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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邓肯·霍尔丹教授在学生时代
物理成绩一般，曾陷入被质疑和被批
判的窘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
说：“那时我坚持探索拓扑相变和物
质拓扑阶段这一领域，才会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采访中他强调，发现问
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是一种做科
研的思维。

邓肯·霍尔丹教授的理论之所
以被大家普遍质疑，是因为在上世
纪80年代，大家普遍认为实现量子
霍尔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朗道能
级。而他则提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的一个机制。他指出，在某些材料
中，如果时间反演和空间反演对称
性破缺的话，即使没有外加磁场，这

些材料也能有量子霍尔效应。
“科学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而

不仅仅是解决问题那么简单。”邓肯·
霍尔丹教授幽默地开着玩笑说，“做
研究可不是学生回家做作业。”他强
调，“青年科学家要有积极探索未知
的求知欲。”他用极其简单的方式向
记者介绍，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内
容是拓扑相变和物质拓扑阶段的理
论发现。“大多数的科学家都在研究
物质内部的结构和变化原理，而我选
择研究物质外部的结构。”

在采访中，邓肯·霍尔丹教授还
提及中国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现
在中国对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做
得很好，有很多在国外教学、做研究
的科研专家都回国任教或者做研
究。”他表示，中外教授之间的交流对
开拓科学思维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好奇心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我有一副神奇的眼镜。”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格
雷戈·塞门萨神神秘秘地说道。随
后，他补充道，“我的眼镜就是好奇
心，当我带着好奇心，看着这个世界
的时候，每一个现象和每一个事物都
会和我的研究方向相关。”

“好奇心是所有科学家的共性，
它激励着我们去解决难题，具体研究
哪块领域则看个人兴趣。我研究的
是关于氧气变化，这个问题其实紧紧
围绕生活。”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获得者威廉·凯林教授举了一
个例子，“当人屏住呼吸停止吸氧的
时候，心脏就会觉得难受。这个时候
普通人也会好奇其中的原因。”他表
示，他的研究则是围绕氧气，进行深
一步的探索。

格雷戈·塞门萨教授和威廉·凯
林教授因在理解细胞感知和适应氧
气变化机制方面的研究，被一同授予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
们的研究解释了人类和大多数动物
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感受氧气含量的
基本原理，并揭示了其中重要的信号
机制，为贫血、心血管疾病、黄斑退行
性病变以及肿瘤等多种疾病开辟了
新的临床治疗途径。

“我对于宇宙有着比普通人更强
烈的好奇心。普通人看星星可能好
奇星星为什么会亮，而我则想探究更
多的星星，包括太阳系外的星星。”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米歇
尔·马约尔说道。

“做科研的一开始，其实难以明
确实际的用处，纯粹是好奇心的驱
动。”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迪
迪埃·奎洛兹解释道，“研究天文也是
为了更好地研究地球，因为在宇宙
中，你可以寻找到极寒极热地带，发
现密度最低和最高的物质。”

米歇尔·马约尔教授和他的学生

迪迪埃·奎洛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原因是，在1995年一起发现了首
颗太阳系外的行星“飞马座 51b”。
这是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从而打开
了天文学的新篇章。在此之后，科学
家们在银河系中发现了超过4000颗
系外行星。

跨国界 助力青年科学家发展
如果说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有热搜榜，那么“跨国界”一词一
定榜上有名。记者在与2019年四位
诺贝尔获奖者的采访中，频频听到他
们对于跨国界的观点。

“最理想的科研环境是不受国界
的影响，从对学生早期科学的基础知
识普及，到科研精神的培养都能有全
球化的互动。”迪迪埃·奎洛兹兴奋地
畅想未来，他不由自主地伸长了双
腿，“如果科研信息可以跨国界互通，
那么对青年科学家会有很大的助
力。”他的导师米歇尔·马约尔教授表
示，科学无国界。事实上，早在30年
前，他就与中国的科学家合作，并被
他们的认真和严谨的态度所打破。

“跨国界有利于青年科学家积累
社会关系，收获科研经费。”格雷戈·
塞门萨教授表示，一定的社会人脉对
他获得诺贝尔奖有着积极的作用，他
不必为寻找经费而消耗大量精力。

“经费问题，是青年科学家必然
会遇到的困难。”他认为，这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为青年科学家搭建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中国的教育需要
培养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敢于质疑权
威的精神。”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开
拓新的科研思维。

关于跨国界资助的话题，威廉·
凯林教授为青年科学家提出了自己
的友情提示。“科研经费会有一个‘可
交付’的概念，要求青年科学家在短
期内做出一定的研究成果。”他表示，
青年科学家需要做科研，需要追随自
己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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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晋诺贝尔奖得主寄语青年科学家

追随好奇心驱动 探索跨国界合作

如何培养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如何帮助青年科学家减少源自经费的困
惑？进行科研时保持一颗好奇心，搭建平台时进行跨国界合作。四位新晋
诺贝尔奖得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邓肯·霍尔丹：

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青年报记者 郭颖 记者 常鑫 摄

本报讯 全球将对150万个真核
生物进行测序，中国科学家参与了地
球生物基因组计划。2011年沃尔夫
农业奖得主哈里斯·李文昨日在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未来国际大科学论
坛上宣布了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的
最新进展。

“这个计划有可能会改善我们的
世界，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
加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哈里斯·李文
说，地球上大概有1200-1500万种真
核生物，只有约10%是有描述的，也
就是已经有科学家发现并认识的。

“但是在300年的生物学演进之后，
我们只有10%关于真核生物的知识，

只对不到0.3%约4000种真核生物进
行了基因组测序。”

那么，如何通过基因组技术的发
展，对剩下超过99%的真核生物进行测
序，进一步了解它们？早在2015年，
一些国际科学家就开始探索这个问
题。“我们在三年探讨之后，出了一份
白皮书，描述了真核生物测序面临的
挑战、目标、范围，以及想要获取的结
果。“我们不只是为了造福于医疗健
康，我们更希望了解地球的生态系统，
以及地球上生物的未来，因此我们的
愿景就是创造一个生物生命数据库，
对150万真核生物进行测序，这样一
来可以创造基础设施为未来的解决方
案奠定基础，帮助保护生物多样性以
及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沃尔夫农业奖得主哈里斯·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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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新晋诺贝尔奖得主在接受记者采访。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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