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律宾附近海域的大砗磲。
图片来源：PASCAL KOBEH/NPL/M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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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球眼

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系列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近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先后在北京、

沈阳、兰州、上海、昆明等地召开系列专题座谈
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
大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科学
院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就进一步全面深
化科研院所改革、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广泛听
取院属单位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中国科学
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主持系列座谈会。副院
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
强、丁赤飚，党组成员、秘书长翟立新分别出席
相关会议，各分院、各院属科研单位党政主要负
责人参加座谈。

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对中国科学院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结合本单位、本领域工作实际，从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使命担当、重大任务选题与组织实
施、人才队伍建设、科教融合自主培养人才、科
技评价与奖励、经济资源配置、科技交流合作、
研究所管理、党建工作、弘扬科学家精神、深化
党纪学习教育等方面，谈体会、谈思考、谈问题、
谈举措，对全院进一步全面深化科研院所改革、
更好发挥体系化建制化优势、加快抢占科技制
高点提出意见建议。

侯建国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并同与会人员

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各
单位要结合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科学院的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加强宣贯工作的针对性，引导全
院广大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时代使命，进一步增强建设科技强国
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理论学习成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成效。

侯建国强调，院属各单位要紧紧围绕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需求，全面准
确把握“充分体现国家意志、有效满足国家需
求、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标准要求，当好专业
领域高水平“国家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和世界科技前沿，积极谋划和组织实施各类重
大科技任务，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
强意志，努力产出一批关键性、原创性、引领性
重大科技成果；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体系化建制化优势，积极探索大团队
协同攻关的有效科研组织模式，推动形成适应
抢占科技制高点要求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
系；要深化党纪学习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强化组织纪律、工作纪律，为改革创新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障；要以高质量党建
为引领，充分发挥“两个作用”，大力传承和弘
扬科学家精神，形成具有研究所特色、中国科
学院底色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积极营造有
利于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良好生态，以优异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和建院 75 周年，
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作出
应有贡献。

与会人员表示，通过集中学习，进一步强
化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职责使命，将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对标“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目
标要求，更好履行岗位职责，带领本单位贯彻
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院党组工作要
求，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知重负重的责任感、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
的更大成绩。 （柯讯）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数学家追忆杨乐先生：
一个时代的结束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近日，复几何、复分析
与几何分析国际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旨在纪念
已故著名数学家、杰出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乐，缅怀杨乐为中国数学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
贡献。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下
简称数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武艰主持会议。

2023年 10月 22日，杨乐因病医治无效在
北京逝世。杨乐是中国数学界一位公认的领
袖，对中国数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杰出
贡献。他也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楷模，指引和
鼓舞几代青年投身科学事业。

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主任、清华大学
讲席教授丘成桐与杨乐相识 45年，杨乐是他
最尊敬的学者之一。他表示，杨乐是无私、不求
名利的，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
数学的前途。数学是科学技术的基础，中国数
学水平与世界顶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期望我
们通过开放、合作把中国的数学学问做好，共
同推动中国数学事业发展。
“杨乐先生对年轻人的扶持和爱护是发自

内心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南华称自己深受
杨乐的影响，“他所给予的帮助能够长久地影
响年轻人，并且他是无私的，年轻人在接受帮
助时，不需背负必须回报的负担，反而得到的
是一种动力和轻松———知道背后有人支持着
自己。我相信，杨乐先生对我国数学事业乃至
社会的影响都将是持久的，并会日益重要。”
“一代大师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

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张寿武说。在他看
来，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需要资金和人才。“过去

缺的是资金，而现在缺的是人才。人才问题值得
深思，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着力培养领袖人才；另一方面，有些教授应该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上。希望我们
继承杨乐先生的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
“杨乐先生是一个时代的楷模、民族的脊

梁。”中国科学院院士田野曾因杨乐的一通越洋
电话回到数学院。他始终牢记杨乐对他的教
导———要保持在学术上做好的学问、做深刻的学
问，“这些教导给了年轻的我们强劲的精神动力”。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乔建永是杨乐的学生。
他至今记得，杨乐把他提交的博士后研究计划
表格仔仔细细修改了数遍，并当面讨论，耐心
听取他的想法。“杨先生告诉我，不会按照表格
上填写的小目标考核我，而是要求我思考长远
目标，进一步提升对经典理论的研究深度。”

著名数学家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白》
中有句名言：最高贵的雄心，就是要在死后留
下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在数学院院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平看来，杨乐就是这样有着“最
高贵雄心”的数学家、教育家，是中国数学界的
领袖和导师。“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们要
继承他的遗志和事业，把全部精力放在数学研
究上，把目标瞄准世界重大数学问题，共同为
中国数学的学术繁荣而努力。”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数学
院、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联合举办，
来自复几何、复分析与几何分析等领域的 20
余位国内外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分享学科前沿
及热点问题。

8月 6日，世界最大多用途重吊船中波“卜弥
格”轮在江苏口岸船厂正式命名交付，首航将前往
江苏太仓港装载风电、变压器等中国出口设备。

中波“卜弥格”轮是上海航运企业中波公司
6.2万载重吨多用途重吊船系列的第六艘。该船
型 6.2万载重吨，船长 199.9米，型宽 32.26米，
型深 19.3米，满载吃水 13.5米，舷侧配备 4台重
吊，联吊最大起重能力达 300吨，可灵活装载各
种尺寸重大件设备货。中波“卜弥格”轮设有 5个
大开口货舱，有效装货区域尺寸 166×32平方
米，相当于 12.5个国际标准篮球场。

图为中波“卜弥格”轮。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受喷瓜启发，他们给微型机器人装上“小火箭”
■本报记者刁雯蕙

喷瓜是一种葫芦科植物，当果实成熟并受
到触碰或震动等外力时，果皮就会破裂。其种子
和黏液就像弹丸一样射出，距离达 5米之远，被
誉为自然界中的“小火箭”。

受到喷瓜的启发，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
教授张立团队联合浙江大学研究员潘程枫、美
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Carmel Majidi团队，研
发了一种可以大幅提升微型机器人功率输出的
技术，即破裂诱导功率放大策略。他们开发的光
驱动水凝胶弹射器在功率输出和运动性能方
面，均远超现存的常规微型工程机械系统。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 -材料》。

审稿人评价，这是一项非常有创意的工作，
填补了在软体机器人领域实现功率放大的技术
空白。研究团队开发的水凝胶弹射器具有令人
印象深刻的性能，是在软材料和结构中实现快
速运动的一大进步。

从喷瓜中得到启发

当前，微型机器人由于尺寸微小无法承载
更多附属设备，且用于制造微型机器人的系列
软材料存在能量储备有限、响应速度慢等问题。
这些挑战使得微型机器人无法实现更大的功率
输出，限制了其运动能力。
“我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喷瓜通过

液压积累 -破裂诱导弹射的方式，将种子喷射
到很远的地方。”张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说。

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喷瓜的生长过
程中，它的果肉转化成黏性液体物质，导致果壁
在压力下显著拉伸，弹性能累积。当达到临界压
力，喷瓜顶部会破裂，并以很高的速度和加速度

将种子喷射出去。
这使研究团队意识到，喷瓜的种子传播方

式，或许是一个高性能软材料基质功率放大的
典型案例。基于此，张立团队开始构想，是否可
以将喷瓜的特性运用在软体机器人中，从而解
决目前该领域的功率放大难题，赋予机器人更
好的运动性能。

给微型机器人装上“小火箭”

2022年 3月，张立正式带领团队开启微型机
器人功率放大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们与合
作者研发了适用于软体机器人的破裂诱导功率放
大策略，并开发出光驱动水凝胶弹射器，其运动性
能和功率输出超出常规的微型工程系统。
所谓破裂诱导功率放大策略，就像是吹破

气球的过程，气球不断膨胀，弹性能不断积累，
直到达到弹性极限，气球被吹破。这个瞬间释放
积累的弹性能的过程就实现了功率放大。

在研究过程中，最困难和最关键之处在于
底层原理和材料体系的构建。张立告诉记者：
“我们围绕材料的机械性能、能量产生方式、能
量释放控制等各个要素进行十分细致的讨论和
交流，并对每个潜在的影响因素进行数百次测
试和分析，直到得出准确结论，最终得到破裂诱
导功率放大的水凝胶材料体系。”

那么，如何将这一体系运用在微型机器人
中？张立团队基于破裂诱导功率放大策略，制备
出直径 7毫米、厚度 3毫米的水凝胶弹射器。该
弹射器由具有高韧度和高弹性的水凝胶制成，
并嵌入了可进行光热转换的石墨烯纳米片。当
弹射器受到近红外线照射时，石墨烯会迅速加
热，使水凝胶内部的水分汽化，致使弹射器的体

积不断膨胀、变形，产生大量能量。当能量积累
至极限时，会撑破弹射器底部，并将累积的能量
在 0.3毫秒内瞬间转化为动能释放。

测试结果显示，光驱动水凝胶弹射器起步
速度约为每秒 7.5米，超越了其灵感来源———喷
瓜种子喷射的瞬时速度（每秒 2.69 米至 3.06
米），加速度为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的 2500倍，
而垂直发射距离接近两米，是弹射器长度的 643
倍。其运动性能和功率输出能力均远超现存的
常规微型工程系统。

迈向生物医疗应用

在探索微型机器人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
方面，张立团队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他表示，
目前这项研究更偏向基础研究和理论突破，但
应用前景广阔。
“这项研究使微型软体机器人通过功率放

大产生了一个较为可观的力并实现了功率的输
出，并赋予微型软体机器人极好的超快运动能
力。未来，我们希望将其应用于驱动医疗微型软
体机器人，以实现生物工程应用，例如深层组织
取样、支架递送和部署等。”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微型机器人研发仍
存在挑战：一是亟须开发更加友好、更具生物相容
性的新型材料，以实现微型机器人的应用功能；二
是微型机器人的运动性能和环境交互能力，以及
无线驱动能力，还有待提升；三是如何在微小尺寸
中实现更高程度的集成化。

张立希望通过该研究启发更多领域内的学
者，共同推动微型机器人的研发进步。

相关论文信息：

美国拟将 10种大砗磲列入保护名单

本报讯 据《科学》报道，近日，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提议将 10种大砗磲
列入美国保护物种名单。其中，6种面临灭绝风
险，另外 4种目前虽然没有灭绝风险，但受贸
易影响，存在濒危风险。

大砗磲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纲软体动物，
其中一些体长超过 1米。该提案指出，大砗磲
面临几种威胁，包括栖息地被破坏、过度捕捞、
疾病和气候变化。比如，在许多地方，人们为了
获取大砗磲的肉和壳而过度捕捞。

德国森根堡研究所和自然博物馆的海洋
生物学家 Julia Sigwart指出，许多现存的大砗
磲都面临严重威胁，如果这些物种可以列入美
国保护物种名单，就会为其保护提供帮助。

除了为美国水域的大砗磲提供法律保护
外，该提案还可以为试图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
国家提供生物专业知识和直接援助。
“为当地科学家提供资源，以便其开展砗

磲种群状况和遗传学研究，将使他们对这些物

种有更深入的了解。”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
德分校海洋生物学家 Ruiqi Li说。

但在饲养和销售大砗磲的商人看来，
NOAA的上述提案将使现在进出口以及美国
各州间销售 6种大砗磲成为非法行为，这将终
结大砗磲商业贸易。从业者 Gerald Heslinga预
测，该提案“可能会使目前大砗磲孵化场、养殖
场合法且急需的商业和环保活动停止”。

不过，在 NOAA看来，提案总体上有利于
大砗磲保护。NOAA将在 90天内收集对该提
案的评议，并举行公开会议进行讨论。（徐锐）

改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有利于糖尿病并发症防控

本报讯（记者李思辉 实习生何睿）华中科
技大学教授刘刚团队开展了健康社会决定因
素与 2型糖尿病患者的预期寿命和未来健康
风险的关联研究。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柳叶刀 -老龄健康》。

研究发现，在 2型糖尿病患者中有利的健
康社会决定因素与糖尿病并发症风险降低和
预期寿命延长显著相关。结果表明，健康社会
决定因素这一上游驱动因素不容忽视。研究成
果为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控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团队根据经济状况、教育可及性和质
量、医疗可及性和质量、邻里建成环境、社会支
持情况这 5个维度构建综合评分，将健康社会
决定因素划分成 3个不同水平，并进一步量化
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水平对糖尿病并发症风险
和预期寿命的影响。

研究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了约 2.5万名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长期随访数据。结果表明，这
些因素在降低糖尿病并发症风险和延长预期
寿命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有利
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能使糖尿病并发症风险
显著降低 15%至 50%，同时使平均预期寿命延
长 1.6至 4.4年。

研究指出，在 2型糖尿病患者中改善健康
社会决定因素，可显著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
生风险、延长预期寿命。研究提示，健康社会决
定因素这一上游因素对于糖尿病并发症的防
控至关重要。在政策制定层面，应当采取积极
措施改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促进健康公平，
以减轻糖尿病的疾病负担。

相关论文信息：

优化城乡接合部土地使用
可降低城市温度

本报讯（记者陈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曹世杰团队与加拿大、英国等国研究团队合作，
对中国 30个城市 20年间的地理及环境大数据
进行解析，发现城市周边特定范围的农村土地
可有效降低城市温度，首次全面量化了城市周
边农村土地覆盖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缓解作用。
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城市》。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城市
的便利与繁荣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严
峻的问题———城市热岛效应。研究团队从城乡
热岛环流过程的角度出发，系统性探究了利用
邻近农村土地覆盖作为潜在冷却源的降温潜
力，为全球城市热岛效应的缓解策略提供了全
新视角和创新解决思路。

为解析农村土地对城市热岛的缓解作用，
团队收集了中国 2000年至 2020年 30个城市
的环境及农村土地覆盖数据，基于城市发展强
度等指标划分了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层级结构。
团队进一步利用多种机器学习回归模型，提取

并量化农村土地对城市热岛的作用范围，通过
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出农村土地的关键
作用因子，并揭示其对城市热岛的作用规律。

结果显示，当农村土地覆盖从城市边界
向外延伸的距离约为城市当量半径时，其对
城市热岛的缓解作用最为明显，对城市中心
热岛变化的解释程度可达到 30%。景观斑块
的数量及相邻关系是两个关键景观参数，通
过单个参数优化即可将城市温度降低 0.5摄
氏度。研究建议，在农村土地规划过程中应尽
可能避免破碎化，提高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
和分布均匀性。

该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城市降温思
路———通过优化城乡接合部的土地使用，可以
在不占用城市有限土地资源的前提下，有效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与区域
协调发展，实现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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