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面对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第三届论坛特设病毒之战———世界
顶尖科学家病毒峰会，邀请多位病毒学专家共话人类对抗病毒的持久“战
疫”

■ 面对全人类和其他生物面临的共同威胁， 第三届论坛设立共
同家园系列峰会，从多视角探讨人类不同族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 延续前两届论坛传统， 全体参会科学家共同参与、开
放讨论科学和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莫比乌斯论坛今起在云上
开展，打造持续 42小时的“科学马拉松”

■ 提供 71 场活动、 共计 150 小时的视频直
播和回放，打造永不落幕的云上科学盛会

谢晓亮 2015年阿尔巴尼奖得主

单分子酶学、单细胞基因组学开创者

    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今天在上海开
幕。连续三年的金秋时节，全球“科学天团”如约
而至。

尤其是今年，面对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举世
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时刻，只有科技创新，才能
实实在在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
慧和力量。“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
科学技术， 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
和技术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中国科
技工作者坚定创新自信、 勇攀科技高峰的殷殷
嘱托，也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在战胜灾难、走向美

好艰难历程中的使命与价值的最好诠释。

盛世襄盛会。回想 1922年的秋天，时任北
大校长的蔡元培写下 《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
备》一文，以后又多次诚邀这位科学巨人来华，

甚至还约定了日期，令国人兴奋不已，但最终仍
只闻楼梯响。后来，有人分析爱因斯坦“爽约”的
原因， 是对中国当时军阀混战、 积贫积弱的失
望。很久以后，爱因斯坦非常遗憾地说：“不能到
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

如今，经过 70多年的接续奋斗，特别是改
革开放 40多年的伟大实践， 科学的春天已经
来临。全球“科学天团”年年莅临上海，向国际社
会昭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宗旨：科技，为了

人类共同的命运。因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离不
开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同
样需要紧紧拥抱科学， 紧紧追随世界科技发展
的脚步。

“科学天团”乘风而来。满载一船秋色，平铺
百里浦江。在上海，通过举办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打造一个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平台，正当
其时。 从“最强大脑”里汲取尖端科学技术的养
分与智慧， 有助于上海按照中央要求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有助于上海
努力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
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有助于上海更
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一百六十万年前，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十几万
年前，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五千年前，人类有了
文字系统；两百多年前，世界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
时期；20世纪初， 人类发明了飞机；1946年，第
一台计算机诞生；1994年， 互联网接入中国；21

世纪初，手机摄像头被发明出来……谁能想象一
下，20年后、50年后、100年和 1000年后，科技
的进步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天翻地覆呢？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需要有
发展的速度，需要有凝聚的温度，还需要有引领
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科学与创新。人类每前进
一步，人类每一次扼住命运的咽喉，都与科学技
术的点石成金如影随形。

金秋上海，美丽如画。 邂逅“科学天团”，分
享“最强大脑”，携手同舟共济。 筑梦的中国人，

正在努力迈进一座又一座的科学殿堂。

今夕不登楼，一年空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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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新

冠病毒的防治局面会越来越好，世
界会越来越光明。

钟南山说，一场论坛能够聚集
这么多顶尖科学家是很难得的。面

对新冠疫情肆虐的大环境，聚集科
学界客观理性的声音，寻找科学应

对之道非常重要。今年以来，包括中

国在内的全球科学工作者、医务工
作者为拯救生命付出了巨大努力，

很多人甚至为此奉献出了生命。
钟南山动情地说，自己看到各

国同行们持续奋力推进病毒检测、
疫苗研发等工作，这是告慰牺牲者

的最好方式。“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包括今天在会场和网上出席论坛

的诸位科学家，都为疫情做了大量
研究，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意见。”
在钟南山看来，除非我们生活

在一个国家边界完全封闭的时代，
否则就必须面对这么一个严肃的格

局。怎么样以科学的手段把新冠疫
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降到最低，

尽可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怎
么样用科学手段在国家政

策、生活习惯、社会认

知等方面，尽可能找到共同点，争取

更好开展跨国防疫合作？又该怎么
样促进科学界和其他各界有效沟通

合作？钟南山对此深有体会，今年 3

?以来，他就与外国科研同行开展

了长期友好的合作。“我们发现科学
家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在早期诊断、

传播途径、抗体治疗和疫苗研发上

有很多共同语言。”
钟南山严肃地表示，面对潜在

和其他可能暴发的疫情，人们必须
摒弃分歧、共同面对。“这不是一般

的漂亮话，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坚持
维护的。”他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必

须要建立一个牢固的信仰。”
钟南山相信，全世界数不清的

年轻人会以与会专家为偶像。“但是
我们成为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消除青年人对偶像的盲从。通过偶
像，学到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更多地

问问为什么。”
钟南山至今仍然在为抗击新冠

疫情奔忙。然而，当他收到第三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邀请时，他欣

然应允。钟南山坚信，新冠病毒的防
治局面会越来越好，世界会越来越

光明。

为了人类共同命运 科学“天团” 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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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些稚嫩，尽管有些天马行空，

但是，在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召开
之际，孩子们的声音还是被认真地“听

见”。经本报和顶尖科学家组委会牵线搭
桥，一个个来自申城青少年的问号，被科

学家们认认真真地“拉直”了！
“人类会灭绝吗？人类灭绝之后什么

生物会统治地球？”面对这样的“终极提

问”，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教授、2016年
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余金权告诉孩子：

“从生物功能和分子水平上来看，人类已
经形成和进化成一个完美的超分子机器。

最重要的是人类学会了作为一个大群体
如何沟通和协调行动，所以人类自身应对

各种困难的生存能力是巨大的。但是地球

的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也许物理学
家会有不一样的认知。人类若灭绝，目前

其他生物不具备统治地球的能力，直至进
化产生和人类水平接近的生物。”

有学生关心：人死后，能量消失了吗？

对此，余金权打了个比方，“人就像一部超
级分子机器，所有的能量都是从你摄入的

食物中来。当人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能量造
成生命终止，就好比汽车发动机坏了不能

把汽油转化为能量。所以准确地说，人死
了是因为生物功能停止运行了，至于能量

并未消失。”
在复旦大学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院长、上海数学中心首席科学家

冯建峰看来，孩子们的提问“很有意思”，
比如“大脑聪明程度是和脑容量大小有关

还是和大脑的占比大小有关呢？”原来，关
于人类的智商是如何刻画的，科学家还真

的做过研究———研究发现，人脑的体积和
智商的相关系数大概在 0.3 和 0.4 之间，

也就是说脑的体积的确部分决定了人类

智商的高低，脑子越大，的确相对来说智
商越高，但是就脑子的体积和身体的占比

来说，人类并不是最高的，一些鸟类的脑
子和它的重量和身体体积的重量的比例

比人类还高。那么，究竟如何刻画人类的
聪明程度呢？科学家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

一个叫做“脑化指数”的指标，这个指标人
类确实比其他动物要高一些，人类脑化指

数在 7.4到 7.8之间。
世界外国语小学四年级男生董明辉

问了很多人儿时都会关心的问题———神
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什么时候能够制

造出来？他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招。他实话实说，
“长生不老药人类已经追寻

了几千年，估计发现的希望
不大，只要是人，

终归会有

一死”。“张爸”叮嘱孩子们，最重要的是，

抓住有限的生命，为社会做出贡献。
虽然面对的是孩子的提问，但科学家

们仍旧保持了对待学问一贯的谨慎态度。
延安初级中学的两名男生罗成予和胡宇

为想知道：“我们能发现虫洞吗？它真的连
接着两个世界吗？”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李

政道研究所所长、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弗朗克·维尔切克坦言，“我也不
知道，但也许年轻人将找到答案。祝你们

好运！”
在本报发起问题征集后，孩子们的提

问还在继续，例如，向阳小学二年级（2）班
的王乐兮说：我妈妈最回答不上来的一个
问题是，“我出生前在哪里，是什么样

的，科学家们能回答我吗？”如果你也
想参与，欢迎将问题发送至

xmwb_ywl@126.com，论坛召开期

间，科学家们仍有可能为你

答题！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郜阳
张炯强 易蓉 左妍

“大”科学家解答申城青少年“小”问题

    秋日上海，黄浦江畔，群星再
次闪耀。 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今天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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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格克服疫情期间的种种困难，抵
达上海现场参加论坛。 他表示，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致力全球科学家的
合作， 让新生代的科学家参与到全
球合作，建立未来合作的范例。

开幕式上，世界顶尖科学家发
展基金会揭牌。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
区云启幕。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执
行委员会科学家代表发出科学声
音，表达理性态度。

在开幕式后的“科技，为了人
类共同命运”主题会议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抗击新冠和非典的
领军人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
山作主题致辞。 2017年图灵奖得
主约翰·轩尼诗、 美国斯克利普斯
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系与化学系教
授雷蒙德·斯蒂文斯、 诺华集团首
席执行官万思瀚、2015 年阿尔巴
尼医学奖得主谢晓亮分别就人工
智能、科学转化、生物医药和疫情
防控等话题发表演讲。

本报记者 郜阳 马亚宁 易蓉

钟南山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十年前，当人们认为无人驾驶只

是一个梦而嘲笑的时候，不承想短短
十年这一切成为了现实；当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时，快速检测技术令病毒
的快速控制、疾病的快速治疗成为可

能，这些都是转化科学带来的力量。”

雷蒙德·查尔斯·斯蒂文斯（Raymond
Charles Stevens）发表演讲时提到，转

化科学需要国际化合作，提升算力、
整合数据来助力人类面对共同的全

球性问题，同时如何为人群健康提供

“可负担”的医疗也是生物医学工作者

的使命。
在谈到转化医学时，斯蒂文斯强

调了“整合”与“算力”。人类对生物学
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海量生物学数据

将是解题的重要关口，细胞、蛋白质等
海量生物学数据以更快的速度从全球

范围涌来，不同形式的数据如何集成、

整合是关键；而同时，当生命科学在不
同层级上分别向极致发展，如何将一

切整合起来，计算机算力也是目前的

瓶颈所在。他也指出，目前人工智能芯

片也广泛开发，这些成果与生物学结
合，将在并行算法处理、数据库、软硬

件方面带来突破。
“我们需要更好的计算机才能把

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需
要在未来更多研究中取得进展的地

方。”他展望道，“想象一下，我们从生

物标记和成像技术中获得的数据和所
有不同的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

地阅读、检测疾病，然后治疗疾病。而
且，这是无论你在什么国家，世界的任

何地方，都可以实现的。”

在疾病治疗方面，斯蒂文斯也指
出方向———应从心血管、肺和代谢疾

病来攻关事关更多人群健康的命题，
努力使诊断、治疗费用变得更便宜，普

通人更容易获得，这也是生物医药的
全球努力方向。

    谢晓亮带来了新冠肺炎治疗的一

些好消息。2020年 1? 23日，武汉封
城。当时正在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

济论坛的谢晓亮，立刻改签最近的航
班赶回北京，一心想为抗疫出力。目

前，全球进入三期临床的新冠病毒疫
苗，都是用来预防的。而感染病毒后的

特效药，还是空白。谢晓亮正在带领团

队寻找新冠病毒中和抗体，希望可以
给新冠患者带来更多治愈的希望。

“我的专长是单细胞基因组学，不

是病毒学家，也不是免疫学家，但当意

识到单细胞基因组学也许有可能帮助
找到中和抗体的时候，我们太兴奋

了！”谢晓亮指出，当前还没有针对新
冠肺炎的特效药，血浆疗法成效显著。

血浆疗法中的有效成分，正是人类免
疫系统产生的中和抗体。不过，血浆来

源十分有限，要激发新冠患者体内的

中和抗体，需要康复者 1200毫升的血
液。因此，希望找到高效的中和抗体。

在血液中寻找中和抗体的难度不

亚于大海捞针。幸运的是，利用最新的

单细胞基因组学技术，谢晓亮将寻找
时间从年缩短到?，仅用了两个?就

找到 14个高活性的中和抗体。5? 17

日，谢晓亮团队在《Cell》上发表阶段

性研究进展，对 14个抗体中活性最高
的抗体 BD-368-2展开动物实验，结

果显示该抗体分子能够非常有效地抑

制和短期预防新冠病毒的感染。最新的
研究发表于 9? 14日，研究结果合理

化了一种新的 RBD表位，该表位具有
很高的中和效力，并证明了 BD-368-2

在治疗 COVID-19中的治疗潜力。
目前，谢晓亮团队找到的一批具

有极高中和活性的优质抗体，正在积
极推进临床试验。谢晓亮在演讲结束

时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相信只有科
学而非政治，才能将人类从新冠肺炎

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雷蒙德·斯蒂文斯
美国结构生物学家

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外籍院士

年轻人要以顶尖科学家为
偶像，但要消除盲从

只有科学才能将人类从新冠
肺炎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提供“可负担”的医疗是生物
医学工作者的使命 荨▲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午开幕，科学家“天团”跨界交流，在上海碰撞出灿烂的创新火花 本版摄影 记者 徐程科学对话

指路未来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 易蓉）第三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

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教
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教

授，以及姚期智、王贻芳、谢晓亮和雷蒙德·斯蒂
文斯展开科学对话。面对疫情带来的动荡世界，

科学家们希望进行更紧密科学合作，为世界创
造更好的明天。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全球更加意识到人
类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科学，将是大多数公共

决策的基础。姚期智院士指出，科学已经到了重
要转折点，在未来三四十年间，创新和发明将层

出不穷。今天和未来都需要有更多的学科交叉与
融合。“如果两个学科都共享彼此最尖端的知识，

会 1+1>2。如今，物理和工程的紧密结合，已经给
人类创造了多学科解决问题的诸多工具。”

展望未来，科学家们希望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和论坛，更多实现“科学共同体”的理想。科学
共同体，将有助于催生一种跨学科了解和

沟通的方式，让每一位科学研究者拥有更

宽广的科学视野，而不是仅仅专注于自己
的狭窄学科。对话结尾时，迈克尔·莱维特

引用苏格拉底的话，“相信自己的常识而不
是别人，靠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吧”。“乐观”

是科学家们的共识，疫情当下他更希望人
们用理性思维去质疑，用常识去生活，面对

人生，面对未来。

满载秋色乘风来新民眼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