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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速递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周
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象的一些高级
情感表现可能是一种自我驯化的表现，比如
它们会哀悼死去的大象、帮助生病或受伤的
大象，甚至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

研究报告的合著者、生物学家利莫·拉维
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自我驯化理论很难验证。
这是因为除了人类以外，只有另外一个物种被
认为具备自我驯化能力，那就是倭黑猩猩。”

拉维夫和她的同事们从 20 个方面将非
洲草原象与人类和倭黑猩猩进行了对比。他
们发现，这 3 个物种都有一些相同的身体特
征，而且表现出相同的习惯。大象有嬉戏行
为，有社会性，有漫长的童年，而且会替种群
中的其他成员照看小象。倭黑猩猩和人类也
都这样做。此外，非洲野象的下颌骨短，这是
猫等家养动物的特征。它们似乎还能够克制
自己不欺负其他动物。

大象还会互相学习。像吃什么和如何养育
幼崽等知识是通过社交相互传播的，而不是像
其他动物那样靠本能。大象还拥有复杂多样的
交流系统。它们发出的声音组合极其广泛，从
咆哮到低频咕哝，再从尖声鸣叫到低频咕哝。

研究小组还发现大象具备几种与自我驯
化有关的基因。他们将野象的基因与261种
驯化哺乳动物的基因进行了比较，并建立了
一份通常与驯化相关的基因清单。研究小组
说，在 674 个极有可能是大象祖先遗传的基
因中，有 79 个与其他驯化物种的基因类似。
这可能意味着，驯化可以在哺乳动物进化树
上的多个分支发展。

研究团队猜测，大象的自我驯化可能与它
们体型庞大和力气较大有关。拉维夫说：“这
意味着大象通常不太担心为了生存而躲避或
与其他动物开战。这种‘安全环境’可以减轻
对外来侵略的担忧，释放更多能量用于认知，
同时开启更多探索、交流和游戏的机会。”

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仍对大象的自我
驯化持谨慎态度，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据新华社消息）

破解大象“高情商”之谜

记者近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获悉，该所李付广研究员团队发现芸苔素内
酯调控棉纤维发育的机制，此项研究有利于
改良棉纤维品质。

据了解，该团队近十年来一直研究棉纤
维发育，此次研究发现芸苔素内酯通过调控
超长链脂肪酸的合成，促进棉纤维伸长的分
子机制。芸苔素内酯是一种高效、广谱、安全
的多用途植物生长调节剂，被称为第六大植
物激素，具有保花保果、增产、提质、抗病、抗
逆等作用，在棉花生产中广泛使用。

据李付广介绍，目前发现的调控棉花重要
性状的多个关键基因均可作为技术储备，未来
用于指导棉花生产。“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研究
芸苔素内酯是否还通过其他途径发挥作用，并
希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农业生产。”他说。

近 期 ，相 关 研 究 发 表 在《植 物 细 胞》
（Plant Cell）、《植物生理学》（Plant Physi-
ology）、《植物生物技术杂志》（Plant Bio-
technology Journal）等国际植物学期刊上。

据悉，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
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棉纤维品质的优劣关
系到纺织品的质量。提高我国棉纤维品质是
满足需求和保障棉花供给的关键。

（据新华社消息）

棉纤维品质有望改良

浙江大学一场题为“求是创新，树
我邦国”的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连日来
吸引着师生在展厅里久久驻足。大家
透过文字、相片、老物件，与中国近当
代 26 位杰出科学家跨越时空对话，激
荡 起 对 于 科 学 家 精 神 内 涵 的 无 限
思索。

什么是科学家精神？
2020 年 9 月 11 日，在科学家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家精神
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
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
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
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
特的精神气质。

党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弘扬
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意见》指出，要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
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
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
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
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
人精神。

科学家精神标注着科学人生的价
值坐标，为科技工作者绘就心灵底色，
照耀创新征程。当前，创新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战略，在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对浙江来
说，创新深化更是“怎么也不为过”。

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读懂科学家
精神。

不做大洋彼岸的旁观者

“我愿以身许祖国”“虽然科学没
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要尽
力在世界最高科技竞技场上多升起几
面五星红旗”，浙大科学家精神主题展
板上，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今日仍让
人心潮澎湃。

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
要义。

“爱国是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浙
大校长杜江峰在主题展开幕式上说，
我们要从一代代科学家身上学习传承
报效家国的理想信念，把服务国家作
为最高追求，从“红色根脉”资源中汲
取信仰力量，把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
设的伟大实践。

翻开展览中 26 位科学家的履历，
绝大部分都曾在国外顶尖院校留过
学，在国际上取得过瞩目的成就。但
优厚的资源说放下就放下，声名与利
益说舍弃就舍弃，是他们毅然回国时
共同做出的选择。

在接受核武器研制工作前，王淦
昌从事的是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为了
国防工业的迫切需要，他放弃钻了大
半辈子的研究方向，投入到应用核物
理领域，隐姓埋名整整17年。

如今，“回国”的决定，依然流露出
当代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也不失为对
先辈脚步的一种追寻。

不久前，徐浩新教授、陈家明教授
两位世界知名学者辞去海外顶级大学
教职，回国全职加盟良渚实验室。

陈家明在香港读完中学就去了
海外。他没有在内地的上学和工作
经历，有人认为他现在选择回国是个
有些“疯狂”的决定。但他说：“我在
求学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
也希望自己能够为祖国培育下一代

的青年。”
徐浩新说，看到了国家科研环境

的大变化，国内实验室的人员配备、设
备方面的条件也给了他信心。“原本在
国外才能实现的科研抱负，现在在家
门口也有条件实现。”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
脚踏实地推动着它前进，我们不想做
大洋彼岸的旁观者。”这，就是科学家
精神感召下的肺腑之言。

敢于闯进“无人区”

2021 年 5 月起，浙江多了一批特
殊的“打卡地”——依托著名浙籍科学
家故居、纪念馆建设的科学家精神培
育基地，包括钱学森故居、屠呦呦旧

居、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等。
走进屠呦呦旧居陈列馆，院落里

一片翠绿的黄花蒿格外醒目。来自
屠呦呦母校之一宁波效实中学的志
愿讲解员告诉记者，正是这种不起眼
的菊科植物，为我国首获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奠定了基础。屠呦呦历
经 190 次失败，终于找到创制新药的
钥匙。

独辟蹊径，敢为天下先。创新精
神支撑老一辈科学家为中国科学事业
奠定根基，更是今日中国赢得国际科
技竞争的动力之源。

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站在前辈的肩
上，勇敢地向着未知之境前进。今年
获颁华为“火花奖”的国科大杭州高等
研究院邱枫教授，耗时十年攻关一项
光电芯片制造技术。邱枫对前几年的
科研经历印象很深，“那时基本没有任
何产出，看不到什么成果，也看不到方
向。如果没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很难
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

科技创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
张“冷板凳”，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
大，周期长，成功的概率却非常小，时
常让人在迷雾中看不见曙光。而随
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
透融合，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大厦的地
基，创新链、产业链的起始，愈发成为
国际科技竞争的战场前线，成为我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
求。探清基础研究的前路怎么走，是
一 个 无 比 艰 难 的“ 闯 无 人 区 ”的 过
程。追求真理、永攀高峰的科学精
神，是当下科技工作者做基础研究必
需的信念。

“我的价值在讲台”

千淘万漉只为真。在一个个受人
尊敬、令人感动的科技工作者身上，我
们总能看到科学家精神的闪耀。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这不只是
“年长”科学家的责任，在年轻的科研
团队里，青年师者也延续着这种传帮
带的传统。去年获得首届浙江省青年
科技英才奖的张笑钦，在计算机视觉
领域产出过一大批优秀成果，拿过很
多大奖，但他却认为，获得过最有意义
的奖项是温州大学教学名师奖。“这是
意义最特别的一个奖。看到一大批年
轻人快速成长起来，是最让我高兴的
一件事。”张笑钦说，“我的价值在讲
台，所以必须全力以赴。”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科学事业
是接力的事业，因此也注定是团队的
事业。协同攻关更是当前的大势所
趋。之江实验室探索的“大兵团式”科
研组织模式就诠释了协同精神的要
义，从科研效率的提升看，这种模式更
能动员起科研力量服务国家紧迫的需
要。实验室现在已聚集近 4000 名研
究人员，高密度承担国家战略科技
任务。

科学家精神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精
神高度，也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
富，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培育，科学家精
神也难拔节生长。弘扬科学家精神，
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空洞
的，而是现实的。我们要不断为科学
家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真正让科
学家精神闪亮新时代。

从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树我邦国——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出发

今天，我们怎样读懂科学家精神
见习记者 涂佳煜

从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树我邦国——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出发

今天，我们怎样读懂科学家精神
见习记者 涂佳煜

师生参观浙江大学科学家精神主题展。 朱原之 摄

钱学森
1941年，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科学

学报》发表科研成果《柱壳轴压屈曲》
一文，攻克了困扰航空界多年的难
题。这篇文章仅有寥寥 10 页，极为简
明，而钱学森在研究过程中仅编有页
码的推导演算手稿就达 800 多页，其
中有些计算数字精确到了小数点后 8
位。论文完成后，钱学森把手稿存放
到纸袋里，并在纸袋外面写下了“Fi-
nal”（定稿）字样。但他立刻想到，科学
家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于是，他
又写上“Nothing is final”（永无止境）。

1960 年，中国的导弹事业才刚刚
起步。钱学森一心扑在导弹事业上，
在酒泉基地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甚
至一个月。而他的行踪严格保密，连
妻子蒋英都不知道，一度非常担心“失
踪”的他。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前，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位新战士在进行
弹体内外观察时，发现弹体内部 24 号
插头第 5 接点里有一根大约 5 毫米长
的小白毛，担心因此造成通电接触不
良，他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
出小白毛，最后用一根猪鬃才把它挑
出来。钱学森知道后，极为赞赏，小心
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包好，带回北京
作为作风严谨的典型案例，教育全体
航天科技人员。

屠呦呦
20 世纪 60 年代，为研究抗疟，屠

呦呦一步一个脚印走访民间，通过整
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汇集编
写了 640 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
方集。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
的情况下，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
对青蒿截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
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屠呦
呦新的灵感，她根据这条线索，改进了
提取方法，屠呦呦团队最终于 1972 年

发现了青蒿素。
在海南检验青蒿乙醚提取物的临

床效果，必须大量制备。当时，药厂停
了，课题组土法上马，用 7 个大水缸取
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设备简陋，没
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屠呦呦
整天泡在实验室，得了中毒性肝炎。

随后，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
又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需确
保其安全性。

屠呦呦着急了。疟疾这种传染病
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
季节，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她干脆向
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1972 年 7
月，屠呦呦等 3 名科研人员在医院严
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
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
用。随后，屠呦呦亲自携药，去往海南
昌江疟区救人。

苏步青
1937 年 8 月 ，日 军 炮 火 逼 近 杭

州。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
下，开始西迁之行。经过两年多，行程
2600 多公里，苏步青与著名物理学家
罗宗洛一家，终于在贵州湄潭朝贺寺
的一间破庙里安顿下来。深夜里，苏

步青就着一盏昏暗的桐油灯，埋首整
理撰写文稿。正是在湄潭破庙的香案
上，他完成了那本让业内惊叹的《射影
曲线概论》。

当时苏步青生活捉襟见肘，所穿的
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补丁摞补
丁。上课时，苏步青衣服的一个个破洞
被学生们戏称为几何图形，当他转身在
黑板上绘图时，学生们就悄悄议论起他
背上的那些“三角形”“梯形”来。

西迁途中一日，日军空袭的警报
突然响起，跟着飞机声隆隆轰鸣，苏步
青和他的四名学生匆忙躲进了旁边一
个狭小的山洞里。喘息方定，苏步青
略加发挥，却是认真地说：“以后这里
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
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大家要按照
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报告、讨论。”后
来的数学所，如今的数学与科学学院
自此诞生，那四名学生此后也成为了
数学界的精英人才。

严济慈
1938 年严济慈回国后，为防止日

本侵略者威胁，下半年严济慈决定将
北 研 院 物 理 所 迁 到 昆 明 远 郊 的 黑
龙潭。

黑龙潭畔的工作环境，可以用“内
忧外患”来形容。内，科研条件简陋，
在北平的仪器、书籍有的无法搬运，有
的中途遗失，无法开展研究；外，日机
轰炸频繁，科研人员常要躲避。

严济慈的师妹、他在东阳中学时的
校长程品文的女儿程葵珠，当时曾借住
在严家。她清楚地记得，严济慈常常深
更半夜才回家，回家后又经常陷入苦苦
思索之中，人明显地消瘦下去。后来她
知道，严济慈正在研究所研究应用光
学、研制抗日急需的军用仪器。

在黑龙潭的破庙和简易平房里，
严济慈亲自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
装配检验。在他的领导下，物理所生
产了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
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
角测距镜和望远镜、500 台 1400 倍显
微镜、200 架水平经纬仪、50 套缩微胶
片放大器等，供前线抗战和后方医疗、
科研教学使用。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第一批光学仪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
重要贡献。

竺可桢
从 1917 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

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

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
作为气象学家，天气、物候如桃树开花
了、柳树长出叶子了、燕子从北方飞来
了，他都有记录。

1961 年，竺可桢到四川阿坝考
察。从阿坝到米亚罗，每到一个地方，
何时到、走了多少公里、海拔多少，都
有详尽记录。在这份记录表上，他
7：50 从阿坝出发，18：06 到达米亚罗，
行驶 244 公里，海拔高度在 2700 米到
4040 米之间，途中留下了 23 个地点的
记录。

日记的原始手稿字迹凌乱，这是
因为他坐在吉普车上，行驶在崎岖的
道路上，一边拿着高度表，查看当前海
拔高度；一边盯着公路边的里程碑注
意行驶距离，同时还要注意到了什么
地方，从早到晚，巨细靡遗。这一年，
他已经71岁了。

由于战乱，只保存下 1936 年到
1974 年 2 月 6 日的日记，共计 38 年 37
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
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 800 多万
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
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
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实习生 单予晴 整理）

他们的故事，闪耀精神之光他们的故事，闪耀精神之光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
研究小组日前发布研究成果说，他们分析探
明了与埃博拉有亲缘关系的雨洞病毒的核心
立体结构，有助理解引发致命出血热的丝状
病毒的增殖机制。

雨洞病毒与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同
属于丝状病毒科，雨洞病毒最早于2002年在
西班牙的蝙蝠体内被发现。雨洞病毒对人类
的致病力尚不清楚，但因为与埃博拉病毒亲
缘度高，引发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界的担忧。

京都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研
究人员与德国弗里德里希·洛夫勒研究所等
机构同行借助冷冻电子显微镜，在原子水平
探明了雨洞病毒核衣壳的核心结构——核蛋
白-RNA（核糖核酸）复合体的立体结构。雨
洞病毒的核衣壳负责病毒基因组 RNA 的转
录和复制，在病毒增殖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

在本项研究中，考虑到安全，研究人员只
让雨洞病毒的核蛋白在细胞中表达，并与细胞
的RNA结合形成核蛋白-RNA复合体，提炼
后用于结构分析。研究人员测定了螺旋状的
核蛋白-RNA复合体的精密立体结构，并构建
了其原子模型。这一立体结构与埃博拉病毒
及马尔堡病毒的复合体立体结构非常相似。

基于雨洞病毒核蛋白-RNA 复合体原
子模型，研究人员还确定了对核蛋白-RNA
复合体螺旋结构的形成、病毒基因转录和复
制非常重要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在所有丝
状病毒核蛋白中都存在。

公报说，该研究增进了对雨洞病毒以及
丝状病毒增殖的理解，将有助于针对相关病
毒引发的疾病制定对策、研发药物等。

研究成果日前已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交叉学科》杂志上。

（据新华社消息）

埃博拉亲缘病毒
核心立体结构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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