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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

发现上丘加工生物运动信息的
跨物种保守神经机制

“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工程”
所在地现状。 倪思洁 摄

达汉桥（右）与“树友”一起为刚种下
的沙枣树苗涂上红漆，防止水分蒸发。

受访者供图

2024 年
3 月春季义
务植树期间，
李德仁（左）
与朱宜萱在
生态林合影。

受访者
供图

2024年 3月，第一届“树友”回到刻有他
们名字的石碑前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老科技工作者组织“树友群”，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义务植树 年———

棵树苗背后的沙漠情缘
姻本报记者 倪思洁

10月 29日早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温度还
没有升起来。冷风中，一群身穿绿色、黄色冲锋衣的
义务植树志愿者，挥起铁锹、坎土曼开始种树。他们
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
县，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被沙漠环绕的县城。

今年是他们在沙漠里种树的第十个年头。从
2015年起，科学家夫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李德仁、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退
休教授朱宜萱组织了 16批志愿者，到麦盖提县
义务植树。志愿者人数从第一届义务植树活动时
的 15人发展到第十六届的 206人，年轻面孔慢
慢多了起来。

此刻，沙丘已被县上的机械化车队铲为平坦
的沙地。黑色的滴灌管把沙地分成长条。水珠从
滴灌口渗出，落进沙地，留下小小的坑。10年前，
正是这样的场景，打动了当时年过七旬的李德仁
与朱宜萱。

“锁边”

新疆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
缘，三面都是黄沙，沙漠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90%以上。

和所有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一样，当地
姑娘祖丽阿娅提·安外尔从小与沙为伴。

她的家在麦盖提县尕孜库勒乡农场。没通公
路时，她从家里到县城大约要走 30公里。从小学

开始，祖丽就在县城里读书。为了上学方便，她平时
住在县城里的外婆家，只有周末才回自己家。

2003年夏天，又是一个周日，6岁的祖丽照
旧坐着外婆赶的马车回县城。刚进城，天突然暗
下来，狂风裹着沙粒，直往祖丽的眼睛、鼻子里
钻。祖丽还没反应过来，受惊的马就带着马车、她
和外婆，一起翻进了旁边的小河里。祖丽呛了好
几口水，最后被外婆从河里救了上来。

祖丽的外婆、父母早已习惯了沙尘暴。有时
沙尘来得不那么突然，大家一看到天际线升起黄
褐色的“云”，就赶紧往室内跑，并用塑料布封上
窗缝和门缝，防止风沙钻进来。地里的棉花一年
要种三五回，因为刚长到手指高的棉苗很容易被
沙尘暴连根拔起。

每年，当地有 150多天会起沙尘。灾害严重
时，农田、房屋还会被掩埋。沙进一步，人退一步，
沙再进一步，人再退一步。

2012年，退无可退的麦盖提县委、县政府决
定开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计划在县
城与沙漠的交界处种 100万亩“锁边”林草。这个
计划被称为“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工程”。
“阻击战”打响后，当地的学生、村民都被动员

起来。2014年 3月，已经在麦盖提县实验中学读高
二的祖丽，在学校的组织下，第一次到沙漠里种树。
如今回忆起来，她只记得那黄沙一眼望不到边。
就在祖丽种树的半年后，2014年 9月，麦盖

提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一场“院士春秋论坛”。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偕夫人朱
宜萱应邀出席论坛。为了考察当地“百万亩防风固
沙生态林工程”进展，他们也走进了沙漠。

志愿

第一次走进这片沙漠时，朱宜萱留意到，滴
灌管里的水一滴滴落进幼苗根处的沙地里。她看
呆了：“小树苗就像婴儿吃奶一样，那么娇贵，那
么不容易。”

作为曾经的女子测绘队队员，朱宜萱对在戈
壁沙漠中求生的难处再清楚不过。1965年 8月，
26岁的朱宜萱曾带领一个测量组，在火焰山截
山子南边几十公里的戈壁滩上做航空测绘外业。
当时，给测量组送水的驼工迟到了 3天，朱宜萱
想起了测量队员吴昭璞渴死戈壁的事，心急如
焚。拿起地图，她发现四周只有遥远的雪山和茫

茫的戈壁，没有任何找到水的希望。幸运的是，就
在大家几近绝望时，驼工终于出现了。

了解到麦盖提县在 2012 年到 2014 年的两
年间种下了 2万亩苗木后，站在幼苗间的朱宜萱
被沙漠里顽强求生的幼苗和当地种百万亩林的
雄心打动了。

她默默地估算：“两年，种了 2万亩。当地规
划种百万亩，就要 100年。100年太久，我们到死
都看不到。”

回酒店后，她与李德仁商量：“不如我们组织
志愿者来义务植树吧？”

两人不谋而合。他们定了一条标准———所有
衣食住行全部由志愿者自理，不能给当地添负担。

很快，第一批响应者出现了。他们都是李德
仁、朱宜萱的知己和挚友。其中，有二人的大学同
学俞美尔、张培仁、杨惠娥等，也有朱宜萱的“戈
壁战友”王瑞芳等。2015年春天，在李德仁的支
持下，朱宜萱一行 15人从四面八方出发，走进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种植白杨树苗。
“白杨树苗有 2.5厘米粗，高 1.8米左右，我

们需要在沙地里挖一个长度、宽度、深度都是 80
厘米的树坑。沙子流得太快，这边挖、那边塌，‘树
友’们不止一次在挖坑的时候滑进坑里，满手都
是茧子。”王瑞芳回忆。

花了 10天，互称“树友”的志愿者们在沙漠
里种下第一批 735棵白杨。

此时，坐在教室里的祖丽铆足力气，做着高
考前最后的冲刺。她的志愿是“走出沙漠”。“我要
好好学习，不然一辈子只能在沙漠里。”祖丽说。

那年夏天，就在李德仁、朱宜萱等人开始召
集第二届“树友”时，祖丽考取了心仪的大学———
武汉大学医学院，如愿走出沙漠。

归来

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祖丽，有了更广阔的视
野，但每年寒暑假，她还是要回家看看。

2018年暑假，正在帮家里干农活的祖丽，偶
遇在当地勘察地况的县领导。

发现祖丽谈吐不凡，县领导问：“你是大学生
吗？”“是的。”祖丽答。“你在哪所大学上学？”“武
汉大学。”听罢，对方激动起来：“你知道你们学校
的老师每年都会来这里种树吗？”

祖丽瞪大了眼睛，惊讶又欣喜。暑假结束，她

刚回到学校，就收到了来自朱宜萱的消息。
年龄相差 58岁的一老一少，一见如故。朱宜

萱向祖丽了解麦盖提县的刀郎文化、风土人情，还
把“树友”们介绍给祖丽认识。祖丽则从朱宜萱和
“树友”们身上学到了执着。“他们到这个年龄还
在不停做研究、往前走，让人很佩服。”

今年秋天，祖丽正式加入“树友群”。在现场，
她看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种树新方法。这些方
法是“树友”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使苗木的存活
率从最初的 30%左右提高到 95%以上。

例如，种树有“三踩两提”的口诀。这是“树
友”们向当地干部群众请教后总结出来的方
法———挖坑、放苗、填沙后，用脚踩实，把树提起、
放回，再踩实，再提、再踩，如此一来，树苗根系既
能扎得稳，又能舒展开。

再如，种好的树苗外面要罩上用阻沙网卷成
的网罩。这是“树友”们在尝试了用稻草绑树根、
用聚氯乙烯塑料管套树根等方法后，最终找到的
办法，可以高效经济地防止树苗冬天被野兔、野
鸡等小动物啃食。

祖丽还发现，新生的“树友”力量正在日渐壮
大。有些“树友”来自测绘、航天、医学、石油勘探
领域，有些“树友”来自政府部门、教育界、服务
界，还有些“树友”带孩子一起来种树。一些来麦
盖提县实习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了队伍，成为志
愿者的生力军。

除了受疫情影响那几年外，义务植树活动
10年里举办了 16届。“我们像候鸟一样，每年春
天、秋天回到这里。”朱宜萱笑着说。

礼物

第 16届义务植树活动开始前，朱宜萱几乎
每天凌晨都会把增加了新名字的名单发到微信
“树友群”里。这次活动的报名人数有 206人，达
到历史新高。而且，与往届不同，这次大家除了种
树，还为麦盖提县带来了“礼物”。

85岁的李德仁、朱宜萱送去了一幅由珞珈
三号 02星拍摄的麦盖提县卫星图像。这张图是
李德仁根据当地提出的需求，指导学生制作的
“麦盖提县历年卫星遥感图”中的一张。“卫星遥
感影像可以显示人工造林情况，对于精准监测管
护林木有很大的帮助。”李德仁说。

70岁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科技

委原秘书长侯萍梅送去了一场科普报告。在麦盖
提县实验中学，她从“两弹一星”的研制讲到防空
导弹的发展。“我希望借种树的机会为当地学生
讲讲航天科普，让他们将来能崇尚科学，热爱航
天，从小立志，努力学习。”侯萍梅说。
“树友”们还为护林员、政府工作人员演唱

了《祖国不会忘记》。这是很多“树友”都喜爱
的一首歌。歌词里有这么一句：“不需要你认识
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
的江河……”

作为回馈，麦盖提县委书记陈强向“树友”们
展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防沙治沙
的最新布局图。图上新增了光伏电站、沙漠公路
等。“10年来，我们从‘沙进人退’变成‘绿进沙
退’。过去我们‘向沙漠要生存’，现在我们‘向沙
漠要发展’。”陈强的话音未落，“树友”们的掌声
便响了起来。

10年，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变化。李德仁与朱
宜萱 10年前种下的白杨树已经长到 10多米高。
孩子们从乡里到县城，再也不用坐马车了，平坦
的公路四通八达。沙尘暴天气从过去每年 150多
天减少至 50多天。当地游客越来越多，祖丽爸爸
也开起了出租车。

当一切都在向大家期望的方向发展时，老
“树友”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了。10 年来，“树友”
生病、离世的消息时不时传来。今年，参与过第
一届义务植树活动的 15 位老“树友”中，只有
不到一半的人再次回到麦盖提县走走看看。义
务植树活动也设置了“报名者年龄必须在 75
岁以下”的限制。

最让朱宜萱感慨的是一位杭州“树友”。他因
为生病无法实地植树，但每年坚持给团队捐款，
起初捐 3000元，后来捐 5000元，再后来捐 10000
元，直到去世后，还由女儿出面捐了一次。

如今，朱宜萱将“领队”的职责交给了武汉大
学退休教授达汉桥等“年轻”人。“他们年轻、强
壮、进取！长江后浪推前浪，‘树友’一代更比一代
强！”朱宜萱说。

27岁的祖丽也下定决心：“以后，我每年都会
回到沙漠里种树，把老师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麦盖提县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百万亩防
风固沙生态林工程”完成了 46万亩。在“树友”们
的“历届义务植树统计”表格里，所植苗木“总数”
一栏已更新为“45088棵”。

AI来了，科研领域将如何变革
■本报记者沈春蕾

“人工智能（AI）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
雁效应。”在近日于北京大学举行的 2024科学智
能峰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张
锦谈了他对 AI for Science（科学智能）的理解。

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北京科学
智能研究院主办，设置了综合论坛、生命科学论
坛、物质科学论坛、AI for Science产业及行业实
践论坛。会上，围绕计算物理、材料设计、组学分
析、智能设备等方向的研究，专家学者探讨了科
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和解决路径，分享了 AI for
Science新范式下的科研变革。

提供崭新的科学工具

“在科学研究领域，AI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
工具，不仅驱动了科学研究，还提升了速度、广
度、深度、精度，对于生成科学假设、进行科学实
验、分析科学数据等都发挥着革命性作用，使科
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张锦说。

当前，AI正在革新材料科学研究的范式。张
锦围绕材料表征、制备与产业化等方面指出，AI
不仅可以扩展认知、辅助决策，还可以放大人的
创造力。在材料智能化（AI for Materials）的加持
下，科研人员能够增强对材料体系全局的理解，
进一步对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目标，从全局角
度开展材料的研发工作。
当前，AI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特

别是在数据处理和实验设计方面。比如，围绕理论
化学实验和实践脱节的痛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
席教授江俊分享了一些具体的机器化学家平台应
用实例，指出通过数据智能的方法，AI for Science
为弥补理论和实践的鸿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江俊解释说，科研人员利用 AI生成高通量、

高质量的科学数据，把复杂的理论问题转化成数
字化可解决的问题，推动化学知识数字化、化学
操作指令化，最终有效减少实验试错次数，优化
实验设计，实现化学创制智能化。
“未来，AI 读文献、AI 做计算、AI 做实验等

将融合起来，智能化、系统化地服务于每位科学
家、每家生产制造企业。”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院
长、深势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张林峰展望了
AI for Science的应用场景。

加速建设基础设施

“AI 能带来系统全面的科学研究和工业研
发的突破，因此要加速建设好基础设施，为科学
研究、产业落地提供最广阔的空间。”张林峰说，
“模型与软件、数据、仪器、算力是基础设施的要
素，这些要素在真正完成 AI工程化后，才可以构
成一个好的基础设施。”

在 AI for Science基础设施平台建设的道路
上，还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多级跳。
“物质科学的根基在于量子力学，然而，量子

力学的基本方程在实际体系中难以直接求解。”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龚新高指出，数
十年来，这一挑战激发了众多物理学家不懈探
索，并促使理论物理向计算物理转变。

龚新高强调了利用 AI技术构建“数智物理”
平台的重要性，该平台旨在运用 AI方法解决物
质科学领域的诸多问题。他期待数智物理研究方
法能够解决更多物理问题，并表示这不仅需要建
设 AI基础设施这一基础性工作，还需要各界共
同努力，共同发现并解决问题。

在探讨 AI for Science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
标时，与会专家建议从发现和解决科学问题入
手，进行目标规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成
果应用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进而提升科学家的
生产力。

为了更好地拥抱 AI for Science这一新的科
学研究范式，促进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多位专
家强调，不仅要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整合方法，
还要将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目标。

应用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AI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无处不在，

并为破解传统难题提供了全新途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种康指出，重大科学发现往往需要学科交
叉。他以生命科学研究为例介绍了跨学科合作的
重要性，并表示信息学、计算生物学、数学等领域
的研究人员加入生命科学的研究队伍，必将推动
生命科学向前迈进。

生物最重要的生物学特征必然反映在它的
基因组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院长黄三文表示：“基因组是复杂的语言系统，
而作为理解复杂系统的工具，AI在理解基因组
信息等方面有巨大潜力，将加深我们对植物基因
组的精准理解、加速我们全面理性地对其进行设
计改造。”

过去几年，AI 和机器学习在 PubMed（医
学文献检索系统）上的研究量呈指数级增长。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子刊
的副主编赵剑飞认为，AI 的可解释性对于科
学研究至关重要，但对于临床应用而言，更重
要的是经过严格的评估和验证。“AI 可能改变
临床医生的行为，过度依赖 AI 或不信任 AI 都
可能带来挑战。”

那么，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如何才能
以 AI为“翅膀”，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所长刘中民分享了他对于 AI赋能化工总
体思路的理解———利用现有的大量数据，结合领
域知识等，构建一个化工大模型，在此基础上创
建具备技术开发功能的智能体，用于孪生数字工
厂建设，通过与实际工厂对接验证，实现化工过
程从实验室一步到工厂。
“虽然构建这样的行业大模型非常困难，但

这一变革将加快新技术开发和现有工艺运维优
化，实现化工行业智能化转型。”刘中民说。

鉴于有什么样的数据就会建出什么样的
模型、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与会专家强调，AI
技术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带来巨大机遇，但在
数据标准化、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人们仍需
谨慎行事。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孟凌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研究员蒋毅团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刘宁团队和研究员张朋团队合作，
揭示了视觉加工早期对生物运动信息加工的
跨物种保守神经机制。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
《自然 -通讯》。

想象一下，当你正在茂密的丛林中漫步，
突然，一个很小的动静吸引了你的目光———
是风吹动树叶，还是远处有猎物在悄悄移
动？从复杂视觉环境中迅速捕捉生物运动信
息的能力，是人类和很多动物赖以生存的关
键技能。

为了研究这种能力，这项创新性的跨物种
研究借助高场强（3T）和超高场强（7T）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技术，在人和猕猴的脑中考察了视
觉通路最早期的结构上丘在生物运动信息加

工中的作用。实验发现，生物运动信息在人和
猕猴上丘均引起了比控制条件更强的选择性
神经激活。考虑到直接接收视网膜传入的是上
丘浅层细胞，研究者又将上丘中采集的信号按
照与表面的距离进行了细分，发现生物运动信
息引起的特异性神经激活在上丘表层最强，随
着深度增加逐渐减弱直至消失。研究者进一步
分析发现，人脑中存在一条传递生物运动视觉
信息的功能连接通路，从上丘出发，经过中颞
叶视觉区，直至后颞上沟。

该研究发现了上丘加工生物运动信息的
跨物种保守神经机制，表明生物运动信息在视
觉加工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得到特异性加工。

相关论文信息：

19位科学家、196项成果
获 2023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11月 19日，北京市科
技大会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19位科学家、
196项成果获 2023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方忠，怀柔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汤广福获得北京市突出贡献中关村奖。

方忠致力于拓扑物态计算研究，通过发展
特色的计算方法，预测发现了多种三维拓扑绝
缘体、拓扑狄拉克半金属和外尔半金属，同时
计算提出了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材料体
系和方案，并被实验证实，完成了霍尔效应量
子化的三重奏，一系列工作推动了拓扑量子物

态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也推动我国站在该领
域研究的国际前沿。

汤广福致力于能源电力领域关键技术和
重大装备研发，主持我国±800kV特高压直流
和柔性直流等多个输电工程关键技术研发和
核心装备研制，推动北京成为电力系统电力电
子技术领域的全球创新高地。

另有 8 人获北京市杰出青年中关村奖，
9 人获北京市国际合作中关村奖；52 项成果
获北京市自然科学奖，24 项成果获北京市
技术发明奖，120 项成果获北京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