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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纵容包庇比撤稿更令学术蒙羞
哈佛、清华先后爆出撤稿事件，展现出一流科研机构的高标准自律

最近， 撤稿事件又掀起了一阵波

澜。 先是本月 15 日美国哈佛大学主动

要求撤掉该校一位教授的 31 篇干细胞

论文， 前天清华大学又被曝有 11 篇材

料学领域论文因篡改图片、虚假署名等

学术不端行为而被撤稿。 不过，清华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当晚就发布声明称，对

这些论文的作者早在 2017 年就进行了

处置。

撤稿，至少说明科研结果存在明显

而严重的错误。为何哈佛大学要主动找

错来认？ 清华大学又为何不羞于撤稿，

而声明强调已经处理了学术不端行为？

采访中，不少圈内人士表示，撤稿其实

是科学共同体维护学术真理和纯洁的

一种方式。 作为一种正常的纠错行为，

撤稿本身并不可耻；相反，不愿认错，甚

至包庇纵容背后可能隐藏的学术不端

行为，才真正为全球同行所不齿，令科

研机构蒙羞。

主动撤稿是科学共同体
的一种自我纠错

本月 15 日， 美国一知名生物网站

爆出新闻：哈佛大学要求撤回曾任该校

医学院教授、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皮

埃罗·安特卫普的 31 篇关于心脏干细

胞的研究论文，据称这些论文涉嫌伪造

和篡改实验数据。

安特卫普可以说是心脏干细胞疗

法领域的开创者。 然而，他的研究结果

并未被国际同行重复。从 2014 年起，哈

佛大学就多次表示存疑 ，2017 年甚至

向美国卫生部举报安特卫普等人涉嫌

学术不端 ， 并接受研究经费提供方

1000 万美元的罚款。

哈佛大学为何要这么做？该校在一

项声明中表示，将谨守最严格的学术规

范和伦理标准，对学术不端决不姑息。

曾担任《细胞》杂志编辑、现任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命科学期刊社总编的

李党生研究员告诉记者， 撤稿是科学共

同体的一种自我纠错行为。 对已有科学

假说的试错、既有结论的纠错，本就是科

研的一种常态。 “很多情况下，是研究者

自己发现错误，主动要求期刊撤稿。 ”李

党生说， 这种撤稿只会表明研究者诚信

的科研态度，很少带来负面效应。

同样， 清华大学也在发现这次 11

篇撤稿事件的主角———2010 级博士生

叶肖鑫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之后，主动向

期刊要求撤稿。

包庇纵容看似维护了面
子，实则丢掉了尊严

那么，被动撤稿意味着什么？ 李党

生说，常见的情况是研究者存在学术不

端行为，被实证确认之后，以主动撤稿

的方式认错。 如果拒不认错，那就只好

由所在科研机构要求撤稿，甚至由杂志

撤稿。 所以，被动撤稿是一名研究者真

正的耻辱， 同行很容易从中读出潜台

词———这个人的学术诚信有问题。

因此，撤稿机制的真正核心是对学

术不端的零容忍。就拿这次清华大学所

遭遇的撤稿 11 篇论文来说， 在被媒体

关注的第一时间， 校方就发声明表示，

不仅早已撤销了当事人的博士学位，还

对其导师唐国翌进行追责问责，去年就

停止了唐国翌招收研究生资格、撤销其

学术与行政职务。 “这就是清华对学术

不端的零容忍。 ”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告

诉记者，这是赢得国际学术界尊重的底

线，“包庇纵容学术不端行为，对科研错

误百般掩饰， 看似维护了自己的面子，

实际却丢掉了自己的尊严。 ”

正因为此 ，各大学术期刊 ，如 《科

学》《自然》 等都设立了科研诚信部，专

门对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监督，及时发现

学术不端行为并进行处理，尽力维护科

学共同体的诚信，也维护人类知识宝库

的纯洁与准确。

在科研活动大量消耗公共财富的

今天，科研诚信已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发

展。最近我国科学技术部在新的机构设

置中， 专门成立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

司，推进科研诚信建设。

请每位科技工作者都正确对待撤

稿：发现并承认错误不丢脸，纵容包庇

学术不端才是真正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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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下午记者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办公室见

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分子病毒学家闻玉梅时，她正在准

备当晚 7 点举行的 《新发病原体与感染 》 （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简称 EMI）编委与中国年轻学者见

面会。 84 岁高龄的她从早晨 8 点一直忙到晚上 7 点，没有

休息片刻。

这份全英文杂志是中国内地第一本完全由民间创办的

国际医学期刊，创办六年来，现在的 SCI 影响因子是 6.032

分，投稿作者来自亚洲、北美、欧洲、南美等 50 多个国家。闻

玉梅说：“科学家不仅是科研工作者， 还应该是学术上的外

交家，科学家的国际交流能力也是一种软实力，中国科学家

应该讲好中国科技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科学发展的真

实实力，了解真实的中国科技。 ”

科学家应该是艺术家，学术外交是责任

EMI 由闻玉梅和德国马尔堡病毒研究所教授汉斯—迪

亚特·科伦克共同担任主编， 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编委会，

覆盖病原微生物及感染的病原学、免疫学、流行病学、疫苗

学、临床与实验医学及抗微生物制剂及耐药性等内容。

“创办这份期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很多新发传染病

的起源地，如果这些地区的科研发现能够早一点公之于众，

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为疾病防控提供依据，将对世界公共

卫生和健康事业带来益处。 ”此外，闻玉梅提到，“某些国外

杂志，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论文比较‘苛刻’，刊发等候时间

长。 我们希望给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科研人

员更大的舞台，让中国科研人员在国际上发出更多声音。 ”

在闻玉梅看来，科学竞争有三种境界，最低层次的竞争

是“拳击赛”，伤痕累累决出胜负；第二种是“田径赛”，互不

干扰也不交流；最高层次的竞争仿佛艺术体操，互相欣赏和

学习。而第三种正是她崇尚的科学竞争，“说到底，科学和艺

术并没有太大差别，如果说艺术包含着对人性的关怀，那么

科学也一样，科学工作者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拳击手。 ”

和她一起创办杂志的科伦克是她的同行， 在 2003 年

SARS疫情最严重时，这位德国教授带着近 20位德国科学家

来到北京，推动中德合作启动相关研究。 科伦克向国际学术

界积极推介 EMI，吸引了不少西方学者投稿。 就在上周，这位

80 高龄的老先生一下飞机，没顾上倒时差，就赶到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一直工作到晚上，仍在和年轻学生交流。

无私培养学生参与国际交流

闻玉梅所在的复旦大学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

学重点实验室， 现在有十多位学术带头人、100 多名研究

生。 每年闻玉梅都会亲自为学生出国深造写推荐信，“为年轻人创造到国外顶

尖课题组学习工作的机会，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科研，推动中国学术交流软实

力提升的一部分。 ”正如在她的科学生涯之初，每一位导师都无私地把她送到

更好的实验室。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一所大学邀请她去担任访问学者研究肝炎。 但因为

她承担了太多工作，学院不放她去。 当时，她曾经的导师、70 多岁的著名免疫

学家和微生物学家林飞卿站出来：“我替她做教研室主任， 她的工作我暂时替

她顶着。 ”

她告诉记者：“我在国外进修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和同龄人相比，我们的科

研落后他们太多。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回来后要培养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学生竞

争，如果我的学生还没有追上，还有学生的学生。 一定要追赶上他们。 ”

闻玉梅说，“医学，以及整个科学是服务于全人类的。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

展示国际学术交流软实力，通过学术外交，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和中国科技。

我的很多学生，他们走出去，仍然会回来，因为科学家最首要的理念就是爱，爱

人类，爱科学，爱自己的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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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世界最高输电铁塔用石墨烯“上妆”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婉霞）日前，国

家 973 计划 “海洋工程装备材料腐蚀与

防护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课题通过审查

验收， 项目的成果应用之一、 舟山基地

380 米世界最高输电塔已经穿上了石墨

烯“防护衣”。

行车驶过舟山连岛大桥 ， 一座高

380 米、红白相间的大铁塔赫然在目。 这

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输电塔， 比法国巴

黎的埃菲尔铁塔还要高。 它面临热带海

洋环境下高盐、高湿及高温侵袭，就算抹

上国际大牌的涂料“护肤品”，每隔两年

仍得重新“上妆”。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王立平研究员与薛群基院士团队通

过给石墨烯改性解决了这一难题。 六角

形呈蜂巢晶格的石墨烯在空间中以平面

二维形象出现， 把它平铺在材料中就像

是砌起了一道围墙， 具有破坏性的化学

分子再想去破坏可得费一番功夫了。 要

完美实现这种特性， 科研人员得突破一

道技术难题：石墨烯爱“黏”石墨烯，当石

墨烯和石墨烯“抱”在一起，“围墙”抵御

力会变差。为此，研究人员对石墨烯进行

了改性： 运用分散剂给石墨烯加上了一

层“锚”固定它们的位置，在不破坏石墨

烯结构的基础上又防止了它们“团聚”。

据了解， 这一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

料已通过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组织的成

果鉴定，关键技术指标“耐盐雾寿命”超

过 9000 小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比同

期测试的国外产品提高了两至三倍。

诚信必须“铁腕”维护
一直以来 , 科研诚信的高标准、

严要求，都被认为是出自个人和学术

机构的自律。 然而，当科研活动需要

消耗大量公共财富，科研诚信就不应

只是出自个人或行业的道德自律，必

要时甚至需要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持。

当科研队伍越来越庞大，当学术

不端能够带来巨大收益，造假的诱惑

也许会超越人的内心深处对诚信的

追求。保障科研诚信目前仍较多停留

在规范或道德层面，造假人员会否受

到严惩，有时取决于“运气”，甚至取

决于造假人员所属机构的利益诉求。

科技创新作为一种充满人类精

神光辉的高尚劳动，对于科技创新从

业者更应以价值引导为主，撇去追逐

名利的浮躁气息，以发现未知、创造

知识与价值为乐为荣。

工人正在用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为铁塔的钢筋铁骨 “上妆”。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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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动开拓创新， 勇担建设网络强国重任
见证祖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攻坚创新
做通信技术的 “领航人”

90 年代初 ， 模拟电话网的建设和

发展， 为当时上海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 随着国际上相继推出 GSM

等新的数字移动通信系统， 数字网所提

供的高质量通信服务很快吸引了广大用

户。 2001 年 12 月 31 日，庆宁寺机房移

动电话模拟 A 网正式关闭， 上海移动电

话全面进入数字时代。

在随之而来的 2G 时代，人们开始习

惯于通过电话和短信与亲朋好友随时连

线。 在与“密友畅聊包”和“短信拇指派”

难舍难分的时光里 ，3G 像是一道光 ，照

进我们生活。从 2G 到 3G 的跨越，是一次

移动连接速度“质”的提升，更是我国通

信史上非凡的一步。2000 年，中国移动自

主研发的 TD-SCDMA 成为 3G 三大国际

标准之一， 是中国通信行业自主创新的

重要里程碑。 TD-SCDMA 的研发经验和

海内外认可，让我国在随后全球掀起 4G

标准竞争热潮中占得一席之位。2005 年，

中国移动提出并主导 TD-LTE 国际标

准，实现了全产业链的群体突破，并在全

球广泛应用， 使得我国在移动通信标准

领域实现了从 “1G 空白、2G 跟随、3G 突

破”到“4G 引领”的重大跨越。 上海移动

作为 4G 网络的领跑者，如今已建成超过

5 万个 4G 基站， 拥有超过 2500 万的手

机用户，即使走在马路上，手机上网速度

都可以达到每秒 30m 以上。

2018 年在上海举办世界移动大会

上，5G 已经向众人揭开其神秘面纱。 上

海移动将通过大力推进 5G 引领的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上海乃至长

三角地区打造成网络连接速度最快的世

界级城市群， 带动高水平的普惠接入和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万物互联
织起智慧生活 “信息网”

很久之前， 我们的即时通讯受到了

地域的限制。 到了电话普及的年代， 一

根根电话线让我们的语音交流向各方延

伸。 如今， 点击手机屏幕， 世界仿佛触

手可及， 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犹如近在咫

尺。 几年来， 语音国际漫游资费大幅下

降、 国内语音长途漫游取消、 国内流量

漫游费取消， 这不仅仅为用户带来众多

实惠和福利， 我们的信息生活， 不再有

边界。

今年 3 月， 在上海临港科创中心的

主体承载区， 上海移动最大的通信园区

项目———上海国际数据中心一期工程已

正 式 投 产 。 其 中 国 际 海 缆 登 陆 局

“NCP 海缆” 项目崇明方向预计 10 月底

前开通业务， 主要针对亚洲方向相关业

务。 南汇方向预计年底前开通业务， 主

要针对美国方向相关业务。 届时海缆登

陆局通过进一步打通与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的信息通道， 实现欧、 中美、 亚

太三大国际主干光缆系统互联， 有效畅

通我国与世界沟通的信息化桥梁。

无论是 2G 时代 ， 还是 3G、 4G 时

代， 通信技术主要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

互联 。 如今 ， 我们将要进入的是一个

“万物互联” 的时代， 人与物、 物与物

之间的连接数量将是当前的成千上万

倍。 2018 年 8 月，上海移动宣布已实现

“物超人”， 即上海移动物联网连接规模

突破 2800 万，已超越上海移动手机用户

数， 标志着上海移动物联网基础网络建

设、 物联网行业产品运营发展达到了一

定的规模和水平， 为共创万物智联新城

市蓄势赋能。如今，上海移动已建成了中

国移动首张省级 NB-IoT 商用网络，以网

络能力、平台能力、大数据能力、团队能

力、产业链能力、网络运维能力为未来网

络演进做好储备。 上海移动将助力城市

打造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的新型城

域物联专网，构筑“城市神经元系统”，赋

能“城市大脑”，推进城市管理和社会治

理智能化。

精品网络
牢筑城市通信“生命线”

上海海纳百川的国际形象和日新月

异的发展活力， 历年来吸引了众多国际

性赛事和活动落户举办。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移动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壮

大，圆满完成了世界顶级活动通信保障，

也在超大型展览会议上大放光彩。

2001 年举世瞩目的 APEC 期间，上

海移动完成了“网络大决战”，将全市网

络容量翻了一番，网络质量大幅提升。会

期保障团队“全天候”值班，确保网络质

量和网络安全始终受控， 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 。 2010 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

会，是一届“成功、难忘、精彩的世博会”。

还记得长达数小时的蜿蜒长队， 体现了

世博会的巨大魅力， 检票口轻松一刷中

国移动的“世博手机票”，让人初尝信息

时代的智能。 世博会的流光溢彩和新奇

理念， 给每一位亲临现场的观众留下难

忘的印象，“二刷”、“三刷”的游客不在少

数， 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和憧憬。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移动也从不

曾停止打造美好城市生活的步伐。 世博

会上，中国移动展示了 TD-LTE、世博手

机票、 世博客流引导等十二大科技世博

亮点应用，之后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让人

们真正体会到 “移动改变生活”。

前沿技术与靓丽线条并存的国际车

展、耳边“呼啸不绝”眼前“一闪而过”的

F1 大奖赛 、还有各类音乐节 ，上海市民

的体育、文化盛宴一波接着一波，上海移

动人的保障成绩单也添加了一条又一

条。 15 载 F1 中国大奖赛上海站上，上海

移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通信企业的自信

和实力。 从开通赛场 TD 站点、 到运用

3D MIMO 设备等新技术，上海移动保障

技术不断升级， 有效应对赛事期间日益

升级的用户通信需求。同时，赛期提供的

平面手机报， 也升级到如今的多视角的

影像， 给赛车迷们提供精彩升级的赛场

一手信息。

不知你是否发现， 移动应急通信车

也在悄然成长。 1999 年第一代应急通信

车，满足数百人的通化需求，不支持短信

和 GPRS 功能，在模拟时代绰绰有余。 如

今，一代车早已退休，我们在大型活动中

看到的，已是移动第三代应急通信车，可

满足近万人的通话及数据上网需求，还

安装了告警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 让重

大活动的通信保障如虎添翼。

2018 年，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在上海举办。上海移动在与进口博览会

相关的“两大核心、五个枢纽、十条路线”

范围内，打造一张安全、精品的无线通信

网。 同时通过国展中心区域连续性规模

5G覆盖，为进口博览会打造一个 5G网络

环境下的智慧展馆，共同见证中国推进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接力赛！

图 1? 上海移动用基站架起万家沟

通桥梁。

图 2? 连续举办 15 年的 F1 中国大

奖赛上海站上， 上海移动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通信企业的自信和实力。

图 3?为进口博览会打造一个 5G 网

络环境下的智慧展馆。

图 4? 2010 年世博会上， 中国移动

展示了 TD-LTE、 手机票、 世博客流引

导等亮点应用。

摄影 林国强 王建明 郜晓赟

改革开放以来， 从模拟时代、 2G、 3G， 到今天人人离不开的

4G， 以及扑面而来的 5G? 通信方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见证了我

国移动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 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

理陈力表示： 上海移动作为通信行业的排头兵和领军者， 开拓创

新， 勇担建设网络强国重任， 用基站架起万家沟通桥梁， 让信息

打开博览世界的窗户， 用网络串起人民幸福满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