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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约 14.3公顷 预计明年建成

抗疫研究新进展
仍在继续的新冠疫情，是科学家们最关

注的问题之一，也带来了科学抗疫的国际新

进展。疫情期间，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迈克尔 ·莱

维特一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通过自建数据
模型公开分享自己对各地疫情的研究报告，

并判断疫情走势：“和许多流行病一样，新冠

传播会在暴发初期急速增长，并在触顶后下
降。此外我发现，病毒的传播和人的社交行

为有互通之处，疫情传播曲线中每个点代表
一个病例，超级传染者往往因为传播场地等

因素交往广泛，或者本身就是社交达人。”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 ·科恩伯格说，科学家
正试图“干扰”新冠病毒的信使 RNA表达，

并在研发新型的新冠疫苗，使之不仅有预防
性，还有治疗潜力。该研究已在非人灵长类动

物身上开展实验，并取得一定的预防效果。

尊重生物多样性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学者杨旭东向顶尖

科学家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一个人受

伤或生病，当新材料逐步替换他身体的一个
个“部件”，最后他还是人吗？“这是个有意

思的问题：一方面是在问未来新材料会如何
发展，另一方面是在问当新材料的应用发展

到一定程度，未来会是什么样。”科恩伯格

“翻译”了杨旭东的畅想。
2018年埃尼前沿能源奖得主王中林率

先从物理学角度回答，他认为
尽管自从晶体管被发明，世界已发生很大变

化，但新材料发展的同时，其底层物理性质
仍然一样。他建议年轻科学家关注“新物

理”，探索以往没有的新设计，比如传感器、
人机互动等新物理学技术的兴起，正协助穿

戴式、物联网设备在未来帮助人类采集微风
这样的低质量能源，并将其有效利用起来。

莱维特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通常认

为“物竞天择”是进化理论里的“迷思”，反而
多样性是进化中的根本原则。“随着我们对

生物材料的理解，越来越多的材料在实验室
被实现。或许从未来来看，人和机器的组合

要好过人本身或者机器本身。”但他强调，必
须让每个个体有不一样的特征，无论仿生的

人、蛇、狗，每个个体都要丰富多彩。

更多“向恒星学习”

播种一个太阳，让能源从此用之不竭，
这是人类的一大梦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科院上海天文台名誉台长叶叔华透露，总部
设在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

计划，有望十年后给人类带来干净可靠的能
源。“希望我们可以更多地向恒星学习，将恒

星上的能源规律运用到地球上，真正获得可

靠的能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

会副会长曹晓风指出，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

值得引起科学家的特别关
注。它们不仅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而且

给人类提供口味独特又富有营养的食物。特
别是中国的传统草药和香料，都是来自神奇

的植物世界。“我们正在和英国科学家一道，
通过联合成立植物和微生物科学研究中心，

希望深入研究植物新陈代谢的起源和过程，
从科学机制上理解植物如何能够成为药物，

从而寻找到更多对人类健康有用的植物。”

2015年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得主谢晓
亮则将转录因子比喻为“一把钥匙”，它打开

或关闭了基因的表达，而人体中的转录因子
如同一串钥匙。这些钥匙如何编排、如何组

织，人们还不甚了解。谢晓亮团队通过单细
胞测序研究的方式获得解读，他认为这些成

果会给生物学和医学带来很大的影响。

谈及“元宇宙”话题
1986年图灵奖得主约翰 ·霍普克罗夫

特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当下所有的治理

决策都基于科学，但需要提升公民科普教育
来作为支撑。”他认为开发新的有效方式进

行科学传播迫在眉睫，“许多人有时会有‘脱
离现实的执念’，如何改变他们的观念、如何

触达他们是需要关注的。要创建良好的数字

信息网络，通过这些网络的建设，确保其没
有误导公众。年轻研究者应该多思考如何触

达公众，让大家更理解科学。”

不过，科学家们也发现，自己的创新行
为在传播过程中带来很令人惊讶甚至令人

意外的结果。2019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
奖得主迈克尔 ·谢帕德教授注意到，目前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操控极大加速了科学发展，
比如科学家有能力操纵各种基因代码，带来

了许多短期好处，包括治疗癌症或攻克阿尔

茨海默综合征等，但从更长远来看，科学家
并不知道自己当下的创新行为在未来会产

生什么影响。“因此，我建议在科技创新中，
科学家也应该系好‘安全带’。”

莫比乌斯论坛的名字取自数学符号
“∞”，意味着无穷大并无限循环。本次莫比

乌斯论坛的畅想也无限延伸到近日大热的
“元宇宙”话题，同样提到了科学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边界问题。迈克尔 ·莱维特说，元
宇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它能让人的性

格、情感等在网络世界变得非常真实，但它
不该由某一个社交媒体来开发运行。“人们

太轻信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东西，相较于社
交媒体，在元宇宙中或许更易实现真实和虚

构的制衡。”
本报记者 马丹 马亚宁 易蓉

莫比乌斯论坛
回归线下， 掀起一
场“头脑风暴”

    本报讯（记者 郜阳）莫比乌斯公园要

来啦！记者从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获
悉，顶尖科学家科学公园（莫比乌斯公园）总

面积约 14.3公顷，预计在明年第五届论坛
召开时建成，届时将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社

区内最为核心、面积最大的公园绿地。
莫比乌斯公园依据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的宗旨与内涵，运用莫比乌斯环的设计理

念，在空间和视觉上塑造了充满现代感和未
来感的莫比乌斯环桥，串联公园各个功能主

题区。规划有莫比乌斯环、零碳建筑、江南园
林、青年 T大会草坪、分子花园广场和科学

家哲思小径等特色景观节点。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生态和市容管理处

副处长翟绍岩这样描绘莫比乌斯公园：夜

晚从空中俯瞰，莫比乌斯环作为绝对

亮点的视觉中心，在圆形采光井、树

池等元素衬托下，在灯光渲染下，

形成如梦如幻的星空景象，造

就感知世界顶尖科学成

就的“打卡地”。

新“打卡地”莫比乌斯公园要来了

■ 莫比乌斯论坛上，顶尖科
学家和青年学者畅想未来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极端天气、大流行病、能源
枯竭……人类正在面临的这些挑
战，该如何一一破解？昨天，2021
年世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度回归线
下，近 20位顶尖科学家和青年学
者齐聚，为公众分享正在照耀人
类未来的前沿科技星光，并畅想
关于未来的“科学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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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掌掌握握握自自自然然然界界界“““密密密钥钥钥”””
系系系好好好创创创新新新“““安安安全全全带带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