棉布，
大小与邮票相同，取自第一个在地球上高空飞
行的动力飞机———莱特飞行器。 （辛雨）

“论文内容或图片造假”“第三方代投稿
件”“假冒同行评审”……近年来，国内外许多
违背科研诚信的事件曝光后，大多以论文被动
撤稿落幕。在此过程中，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
果的重要载体，也遭遇了科研诚信的挑战。

科技期刊出版机构会构建怎样的“防火
墙”？期刊编辑如何做好“守门员”？期刊是否
会继续录用有撤稿记录的作者的论文？

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
爱思唯尔期刊出版全球总裁菲利普·特赫
根。他掌管爱思唯尔旗下包括《细胞》《柳叶
刀》等知名期刊在内的超过 2650种科学技术
及医学期刊。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科研诚信的

重要性？
特赫根：科研诚信是科研的核心本质。

这一判断基于强大的逻辑：科研如此复杂，
世界上的科研团队都在独立地工作，但每个
科研团队都依赖于其他人的前期成果。每一
项科学突破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实验，这
些实验不可能由单一的科研团队完成。

换句话说，科研人员依赖于彼此之间能

够信任的信息。因此，科学知识的进步仰仗
于对他人成果的诚实肯定、科研行为的诚
信、成果的分享、同行评审的诚恳反馈以及
可信赖的研究沟通。

科学受益于诚信，因为科学家们是如此
依赖于彼此，而只有当科研人员能够彼此信
任时（即使他们并不认识对方），这种相互依
赖才能成立。

对科学的信任也是研究资助的前提。只
有科学保持其可靠性，才能确保研究资助的
获得，而科研诚信对此也是有帮助的。

科学对于解决诸如食品安全、气候问题
或可再生能源等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至关
重要。科学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被资助机构、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所信赖。从这个意义上
讲，我认为世界需要可信赖的科学。
《中国科学报》：对于期刊出版机构在建

设科研文化、推动科研诚信中的作用，您有
何看法？

特赫根：我们致力于打造合作、公正、开
放、创新与信任的文化，我相信这种文化是
与科学的价值相契合的。固然，科研文化完

全是由科学与科学家所拥有的，而我们则以
自己的方式来支持科研文化。期刊体系将洞
见与人聚合到一起。

试想一下，同行评审报告的分享就是一
种非正式的科研信息渠道，其传播量甚至超
过已发表论文的两倍。

大多数评审报告都提供了关于科研行
为和科研分析的反馈。因此，出版商在推进
编辑流程的同时在科研质量和科研诚信的
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报》：完善的学术诚信体系就像

“疫苗”一样，有助于遏制病毒的蔓延。请谈谈
爱思唯尔诚信体系“疫苗”是如何逐步构建的？
现有体系如何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

特赫根：我们与全球范围内超过 2.4万
名处理稿件的编辑合作，他们大多数在大
学、医院和政府的研究机构工作。

每年，我们都会从自己的全球编委和客座
编辑资源库中招募数千名编辑。新编辑把延续
数十年的知识结构带到工作中，由我们很熟悉
其学科领域的出版人和出版总监把关。

出版人会对编辑工作进行指导，老编辑

也把技能传授给新编辑，编辑和出版人根据
具体期刊覆盖的特定领域，共同管理期刊的
主题相关性、创新性、范围、立场与诚信。

在研究领域内的深度洞察，新编辑的入
职、培训，关于科研与出版问题的指导和不
断的讨论———这些共同支撑起重视质量和
诚信的文化。

编辑的任期一般是 8至 10年，这是一
个很长的时间，但不是终身。

一方面，编辑积累和分享经验，另一方
面，编辑的轮换也使来自新背景、新兴研究
领域或不同地区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它与
疫苗的对比不是直接的，但和疫苗有一个共
同点：都有长时间的记忆，但也都需要偶尔
强化以保证其活性与相关性。
《中国科学报》：除了评估一篇文章的科

研创新之处，在判断文章结论是否站得住
脚、是否存在疏漏或有意的改动时，编辑和
审稿人往往需要做哪些事情？

特赫根：编辑和同行评审专家会尽其所
能识别真正经得住考验、具有相关性或创新
性的论文。如有疑问，他们会要求作者修改，
或者在评审之前或之后拒稿，或者推荐投递
重视科研成果的扎实性而不那么看重新颖
性的其他期刊。最初投到某一本期刊的论文
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发表，不需修改就能发表
的论文少之又少。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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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 AI期刊论文全球引用量首超美国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发

布的《2021年人工智能（AI）指数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在 AI期刊的全球引用
量首次超过美国，但在过去的 10 年间，美国的 AI
会议论文引用量一直高于中国。

今年的《报告》从学术、工业、开源、政府等方面
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并且记录了计算
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的技术进展。
《报告》开篇概述了近年来 AI的研究与发展，

主要分析了来自 Elsevier/Scopus 和 Microsoft Aca-
demic Graph（MAG）数据库的数据，以及来自 arXiv
论文预印本存储库和 Nesta的数据，并分析了 AI
出版物、期刊文章、会议论文和专利等，以及每种出
版物的引用情况。
《报告》显示，2019年到 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

期刊的出版数量增长了 34.5％，远超 2018 年至
2019年的增长量。

在 2000年至 2019年间，AI论文的总数增长了
近 12倍；AI会议论文的数量增加了 4倍，在过去
10年中增长趋于平稳，2019年的会议论文数量仅
比 2010 年的数量高 1.09 倍，2020 年相比 2019 年
则有大幅下降。

过去 6年间，全球发表在 arXiv上的 AI论文
数量增长了 6倍以上，从 2015年的 5478篇增加到
2020年的 34736篇。

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众多 AI 顶
会纷纷转为线上召开，因此出席人数明显增加。
2020年，九个 AI顶会（IROS、ICML、CVPR、AAAI、
ICLR、ACL、AAMAS、KR、ICAPS）的参会人数均增
加了将近一倍。

本报讯（记者甘晓）3月 24 日，
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第四次
全体委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
学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自然科学基
金委将扎实推动科学基金资助布局
改革，推动科研范式变革，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基础研究是
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
题的总机关。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全
局中居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要充
分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独特作用，瞄
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把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做扎实。

会议上，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党
组书记李静海作全委会工作报告。他
指出，“十四五”期间，自然科学基金委
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
略支撑，以党建为统领，全面提高政治
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全面深化科
学基金系统性改革，扎实推动科学基
金资助布局改革。

据悉，今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
贯彻“四个面向”要求，扎实推动资助
布局改革，将现有 9个科学部整合为
“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命与医学、
交叉融合”4个板块。

其中，基础科学板块主要由“数
学、力学、天文、物理、化学、地学”等
组成，着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强化
基础科学发展，贡献人类知识体系，
为各领域前沿技术创新培育先发优
势。技术科学板块主要由“信息、工
程、材料”等组成，着重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和经济主战场，加强前沿技术基
础研究，解决需求背后的核心科学问
题，提供重要技术源头供给，强化技
术科学的知识基础并形成技术科学
体系。生命与医学板块主要由“生物
学、医学、农业科学”等组成，着重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和人民生命健康，
在不断认识生命本质的同时，加强
临床医学和农业科学基础研究，为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粮食安全
提供有力科技支撑。交叉融合板块
主要由“交叉、管理”等组成，其中交
叉以重大交叉科学问题为导向，探
索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支持交叉研
究的新机制，培育新兴交叉领域的重
大原创突破，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
时，拓展共性知识和原理；管理科学
要统筹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经济发
展，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大需求，促进自然科学知识
应用，形成学科发展特色。

20年！破解超级害虫“独门绝技”
科学家首次证实植物源功能基因可水平转移至昆虫
姻本报记者李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战国时期的一
个典故，没想到在昆虫界也存在这种现象。”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以下简称蔬
菜所）研究员张友军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
经过 20年的研究，终于证明烟粉虱在进化过
程中“窃取”了宿主植物的基因用以“解毒”。

这一项“独门绝技”使得烟粉虱能够取食
600多种植物，为害全球农作物。它被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认定为世界第二大害虫，也是
至今为止唯一被冠以“超级害虫”的农业害虫，
被列为最危险的 100种入侵物种。

3月 25日，《细胞》在线发表了这一中外科
学家团队的合作成果。4月 1日，《细胞》将以
封面文章形式正式出版这一成果论文。这将为
新一代靶标基因导向的烟粉虱田间精准绿色
防控技术的研发提供全新思路。

“食性”之谜

1996年，北京的蔬菜大棚里发现了一种
长得很像温室白粉虱的害虫。它能够取食后者
吃不了的叶菜，甚至更多种类的农作物，但科
学家之前用来消灭温室白粉虱的策略对其完
全不起作用。

这就是入侵我国的害虫烟粉虱。
“从那时候开始，昆虫的食性之谜就成为

我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论文主要通讯
作者张友军回忆说。

有的昆虫只取食一种植物，如褐飞虱只吃
水稻，属于单食性；有的能吃一科内或近缘科
的多种植物，如小菜蛾只取食十字花科蔬菜作

物，叫做寡食性；还有的能吃多种不同科的植
物，如烟粉虱等，叫做多食性昆虫。

为什么昆虫吃的植物不一样？多食性害虫
适应能力强，如何防治？食性显然与害虫的种
群暴发危害密切相关。1999年，张友军开始带
领团队探索昆虫的食性之谜。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夏吉星告诉《中国科学
报》，昆虫取食寄主植物后，会诱导寄主植物产
生防御反应，并生成大量对昆虫而言有毒的次
生代谢物，导致大部分昆虫死亡。

次生代谢产物是植物抵御害虫为害的重
要武器，就好像一面“盾牌”。而昆虫为了存活
下去必须对抗植物的次生代谢物，这样才能随
心所欲地取食。
“烟粉虱能吃 600多种植物，说明它能抵

抗大多数植物的次生代谢物。”张友军认为，烟
粉虱是一个重要而关键的研究对象。

烟粉虱不仅通过刺吸寄主植物韧皮部汁
液对其造成直接伤害，而且能分泌蜜露诱发煤
污病等植物真菌病害为害植物，更重要的是，
烟粉虱能够传播 300余种植物病毒，每年造成
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001年起，该团队将研究力量集中在了烟
粉虱的寄主适应性及其暴发成灾的机制上。

通过对全国范围内 260多个田间种群共
6000余个样本的检测，以及对种群间等位基因
频率、分化系数和基因流的研究，他们阐明了烟
粉虱在我国的入侵分布现状、入侵种群来源、扩
散路径和入侵特点。通过生物学、生态学与分子
生物学方法，他们明确了入侵烟粉虱种群扩散、
暴发与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对高温和变温更

强的适应能力、更强的寄主适应性有关。
“这些工作为我们后来解析烟粉虱对酚糖

解毒的分子机理奠定了基础。”张友军说。

窃取植物之“矛”

张友军团队从植物的次生代谢物入手，分
析了烟粉虱喜爱的食物之一番茄叶片的代谢
谱，检测到 9873种化合物，其中鉴定出 290种
酚糖，占 2.93%。酚糖是一类重要的植物抗虫
次生代谢产物，能抑制昆虫生长发育。

奇妙的是，植物自己分泌的酚糖对植物本
身也有害处。“过多的酚糖对植物生长发育不
利。”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蔬菜所研究员郭兆将
说。因此，当害虫离去后，植物要快速降解掉多
余的酚糖。

植物给自己准备的“解药”就是酚糖丙二
酰基转移酶（PMaT）。由它催化的酚糖丙二酰
基化反应在植物的生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解
毒”作用。

那么，喜欢吃番茄叶片的烟粉虱到底是怎
么对付酚糖的？

以往的化学分析已经不能解答这个难
题。一段时间里，烟粉虱的解毒机制研究进
展缓慢。

2009年，Q型烟粉虱在国内大面积暴发，
并在番茄上传播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100
多亿元。对烟粉虱的防控刻不容缓。

就在这时，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带来了
突破瓶颈的希望。张友军团队决定给 Q型烟
粉虱基因组测序。2013年，烟粉虱基因组测序

完成，获得了 20786个基因。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杨泽众告诉《中国科学

报》，在分析烟粉虱复杂的高级功能和生物系
统相关基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后来被命
名为 的基因。当时感觉很兴奋”。

因为他们随后证明，这个烟粉虱的基因与
植物的酚糖丙二酰基转移酶是同源基因。
“ 基因的确存在于烟粉虱基因

组中，而非植物基因组污染。”张友军说，进化
树分析结果表明，烟粉虱 基因的同
源基因仅存在于植物和少量的真菌中。“这是
烟粉虱从植物那里‘偷盗’而来的基因，这是一
种普遍存在于生物界的水平基因转移现象。”
张友军说。

此前研究已经证明，水平基因转移在原核
生物之间经常发生，通常认为是原核生物进化
的驱动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水平基因转
移也是真核生物适应性进化的重要因素。

（下转第 2版）

单光子三维成像距离
首次达 200公里

本报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徐飞虎
教授等实现超过 200公里的远距离单光子三维成像，
首次将成像距离从十公里突破到百公里量级，为远距
离目标识别、对地观测等领域应用开辟了新道路。该
成果近期发表于《光学》。

单光子成像雷达作为一种具有单光子级探测灵
敏度和皮秒级时间分辨率的新兴激光雷达成像技术，
是实现远距离光学成像的理想方案。如何实现远距离
单光子成像雷达，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潘建伟、徐飞虎团队经过长期攻关，发展了单像
素单光子成像算法、近红外波段高效率单光子收集和
探测、近衍射极限收发一体光学控制等核心技术。该
团队于 2019 年在城市环境中实现 45公里的单光子
三维成像，突破了由英国保持的 10公里最远距离纪
录。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进一步技术突破，将成像距
离拓展到 201.5公里，成像灵敏度达到平均每个像素
0.4个信号光子。

为了实现百公里单光子成像，该团队搭建全新的
单光子雷达系统，并发展了针对远距离成像的多项新
技术，包括原创的时间滤波抑制噪声技术，自主研制
的小型化高效率、低噪声铟镓砷红外单光子探测器，
对整套光学系统进行光学镀膜等。基于全新的单光子
雷达系统，研究团队于 2020年 1月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高山上对百公里外的多个目标进行三维成像，
并测试了单光子计算成像算法。结果显示，该系统可
以在 200公里范围内进行精确的三维成像，成像灵敏
度达到单像素单光子。

该成果对于面向低功耗、高分辨率等实用化需求
的远距离激光雷达研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审稿人称
赞该成果“在远距离成像上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是
“在远距离单光子成像中的一次壮举”。 （桂运安）

相关论文信息：

爱思唯尔期刊出版全球总裁菲利普·特赫根：

“世界需要可信赖的科学”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烟粉虱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供图

“机智号”直升机下月将在火星首飞

“机智号”火星直升机预计于下月首飞。 图片来源：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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