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热门、“操纵”数据、恶性竞争……近年
来，在科学评价中，影响因子误用给科学界带来了
诸多负面影响。

为扭转这一不良局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决定弃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改用“期刊超
越指数”；《自然》也发文提出复杂的“颠覆因子”计
算评估论文的创新性。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不少专家提到，
无论什么样的数值、“因子”，都只是一个工具，不
能作为科学研究评价的标准，我们需要建立诚信
且负责任的同行评议机制。

SCI创始人的嘱托

谈起影响因子，要先从 SCI（科学引文索引）
说起。

美国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
德是 SCI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引文索引和引文技
术的概念，开创了从引文角度研究文献及科学发
展动态的新领域。

1951年至 1953年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
参与一个项目，主要是做信息检索方面的研究。但
当时的信息检索系统非常落后，所以他和同事想
发明一个更好的检索系统。

后来，他发现，在法律系统的一些案件中，律

师在分析一个人是否犯罪时，会引用之前的类似
案例。于是，加菲尔德从中受到启发：一个问题的
来龙去脉可以通过文件之间引证和被引证的关系
呈现出来。

之后，他将 SCI拓展到Web of Science平台，
在该平台引文统计数据中记录各研究领域的研究
人员（通过引用的方式）共同评判出来的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成果，同时为评价和比较个人、机构、国
家和地区的科研绩效提供数据基础。

然而，令加菲尔德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开发的
工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成为衡量我国大学、科
研机构和教育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甚至
唯一的尺度。这也备受科研人员诟病。

为此，他在 2009 年 9月到中国参加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召开的科学计量学学术研讨
会时再三强调，“永远要记住 SCI 的主要功能是
用于检索。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只能作
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视角，不能代表被评价对
象的全部。引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个人科研
能力是不合理的。”

这一观点也是学界的共识。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长期

从事评价研究。她非常认同加菲尔德的观点，并告
诉《中国科学报》，论文只是科研成果的载体之一，
无法仅从论文指标上体现科研成果的价值。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计量与评价部主
任杨立英研究员告诉《中国科学报》，发布“期刊
超越指数”的核心是为了修正过去期刊影响因
子计算的局限，以便更好地反映期刊影响力。值
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万能指标，尤其不能作为
决定科研人员某篇论文质量和科研水平的绝对
因素。

“短视”的影响

近年来，尽管破除“唯论文、唯 SCI、唯影响因
子”的呼声持续不断，国家和地方也出台了不少相
关举措，但始终未得到根除或充分实践。

樊秀娣指出，把影响因子作为论文评价指标
有多个“不合逻辑”之处。首先，所发论文期刊的影
响因子高低与论文承载的科研成果价值大小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论文被引比较多，未必一定代表论
文水平高。众所周知，综述类论文一般会被多次引
用；论文方向不同，被引情况也会相差很多。比如，
生命健康领域文章的引用数量大概率会比数学公
式定理研究论文多得多。其次，高水平的原创研究
成果一时能看懂的人可能不多，被引量低也在情
理之中；更有甚者，如果大多数学者对某论文观点
持相反意见，大家都先引用再批判，那么该论文的
高被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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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认定首批“科创中国”创新基地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8月 23日，中国科协公

布了首批“科创中国”创新基地认定名单，共 194
家单位入选。获得认定的创新基地进入建设阶
段，建设周期为 2022年至 2024年。该工作旨在
深化“科创中国”建设，动员更多人才和创新资源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创新基地是中国科协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合作载体、“科创中国”各
类资源下沉汇聚的承接平台。本次共遴选出 132
个产学研协作类创新基地、46 个创新创业孵化
类创新基地和 16个国际创新合作类创新基地。

其中，产学研协作类创新基地重点聚焦关键
核心技术领域，组织团队集聚攻关，探索产学研可
持续协作机制；创新创业孵化类创新基地重点聚焦
孵化优质科创企业，营造区域良好创新创业创造生
态；国际创新合作类创新基地重点聚焦国际合作研

究、国际技术转移，引入境外科技人才团队和成熟
度高、具有实用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

今年 5月，中国科协制定印发《“科创中国”创
新基地建设实施与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规范化管理、规模化推进“科创中国”创新基
地建设。根据《办法》，创新基地依托创新型企业、重
点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研究
院、创新创业孵化园区等开展建设。各省级科协和
全国学会分别负责组织本省域、本学科领域的创新
基地推荐工作，中国科协科技经济融合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创新基地的考察和认定。

中国科协表示，力争通过两年时间，在高校、
园区、企业等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合作建设
一批促进跨界、跨域、跨境集聚配置创新资源的
服务平台。同时，创新基地也将成为赋能科协基
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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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师，我给您
出个主意！”在近日举
行的中国科学院化学
部学术年会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江雷作完报
告一走下讲台，就被一
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迟力峰拉住，兴致勃勃
地说起她建议的研究
思路。

原来，江雷的报告
并未事先安排在这次
的学术报告中，而是他
主动提出要给化学部
的与会院士们分享他
的科研工作。就在他作
报告的前一天晚上，学
部才将他安排在下午
最后一个出场。
“我现在就是要让

他们批评我，得到他们
的 comments（评价），我
希 望 听 到 不 同 的 声
音。”江雷告诉《中国科
学报》他主动要求作报
告的原因，“不批评能
进步吗？想当年爱因斯
坦就批评波尔的量子
力学，才让量子力学进
步了。”

让江雷如此感兴
趣的研究是一个“生命
科学的终极问题”———
生命超低能耗高效信
息传输、能量转换物质
合成的本质。

电鳗摇摆身体就
能把机械能转化为电
能，释放高达 600 伏的
电流；母鸡可以在 38摄
氏度的体温下用 21 天
孵出小鸡；人类大脑掌
管着一切生命活动，但
其功率仅有 20瓦……

科学家已经证明，
生命领域的这些过程
几乎没有能量损耗，却
承载着高效的信息传
输和物质合成活动。生
命体是如何做到的？
“自然界已经实现

了，我们只是去寻找它
的合理性和原理。”江
雷说，仿生学无法实现
“绝对的仿”，而是追求

“神似”，就好像飞机并不能像鸟一样扇动
翅膀，而是可以依靠螺旋桨或喷气式发动
机获得动力。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之后，江雷提
出了大胆的假设：既然需要高能耗的热化

学条件在生命体中不存在，那么实现生命
体能量转换的途径或许需要光的参与，可
能涉及到光化学反应。

江雷在报告中提出了这一假设，在随
后的提问环节中，多位院士加入了热烈的
讨论。
“你提出的这个光反应在实验中有没

有证据？有没有模拟的仿生模型体系已经
做到了？”
“江老师是物理背景学者，给我们化学

部作报告，我觉得非常好，一些物理的概念
引进来以后，化学家思考问题可能更快一
些。我建议，有一些问题到物理领域讨论。”
“如果你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可以

设计一个远红外发热腔式的化学反应器，
让它能够高效地产生我们需要的化学品。”

……
依靠不同学科的知识背景，提出化学

领域甚至其他领域的新想法，这种学科交
叉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多位化学部院士的报
告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在报告中强调
未来合成科学的发展需要突破传统学科研
究范式，在合成化学与合成生物学之间建
立起深度的科学链接，融合化学合成与生
物合成各自的独特优势，拓展跨学科前沿
交叉的发展新空间，构建合成科学新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说，要鼓励青年
学者勇于探索，突出原创，大胆地拓展人类
认知边界。“我们要以十分开放的思维发展
化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不断吸
取发展的新动能，丰富化学内涵，拓展化学
外延，同时利用化学原理和方法解决其他
学科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推动其他学科
进步。化学工作者要主动承担起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责任和义务，
在解决生态环境、气候、能源、健康和安全
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其他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分别作了
学术报告。李景虹分享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的化学测量学，刘买利讨论了生物核
磁共振波谱分析，周翔介绍了核酸化学生物
学，马光辉报告了从可控制造到生物制药应
用，元英进讲了合成生物学及应用，孙立成
探讨了从天然到人工光合作用……
“这样的学术交流形式很好，能让院士

们了解彼此的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梅祥对《中国科学报》说，如果学术报告
的时间再长一些就更好了，或许能进一步
激发院士们的科研灵感。
“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真的是‘科学

院’了！学术氛围我还是很欣赏的。”丁奎
岭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说，新的想法
要想得到不同学科的认同，需要不断地讨
论、磨合、升华，这样才能成熟起来。不管这
个想法最后能不能成为大家所公认的成熟
的理论，都值得探讨，科技创新需要这样一
种精神。

“海牛 II号”再出征
本报讯（记者王昊昊 通讯员

唐亚慧）8月 23日，“海牛 II号”从
湖南科技大学出发，将于湛江港起
航，奔赴南海执行海底工程地质勘
察任务。此次考察预计 100余天，
将于今年 11月下旬返航。其间，它
将探索最真实的海底原位地层信
息，获取高质量海底沉积物样品。
“海牛Ⅱ号”是湖南科技大学

领衔研发的我国首台海底大孔深
保压取芯钻机系统。2021年 4月 7
日 23时左右，“海牛Ⅱ号”在南海
超 2000 米深水成功下钻 231 米，
刷新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

本次出海是“海牛 II号”最新
的一个工程化应用航次，航次的任
务是在中国南海某作业海域，开展
海底工程地质勘察任务、执行海底
式工程地质钻孔取样，以及海底原
位 CPT探测作业；通过对海底地
层进行大深度勘察作业和海底原
位探测，获取高质量海底沉积物样
品以及最真实的海底原位地层信
息，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将探测
信号实时传输至甲板操控系统，为
该海域海上风电场和海底油气田
开发工程设计提供关键地质数据
支撑。

据介绍，“海牛号”系列海底钻
机将进一步开拓大洋科学钻探、海
上风电场地质勘察、深海稀土勘探
等领域，对我国参与国际海底竞
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
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海牛 II号”在湖南科技大学整装待发。 唐亚慧摄

替代影响因子，需要负责任的同行评议
■本报记者韩扬眉 见习记者闫文艺

本报讯 今年,脊髓灰质炎病毒“现身”美国纽
约州、英国伦敦和以色列耶路撒冷，让许多人感到
惊讶。但在致力于根除该疾病的公共卫生研究人
员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脊髓灰质炎病毒会引起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
急性传染病，俗称小儿麻痹症。据《自然》报道，上
述地区发现的病毒可能来源于一些国家使用的口
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迄今仅报告了 2例瘫痪型脊
髓灰质炎病例，其中纽约出现的感染病例是近十
年来美国首例此类病例。上述三个地区的废水样
本表明，脊髓灰质炎病毒正在广泛传播。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免受脊髓灰质炎的

影响。”巴基斯坦阿迦汗大学全球健康研究员
Zulfiqar Bhutta说。

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目前只在阿富汗和巴基
斯坦两个国家传播。今年 6月，这两国报告出现了
9例病例。

但疫苗衍生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其他地方，
特别是非洲和亚洲，会周期性出现。这些病例来源
于一种广泛使用的、含有弱化的脊髓灰质炎活病
毒的口服疫苗，这种病毒能够变异感染神经系统。
美国和英国则选择注射灭活病毒疫苗。虽然接种这
类疫苗可防止病毒感染神经系统，但在减少病毒溢
出和阻止病毒传播方面的效果不如口服疫苗。

事实上，英国、以色列和美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接种率很高，这意味着大多数儿童可免受病毒带来
的最严重的影响。但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非常容易感
染，因为这种病毒善于发现未接种疫苗的个体。

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
行动发言人 Oliver Rosenbauer 说，20 世纪 90 年
代，荷兰暴发的脊髓灰质炎出现在一个接种率相
对较低的社区，尽管该国的疫苗总体接种率超过
了 90%，但疫情仍导致 2人死亡、59人瘫痪。

在富裕国家，现在很少会对水域进行脊髓灰
质炎病毒监测，比如，英国仅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定
期监测。

在与脊髓灰质炎相关的瘫痪病例出现后，纽
约于 7月开始进行废水监测。因此，目前尚不清楚
该病毒传播了多远。但在伦敦，自 2月以来的检测
发现，该病毒似乎仍集中在该市的北部和东部，并

且尚未出现与脊髓灰质炎相关的瘫痪病例。
目前，美国、以色列和英国都在加强相关疫苗

接种工作，如伦敦计划为所有 1至 9岁儿童接种
脊髓灰质炎疫苗。 （徐锐）

寰球眼

警惕“卷土重来”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一名社区卫生工作者举起一小瓶口服脊髓灰
质炎疫苗。 图片来源：Ezra Acayan/Getty

我国正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
本报讯（记者李晨）在 8月 24 日于北京举行

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
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雷筱云介绍了建设激
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的情况。

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包含高质量创造机
制、市场化运营机制和运用机制等“三个机制”。雷
筱云说，这“三个机制”中，创造机制是源头，突出
质量导向；运营机制是服务，突出市场活力；运用
机制是目标，突出价值实现，三者相辅相成、相融
互促。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围绕健全完善“三个
机制”、积极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创新的制度
性作用，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在高质量创造机制方面，加强政策引
导，强化示范引领，优化服务供给。比如，在示范引
领上，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教育部推进高校知识
产权试点示范工作，鼓励探索专利申请前评估、高
价值专利培育等制度机制，110 所试点示范高校
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占到全国高校的 60.5%；
先后培育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5729家，以
1.5%的全国工业企业数量占比，产出了全国 37.4%
的工业增加值和 56%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其次，在市场化运营机制方面，国家知识产权
局会同财政部陆续开展了运营平台建设、机构培
育、基金引导和重点城市建设等工作，带动全国知
识产权运营业态蓬勃发展；联合财政部深入实施

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先后支持 16个成效突出的省
份，推动高校院所专利技术向中小企业转化实施。

其三，在高效益运用机制方面，国家知识产权
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建立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核算
和发布机制。探索促进专利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有
效路径，支持建设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
试点平台，提高专利对产品和产业的支撑力和贡
献度。

据调查，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 61.3%，平均净利润率
达到 7.7%。日前发布的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数据
显示，40项专利金奖项目的平均销售额达 63亿元、
平均新增利润达 9.8亿元，均是 5年前的近 2倍。

谭铁牛荣获国际模式识别最高奖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8月 22日，在第 26届国际模式识

别大会开幕式上，国际模式识别协会主席宣布，该协会决定
将今年的国际模式识别领域最高奖———傅京孙奖授予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智能感知与计算中
心主任谭铁牛，以表彰他在模式识别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
就。这是该奖自 1988年设立以来首次授予北美和欧洲地区
以外的学者。

模式识别旨在研究和实现人类的感知、识别和判断能力，
是人工智能的基本研究内容。谭铁牛长期从事模式识别和人
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研究，是虹膜识别、步态识别等模式识别研
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成果已被广泛应用于一些重要的国计

民生领域，是我国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
傅京孙奖由国际模式识别协会设立，以国际模式识别

学科的开拓者、已故美籍华人科学家傅京孙的名字命名，每
两年评审一次，经同行提名、专设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并经协
会理事会批准产生获奖人，每次奖励一人，旨在表彰学术成
就卓著、为国际模式识别学科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健在的
学者。该奖是一项终身成就奖、国际模式识别领域的最高
奖，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学术奖项。在今年之前，已有
17位学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国际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领域
的著名学者，均来自北美和欧洲地区。谭铁牛是第一位来自
北美和欧洲地区以外的获奖者。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供图

谭铁牛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