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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7月 6日，由国际数学

联盟主办的第 2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受疫
情影响，大会首次在线上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
杰出数学家齐聚云端，交流成果与数学进展。

国际数学家大会有“数学界的奥林匹克”
之称，是全球数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首
届大会于 1897 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至今已
有 125 年历史。2002 年，第 24 届国际数学家
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大会首次在发展中国
家举办。

每届大会都会邀请杰出数学家作报告，包括
1小时大会报告和 45分钟分组报告，受邀学者
代表了国际数学界对其工作的高度认可和关注。

本届大会共有 14位中国数学家作报告。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机器学习研

究中心主任鄂维南是本次大会唯一一位作 1小
时报告的中国学者，也是继田刚、彭实戈院士之
后中国大陆的第三位大会 1小时报告人。鄂维南
在数学、力学和理论物理等方向均有重要发现和
贡献，他是机器学习与应用数学相结合的主要推
动者，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AI for Science”概念
及其应用。

7 月 5 日，除了菲尔兹奖之外，旨在奖励国
际数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的陈省身奖、
高斯奖、算盘奖，以及在数学科普中发挥重要贡
献的里拉瓦蒂奖也同期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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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以来，上
海市经历了疫情防控最
严峻的一次考验。面对
突发疫情，逆行的不仅
有医护人员，还有大量
的科研人员。

在中科院上海分院
各科研单位，许多科技
工作者背上行囊，赶在
封控之前住进实验室，
开始了疫情防控和科研
攻关“双线作战”。

在他们的努力之
下，科研工作不仅没有
按下暂停键，还取得了
丰硕成果，确保国家重
大科研任务按时向前推
进。他们还发挥自身专
业优势，为上海抗疫贡
献力量。

坚守阵地逆行攻关

“我们养猴子的不
敢回家，已经买了睡袋
睡在单位。”因为担心回
家后被隔离，中科院脑
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实验动物平台和
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
100 多位员工主动请
缨，3 月 8 日起带着充
气垫、被褥等生活用品
在动物房轮班留守。

2300 多只实验猴、
约 12000 笼小鼠、约
1000笼大鼠、3280缸斑
马鱼……虽然忙得连轴
转，但大家知道，确保它
们的健康，就是确保科
研攻关能顺利开展。

面对严峻的疫情，
中科院上海分院多名员
工扛着行李进驻园区，
和仪器设备睡在一起，
争分夺秒地工作。

在中科院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航天工

程部，留守的科研人员实行两班倒，一批人从早
上 8点工作至晚上 8点，另一批则接力奋战至早
上 8点。大家要么打地铺，要么搭行军床。“困了
就睡一会儿，醒来接着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
技攻关上来。”航天工程部部长侯霞表示。

该所领导班子和 200余位科研骨干在一线
的坚守换来一系列成果：国际首颗大气环境监测
卫星大气探测激光雷达主载荷成功随星发射；中
国空间站实验舱 II高精密时频柜冷原子微波钟
项目正样产品完成研制，并于 6月 15日发运至
北京；国家重大专项核心元器件 N41钕玻璃用
包边玻璃完成研制……

3月底是上海疫情防控关键阶段，恰恰也是
许多科研项目的攻坚时刻。
在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一支攻坚小组的

连续封闭作战下，3月 27日，基于国际先进的自
种子谐波辐射放大模式自由电子激光首次实现
工程目标。3月 30日，软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
户装置顺利通过了专家工艺测试，所有验收指标
均已实现。

自 3月底封控伊始，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
究院 200多名科研骨干就坚守在岗位开展科研
工作，4月 20日开始陆续又有 300多人分批返
岗，20余个科研团队夜以继日开展科研攻关，完

成了 19型 56星 320余台（套）卫星单机的验收、
装调和测试。在疫情封控关键时期，大家克服重
重困难，将 4颗卫星陆续送抵卫星发射中心。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多个课题组员工
赶在封控前最后一刻扛着行李进园区，顺利完成
航天器热控涂层与材料研制等多项工作。“90
后”科研新兵田润负责陶瓷素坯的预烧工作，从
嘉定园区开始封闭管理之后就睡在了办公室沙
发上。身为郭景坤透明光功能陶瓷攻关突击队的
一员，他说，“我感到非常自豪。去年弘扬科学家
精神的党组织活动让我深受鼓舞，在这样一个困
难时刻，作为一名党员，我需要站出来，保障科研
工作不断线。”
疫情之下，多个国家重点项目所需材料供

不应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作为我国
多种重大战略有机材料研制和生产的独家单
位，收到了多封紧急求助函。在上海市政府和
相关园区的支持下，他们紧急启动复工复产，
保障了材料供应。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保障

这样的成果涌现，离不开中科院上海分院及
各研究所的统筹协调和总体部署。他们研究制定
了详细的疫情防控预案，统一指挥、综合协调，一
方面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工作，一方面为科研任务
的运行实施提供保障支撑。

3 月中下旬，枫林园区出现职工密接状况
后，上海分院第一时间紧急协调徐汇区有关部门
和区疾控、所辖街道，落实流调查明路径，组织力
量对 1600余名职工和学生连夜开展核酸检测，
两家研究所主要领导坚守现场，直到次日凌晨 3
点半才顺利完成。

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党
委副书记、副主任王燕虽是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
的女同志，却主动提出值守园区，这一留就是两
个月。她带头搬运抗疫物资，组织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全程参与核酸检测，联系协调医院为有需要
的学生开具急需的处方药物，解了燃眉之急。她
还在微信群里和视频会上安抚学生的焦虑情绪，
关注大家身心健康。

在这场抗疫战斗中，中科院上海分院广大党
员干部下沉一线，驻守园区近 60天，为大家采购
睡袋、洗漱用品等生活保障用品，及时对公共区
域进行消杀，并安排送餐服务，全力保障重大科
研攻关不停步，重大科技设施运行不停歇，重要
支撑平台维护不停滞。

疫情期间，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在研植物空间实验项目团队要奔赴海南文昌
发射基地。上海分院分党组积极协调，及时落实
办理车辆离沪证明并协助跨省转运，最终历时
32小时，于 5月 16日到达海南就地隔离，保障
了科研任务按计划进行。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也在疫情期间
想方设法转运 40余名科研人员到武威基地开展
科研工作。5月 19~23日，2MWt液态燃料钍基
熔盐实验堆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实验堆主体
系统安装全部完成。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第一时间多方协调，
保障大型核磁设备和生物实验室必需的液氮供
应、实验动物饲料配送，为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
保驾护航。

发挥专业优势服务人民大众

在科研攻关的同时，中科院沪区各科研机构
也发挥专业优势，为上海市防疫工作贡献力量。

悬崖之下，隐世百年的她再露芳踪
■本报见习记者 杨晨

在贡嘎山东南坡四川九龙县的一条峡谷中，
“消失”百年的尖齿卫矛再次“现身”。这是该物种
在隐世百年后由我国科学家再次考察到活体居
群，并首次记录到花的特征。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生

物所）联合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的科研人员，根据花和果实形态证据及分子
遗传证据，重新确认了尖齿卫矛的分类地位，通
过尖齿卫矛居群数量、生境情况评估了受威胁
情况，并按照相关命名法规讨论和确定了其正

确的学名用词。7 月 5 日，相关论文发
表于《植物旨要》。

隐世上百年 遍寻无踪迹

在一次向同行请教有关卫矛科植
物时，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成都生物所
森林生态过程与调控项目组助理研究
员胡君注意到这种已隐世百年的物
种———尖齿卫矛（冬青沟瓣）。

1908年，植物猎人威尔逊曾在四川
瓦山地区采集到处于果期的尖齿卫矛
标本。1913年，植物学家卢森诺和雷德
尔又根据此标本对该物种进行了正式
命名发表。
《四川植物志》第 4卷（1988 年）卫

矛科编写专家依照发表的原文进行了翻译，并为
其拟中文名为“尖齿卫矛”，将分布地点记录为四
川省洪雅县瓦山。

关于该物种更具体的地理位置，已无法通过
相关参考文献查询和追踪。不过，成都生物所研究
员印开蒲将威尔逊出版专著中提及的地点“瓦山”
追溯到现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的一个山峰。

多年来，不少植物学家和爱好者试图在这一
地区寻找该物种的活体居群，只为再睹尖齿卫矛
的“芳容”，都难觅其踪。
《中国植物志》第 45卷第 3分册的卫矛科编

写专家曾记录了另一次该物种的采集（少年义勇
队标本秦沛南等 104号，峨边龙门沟），但没有提
及存放的标本馆。不过在这份标本的记载中，无叶
无花，只有果实，其是否为尖齿卫矛这种常绿的厚
革叶植物，尚且存疑。

少年义勇队是 1928~1930年间管理北碚峡防
局的卢作孚派遣的一支年轻志愿者团队，他们沿
水道在四川西部进行多次调查。根据仅有的线索，
该队伍进行广泛的查找和搜索后，也未见该标本
和其他有关该物种的记录。

（下转第 2版）

首个聚集可调双发射性质的
手性双环分子研发成功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敏）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杜平武教授课题组与杨上峰教授课题
组合作，合成了首个具有聚集可调双发射
性质的手性双环分子。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自然—通讯》。
“这种新型手性分子在聚集态和溶液

态可以发射不同波长的荧光，通过控制聚
集程度，调节两个发射峰的比例，获得多种
颜色的荧光发射。”该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
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张新宇说，该
分子可以应用在光传感器、3D 电影及视
频、数据存储以及探针领域。

在传统系统中，聚集诱导猝灭发光体
通常在溶液状态强烈发光，但在聚集时，荧
光会显著减弱甚至完全消失。另一种独特
的发光体具有与之相反的光物理现象，其
在溶液中几乎不发光，而在聚集时可以发
射出强荧光，这种发光体被称为聚集诱导
发光分子。

这也意味着目前绝大多数的发光体具
有单一的发射性质，只在溶液中发光，或只

在聚集态发光。但同时具有聚集诱导发光
和猝灭效应的双发射有机材料在文献中很
少报道。

基于前期研究工作，合作团队通过将
具有聚集诱导发射活性的 1,2,4,5—四苯基
苯用对苯撑单元固定，成功合成了首个具
有聚集可调双发射性质的手性有机双环分
子 SCPP[8]。

此外，该团队在含有不同水体积的四
氢呋喃和水混合物中研究了 SCPP[8]的荧
光现象，展现了出乎意料的多色荧光发射、
单分子近白光发射，以及稳定的固有手性
和增强的圆偏振发光性质，在聚集诱导发
射传感器、白光发射器件和手性材料方面
具有潜在应用。

审稿人认为，新型纳米环同时展现了令
人意外的光物理现象和出色的圆偏振发光性
质。这是一个有趣且不寻常的发现，优异的光
物理性质使其拥有技术应用的潜在价值。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关闭 3年，大型强子对撞机强势重启

本报讯 在经过 3年的机器升级后，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CERN）重新启动了世界上最强大
的粒子对撞机。此次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
质子束将以更高强度运行，并记录粒子碰撞的
能量。物理学家希望以此在最小尺度上更多地
了解宇宙，并揭开暗物质性质等谜团。

7月 5日，在位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实验
室里，物理学家打开了探测器，开始采集数据。
这是继 2009~2013年和 2015~2018年之后的第
三次实验。“我们感觉这是第一次打开了一扇了
解宇宙的窗口，看看它是由什么组成的。”英国
利物浦大学粒子物理学家、LHCb 合作组织成
员 Tara Shears说。LHCb合作组织专门研究一
种名为“b”或“美”夸克的基本粒子行为。

更紧密的质子束将使 LHC 在更长时间内
保持峰值碰撞率，从而使此次实验收集到的数
据比前两次加起来的还要多。此次碰撞能量为
13.6万亿电子伏（TeV），高于上一轮的 13TeV，
提高了产生更重和未知粒子的概率。

物理学家将利用大量的数据更多地了解希

格斯玻色子。希格斯玻色子是 CERN在 10年
前发现的，关于希格斯玻色子还有无数疑问有
待理清。他们将应用新的分析技术寻找标准模
型之外的物理现象，探索一系列与理论不符的
异常现象。

如果这些异常现象是真实的，那么它们就
可以帮助物理学家解释标准模型无法解释的宇
宙神秘特征，比如为什么物质无处不在，而反物
质却很稀少。但如果异常现象是由于偶然波动
产生的，那将会看到这些迹象逐渐消失。

自 4月以来，粒子束一直在 LHC中循环，
并发生了一些碰撞。但直到今天，人们才宣布其
足够安全，可以启动实验。其中包括 ATLAS（环
形 LHC装置）和 CMS（紧凑型缪子螺线管探测
器）实验，这是 LHC的通用实验，旨在研究广泛
的物理。

粒子束会破坏探测器和机器，所以工程师
刚开始要十分谨慎，只循环最少数量的质子。
CERN加速器和技术主管 Mike Lamont说，这
一数量在今年内还会增加。最终，这种微小粒子
束的能量将相当于一列以每小时 150公里速度
行驶的火车的能量。

在关闭期间，CERN团队升级了加速器复
合体，该复合体产生并加速粒子束。这包括安装
一种新的质子源，以取代自 1978年以来一直在
CERN中使用的技术。

物理学家升级了 LHC 实验的探测器，以
应对更大的碰撞强度。在 ATLAS 和 CMS 实
验中，LHC 将以每秒 4000 万次的速度对撞大
约 1000亿个质子。每一个粒子将产生大约 60
个质子—质子碰撞，每一次碰撞将产生数百
个粒子。

LHC将运行 4 年，直到碰撞停止，为升级
到更密集的机器———高亮度 LHC让路。这台机
器将于 2029年开始运行，最终产生的数据将是
LHC前 3次运行数据总和的 10倍。

（李木子）

寰球眼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LHCb实验的波束管
图片来源：Maximilien BriceCERN

实锤！双星伴侣盖一床“棉被”
中澳天文学家首次发现双星“共有包层”证据

本报讯（记者甘晓）恒星是我们打开宇宙大
门的一把钥匙。与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太
阳不同的是，太空中大多数恒星都会在其一生
的某个阶段拥有自己的“伴侣”，一起组成“双星
系统”，结伴完成后续演化过程。

7 月 7 日，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在线
发布了中澳科学家联合完成的一项科学发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
员韩占文领导的团队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里
斯·沃尔夫领导的星图家团队，首次发现了双星
存在“共有包层”的直接证据。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刚评价道，“这项原创
性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使我们在不
久的将来还原致密天体双星的形成和演化的早
期物理性质与状态成为可能。”

双星演化会改变恒星既有的演化命运，在
之后的“星生”里，双星会形成双黑洞、双中子星
等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体。
早在 1976年，波兰裔美国科学家玻丹·帕琴斯
基就提出理论预言，指出双星存在共有包层的
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将深刻影响双星命运的结
局。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科学家真
正观测到共有包层的存在。

韩占文解释说，“双星中的一颗恒星由于物
质损失剧烈膨胀，从而将另一颗恒星包裹在外
包层内，形成共有包层。此时，整个双星系统看
起来就像是一个双黄蛋，两颗蛋黄是恒星本身，
蛋清则是共有包层。”

为找到共有包层真实存在的证据，中澳两
国科学家通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3米宽视场

望远镜和开普勒卫星等，在南半球发现了距离
地球 2.3万光年的热亚矮星双星 J1920。

论文第一作者、云南天文台博士李江丹介
绍，科研人员利用观测数据先后进行了光变曲
线和光谱观测，得到了该双星的相关参数。分析
结果发现，两颗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它们的
周围有一个正在膨胀的壳层，以大约每秒 200
公里的速度离开双星。
“一系列的分析，既利用了许多现有巡天数

据，也提出了自己的光谱观测需求，依次递进、
逻辑连贯、环环相扣。”赵刚表示，“这一过程充
分体现出天文学家的科学思想。”

相关数据还表明，该双星已经处于生命晚
期，即使盖上“棉被”也最终将演化为冷冰冰的

白矮星双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2011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布莱恩·施密特在评价该成
果时表示，该重大发现为深入理解共有包层
演化打开了新途径。“我衷心祝愿中国天文
的未来越来越好，保持卓有成效的国际合
作。”他说。

科学家期待，未来利用已有的郭守敬望远
镜低分辨率光谱数据、正在开展的时域中分辨
率光谱观测以及尚未立项的我国大口径天文光
学望远镜，共同发力，解开更多恒星之谜。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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