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光亚在办公室伏案工作。 中国科学院学部供图

“明年我只参加已经接受邀请的学术会议，
不接受国内任何个人或者单位的邀请作学术报
告，除非是学生们，或者博士后们的集体邀请。”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颜
宁在微博发布的这条消息迅速引发广泛关注。

尽管颜宁很快解释，这么做是因为，“一个
人不能一直输出，必须要有学习和沉淀，否则
怎么可能一直有新鲜的内容？翻来覆去总是讲
一样的东西自己都心虚”，然而社交平台的大
量讨论还是聚焦到了一位科学家自省背后的
某种“不堪其扰”。
当下，“明星”科学家因自身的知名度与影

响力，被诸多学术活动所青睐。他们在科学前
沿的学术视野、探索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启
发同行、激励后进，促进科学普及与传播。
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学术活动都具备足

够的“含金量”。部分科学家在“流量”的“裹挟”
下，被动偏离了学术交流的初衷，将参加活动
变成了一种学术“站台”。
一些学术会议或活动打着学术交流之名，

实则是拉来知名科学家撑场面、造声势。科学
家们在这些场合往往难以进行深入的学术探

讨与思想碰撞，反而陷入一些繁文缛节与形式
主义之中。这不仅浪费了科学家们宝贵的时间
与精力，也让学术活动的真正价值大打折扣。

近年来，“科学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学
术圈的一个热议话题。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
期间，多位院士曾表示，参加站台性、应景性工
作已成为困扰科研工作者的突出问题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就
曾坦言，他平时不仅要参加会议，有时不能参
会，还需要为会议录视频，“两个钟头录了 5
个”，而自己领域的研究只能晚上再做。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则指
出，有些人缺乏自律意识和自觉精神，“一请就
去，甚至不请还要求去”，影响了科研工作者的
声誉，更活络了一些人的心思。

科研工作本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
入，过多的非学术活动势必让科学家们无法全
身心地专注于科研探索。长此以往，不仅会影
响科学家个人的科研产出与学术成就，更会对
整个科研生态造成不良影响，最终阻碍科学技
术的创新与发展。

颜宁此次的公开表态，也被很多网友看成

是对这种不良学术文化说“不”，是“明星”科学
家的学术自觉。她让大家意识到，科学家不是
“吉祥物”，不应被不合理的学术“站台”要求所
“绑架”。科研工作者有权利也有责任维护自己
的科研时间与学术独立性，将精力聚焦于真正
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之中。

什么是“明星”科学家的学术自觉？
作为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明星”科学家的

学术自觉首先是对学术纯粹性的坚守。当面对
那些无实质学术内容、只为博眼球或达成其他
非学术目的的邀请时，能够果断带头拒绝，不
被虚荣和利益所诱惑。其次，还表现在积极倡
导、营造健康的学术交流环境，坚持学术活动
应当回归其促进学术进步、推动科技创新的本
质。只有更多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充分发挥学术
自觉，才能带动整个学术圈形成风清气正、求
真务实的良好氛围。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各方也应尊重科学家
的工作性质，摒弃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思
维，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纯粹的学术环境。只有
这样，科学家们才能心无旁骛地潜心科研，为
人类知识的拓展与社会的进步创造更大价值。

寰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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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生·光耀百年

朱光亚：“一辈子主要做了一件事”
姻本报记者韩扬眉 见习记者赵宇彤

1946 年 9 月 2 日，22 岁的朱光亚被导
师、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选中，作为“种子计
划”成员之一前往美国研习原子弹制造技术。
一同被选中前往的还有李政道、孙本旺、唐敖
庆等后来著名的科学家。

历经 13天的海上航行，“种子计划”成员
终于到达美国。然而，他们却被现实泼了一盆
冷水———在这里研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绝无可
能。大家只能就地解散，自寻出路。

朱光亚选择到吴大猷的母校美国密执安
大学（即密歇根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回国
后，朱光亚将一生献给了中国核物理事业，成
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公
认为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

朱光亚曾说：“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
事，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

今年 12月 25日，是“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朱光亚院士的百岁诞辰。

“祖国需要我们！”

“种子计划”失败后的几十年，物理学家
李政道提到这段经历时说，当初派出去学做
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
来是做原子弹了。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
原子弹，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
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非常勤奋努力，仅
用 3 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那时他只有 25
岁。由于成绩优异，朱光亚在中国留学生中很
有声望，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主
席、留美中国学生中西部地区科协分会的会
长等职务。

朱光亚一直在为回国做准备，同时也积极
号召留美学生回国。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
大洋彼岸，朱光亚怀着满腔热血组织爱国宣

讲、联谊活动，向留学生介绍国内大好形势。
1949 年底，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

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他饱含深情、言辞昂扬
地呼吁各个学科的学生回国“创业”：“学工的
回去参加炼钢，筑路，架桥梁修河道的工作
罢！”“学农的，回去建设中国的新农村罢！回
去改良品种，制造农县，开办农场罢！”“学自
然科学的回去吧！回去训练理工人才，推动中
国的生产工作。回去普及科学教育，为中国的
科学打基础。回去开创科学研究的环境，祖国
需要我们！”……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

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
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赶快回去
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纸面上无声的
呐喊犹如惊雷响彻美国大地，这封信迅速被
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到第二
年 2月，已有 53名决定尽快回国的中国留学
生签上了名字。

1950 年 2 月底，朱光亚毅然踏上“克利

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回到
北京。回国仅一年有余，朱光亚就出
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原子能和
原子武器》，详尽地介绍了世界原子
能科学发展脉络，揭开原子弹、氢弹
的爆炸原理和其威力背后的秘密。

从“打老虎”到圆梦罗布泊

上世纪 50年代，朝鲜战争因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介入出现了决定
性转变，美国与中朝两国决定在朝
鲜板门店展开停战谈判。正在北京
大学教书的朱光亚被选派为随行翻
译前往谈判现场。他告别夫人许慧
君：“到东北打老虎去!”

朱光亚的儿子朱明远和儿媳
顾小英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讲述
了朱光亚在板门店谈判现场的经历：美国
仗着拥有核武器在谈判桌上肆无忌惮地耍
威风，在停战谈判中百般刁难，不止一次地
挥舞“核大棒”，对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进
行赤裸裸的核讹诈。然而，中方代表并未被
美军的张狂所吓倒，维护正义与世界和平
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

谈判不仅艰苦“激烈”，更是一场耐力的比
拼。会场上，双方常常一言不发，静坐一两个小
时后宣布下一次会议时间就散会了。朱光亚回
忆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吸烟和吐烟圈。

这场较量，让朱光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要想真正实现独立，不受人欺侮，就必须有强
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做坚实后盾。而这场谈
判几乎重塑了朱光亚的性格。他一改读书时
的积极活跃，变得沉默寡言，也练就了不轻易
表态和不草率下结论，但一发表观点便能抓
住要害的能力。 （下转第 2版）

2025年底实现开放获取？
美国正推动这一目标实现

本报讯两年前，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
呼吁，在 2025年底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
究项目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实现免费获取，从而
撼动了科学出版业。截至目前，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和能源部（DOE）已基于这一目
标发布了相关政策，预计其他美国研究资助机
构也将在今年底前跟进。

据《科学》报道，NIH 和 DOE 要求受资
助者在各机构的公共存储库中及时发布已
被接收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预计其他研
究资助机构也将要求同步共享项目数据。
NIH 已经在 2023 年的政策中提出了这样的
要求。

鉴于全球 9%的研究论文由美国资助的研
究者撰写，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
于 2022年首次提出的这一要求，标志着全球
开放获取（OA）运动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对此，大学有一些担心，许多出版商则感
到失望。

一种既能满足新要求又能保留出版商收
入的方法是所谓的金色 OA，即作者或其所在
机构为使论文可以免费阅读而支付文章处理
费（APC），费用平均每篇约 2000美元。批评人
士认为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尤其是对没有资金
支持的研究人员来说。

另一个无 APC的选择是即时的、零限制
的公共访问，也被称为绿色 OA———作者或其
所在机构将已被接收的论文手稿上传到存储

库，而无须文字编辑、格式调整和其他润色。自
2013年以来，NIH和其他一些机构已经要求某
种形式的绿色 OA，但是出版商仍有权禁止文
章在 12个月内公开发表。

今年，30所大学和学术组织以及 170多名
教职员工、图书馆馆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
吁研究机构采取零限制的“绿色”方式。但在
NIH今年收到的关于其草案政策的 144 份书
面评论中，几家利润丰厚的出版商认为，立即
实施绿色 OA将消除读者和机构支付订阅费
用的动机，而这些订阅费用将用来支持期刊的
编辑过程。

在新政策下，小型的非营利性科学协会可
能会特别“脆弱”。例如，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的出版副主席 Angela Cochran表示，
该学会可能会受到打击，因为其 4种订阅期刊
中多达 40%的论文由 NIH资助的研究者撰写。

一些大学官员今年在公开发表的评论中
指出，NIH需要开展一项大规模的教育运动，
指导论文作者了解非 APC的替代方案并对其
进行解释。还有一些大学官员提到了实际存在
的障碍。比如，将内容存储在 NIH的存储库
PubMed Central中，包括格式化文章和提供所
需的元数据，是一项耗时的任务，目前一般由
出版商负责这项工作。

此外，有关新政策的其他问题还包括版权
问题及由谁决定论文何时公开发表。

新政策能否通过国会的审查仍是未知
数。美国众议院通过的 2025财年拨款法案禁
止为实施这项政策提供任何资金。美国新当
选总统特朗普也可能废除这些政策，因为这
可能与他削减政府监管的承诺一致。

（文乐乐）

科学家不是“吉祥物”，拒绝“学术站台”
■胡珉琦

12月 24日，在朱光亚诞辰 100周年之际，中国科协主办
的“惟愿一生成一事———纪念朱光亚诞辰 100周年专题展”在
北京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展，首次展出了很多珍贵手稿。活动
同时发布了朱光亚手稿集《原子核物理导论》。

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专题展分为“赤子情怀、以身许国”“攻坚铸
盾、众帅之帅”“任重道远、再攀高峰”和“静水流深、科学大家”4
个部分，通过 178幅历史照片、47件（套）珍贵实物，完整、翔实
地再现了朱光亚伟大、光辉的一生。

据了解，很多珍贵手稿系首次展出。例如，本次展览首次展
出了朱光亚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全部学籍档案，以及 100多
页的博士毕业论文全文和《密歇根日报》对朱光亚的相关报道。

图为朱光亚长子朱明远观看专题展。
本报记者高雅丽摄影报道

科学家观测到
准粒子禁闭的微观动力学行为

本报讯（记者王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潘建伟、苑震生等与合作者在超冷原子量子
模拟实验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研究团队首次
观测到格点规范理论中的禁闭相与非禁闭相
转化的微观动力学过程，为理解这一复杂的量
子多体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相关成果近
日发表于《自然 -物理学》。

禁闭是一类非常有趣的物理现象，其中夸克
禁闭是指由于夸克之间强相互作用的存在，人们
无法在自然界中观测到单个的夸克，它们总是以
多个捆绑在一起形成复合粒子的形式，如中子、
质子被观测到；即便在高能粒子碰撞机中，人们
也几乎无法改变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粒子碰撞
碎片中的夸克瞬间就形成了新的复合粒子。类似
的，人们在凝聚态体系中观测到准粒子成对出现
的现象，通过量子调控手段可以改变准粒子间的
相互作用，从而使准粒子受控地处在禁闭或者解
禁闭状态。一个物理体系中是否存在禁闭现象？
能否人为调控粒子间相互作用，从而实现禁闭到
解禁闭状态之间的转换？这些牵涉复杂的量子多
体效应，理论上一般没有解析方法求解，数值求
解也面临各种挑战。

近年来，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器的出现为研
究禁闭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2020年，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团队首次使用超冷原子光
晶格量子模拟器建模了 U（1）格点规范理论并
验证了相应的局域规范守恒特性。在此次实验
中，研究团队巧妙地设计了线性倾斜势与超晶
格势阱结合的方案，在该条件下将玻色 -哈伯
德模型映射为具有动态电场的 U（1）量子链路
模型，实验模拟了具备动态外电场的量子电动
力学规范理论。同时，研究团队开发了具备单
格点及粒子数分辨的量子气体显微镜，原位产
生并实时观测了粒子与反粒子对的微观动力
学，清晰展示了 U（1）格点规范理论中禁闭相
和非禁闭相的转变过程。

该研究表明，超冷原子量子模拟方法为探
索规范理论中的量子相变提供了全新视角，并
将在研究非阿贝尔格点规范理论、二维和三维
格点规范模型的非平衡动力学等计算复杂度
超越经典计算能力的物理问题中获得更为重
要的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新型催化剂大幅提升光催化制氢效率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中国科学院院
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朱为宏与该校特聘研究
员张维伟团队提出，基于供体 -受体结构的分
子纳米光催化剂实现高效率准均相光催化分
解水制氢的方法。该方法不仅适用于光催化制
氢，还可扩展应用于其他光化学反应工程。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先进材料》。

太阳光催化分解水制氢是一种清洁能源
技术，对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大多数有机光催化剂的研究集
中在聚合物半导体材料，但这些粉末光催化剂
存在严重的光捕获和激子复合损失问题，极大
限制了光催化制氢效率的提升。小分子材料具
有溶解度优良、便于溶液加工、化学结构明确、
易于纯化和批次间差异小等优势，但在非均相
体系中研究较少。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阴阳离子双面
表面活性剂限域组装的策略，成功将具有供
体 -受体结构的单组分小分子材料由原始的

微米级颗粒“重塑”为尺寸均一、形貌规整的纳
米有机光催化剂。

该纳米有机光催化剂可以在水相环境中
均匀分散，形成准均相纳米光催化水溶液，其
粒径分布可以在至少 30天内保持稳定。与传
统的超声分散异相催化剂相比，该准均相光催
化剂的光吸收性能、激子解离效率和水润湿性
同步提升，光催化制氢速率提升了四个数量
级，且在 365纳米光照下的表观量子效率位于
目前单结有机光催化剂的前列。

此外，为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研究团队
将原料需求量少的搅拌纳米沉淀法应用于光
催化的条件筛选，将原料需求量大、具有流动
属性的涡流强化瞬时纳米沉淀法应用于光催
化剂的规模化制备，从而实现了批量筛选到宏
量制备的知识转移和跨越衔接，为纳米有机光
催化剂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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