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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科学家分享
要照顾好自己
要独立思考

出席本届科学T大会的顶尖
科学家阵容堪称豪华，有2013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
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克尔·莱维特，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钱学
森力学班创办首席教授、深圳零
一学院创始院长郑泉水，2003年
盖尔德纳国际奖得主、哥伦比亚
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物理学
教授韦恩·亨德里克森，中国科学
院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
究院院长黄荷凤，1994年菲尔兹
菲奖得主埃菲·杰曼诺夫，以及
2011年埃尼可再生与非常规能
源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
程和生物技术冠名教授古格里·
斯蒂芬诺伯罗斯。

在这堂科学第一课上，六位
“大咖”从自身的学习、研究经历
出发，从不同角度对青少年学子
们进行了指导。迈克尔·莱维特
建议说，每个人要吃好、睡好、锻
炼好，再去逐梦科学，因为在生活
中，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要
尽量照顾好自己，“年轻人对于我
们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在迈克
尔·莱维特看来，年轻人虽然资源
有限，但很多时候，年轻人却比年
纪大的人做得好，因为年轻人有
宏伟的梦想，他建议青少年，要有
独立性，独立思考。

郑泉水教授认为，未来的世
界是年轻人的，人类的未来是年
轻人的使命。他用自己学生的众

多案例告诉大家，真正做大的创
新要聚焦解决未知，解决人类的
问题，“要改变世界，尤其需要年
轻人，也需要顶级科学家一起参
与，我们共建这样一个平台。”

韦恩·亨德里克森教授回顾
了自己年轻时与科学巨头的交
流，“我的第一次科学会议，也是
我第一次有机会坐飞机，我当时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他
表示，那次会议有很多诺贝尔奖
得主，都是科学巨头，让他沉浸于
需要进一步学习的需要中。这次
经历，给了韦恩·亨德里克森很多
启发：“所谓的科学巨头不仅仅是
做了什么发现，更重要是他以什
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法来看
待科学。要思考一下，你自己能
够对科学领域作出怎样的贡献。
另外，要享受科学。”

黄荷凤院士分享了她成长、
创业、创新的故事，从下乡插队的
青年，到浙江医科大学的学生，再
到生殖与发育领域的专家，黄荷
凤带领团队通过不断理论创新、
技术创新，造福了众多家庭。“作
为医生来说，成长过程中非常重
要的就是善良，容貌和智慧，我们
选择智慧，智慧和善良，作为医者
我们选择善良。”黄荷凤说，她和
团队的目标，就是从生命早期来
防控慢病和出生缺陷，提高整体
人口的质量，“这就是我们工作的
意义。”

古格里·斯蒂芬诺伯罗斯在
希腊一个小城镇长大，他用自己
的经历告诉大家，在人生中会面
临很多十字路口，选择其中一个

方向坚持下去，不要太去想这条
路是不是最好的路，“其实走哪条
路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由你来
走，你会把这条路打造成为一条
最好的路。”

10后小科学家
收获了信心
感受到传承

“能参加这次论坛，感觉很荣
幸，也很激动。”来自上海市徐汇区
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的赵弈然
今年只有13岁，是个10后，虽然
目前才读初二，但他已经有项目
实践——斜对角斑马线在宜山
路、凯旋路路口的交通应用研
究。在科学T大会上，赵弈然了
解到了多位顶科的生平事迹，开
拓了眼界，“其实科学家们小时候
也像我们一样，只要我们能够坚持
下去，也能获得成功。我想在科研
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以后想成为
一名量子力学方面的科学家。”

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东滩学
校初三学生张子肖同样是第一次
参会，14岁的她面对“大咖”时还
有些紧张。听完多位科学家的分
享，张子肖感触很深，“就像黄荷
凤教授，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她
非常勇敢、非常伟大，她研究的方
向以及做科创的初心让我印象深
刻，我会多向她学习。”张子肖说，
能与诺奖获得者等“大咖”面对面
交流、面对面探索一些科学问题，
对自己科创方面鼓励很大，“给了
我更多的信心去进行科创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学生应时萱，作为小科学家
代表现场进行了演讲。从12岁
开始第一个项目，4年半的时间
内，应时萱做了3个项目，其中既
有可以把风景照片打印成中国
画的“基于人工智能中国画”，也
有海上风电储能、智能数据采集
装置。“华师大二附中是非常注
重科创教育的，我所在的科创
班，每周都会有半天时间在实验
室里进行科创活动。”应时萱说，
此次参加顶科论坛，看到这么多
小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与“大咖”
们互相讨论，自己感受到了一种
科学上的传承，“我以后比较偏
向于从事医学工程方面，我现在
做的一个课题就是膝关节人工
智能检测设备。”

此次参会，应时萱特地穿了
一身中国风的马面裙，她说，科
学是现代化的东西，而马面裙是
中国古风的，以这样的打扮站在
顶科的舞台上，也相当于一种
融合。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PLANTS……”昨天
下午，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科
学T大会——未来科学家桌布论
坛上，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
外国语学校的刘栋天一边与旁
边的小科学家、导师交流，一边
爬上桌子在桌布上写下自己的
想法。对于这样的“出格”举动，
导师和小伙伴们并没有太大反
应，大家关注的焦点仍是他表达
出的想法。

“我们组的议题是怎么把火
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导师建议我
们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桌布上，大
家站在一块讨论，需要比较大的
空间，当时光趴在桌子边写已经
不够了，所以我就爬到了桌子上
写。”对于这场桌布讨论，刘栋天
显得意犹未尽，“我们讨论出来
的结果比较乐观，或者说比较理
想主义。”

9个小伙伴、2位导师在一起
围绕一个议题讨论，刘栋天认
为，这样的形式非常有利于大家
头脑风暴并碰撞出火花，“在学
校上课时，一般只是4个人或者6
个人的小组讨论，没有这么大规
模的讨论环节，而且还是在桌

布、板子上写写画画。”刘栋天坦
言，平时通常是自己一个人先思
考问题，想不出来再问老师。而
桌布论坛这种形式，则是自己和
其他小伙伴同步思考，“我们想
的东西随时可以说出来，互相讨
论，而且我们讨论时，导师也会

加入进来，这就相当于，很多人
的脑子在思考同样一个问题，大
家所知道的领域、知识和看法都
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就更能碰撞
出火花。”

正读高三的刘栋天从小就
喜欢科创，至今已经做了很多科

创课题。今年5月，他去美国参
加了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拿
到了植物组的一等奖。在那个
课题中，他关注了草药中的一种
成分，通过检验草药中这个成分
的生物合成途径，把这个物质在
草药中合成的路径探明了出来，

“把它关键的一些反应、催化剂
找了出来，让我们完整地认识到
这个物质到底是怎样在植物中
形成的。”刘栋天说，这个课题的
前景是比较光明的，知道了物质
是怎么形成的之后，就可以对它
形成的路径做一些改动，从而让
有益的物质增产，这样，既不伤
害植物本身，也不需要在工厂里
进行化学合成，污染会很小，“这
个技术一旦实现，初期价格可能
会比较昂贵，但任何新事物出现
之初都会比较昂贵，只要是好的
方法，随着技术的成熟，价格会
逐渐降低的。”

“大家在一起交流，充分展现
自己的想法，非常好。”中国科学
院空间先导“地球2.0”科学卫星
背景型号研究创始人和首席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讲席
教授葛健是刘栋天所在小组的导
师之一，在他看来，孩子们在讨论
中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比如寻找
一种耐寒、能在火星上生存的植
物，能够把火星土壤慢慢改善，并
像地球上一样可以有氧气，“有了
这些想法，孩子们就会朝着这些
问题去思考，思考多了，说不定哪
天一个‘火种’就会真正变成未来
的一个科研大方向。”

当一个学生爬上桌子写想法

出格？不拘一格！梦想？尽情畅想！

刘栋天爬上桌子开始头脑风暴。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科学第一课，与顶尖科学家面对面

人类的未来是年轻人的使命

赵弈然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我对科技和公共事
业有强烈的热情，小时候，
祖父就把我带到大自然，
帮助我识别不同的草和动
物，这在我心中播种了科
学的种子……”昨天上午，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高二年级的应时萱同
学，身穿马面裙，走上世界
顶尖科学家科学T大会的
舞台，用英语落落大方介
绍起了自己的科创研究。

作为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
学T大会面向全世界优秀
中学生及大学新生开放，
旨在为有志科学事业的青
少年提供与顶尖科学家直
接交流的平台，扶持科学
后备人才。本届科学T大
会，吸引了100多位Z世代
“Sci-Ter”（科学青少年），
他们中有初次参加的高中
生，有连续参加了四届的
“四年级生”，甚至还有10
后初中生的身影。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