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 8月 4日凌晨，世界杰出科学家、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美国旧金
山逝世，享年 97周岁。

中国科教事业发展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事
件都与李政道有直接关系，包括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少年班的诞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诞生、中国高能物理的起步、中国博士后制度
的建立……
“李政道先生对中国科教事业作出了这么大

的贡献，永远在考虑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国家有
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所长王贻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感慨，
“一个人一辈子要是能做成这其中的一件事，就已
经很了不起，而他做成了这么多……”

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李政道
研究所 8月 5日发布的讣告中，引用了杜甫的
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李政道生前曾多次引用这两句诗，他认为“这道
出了一个科学家的真正精神”，而这两句诗也成
为他物理生涯和人生志趣的最好写照。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1977年，我国“八七工程”上马，计划投资 7
亿元在 1987年建成 40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
加速器。

得知这样的决定后，李政道不赞成，但他
想，既然是祖国的决定，那就要尽力协助。他分
析：“要实现这个计划，困难会很多。除去经济能
力和决心之外，一定要取得国外特别是美国各
大加速器实验室的帮助；同时，一定要立刻培养
加速器和实验物理方面的人才。”

自那之后，李政道就积极推动中国高能物
理的人才培养，并促成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
研究生计划（CUSPEA）。此后，“八七工程”改成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并在李政道的支持
下最终取得成功。
“他花了很大的力气，给赴美的 CUSPEA研

究生一对一安排实验室。他去找实验室的主任、
教授、研究员商定，由美国教授培养这些研究
生。”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李政道曾经

的助手柳怀祖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王贻芳看来，无论是推动中美高能物理

人才交流，还是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立项、
中国博士后制度建设，李政道做的很多事情，都
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很多事情不是写封信或说
句话就能做成的，需要亲力亲为，确保所有细节
落实到位”。

事无巨细中，饱含着李政道对祖国的爱。
因为“八七工程”，当时从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被借调到国家科委负责高能物理工
程项目外事工作的柳怀祖与李政道的交流多了
起来。柳怀祖发现，每次讲到中国时，李政道都
会用“祖国”两个字。
“这么多年里，他虽是美籍，但在他心里，对

祖国的爱从来没有变过。”柳怀祖说。

不以立场或关系判断一件事

1984年 5月，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
小平同志接见。他建议，在中国建立有中国特色
的博士后制度。

一年后，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中国建立起博士
后制度。这些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使年轻的科技人
员流动起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和专长。

柳怀祖回忆，1985年夏天，在钓鱼台国宾
馆，李政道与一位政府领导人谈起了博士后的
日常经费问题。李政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坚
持认为博士后每人每年的日常经费应该为
12000元，但这位领导认为 8000元就够了。之
后，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12000元”的话题被
李政道反复提及四五次；到了饭桌上，李政道依
然坚持。

最后，邓小平决定将博士后每人每年的日
常经费定为 12000元。李政道听罢，激动地站起
来，走到邓小平跟前，握住他的手说“我代表这
些青年科学家谢谢您”。邓小平摆着手亲切地
说：“是我们要感谢你。”
“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他是个很较真儿

的人。”柳怀祖说。
李政道的“较真儿”，王贻芳也体会过。王贻

芳曾向李政道介绍自己主导的大亚湾中微子实
验项目，希望能够得到李政道的支持。但李政道
在没有了解清楚之时，一直没有表态，直到他仔
细认真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之后，才最
终判断这是一个“好的实验”。自那以后，李政道
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王贻芳推动大亚湾中微子
实验立项。
“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不会简单

地以立场或关系判断是支持还是反对一件事，
他考虑事情的时候也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益。
他一旦认准了，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
一个好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亲身参与。”王
贻芳说。

尊重晚辈，不彰显“个人”

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布成果后，李政道
给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和王贻芳写信祝贺。
在信的开头，他称呼陈和生和王贻芳为“和生
兄”“贻芳兄”。
“他以让人极度不安的方式对晚辈表达了

鼓励。”王贻芳说，“他对晚辈完全没有长辈的气
势，非常尊重晚辈，为人非常谦逊。”
“为人低调谦逊”是很多与李政道交往过的

人的共同体会。 （下转第 2版）

因共同的“科研品味”走到一起———

这群年轻 PI“侃”出又一重要成果
■本报记者王昊昊

松弛感是一个网络热词，那么科研人的松
弛感是怎样的？一群由不同单位年轻 PI（课题
组长）等组成的科研有缘人找到了答案。

他们分别是西湖大学研究员解明岐、浙江
大学研究员邵佳伟、之江实验室研究专家王
慧、国防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邱鑫源和国防科
技大学教授朱凌云。他们因共同的“科研品味”
走到一起，聚餐撸串时畅聊最新研究动态，喝
茶闲聊中确定科研选题，随时随地、漫无边际
地交流……

这群科研有缘人近日在《细胞》发表重要
成果，首次提出利用“三态门”电路、逻辑来设
计基因线路的策略（TriLoS），创新性提出在细
胞中设计逻辑基因线路的新思想，使在哺乳动
物细胞中实现复杂的逻辑计算成为可能。

一群科研有缘人相遇

此次成果的顺利完成，源于一段特别的缘
分。“不只是因为我们相遇了，最重要的是我们
是一路人。”邱鑫源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
了他与几位年轻 PI结识的过程。

1994年出生的邱鑫源是这群 PI中最年轻
的，曾凭借优异的生物竞赛成绩被保送到国防
科技大学。“如果本科期间没有在工科专业学
习数电、模电等课程，此次成果中针对细胞逻
辑开关的研究可能就没那么顺利，也很难联想
到一些好的设计方法。”邱鑫源说，这彰显了学
科交叉的重要性。

2016年，邱鑫源进入朱凌云课题组攻读研
究生，开启合成生物学研究。次年，二人在上海
的一次会议上邂逅了解明岐。“之后我们一直
保持联系，时不时交流一些近况、讨论关注的
科学问题。随着了解的深入，共同话题越来越
多。”邱鑫源回忆说。

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小团队逐渐聚到一
块儿，想尝试合作做一些有意思的课题。

在邵佳伟看来，他们几人都有各自擅长的
领域，形成了很好的互补。“解老师和朱老师在
科学前沿的把控上有独到见解，想法很新颖；
我在实验技能、团队管理上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邱鑫源和王慧在实验技能和落实想法上都
很强，能很好地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一起做事
就会畅通无阻。”

解明岐认为，更关键的是，大家都不是简
单地为了发几篇论文、为各自单位“刷业绩”，
或者为自己能达到单位的考核标准，而是真正
想做世界需要的科研工作。

敢和“大佬”掰手腕

此次成果发布前，这群年轻 PI已经合作
研发了一套新型基因表达控制系统，能够实现

各种基因疗法的智能化精准调控。今年 1月，
该成果发表于《细胞研究》。
“最近 10年，基因和细胞疗法彻底打开大

门，实现了通过修复或替换受损、存在缺陷的
基因和细胞，来治疗或预防多种疾病。”解明岐
表示，科学家为了提高基因和细胞疗法的疗效
与安全性，需要按需打开或关闭某个基因的表
达，即需要一个灵敏的基因开关，但当前的开
关存在缺陷———信号感知和决策速率慢，面对
细胞质内的疾病标志物束手无策。
“为此，在《细胞研究》的成果中，我们设计

了一个控制细胞质内蛋白质翻译的开关。”邵
佳伟介绍，“我们又想，既然有了能够在转录和
翻译不同层次控制基因的开关，能否借助层次
化的方式高效组装多层级基因调控网络，进而
实现细胞的复杂生物计算。”

想法是他们在西湖边喝茶聊天时产生的。
“已有的顶尖研究并非遥不可及，我们能不能
基于团队的这套系统，挑战一下国际上科学
‘大佬’近些年一直在挑战的难题？”邵佳伟说。

逻辑基因线路设计犹如构建生物计算的“晶
体管”和“芯片”，是利用细胞实现复杂计算的基
石，也是生物电路设计最前沿的方向。那次聚会
结束时，解明岐、邵佳伟、邱鑫源和王慧等决定，
一起向生物逻辑线路的设计问题发起挑战。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各自擅长的角度

探索利用细胞里不同调控机制设计生物逻辑
线路的通用方法，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线上讨
论。”解明岐说，这个团队平时看上去嘻嘻哈
哈，但一旦确立研究方向，做起事来绝不含糊。

最终，他们创新性地提出，通过在细胞中
构建和组装类似于电子电路中“三态门”的基
本逻辑单元，利用细胞转录、翻译等不同层次
的调控机制实现各种复杂的逻辑功能，从而确
立了在细胞中设计逻辑基因线路的新思想。

“临门一脚”前的 24小时

不做规划、不定目标、科研方向不设限，从
闲聊中确定研究思路，有困难一起上、闲暇时
一起聚……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顺畅和愉快的课题”是

团队成员最大的感受。他们纷纷感慨“这样的科
研氛围太难得了”。王慧表示，选方向时有松弛
感，但定了目标后大家都不敢有丝毫放松。

不过，顺利的背后也有一些小插曲。
“给《细胞》投稿前，文章也曾给《自然》送审。

虽然审稿人的意见并不友好，但CNS（《细胞》《自
然》《科学》）级别的两家期刊都认可并送审我们
的文章，已经是对我们的一种莫大肯定了。”解明
岐介绍，进入《细胞》的审稿环节后，编辑说只给
一次修改机会，还要求团队再增加一些可以突出
工作创新点的实验。 （下转第 2版）

新型晶核工程策略
提升叠层太阳能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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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球眼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刘逸飞）北京
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教授陈棋团队
与合作者提出了一种简单、普适的晶核工程策
略。该策略通过调控前驱液中优势晶核，优化
了宽带隙钙钛矿薄膜的织构，提升了薄膜质
量，显著提高了钙钛矿 /晶硅叠层太阳能电池
的效率与长期运行稳定性。8月 2日，相关成果
发表于《科学》。

钙钛矿 / 晶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通常将具
有复杂组分的宽带隙材料作为顶部电池的吸
光层，但这类材料在使役过程中因结晶质量差
容易发生离子迁移和相分离，导致钙钛矿 /晶
硅叠层电池的长期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不理想。
改善宽带隙钙钛矿的晶体质量和织构特性需
要对其结晶生长过程进行精准控制。然而，这
类材料组分复杂，以不同晶核为起点的结晶途
径会相互竞争，最终造成薄膜存在多种相态且
组分分布不均一，产生大量缺陷。

针对这一问题，团队提出了一种简单、普
适的晶核工程策略，通过在前驱液中简单添加
长链烷基胺，如油胺碘，形成具有均匀组分分

布的单一 3C相优势晶核，大幅抑制了其他非
理想晶核的产生。同时，结合真空抽气薄膜沉
积技术，减少晶核生长过程中局部环境的影
响，从而制备出高结晶性且晶面取向高度集中
的高质量宽带隙钙钛矿薄膜。

应用晶核工程策略，团队制备出具有更低
非辐射复合损失的宽带隙钙钛矿薄膜与钙钛
矿 /晶硅叠层太阳能电池，基于 1 平方厘米
和 25 平方厘米活性面积的器件分别获得了
32.5%和 29.4%的光电转换效率。这些薄膜表
现出更好的光热稳定性。封装的钙钛矿 / 晶
硅叠层太阳能电池于标准光照条件下，在 25
摄氏度和 50 摄氏度下分别跟踪 1301 小时和
800 小时后，保持初始效率的 98.3%和 90%。
相较于未优化的样品，其具有更长的运行寿
命。此外，器件展现出在临近空间等极端环
境应用的可能性。封装后的器件在全谱光
照、245 开尔文、5 千帕低气压下运行 56 小
时后，依然保持了初始效率的 90.4%。

相关论文信息：

异质性耐药
可导致突破性真菌血流感染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联合美国纪念斯隆 -凯特琳癌症中
心、埃默里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在导致突破性真
菌血流感染的近平滑念珠菌临床菌株中，很多
菌株对抗真菌药物米卡芬净存在一种有别于经
典耐药的表型———异质性耐药，且肠道定植有
异质性耐药菌株的患者发生突破性真菌血流感
染的风险，显著高于仅有敏感菌株定植的患者。
这一特殊药敏表型在各国菌株中普遍存在。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 -医学》。

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长期处于免疫缺陷
状态，易发生包括侵袭性真菌感染在内的各种
重症感染。目前这类感染的发生机制尚不明
确，难以快速找到有效的用药方案。

研究团队发现，由于现有临床药敏检测手
段将零异质性耐药菌株全部鉴定为敏感菌株，
会误导抗真菌药物的选择。为此，团队运用机
器学习模型算法，通过不超过 10个基因组特
征对异质性耐药表型作出了较准确的预测。

团队首先分析了 2016 至 2020 年间在纪
念斯隆 -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造血干细胞移
植的 952名患者中发生的突破性真菌血流感
染病例，发现近半数由近平滑念珠菌造成。这

些病人在移植期间均使用了棘白菌素类药
物———米卡芬净。通过对这些菌株进行菌落谱
型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其中多数对米卡芬净发
生了异质性耐药。通过综合分析 200多例移植
病人的临床信息、肠道菌群信息和肠道 /血液
近平滑念珠菌菌株的药敏表型，研究人员发现
29名在移植期间出现近平滑念珠菌肠道定植
的患者中，定植有异质性耐药菌株的患者发生
突破性真菌血流感染的风险显著高于仅有敏
感菌株肠道定植的患者。

为探索临床菌株中出现米卡芬净异质性
耐药的普遍性，该研究在美国、中国、法国、德
国等不同医疗机构共 219 株近平滑念珠菌中
均发现了对米卡芬净异质性耐药的菌株。这预
示着这一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药敏表型，可能
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影响棘白菌素类药物预
防和治疗真菌感染的效力。

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不超过 10个基因
组特征预测异质性耐药表型的机器学习模型
算法，并进行了概念验证，为未来开发可应用
于临床的异质性耐药快速检测法奠定了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致命性猴痘病毒已传播至非洲多个国家

本报讯 过去几个月，刚果（金）暴发了前所
未有的猴痘疫情，目前疫情已蔓延至非洲多个
国家。据《科学》报道，最新的病毒测序结果显
示，乌干达和肯尼亚报告的 3例猴痘病例，均为
一种此前仅在刚果（金）发现的猴痘病毒变种。

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流行病学家
Placide Mbala表示，该国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动性
很强，邻国发现病例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一令人不安的事态发生后，世界卫生
组织（WHO）担心，这可能会成为新一轮猴痘疫
情暴发的前兆。WHO总干事谭德塞发表声明

称：“鉴于疫情的扩散，迫切需要在受影响国家
进一步加强猴痘应对措施。”

谭德塞指出，目前，WHO正与当地卫生官
员、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国际合作
伙伴一道，努力遏制病毒传播。“我们迫切需要
更多资金，采取全面的应对措施，包括诊断、治
疗和疫苗接种。”
“我正在考虑召开《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

件委员会会议，商讨是否将此次猴痘疫情定为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谭德塞补充
说。PHEIC是WHO发出的最高级别警报。

几十年来，猴痘疫情在刚果（金）不曾间断。
过去，大多数患者是来自偏远村庄的儿童，他们
主要从啮齿类动物身上感染了猴痘病毒。然而，
今年刚果（金）已报告近 1.4万例病例，并且首次
发现成年人的性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此外，猴
痘病毒还在城市地区传播。

推广疫苗有助于减缓猴痘疫情的传播。目
前，CDC宣布已紧急批准 1040万美元，以帮助
受影响的非洲国家加强猴痘监测并增加疫苗接
种机会。刚果（金）最近批准了两种猴痘疫苗，并
从美国获赠 5万剂疫苗，但这些疫苗尚未投入
使用。

有证据表明，猴痘疫苗可能在人感染病毒
后依然发挥作用。为进一步确认这一可能性，全
球性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7月 27日宣布，
将与加拿大卫生研究院合作，投资 490万美元
在刚果（金）和其他非洲国家进行临床试验。

目前尚不清楚WHO何时召集卫生专家讨
论将猴痘疫情定为 PHEIC，但谭德塞不想延误
行动。他在声明中强调：“要想遏制这种病毒，必
须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包括监测、社区参与、治
疗，以及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群有针对性地部
署疫苗。” （李木子）

8月 3日 23时，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标
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 18.99米，低于警戒
水位 0.01米，这标志着鄱阳湖水位退出警戒线。

鄱阳湖星子站自 6月 27日超警戒水位，并
于 7月 4日达到本轮峰值水位 21.56米。此后，
鄱阳湖开始缓慢退水过程，直至 8月 3日退出
警戒线。今年汛期，鄱阳湖星子站水位超警时间
长达 38天。

鄱阳湖是长江重要“蓄水池”，承纳了江西
五大河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来
水，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

图为 8月 4日，大型货轮通过鄱阳湖都昌
水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缅怀李政道先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本报记者倪思洁韩扬眉崔雪芹

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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