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转第 2版）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8375

CHINA SCIENCE DAILY

总第 期 2023年 11月 1日 星期三 今日 4版

主办：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84 代号 1－82中国科学院主管 中国科学报社出版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kexuebao 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习近平复信古巴科学家裴德乐
据新华社电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古

巴著名科学家裴德乐。
习近平指出，你长期致力于增进古巴同中

国的特殊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中外科研合作，取
得多项突破性进展，我向你和你率领的团队表
示祝贺。

习近平强调，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各国
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
业。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个
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探索远亲近
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
的“幸福路”。十年来，中方同共建国家加快科技

交流和知识分享，不断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
资源，科技创新合作加快推进，成效显著。

习近平指出，中古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
的传统友谊茁壮成长，不断结出累累硕果。去年
以来，双方又就携手共建中古命运共同体达成
重要共识。我衷心希望，新时期中古包括科技在
内的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日前，古巴著名科学家裴德乐致信习近平
主席，介绍其所率领团队在华推动脑科学研究
和中古神经技术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愿继续
为促进中古友好，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更
大范围落地贡献力量。

神舟十六号返回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甘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10月 31日 8时 11分，神
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景海鹏、朱杨
柱、桂海潮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时 10分，3位航天员
全部安全顺利出舱。

至此，航天员景海鹏圆满完成了第 4 次
飞天旅程，累计在轨执行任务时间超过 200
天，是目前为止执行飞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
国航天员。

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和首位载
荷专家桂海潮也圆满完成首飞之旅，标志着我
国现有 3种类型航天员均已完成飞行考核和实
践检验，为工程后续发展建设和大规模开展空
间科学实（试）验打下良好基础。

10月 30日 20时 37分，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十
六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开展
了工作交接，完成了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上行
物资及下行样品转移安装等工作。分离后，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
绕飞完成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
景图像拍摄。

10月 31日 7时 21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六
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
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
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圆满完成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
员乘组已于 10月 31日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
北京。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
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于 2023年 5月 30日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和核
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作为首批执行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阶段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3
名航天员在轨驻留 154天，其间进行了 1次出
舱活动和中国空间站第四次太空授课活动，配
合完成空间站多次货物出舱任务，为空间站任
务常态化实施奠定了基础。

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在航天
员乘组和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开展了人
因工程、航天医学、生命生态、生物技术、材料科
学、流体物理、航天技术等多项空间科学实（试）
验，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
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迈出了载人
航天工程从建设向应用、从投入向产出转变的
重要一步。

10月 31日 8时 11分，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
陆场成功着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航天员
景海鹏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记者李刚 /摄

神舟十六号
返回舱成功着陆

作为一位“明星科学家”，刘国瑞从基础的
物理理论突破出发，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技术路
径，解决了 3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室内精准
定位难题，领导开发了世界首个厘米级室内定
位系统。他还于 202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营利
性专业技术学会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
首位华人主席。

在建构学术共同体方面，刘国瑞有丰富的
经验。他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曾培养
出多名优秀的博士，对于人才培养有独到的经
验和方法。

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独家专访时，刘
国瑞表示，“好的学术生态前提是有好的学术文
化”，公平、公正、透明、包容应成为学术共同体
的价值准则。而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则需要
构建一套严格的学术伦理体系。

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准则

《中国科学报》：IEEE 是怎样体现自身价值
观，从而构建良好的学术共同体的？

刘国瑞：IEEE提供的是一个世界级平台。它
有来自 190多个国家的 40多万名会员，其中超过
64%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除了自身的会员，IEEE
还积极和世界各地的学术组织合作，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交流。例如，从 2009年开始，IEEE就与中
国计算机学会（CCF）签署合作协议，在联合设奖、
相互支持对方活动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会员是 IEEE的主人翁。IEEE由会员选出决
策者，从他们的福祉出发表达自身意愿，这一过
程是开放、透明的。

IEEE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因为世
界各地的学者都有自身的智慧，我们要把这
些人集结起来，尊重差异和多元，这样才能激
发出创新思维。
《中国科学报》：IEEE的价值导向是怎样的？
刘国瑞：公平、公正、透明、包容是 IEEE的

价值原则。在我看来，这也应该成为所有学术共
同体的价值准则。在学术共同体中，每位科学家
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受国别等其他因素影响，通
过彼此的交流增进人类福祉。

注重数量会失去研究本身的意义

《中国科学报》：你对中国构建良好的学术
生态有何建议？你认为当今中国学术界主要存
在哪些问题？

刘国瑞：中国的学术界进步很快，很多学者
做得很好。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来中国时，中国
学者还在做比美国晚 10至 20年的研究，后来就
赶上来了，现在基本与美国平起平坐。

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学
术伦理问题。当中国的学术水平已经赶上世界
水平时，学术不端问题也必须得到足够重视，否
则会引起负面的观感。
《中国科学报》：中国相关部门就惩治学术

不端行为出台了不少规定，但仍有少数学者不
能“令行禁止”。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刘国瑞：在我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处罚力
度上。以美国为例，如果美国一位终身教授出
现学术抄袭行为，其教职就没了。我是从中国
台湾到美国的，听说台湾高校的教授一旦被认

定有抄袭行为，也会立即被解除教职。因为科
学要追求真理，如果在学术抄袭上妥协，就会
丧失信任度。
《中国科学报》：当下，我国学术界正在倡导

“破五唯”，即评价学术成果时不能“唯论文、唯
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在这方面，国外
的学术评价方式有何可借鉴之处？

刘国瑞：学术成就是不能量化的，否则，在
量化的压力下，就会发生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一些中国学者之所以走上抄袭等学术不端之
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注重数量会影响质量。在欧美高校，没有人
会告诉学者应该发几篇论文，而是用质量评判
一个人的成就。评判质量时，会邀请世界范围的
同行来做公平、匿名的评议。实际上，国外的研
究机构和高校在评判学者时，也会看量化指标，
但那不是唯一指标，而是从学术影响力、成果质
量等多个维度来加以评判。

如果过于注重成果数量的话，就会失去研
究本身的意义。
《中国科学报》：现在中国也在探索多元化

评价方式，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你
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行评议如何才能
公平、公正？

刘国瑞：我觉得这是文化的问题。据我了
解，在中国学术界，社交很重要。如何能在公平
的环境下竞争，这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伦
理制度，即游戏规则，而且要代代传承下去。好
的学术生态前提是有好的学术文化。不过，这需
要时间。

做人、做事都会了，自然就会成功

《中国科学报》：作为马里兰大学的终身教
授，你曾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拔尖人才培养
是中国高教界特别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有
何经验可以分享？

刘国瑞：拔尖人才培养，首先是要选出拔尖
的学生。我从中国遴选的学生，都是中国顶尖大
学的第一名。我这里是出名的“很难进，也很难
出”。在学生毕业前，我会要求他们发 4篇 IEEE
旗下期刊的论文。从不会写到独立写出一篇论
文，他们就可以“出师”了。

刘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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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发布人工智能监管行政令

寰球眼

本报讯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关
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旨在在监管人工智能
安全方面发挥指导作用，但后续仍需美国立法
者采取行动，以及科技公司的配合。

这一行政命令明确了美国政府机构制定
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和使用的指导方针，包括让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为“红队测试”设
定基准。红队测试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攻
击模拟。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Sarah Kreps表示：“这份
行政命令表明，美国有意成为在人工智能监管
方面最积极主动的国家。”Kreps表示，拜登的行
政命令恰好在英国政府召开人工智能峰会之前
发布，这可能“并非巧合”。但她警告说，除非美
国国会能够促使其立法并提供资源支持，否则
单凭这一行政命令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 Emmie Hine表示，
这一行政命令遵循了拜登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

上采取的非约束性行动原则。去年美国政府发
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最近还征求了
开发人工智能大公司的意愿。

这一行政命令还可能影响在庞大数据集上
训练的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前提是这些模型“对
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构成严重风险”。该命令使用了另一项名为《国
防生产法》的立法，要求开发此类人工智能的公
司将训练人工智能的过程通知政府，并分享所
有红队安全测试的结果。

这些人工智能可能包括 OpenAI 公司开发
的 ChatGPT 背后的 GPT-3.5 和 GPT-4 模型、
谷歌公司开发的支持该公司 Bard AI 聊天机器
人的 PaLM 2模型，以及 Stability AI公司开发的
用于生成图像的 Stable Diffusion模型。Hine表
示：“这将迫使那些公司打开自己的黑匣子。”

不过，Hine强调，当涉及如何定义哪些基础
模型构成“严重风险”时，可能“细节决定成败”。
同样，Kreps质疑行政命令措辞的“限定性”和
“模棱两可”，它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定义“基础模
型”，以及由谁来确定何为威胁。

Hine说，美国缺乏欧盟那种强有力的数据保
护法律，“美国拥有人工智能开发的优势，但可以
依赖的具体监管依据却不多”。 （文乐乐）

科研试剂“卡脖子”风险如何破
■本报记者胡珉琦

“实验室试剂是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必不
可少的基础物资，试剂的质量直接影响科研成
果产出及产业发展。”近日，在中国检验检测学
会和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首届实验室试
剂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指出。

科研试剂在科技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但
由于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科研试剂
“卡脖子”风险急剧增加。因此，促进产学研合
作、加强科研试剂生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对于提高国产品牌影响力、提升基础科研条件
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实验室试剂高度依赖进口

近年来，我国基础科研的快速发展带动了
上游实验室试剂需求的高速增长，大量科研试
剂随之涌现。以生物试剂为例，据咨询公司
Frost&Sullivan的数据显示，全球生物试剂市场
规模预计于 2025年达到 272亿美元。中国生物
试剂科研市场规模自 2016年以来以 16.51%的
年复合增长率增长，2020年达到 151亿元人民
币，预计于 2025年达到 346亿元人民币。

然而，我国实验室试剂行业起步晚，国内企
业规模小、产品种类少、行业集中度较低，和跨
国公司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据中国检验检测学会科研试剂分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李红林介绍，在 20世纪之前，欧美国
家已经诞生了一批试剂领域的国际巨头，而我
国试剂企业多在 2005年之后成立。一方面，我
国在技术积累上与欧美国家存在实际差距，另
一方面，行业发展初期的乱象导致我国实验室
试剂，尤其是生命科学、医学领域研究所用的试
剂和消耗品高度依赖进口。

据科研采购管理平台喀斯玛披露的数据显
示，外资品牌在生物试剂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
位，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国产试剂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其可靠

性、可重复性等至今仍未获得使用者的认可。”
李红林说。以科研论文发表为例，在国际期刊审
稿过程中，如果科研人员使用的是国产试剂，实
验结果可能会受到审稿人的质疑，要求实验者使
用知名企业的试剂产品再重复一次实验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在研究阶段使用国产

试剂做实验，等到实验成功后，我们会用进口知

名品牌再重复一遍，用重复的数据投稿。”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坦言。

组织推动产学融合、自主创新

为了确保自主创新品牌的试剂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中国检验检测学会在
2022年 12月发起设立了科研试剂分会，组织
开展政策、技术、标准、产业研究，并利用科研试
剂产业平台和信息资源库，提供智力、技术、信
息和数据支撑，服务国家基础科研条件建设和
检验检测科研（学科）发展。
“试剂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学会和行业的事，

它还关乎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也关系到国家
医疗、食品、农业等重要领域的长远发展。”李培
武表示。

经过近一年的发展，科研试剂分会已完成
首批 76家会员单位的招募，会员由相关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组成，基本覆盖试剂行业
的全产业链。同时，该分会还搭建了科研试剂信
息服务平台，收录了 146个行业信息、83家试
剂企业、63家仪器维修企业，涵盖 112个品牌、
272万余个商品。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科研试剂分会会长郭强
表示：“目前分会各项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
将持续促进会员单位间的深度沟通与合作，发挥
分会组织作用，集聚创新动能，提高行业自主供
应能力，助力国家基础科研条件建设。”

罗非鱼性别精准控制有望实现

本报讯（记者张双虎）近日，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与生命学院教授赵金良、陈晓武团队在罗
非鱼生殖发育调控分子机制研究方面取得进
展。新研究有望实现罗非鱼性别精准控制，相关
论文发表于《交叉科学》（ ）。

罗非鱼原产自非洲，因生长快、食性杂、耐
受性强、易繁殖等优点，在上世纪 70年代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推荐为世界性养殖种类。我国于
1957年首次引进罗非鱼，目前年养殖产量 150
万吨，是世界养殖与加工第一大国。

罗非鱼生长具有明显的雌雄异型特点，
雄鱼生长比雌鱼快 30%以上，因此，养殖者

偏好雄鱼鱼苗。罗非鱼性别机制复杂，除受
遗传调控外，环境温度也能诱导性别分化。
性别分化阶段，鱼苗在 36℃水温中培育一定
天数后，就能诱导出高雄性比例的后代。因
此，深入研究罗非鱼生殖发育调控机制，实
现罗非鱼性别的精准控制，对提高鱼苗雄性
个体的比例，促进罗非鱼养殖产业发展有积
极意义。

该研究以上海海洋大学选育的“新吉富”罗
非鱼为研究对象，在罗非鱼全基因组 DNA甲
基化测序的基础上，发现 hsf5和 rnf43基因发
生了基因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新基因

hsf5-rnf43。该融合基因在罗非鱼精巢中特异性
表达，可促进精巢的发育。

研究还发现，在罗非鱼生殖腺早期发育中，
基 因 组 DNA 甲 基 化 调 控 了 融 合 基 因
hsf5-rnf43的性别差异性表达，并且在罗非鱼
生殖腺分化的温度敏感期受到高温的影响。
hsf5 基因属于热休克蛋白转录因子家族，而
rnf43基因具有促进细胞生长分裂的功能。二者
的融合可能是温度调控罗非鱼生殖细胞发育、
性别分化的重要机制之一。

相关论文信息：

IEEE首位华人主席刘国瑞：

好的学术生态前提是好的学术文化
■本报记者计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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