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

叔华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虽然

女性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在过
去十几年较前 100多年增长了一

倍，但是女性在科技领域的代表
和榜样还非常少，这实际上是浪

费了地球近一半的脑力。今天上
午，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首次举办“她”论坛，来自世界顶

尖科学家群体，中国女科技工作

者协会，以及欧莱雅的十余位中

外顶尖女科学家，不仅展现了科
技女性在助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完善国际创新治理体系中的智慧
与力量，更寻求如何在科技创新

中更多地绽放智慧“柔光”。
科技之光美轮美奂，科学之

美来自于参与者的多样性。不过，

女性在科学界的位置还不足以撑

起“半边天”，例如刚刚揭晓的

202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没有
一位女性。“这主要是因为，无论

男性还是女性，对女性科学家身
份的认同感很不够。”RNA研究专

家、2021 年沃尔夫医学奖得主琳
妮 ·马奎特教授带来了一份针对

6000位中国科学家的调查研究。

面对“女性不适合做研究工作？”

“男性的成功是由事业衡量，女性

成功则由家庭来衡量？”和“男性
是更好的项目主管吗？”三个灵魂

拷问时，超过一半的男性表示同
意或不置可否，而女性受访者的

态度也类似。
“正是由于社会甚至女性自己，

不认为科学家是理所应当的女性

角色，所以从科学研究的起点开
始，女性就从‘科研管道’的裂缝

中，一点点溜走了。”琳妮 ·马奎特

建议在女性接触科学领域的早
期，要积极鼓励女性成为 STEM社

团中的一员，增强女性对科学家
身份的认同感———女孩也同样可

以学好数理化，特别是在职业规
划的起点，吸引和支持女性乐于

走上科学道路，将科技工作者作

为女性的职业选择之一。“在中
国，科技管理部门持续支持和推

动女性从事科研工作，认为女性
和男性一样能在科研中发挥重要

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举措。”

特写

    昨晚 8 时举行的世界顶尖

科学家大学校长论坛上，有位

特殊的嘉宾。94岁的天文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

上海天文台名誉台长叶叔

华来了。在这场围绕着“开

放科学”的“头脑风暴”里，

老人听得格外入神，近 90分

钟的“上半场”结束后，在旁人

“您已经很累了，该去休息了”

的提醒下，才意犹未尽地离开。要

知道，今天一天，叶叔华行程满

满———上午要参加世界顶尖科学
家“她”论坛，下午则将在莫比乌

斯论坛的线下专场贡献“中国智
慧”。

“当前，人类面临着气候变
化、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和疾病等

挑战。作为科学重镇和学术纽带

的大学，应该在信息、数据和科学
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上有所作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常务副校长龚旗煌的在线演讲一

下子吸引了叶叔华，她坐直身子
看着大屏幕，仔细听着。对于开放

数据的模式，龚旗煌提出了三点
建议：尊重差异性，制定公开、透

明、平等、包容的规则，以及建设
数据基础设施。听到这，叶叔

华频频点头。

事实上，叶叔华自己就是位大

力提倡国际合作的科学家，对“开
放科学”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在她

的努力下，中国天文界与国际天文
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交流。上世

纪 80年代，她积极组织全国力量
参与“国际地球自转联测”项目，

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在叶叔华

担任第 20届和第 21届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IAU）期间，她抓住时

机，与各国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合
作观测与研究项目，不断提升我

国天文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或许，大学校长论坛里最让

老人感兴趣的，还是“老本行”。中
科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韩杰才介绍了学校建设的大科

学装置：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

置。“它能模拟国际上最多的

九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包括

真空、粒子辐照、电磁辐射、

原子氧、分子污染等。”在

韩杰才看来，当前的重大科

学发现，越来越依赖于开放

共享的大科学装置，大家共同

协作，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

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

中场茶歇时，老人悄悄退场，

但很快被眼尖的媒体围住了。“数
据开放上有一些不对等，影响了

我们的生活。我不是大学里的人，
大学的情况我不敢说。”叶叔华保

持着作为科学家的严谨。她提到
了上海天文台也参与的世界首张

黑洞照片，“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

合作，说明基础研究还是需要大
家的协同。”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的举办地，离上海天文馆不远。这

座天文科学普及和教育的重要场
所由提议、蓝图到拔地而起，与叶

叔华的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一说起上海天文馆，老人笑得

很灿烂，“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

欢迎年轻学生来天文馆。”

本报记者 郜阳

九旬院士入神听了90分钟 种子和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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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滴水湖畔首设“碳大会”系列论坛

靠科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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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智慧“柔光”

顶科日记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在

上海创立， 千万元重奖全球原创
基础科学突破。 昨天的第四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这
则消息，分量够重！

红杉中国创始人沈南鹏表示，

独家捐赠人民币 5亿元，并承诺提

供永久性资金支持，“不是心血来

潮， 而是兴趣所在， 更是责任所
系”。事实上，国内还有项民间科学

大奖———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

也是沈南鹏。 那么，一家投资机构

为何多次重金做科学大奖？

进入 21世纪，全球科技发展

带来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 从材
料研究、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到空

间探测， 各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突破和创新。 人类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接近发现世界的自然规
律和终极法则， 科学的发展也正

在以加速度方式前进。与此同时，

人类面临更多紧迫难题， 亟须科
学提供更好答案， 比如疫情带来

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 双碳目标
的科技解决方案、 全球变暖的气

候环境危机等。

沈南鹏说， 顶科协奖是 “果
实”，更是“种子”。 大奖是对过去成

果的奖励，是科学家长期钻研的果

实； 大奖更是对未来种子的培育，

是科学家对人类科技的远见。

“果实”长在最高处，“种子”育

在最深的土里。 从“种子”到“果
实”，没有人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

失败是肯定的， 成功倒成了偶然。

可基础研究之路不正是这样吗？基

础研究的初心并不是解决生活中

的科技应用问题，但它可能恰恰是
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希望。

突然想起 “足够好” 老爷爷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翰·

古迪纳夫， 获奖时已 97岁高龄）

的一句话：“我们有些人就像是乌

龟，走得慢，一路挣扎，到了而立
之年还找不到出路。但乌龟知道，

必须走下去！ ”

摘取“果实”之路，也一定

很孤独。 但请相信，即使没有

人能够确切描述出未来世

界的模样，但是，未来一

切的发展都要基于科

学之上。

郜阳

她论坛

能源革命已进入关键期
昨天，世界气象组织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新发布了一份

“2021 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
告。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温室气

体浓度已达到新高，而这种增长
在 2021年仍在继续。与此同时，

基于 2021年前九个月的数据，过

去七年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七年。气候变化带来的不仅仅

是全球变暖，也让人们亲历着气
候的恶化和不时造访的极端天

气。这样的变化正给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带来冲击，并影响着人类

的福祉。
“全球都面临着气候变化的

挑战，这其中包括地球生物多样
性受到严重威胁，新冠疫情暴发

引发的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深刻反
思。碳治理迫在眉睫。”国家科学

技术评估中心主任聂飙在今天的

“双碳治理论坛”上强调，2020年

起的 10 年将成为全球应对气候
危机推进能源革命的关键 10年，

而“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方能迎来
碳达峰、碳中和的未来”。

许多国家都已针对“双碳目
标”作出承诺，而中国也率先开展

行动———2020年 9月 22日，中国

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
出 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

现碳中和的目标。聂飙说，中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

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完成全球

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

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
到碳中和，达峰时人均 GDP和人

均碳排放将低于美、欧、日等发达
经济体达峰时的水平。

低碳科技促进能源转型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

是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碳大会”

的科学家们认为，绿色低碳是必然
的能源转型方向，然而，“双碳治

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对
科技界提出了新的考验。“治理不

该以牺牲人类福祉为前提，而应该

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甚至达
到负排放。这就需要制定一个包括

能源生产、能源消费和固碳等综合
计划。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或许将带来新的突破。”
在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

席朱棣文看来，使用和开发可再
生能源是目前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途径之一。“在风能、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的高压输变电技术

上，中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储能技术仍有待突破，以解

决太阳能、风能受限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
员周成虎院士认为，化石燃料推

动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进
步，但也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的

问题。“美国、中国等是世界上人

均碳排放位列前位的国家，减少
人均排放是个大难题，但尽管如

此仍要有所作为。对中国这样的
农业大国，利用丰富的农林业资

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打造碳汇
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低碳减排的

创新探索。”
在论坛上，专家们也对未来

的减碳科技进行了畅想。“人工智
能技术运用，或许能帮助科学家

研发出一种魔术式的二氧化碳化
学催化剂。”2015年麦克阿瑟天才

奖得主杨培东说。
本报记者 马丹

气候变化正导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气候行动网站撰文敲起
警钟：“科学证明，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红色警戒’状态。”应对这场全
球的危机，人类该怎么做？这几日，地球的那一端，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如火如荼地召开，而地球的这一端，2021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也在上海滴
水湖畔首设“碳大会”系列，集结了全球顶尖科学家及各界力量为科学减碳助力。科学大咖们在“碳
大会”上达成共识：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学创新是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碳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