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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不应该排末位
“科学在未来可以

拯救人类。”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主席、2006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

杰·科恩伯格呼吁，要解
决难题，持续保持对自

然的好奇，这样，解决办

法自然会出现。“基础研
究正是这一切的关键，

千万不要因为利益而被
排在末位。”

他指出，相较于有
着明确研究方向和初步

证据支持的研究内容，
某些一开始不知道能够

获得什么发现的基础研
究，不会得到资源的偏

爱。例如，美国癌症研究
的年度预算只有 50 亿

美元，不到软饮料年度
支出的 10%。“现实往

往让人恐惧。开发抗癌
疗法的制药公司，其实

经常被迫在两种药物间
作出选择，而这一衡量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选择背后，往往是股东

投出了盈利的一票。”
讲堂上，科恩伯格

建议：各国都应建立起合理的知识框架和投资框

架，吸引国内外的重要人才，形成一个雇佣年轻科
学家的市场。“这不仅仅是为了留住青年才俊的才

能，也是为了鼓励他们从事科学研究。选择科学事
业，代表了巨大的牺牲和对科学的热爱，更应该得

到重视。年轻人的思想里，总是踊跃着对科学进步
来说最重要的发现。”

生活简单就能拥抱自由
科学研究，时常是一场与寂寞相伴的过程，许

多时候还不得不接受世俗里“清贫”的现状。不过世

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朱棣文在与年轻科学家分享科研和生活中

的一些人生经验时特别强调，赚足够的钱，确实不
用再为钱发愁，但是，赚足够的钱，并不意味着一定

要找一份高薪工作。“生活足够简单就能拥抱自由，
剩下的就是享受你的研究，去探索、关注科学如何

能够真正为世界带来更美好的东西。”
朱棣文是著名的美国华人物理学家，曾任美

国能源部部长，现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在大多

数人眼里，朱棣文似乎一路幸运地攀登到科学的

巅峰，但他坦言，自己能够坚持到现在的重要原因
是，他从未为未来担忧，因为他乐在其中。
“‘财富自由’，指的是赚足够多的钱。但对我

而言，财富自由只需要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车
可行。我现在使用的私家车是我人生中的第三辆

车，已经用了 19年，我希望它能再使用 10年，但
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会选择骑自行车，这让我觉得

惬意无比。”朱棣文说，当你拥有一份简单的生活，
就能脱离财富的束缚而感到自由。

“快乐意味着衣食安全、健康无忧、不用真正
为钱发愁，变得富有或出名并不能真正获得快乐。

事实上，生活、工作中的点滴最能带来满足感。你
们的目标不应是为了让人高看，而应当是享受你

们正在做的事；如果不喜欢现在做的事，你们可能

处在错误的岗位。” 本报记者 马丹

“共同家园”农业与粮食峰会上，科学家分享建议———

多吃鱼 种“聪明”作物

    群星璀璨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正在进行，昨天开讲的科学前沿话题
讲堂精彩纷呈，人类首张黑洞照片的“首

席摄影师”谢普德·多尔曼、激光干涉引力
波天文台（LIGO）负责人巴里·巴里什解密

科学家是如何渐渐“看清”黑洞、宇宙；美国
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创始所长理查德·勒纳

和糖生物学专家雷蒙德·德威克分别分享

抗体研究和糖生物学研究是如何帮助人类
对抗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内的疾病。

这些分享不仅呈现了科学前沿研究的重大
命题，“最强大脑”们也向公众展示了“科

学”这把密钥打开的叹为观止的世界。

谢普德·多尔曼
拼出地球大“眼睛”

2019年 4月，当火焰般的环状光圈揭
开面纱，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刷屏全世界，爱

因斯坦的预言终得以“眼见为实”。拍摄黑
洞照片并不容易，“这就像我们站在地球上

要观察月球表面放着的一只橙子，所以科
学家需要一个地球那么大的望远镜，捕捉

微弱的光波信号，才能看见遥远宇宙中黑

洞喷流的微光。”项目负责人、2020年基础
物理科学突破奖得主多尔曼说。于是，西班

牙、墨西哥、美国、智利、南极等地 8台望远
镜组成全球阵列联合观测，“事件视界望远

镜（EHT）”就这样诞生了。
8 台望远镜捕捉的数据汇集到一个

中心，通过计算、整合海量数据，虚拟镜头
的零碎小图像渐拼出黑洞的样子。“它是

这样的吗？”分布在不同时区、海拔的望远

镜捕捉到的数据是否有误差？海量数据的

整合能否保证准确？多尔曼透露，项目组
分 4组，通过不同模型、算法独立计算、验

证，令人振奋的是，4组都拟合出具有相似
特征的环形图像。从最初十来人团队，发

展到目前 600名科学家 20个国家 60 个
机构加入这一项目，多尔曼认为，与志同

道合的人攻克难题很快乐。看到黑洞光

环，也为人类探索黑洞质量等信息提供了
计算依据，未来十年，科学家的目标是“解

开黑洞喷射喷流的秘密”。多尔曼透露，科
研团队将着重改善阵列，特别是在高海拔

地区部署望远镜，将覆盖黑洞全天观测数
据，捕捉黑洞更多细节。

巴里·巴里什
宇宙信使破解秘密

宇宙中的信息通过什么“跨时空”传
递？引力波是其中一位“信使”，通过不同

信使传递的信息结合，我们得知宇宙的发
展变化。过去在多信使使用中，人类运用

了电磁波谱、无线电波、可见光、高能光子
等，而现在，信使队伍又加了新成员———

核相互作用力产生的中微子。科学家结合

不同信使来研究宇宙中同样的现象，包括
光子、电磁辐射、中微子和引力等。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巴里·巴
里什指出，多信使天文学是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一直好奇地球中铂金、黄金等重金属

元素哪来的，我们通过信使从中子星

碰撞产生的千新星中探测到了

这些元素。”巴里什说。

理查德·勒纳
抗体有两种作用

勒纳教授以催化抗体方面的研究知
名。1986年，他和彼得·舒尔茨几乎同时独

立构想并证明了抗体可以转化为酶。
勒纳表示，抗体有两种作用：清除病毒

或阻止感染带来的后续反应，所有的工作
都是围绕这两种路径展开。他还介绍了

DNA编码化合物库的工作，这是勒纳和

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西德
尼·布莱纳教授于 1992年提出并申请的发

明专利，通过合成预筛选，新的全球 DNA

编码库研发计划将开发出一系列新药。

雷蒙德·德威克
病毒与免疫里的那些“糖”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糖生物学更凸显出

现实意义：每种病毒都需要适当折叠的糖

蛋白才具备传染性。新冠病毒非比寻常

的糖基化程度，会让病毒容易产生多种

突变，因此制备效果好的疫苗和抗体药
物并不容易。目前，德威克带领的牛

津大学糖生物学研究所正致力于研

究糖蛋白如何折叠形成，糖蛋白

之于病毒性疾病的作用。

本报记者 易蓉

给黑洞拍照 寻病毒抗体
他们带来地球最“潮”科技

 如何更快攻克
新冠疫情这一新难题？
面对多样的人生选择，究
竟什么才能真正带来快乐？
昨天，两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主席在第三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科学态度大师
讲堂上“开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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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纳科学，也应该永远保持谦

卑之心对待世界。相对物质世界的探索，
生命世界的研究还不够，我们应该关注情

绪、社会，这些同样是改善世界的‘硬科
学’。”2013 年世界粮食奖获得者马克·

范·蒙塔古在昨天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共
同家园”峰会农业与粮食峰会上如是说。

关注农业与粮食的科学家在此论坛上的

分享指向了一个共识：科学家应将科研成
果落地于绿色、可持续技术应用，以解答

全球共同面临的粮食和环境问题。

小海藻的磅礴产业
寿司上小小一片海苔的背后，是高达

20亿美元的磅礴产业，而这种具有经济
价值的作物也是能够发挥固碳功能，改善

海洋环境的绿色植物。2011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丹·谢赫特曼为大家算了一笔

“资源账”———同样作为蛋白质的提供来
源，牛肉的生产远比鱼类生产要占据更多

的自然资源，“所以多吃鱼吧！”谢赫特曼

呼吁大家关注食物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
和环境影响问题。

如何以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获取海

洋丰富的资源？2014年沃尔夫农业奖得
主雷夫·安德森分享了全球海洋飞鱼的研

究，基因测序等新研究方法从分子水平发

现鱼类种群的趋同，这些成果将为以种群
而非地域设定的新捕捞计划提供依据。

“聪明”植物发挥作用
杀虫剂带来的抗药性、肥料对环境的

伤害，当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时，
2008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约翰·皮克特提

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基因改造最
大限度地发挥植物利用信息素的气味信号

抵御害虫的自身防御机制，这项研究聚焦
信息素，希望打造“聪明”作物来解决因虫

害而导致的全球粮食减产问题。“我们希望
发挥大自然自己的力量，让植物‘自己照顾

自己’，而不是用化肥、杀虫剂等外加的方

式影响环境。”不过他坦言，当下如何将知
识转化为技术应用是推广的薄弱环节。

科学工作要被理解
“人类都知道要建立理想的生态社

会，但具体怎么做却从没获得真正的思

考。”蒙塔古指出，科学家必须严肃思考如
何构建令世界更好的体系，只有通过科学

的力量去尊重其他生物群，才能让人类更
好地生活。他同时也提到，生态社会需要

协作努力营造，因此让公众理解科学工作

格外重要，更好的科普能力和自信也应是
科学家需要提升的素养。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信念，珍惜共同的
地球家园，需要提升社会各阶层的科学素

养。谢赫特曼认为，科学启蒙应从娃娃抓
起，利用孩子强大的学习能力培育“聪明

的年轻大脑”。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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