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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科技伦理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见习记者江庆龄）近

日，由中国科技伦理学会（筹）联合中国伦理学
会、中国计算机学会等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科技伦理高峰论坛，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

本届高峰论坛以“跨越边界的科技伦理”
为主题，会聚了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医
学、生物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旨在为科技
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跨学科的全新视角与
方法，助力拓展科技伦理研究的深度与宽度，
为具体伦理问题提供更丰富的解决路径。

论坛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北
京大学教授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生物
工程学会理事长高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孙春晨就数字技术伦
理、人工智能时代的生物伦理与科技伦理治理
的多学科协同研究等核心议题作报告。

梅宏从数字技术与数字化的定义出发，结
合现实案例探讨了社交软件、自动驾驶汽车技
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网络平台算法中存在的

数据滥用、归责困难、隐私泄露等问题，呼吁冷
静对待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为数字技术研究
设立禁区。

高福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生命医学领
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流行病”这一
概念凸显了真假信息混杂传播所产生的复杂
伦理问题，人工智能则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生
产与传播。而科普工作就像疫苗，是预防“信息
流行病”的必要手段。

孙春晨认为，对于科技伦理治理而言，多学
科协同研究能够促进学科间的交流合作，整合不
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从而能够针对具体科技伦理
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
创新与发展。他特别指出，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
位的设立，是培养多学科人才的重要一步。

论坛还设置了 7个专题论坛，分别聚焦科
技伦理基础理论、人工智能伦理、数字技术伦
理、生物技术伦理、负责任创新与科技治理等
领域中的前沿议题。

社交平台 Bluesky成科学家新宠

本报讯自美国总统大选以来，去中心化社
交平台 Bluesky的用户在两周内从近 1400万增
至近 2100万。
“所有学者突然‘搬迁’到 Bluesky了。”英国

纽卡斯尔大学的冰川学家 Bethan Davies说，该
平台“绝对爆了”。

据《自然》报道，Bluesky 由推特（即现在的
X）创始人之一———Jack Dorsey于 2019年创立，
旨在探索去中心化平台的建立。而 Bluesky之所
以具有广泛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外观

和使用感受都很像推特。
推特在科学家中非常受欢迎，被用来分享

研究成果和协作。据估计，2022年至少有 50万
名研究人员在推特上拥有个人资料页面。然而，
同年，亿万富翁马斯克买下推特，并将其更名为
X。由于减少了内容审核等流程，导致一些研究
人员离开了该平台。

研究人员表示，从那以后，X 上的色情信
息、垃圾邮件等都有所增加，而对社区保护却减
少了。相比之下，Bluesky通过屏蔽和静音等保护
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控制所见内容和筛选互动
对象的途径。

此外，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社交平台，Bluesky
建立在一个开放的网络上，使研究人员和开发
人员都能够访问其数据。而在 X上，这种访问要
收取高额费用。

虽然几个类似的社交媒体平台Mastodon和
Threads 等接连出现，但它们在学者中不如
Bluesky有吸引力。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达勒姆分校研究员
Daryll Carlson 看来，Bluesky 提供了一个与其他
科学家、艺术家、摄影师及公众互动的空间。

在 Bluesky提供的诸多订阅源中，最受欢迎
的是科学频道，受到超 1.4万用户的喜爱，每日
浏览量为 40万次。从生态学家、动物学家到量
子物理学家，该频道汇集了各领域科学家和科
学传播者共享的内容。

不过，研究人员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
入 Bluesky，那些困扰 X的问题可能也会在此出
现，比如诈骗内容、垃圾信息等。但 Bluesky的管
理人员表示，他们会扩大安全管理团队规模，雇
佣更多版主共同清理不良信息。 （徐锐）

新技术可在清醒动物中
开展超分辨成像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中国科学院脑
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王凯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超分辨显
微成像技术，有效解决了背景噪声干扰和运动
伪影两大技术难题，可在清醒动物脑中对神经
元的快速动态进行超分辨率光学成像和解析，
为研究动物学习过程中的神经元突触可塑性
基础提供了新工具。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
《自然 -方法学》。

在神经科学研究中，解析突触的形态和功能
可塑性是探究学习记忆底层机理，进而理解大脑
工作原理的重要基础。使用活体动物双光子显微
成像技术捕捉突触在学习记忆、睡眠和疾病等过
程中的形成和消亡，极大提升了科学家对神经元
形态可塑性和脑功能之间联系的认识。然而，传
统光学显微镜受限于光学衍射效应，难以进一步
观察研究更精细的结构和动态。

研究团队提出了多模式复用结构光线照
明超分辨显微成像技术（MLS-SIM），可通过快

速切换不同光线照明模式，分别获得 3个方向
上的超分辨信息，并提出新的超分辨重构理论
框架，实现准确高效的超分辨图像重构。在线
性荧光激发模式下，MLS-SIM 能以 150 纳米
横向分辨率对清醒小鼠大脑皮层中的神经元
树突棘尖刺和轴突终扣微观动态进行长达上
千帧的连续成像，速度达每秒数帧，每秒 50微
米的样品运动不影响其超分辨成像性能。此
外，利用皮秒脉冲激光实现非线性荧光激发，
非线性MLS-SIM可以将横向分辨率提高至约
100纳米，且保持同样的样品运动容忍度。

利用该技术，研究团队在清醒小鼠的大脑中
验证了神经元树突棘和轴突终扣上存在着快速
变化的尖刺动态，并量化研究了清醒 -睡眠循环
中神经元微观快速动态的改变。该技术还实现了
双色超分辨同时成像，探究了 PSD-95蛋白聚团
的微观结构与树突棘之间的联系。

相关论文信息：

科技帮扶三十年 广西环江焕新颜
■本报见习记者赵宇彤

“大家仔细看，这种石头荒山可不多见了。”
行驶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盘山路上，瞥
到一处黑色石头连片裸露的山头，中国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
测研究站站长王克林眼睛一亮，“这就是典型的
石漠化峰丛洼地！”

峰丛洼地，俗称“深洼地”，四周山峰“手拉
手”，平地不见一分土。这是喀斯特地区的典型
地貌，也是石漠化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30年前，这里都是裸露的基岩，植被破坏

严重，地表没有水土，是最大的连片贫困区。”站
在石头山上，王克林眺望着远方绿油油的牧草，
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

现在这种石漠化景象难得一见了。自 1994
年中国科学院承担环江县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任务以来，30年里，石头缝儿里钻出了草、长
出了树，更铺出了一条“致富路”。

“点石成金”不是梦

“九山半水半分田”，初到这片石漠化地区，
科研人员既兴奋又犯愁。
“这可是绝佳的科学研究‘天然实验室’。”王

克林感慨道，“但怎样针对性地治理石漠化，实现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是个大问题。”

1994年，王克林和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曾馥平来到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发现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差，生态脆弱，可耕
地少，水资源利用难，此处的毛南族人只能长期
靠玉米种植为生。
“但种植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需要定期翻耕，

会扰动土壤，导致土壤垂直向地下流失，加剧石
漠化问题。”王克林告诉《中国科学报》，“此外，每
年 5月到 8月的雨季，水位快速上涨，最高接近
两米，玉米地一旦被淹两三天就减产，淹一周甚
至会绝收，农民根本承担不起这种损失。”

调研走访后，科研人员发现当地的养牛传
统或许能成为突破口。
“牧草是多年生植物，只需要在种植时翻耕

一次，20年都不用重新栽种，大大减少了土地扰
动。我现在种了 80亩左右的牧草，一亩牧草一
年可以割 6次，产量达 20吨，能养活一两头牛，
牛粪还能用作有机肥和生产沼气，比种玉米的
收入多多了。”环江县下南乡波川村环江毛南绿
峯种养基地负责人谭成语说，“以前种一亩玉米
的收入最高也就 500元左右，现在一头牛一年
就能赚 3000至 3500元。”
“种植牧草还能形成生物结皮，固持碳氮、

涵养水分，增加土壤二氧化碳浓度，提高退化土
地的肥力水平。”王克林告诉《中国科学报》，基
于“种草养牛”的保护性发展模式，未来他们还
将根据环江香牛营养需求搭配牧草种植结构，
打造肉牛区域公用品牌，构建环江香牛绿色循
环农业发展技术模式。

在 30年的探索中，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以峰丛洼地区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
测研究，先后培育了替代型草食畜牧业、特色经
济林果、中草药和优质饮用水等四大可持续性
生态衍生产业，建成 8个生态高值示范基地。

“治水”新方案

“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王克林说，
“水是制约喀斯特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石漠化严重的喀斯特地区就像漏斗，水从天
上来，地表却存不住，绝大多数通过岩溶裂隙进入
深层地下，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均衡，表现
出季节性干旱和洼地内涝并存的特点。
“喀斯特地区的地表水体，如溪流水和塘库

非常少，在无集中供水条件的偏远村落，居民的
生产生活用水只能依靠季节性泉水以及屋顶雨
水，水源单一且不稳定，水量水质也无法保障。”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付
智勇介绍，“针对地表水快速渗漏、地头水柜水
源单一的问题，我们近年来探索出喀斯特山区
浅表层多界面产流水联合集蓄技术。”

付智勇介绍，运用地球物理探测、关键带水
文监测、模拟降雨、同位素示踪等技术，团队研
发了 6 种适合喀斯特山区的径流高效集蓄技
术，包括裸岩面径流汇聚、冲沟雨洪拦蓄、土岩
界面壤中流蓄集、道路边坡表层岩溶带侧向流
归并等，在全坡面尺度上，在雨水进入深层地下
之前进行有效截留，显著提高了雨水集蓄效率。
“虽然现在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自来水村村

通，但对分散偏远的喀斯特山区而言，一方面缺
少地表水体，另一方面远距离调水和打井的成
本都非常高。比如地下水，埋深可达几百米且空
间异质性极高，向下打井一米的成本大概为 300
元，加上抽水的动力成本，所以难以实现集中供
水。”付智勇说，目前，经果林产业是西南喀斯特
山区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攻方向，但对无集中灌
溉条件的雨养型果园来说，地表缺水的地质背
景叠加日益频发的极端干旱事件，使用水短缺
成为制约喀斯特山区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问题。

喀斯特山区浅表层多界面产流水联合集蓄
技术破解了传统水柜在高渗透性山坡集水效率
低的难题，不仅能适应复杂地形，还显著提高了
径流集蓄效率和灌溉用水满足概率。
“这为缓解该区经果林面临的旱季干旱缺

水、巩固产业扶贫成果，提供了可选方案。”付智
勇说，该技术在环江多个地区已有应用，并入选
水利部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
“现在群众对这项技术的认可度挺高，但怎

么存水又成了新问题，必须研发推广低成本的
组装式水柜技术。”望着穿上绿色“新衣”的石
山，付智勇感慨，面对新问题，科技帮扶仍需探
索新技术、新方案。

记者从湖南怀化市麻阳绿溪口野生动物监测点得知，麻阳锦江国家湿地公园
工作人员经连续多日守候，11月 22日成功捕捉并记录下中华秋沙鸭的身影。此次
共监测到中华秋沙鸭 19只，其中雄性 7只、雌性 12只。与 2023年相比，今年监测
到的中华秋沙鸭数量增加了 11只。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数量稀少，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它们
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通常只在清澈、无污染的水域中栖息和繁衍。近年来，
麻阳在全面推进扩绿兴绿护绿、不断强化生态治理的同时，将候鸟保护作为进一步
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全面打造候鸟迁徙的安全通道和栖息地。

图为中华秋沙鸭。 本报记者王昊昊通讯员谭雅丽报道 张杰 /摄

他是农业科学领域的一座“灯塔”
■本报记者冯丽妃

“我的父亲穿得总是非常简朴。有一次，他
前往东北参加一个国家小麦会议，在火车上遇
到了一位同行者。那位同行者看他穿着一身浅
咖啡色的工装，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就让他帮
忙提行李箱。返程时，父亲又主动提出帮忙提
箱子，那位同行者连忙拒绝了，因为在会议上
听到父亲的发言时，他才知道给自己提行李的
并不是工作人员，而是一位科学家。”

近日，在山东举办的弘扬李振声精神座谈
会上，李振声的女儿李滨与《中国科学报》分享
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李振声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前不久，
在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之际，他被授予了“共和
国勋章”。
“李振声先生是我国农业科学领域的一座

‘灯塔’，他的贡献不仅在于解决了一个个重大
农业难题，更在于他所展现出的伟大科学精神
和家国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说。

“大赢在德，小赢在智”

“李老师常对我们说，人这一辈子‘大赢在
德，小赢在智’。”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李振声的
博士生童依平回忆说。这也是李振声的科研和
做人之道。

李振声深受老一辈科学家影响。 1951
年，李振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
作后，在河北衡水开展牧草栽培期间结识了
小麦育种专家庄巧生。庄巧生住在简陋的土
房里，睡的也是土炕，但屋里书桌、床铺总是
收拾得整整齐齐。庄巧生说：“一室之不治，
焉能治天下。”这句话成为李振声自我要求的
标准。

在科研上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李振声，在生
活中却十分简朴、自律、接地气。在陕西研究小
麦远缘杂交时，他总是和农民打成一片，了解
农民的想法和需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时，如果
觉得饭吃不完，会先让学生拨走一些，他的餐
盘里从不剩一粒米。李振声觉得自己“不愁吃、

不愁喝，钱够花就可以了”，因此把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的奖金分给了集体，把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捐给遗传发育所作为学
生的“助学基金”。

李滨回忆说：“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很普
通的人，就像我身边许多叔叔阿姨辈的人一
样。他会跟我讲做人的基本道理，教育我诚实
守信、遵纪守法是立身之本；要秉持孝道、心怀
善良，对人一视同仁，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他
还特别看重勤奋好学，常说‘三人行必有我
师’，一个人的知识和力量有限，在工作和生活
中要向他人学习；教导我勤俭节约，生活上不
与他人攀比。”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作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和农
业发展战略专家，李振声育成“小偃”系列高
产、抗病小麦品种，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
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从农业可持续角
度出发，提出了包括准备优质基因资源在内的
“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总目标，被整个中国农业
科技界所接受；擘画并推动了向盐碱地要粮的
“三场战役”———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渤海
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年近 90岁时提出了“滨
海草带”战略构想，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下转第 2版）

中国气象学会成立
10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11月 23日，纪念中国
气象学会成立 100周年暨气象科技现代化研讨
会在青岛召开。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代表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发来贺信，勉励中国气象学会建设成为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科技社团，为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九届理事会党委书记、
理事长谈哲敏院士在主题报告中表示，学会将继
承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政治引领，践
行科技强国使命；优化会员服务，坚守培育人才
初心；完善交流机制，发挥创新驱动效能；加强科
普供给，促进全民素质提升；加强智库建设，提高
决策服务能力；发挥社团优势，构建全面开放格
局，继续书写学会下一个百年的辉煌篇章。

会上，中国气象学会公布了首批会士名单，
曾庆存等 30位气象领域两院院士当选。《中国气
象学会百年史（1924—2024）》《大气科学研究与
应用百年进展纪念文集》和《纪念中国气象学会
百年气象科普文集》正式发布。

1924 年 10 月 10 日，高鲁、蒋丙然、竺可桢
等气象学家发起成立中国气象学会。百年来，中
国气象学会始终秉持“谋气象学术之进步与测候
事业之发展”的宗旨，推动中国现代气象科学事
业的发展。目前，中国气象学会拥有近 150家单
位会员、4万余名会员，基本实现了气象行业主
要单位和学科领域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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