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第

二次设立“女性专场”了。

从台上看下，就座的嘉宾大多

是女科技工作者，男性的数量屈指

可数。平时“忙到飞起”、大多素颜

朝天的她们在昨夜还是化了个淡

妆，聚光灯下散发出别样的美。

“科研人员女性占比仅有

33%”“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里面只

有4%是女性”……数据有些刺眼，

却也是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再

一次举办“她论坛”的原因——科

技的进步需要进入更加平等、包

容、多元和可持续的轨道。

显然，女科学家们对这个话题

有太多想说的话。原定20时开

始、持续3个小时的论坛，一直到

今天零时还在继续。夜幕低垂，走

出会场的她们还意犹未尽，兴奋地

畅想她和我们的未来。

为她竖起大拇指
昨夜，数位女科学家都提到了

心中的偶像，中国天文界的泰斗级

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

一年前，滴水湖畔，95岁的叶

先生全程用英语演讲，她鼓励女性

要努力去打破天花板：“对于女性

来说，我们希望能得到更多机会

……你要展示你的能力，只要我们

女性努力做得更好，女性的地位会

越来越高。”

在有些人的刻板印象中，女性

温柔、细致，她们更容易受到家庭

和孩子的牵绊——这往往会成为

女科技工作者在工作中的劣势。

但事实上，也有许多像叶叔华一样

的女性突破藩篱，让世界看到了女

科学家的能力与魅力。

近期，中国的航天事业频上热

搜。33岁的“金手指”刘巾杰火

了，她接连按下问天实验舱和梦天

实验舱的点火按钮。她说，“我特

别爱哭，但很难被打倒”“我不坚

强，但很坚韧”。在市科技工作党

委书记徐枫看来，这正是新时代科

技女性的真实写照和独特魅力：勇

于接受挑战、敢于突破自我。

中科院院士、东华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美芳的分享，

从两张照片说起。1911年的首届

索尔维会议，出席的女科学家只有

一位：居里夫人；2017年，在第27

届索尔维会议上，女性的比例达到

16%。“女性在自然科学领域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但这一步走了一百

多年。”她说，“我自己也是女性，我

也带了一支团队，女生比例超过四

分之一，她们做得和男生一样好！”

请他多些尊重
连续两年参与她论坛的2021

年沃尔夫医学奖获得者琳妮 ·马奎

特带来一组对6000名科学家有意

思的研究数据：对“女性不适合做

科研”的看法，11%的男性同意，

66%的男性表示不同意，剩余不发

表意见；女性之中7%表示同意，

8%是不发表意见，85%不同意。

而对于“男性的成功是用事业来衡

量，女性的成功是用家庭衡量”的

观点，男性21%同意，58%不同意；

女性10%同意，82%不同意。“无论

是在家庭还是在事业上，偏见还是

存在，比如说认为女性在家里应该

做更多家务。”琳妮 ·马奎特指出。

“我心里在想，会不会有个‘他

论坛’呢？”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生

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在圆

桌讨论时的调侃，让在场的女科技

工作者会心一笑。

“火力”很快集中到了论坛“唯

二”的男科学家，2018年菲尔兹奖

得主阿莱西奥 ·菲加利身上。“我们

意识到，在大学中，女性在理工科

的流失可能会发展成社会的问

题。”担任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

授的他说道，“我们越来越鼓励女

性学生进入理工科领域。”

菲加利认为，在STEM（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领域，应该

为女性提供更稳定的环境，以支持

她们能长时间致力于领域内的科

研。“在美国，社会上也有这样的观

念，女性不适合理工科的研究。”教

授驳斥说，“要鼓励姑娘们对STEM

相关的学科感兴趣，告诉她们这个

领域能学到什么，对她们的职业发

展有什么帮助。”

话题不可避免地进入男性在

家庭中该承担什么。“除了生产，男

性必须在家庭里担起相应的责

任。”菲加利严肃地说，在他看来，

产假对女性在学术界的进一步发

展就不是个公平的现象，男性也应

该得到产假，有更多的时间来履行

家庭义务。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在

场女性的认同。黄荷凤指出，过去

过分强调了女性在家庭的责任，而

家庭责任对男女应该是一样的，社

会文明该向这一点靠拢。

期待举办“我们”论坛
有趣的灵魂、坚定的发言，女

性科学家们将自己完美展现在公

众面前。她们也用精彩的人生为

后来者打了个样，诠释了什么叫巾

帼不让须眉。现场另一位男科学

家，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研究员张亮有个愿望，在科研

领域的性别不再是话题后，“她论

坛”能升级为“我们”论坛，女性和

男性科学家坐在一起，讨论更纯粹

的科学问题。

论坛上，由中科院和爱思唯尔

联合撰写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科

研人员画像》全球首发。这是首部

以性别视角研究中国科研生态、多

维度分析和展现中国女性参与度、

贡献度和影响力的报告。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女

性加入到科研队伍中，全球科研人

员性别调研显示，女研究员已经从

20年前的29%上升到40%左右。

目前，在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中，女性项目课题负责人约有

6000人，女性项目骨干占27%。不

过，女性在科技领域中仍然存在总

体数量不足、顶尖女科学家稀缺等

问题。

中国科协通过本次她论坛发

出倡议：树立榜样力量，鼓舞年轻

她群体；激发创新力量，支撑可持

续发展；汇聚信任力量，推动开放

合作。中科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

席陈赛娟也呼吁，女性要不断努

力，在平衡家庭和社会、工作的基

础上更充分发挥女性的作用。

“上海是一座十分尊重女性，

对女性十分友好又很适合女性生

活的城市。在此，我发出诚挚的邀

请：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地的

女科学家们多来上海开展科技交

流合作，共同为科技造福人类作出

更大的贡献。”市科技工作党委书

记徐枫表示。 本报记者 郜阳

■ 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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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论坛里的她、他和我们

电动车、太阳能真的“绿色”

吗？可能和你想的大为不同！昨

天，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碳大会

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安德烈 ·盖姆严肃地

指出，谈到未来能源，人们还需要

分清“炒作”和真正的科学现实。

“我们现在还没有100%的持

续性的真正的绿色的能源。也许

你听到这个消息会大吃一惊，但这

就是真相。”以太阳能为例，他提

到，覆盖100万平方公里的太阳

能面板需要七年时间才能补偿制

造产生的二氧化碳的足迹，并且

需要每隔50年翻新和回收这些

太阳能面板。电动车在生产过程

中大量耗能，产生非常多的碳足

迹，排放很多二氧化碳，并不比油

车“绿色”。

研究显示增加现有汽车的燃

油经济，可以节约148吨二氧化碳

的排放。他认为，节约能源，需要更

加高效的交通运输，更高效

的电气，更好的电池，要尽

可能地进行回收以实现循

环经济。而这些，要全面地展开。

“我并不是反对发展其他的

（能源）技术，我们需要继续发展太

阳能、风能、水电、波浪能、潮汐能、

水热能技术，以及储能技术等。”盖

姆指出，现有一些技术其实对于可

持续的发展还不够，应当关注新核

能技术所能带来的未来。

本报记者 易蓉

电动车、太阳能
真的“绿色”吗？

科技进步需要更加平等、包容、多元和可持续

人类身体系统非常复杂，如何

去理解和探究生命体不同特征之

间的关系？探寻生命奥义之后，如

何将之转化为治疗疾病的药物？

今年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启动国际

联合实验室（WLALaboratories）系

列论坛，科学家围绕多组学时代与

精准医学、药物发现新模式、解码

生命、合成细胞等专题展开交流。

“大自然将不同的元素以最

好的平衡形式搭建，其中的许多

创造了生命。这是自然造物的神

奇力量，人类还难以做到。但我

们总希望从中获得启发，并且努

力将这些发现应用到现实”。今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克利普

斯研究所冠名讲席教授卡尔 ·巴

里 ·夏普利斯再摘诺奖，这位科学

家在今天上午的论坛上展现了有

机化合物的魅力。

近年，夏普利斯与中国研究

者合作开展了许多工作。在今天

上午的论坛上，他准备的演讲幻

灯片里，出现了大量年轻的中国

研究者的面孔。“我们称他

为‘锤子’，他做了大量筛

选工作”“这个上海团队正在进行

6000个化合物的测试，这是很了

不起的”。夏普利斯细数每张照

片里的研究和他们的工作，并且

盛赞年轻后辈。

“人体内不同血管具有不同

形态和特征，它们具有特定功能，

形成微环境特定组织，以维系器

官功能”。2010年拉斯克临床医

学研究奖得主，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病理学杰出教授、眼科和

药理学兼职教授纳波莱奥内 ·费

拉拉的团队一直探寻血管生成的

机制，希望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眼底新生血管是造成老年人

失明的主要原因。他以此为例介

绍，团队针对促进血管内皮生长的

物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研发

出抑制其生长的雷珠单抗药物，上

万人得到治疗，令与年龄相关的眼

底黄斑变性病例下降了50%。目

前，团队还从全基因组角度对罕见

变异的黄斑变性进行研究，寻找变

异位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尽

管已经开展了有很多研究，我们却

只找到两种证实有效的药物，所以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基因组、蛋白质组等多组

学研究手段以及数据的整合分

析，已成为科学家探索和理解复

杂生命现象和疾病病理生理机制

的重要手段。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昨天的分论

坛上展现了人类表型组研究的进

展——过去3年，建设人类基因组

表型平台，已累计涵盖23个种类

的24000种不同表型的标准化、高

质量数据。“有了这些数据，就能

从任意表型构建网络探索机制，

就像开车有了导航。”

基于数据库，科研团队获得

不少发现，例如抑郁症与睡眠相

关，还有衰老过程中免疫细胞的

聚集轨迹也有变化特征，免疫衰

老可以进行量化。

这个从上海发起的项目正迅

速国际化。金力透露，接下来将

加入更多类型人口，建立全球性

的表型组银行，也非常愿意把表

型组学用于疾病研究、转化医学

和健康管理中去。

本报记者 易蓉

解码生命 探寻转化
碳大会室볊솪뫏쪵퇩쫒系列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