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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个个具象符号勾勒连续七年在沪举办的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桌布是不容错过的关键词之一。从第一届论坛

开始，这个被主办方寄予“自由的想象”寓意的特殊物件，就记录

下论坛上一次次的灵感迸发，而每一届的桌布都被悉心珍藏。

昨天一早，100位刚刚走出“科学第一课”的科学少年，又兴

致高涨地走进世界顶尖科学家科学T大会“未来科学家桌布论

坛”。他们围绕生命科学、智能科学、物质科学领域的三大挑战

问题，与29位科学大咖一同开启了头脑风暴。整整一上午，只

要灵感来“敲门”，年少的他们与年长的导师都可以拿起手边的

笔在桌布上“涂鸦”，亲笔记录科学的种子如何发芽。

一张雪白桌布呈现出科学多样性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几乎参加了每一

届桌布论坛，当他的小组成员还在略显拘谨地自我介绍时，他直

接站起身，在桌布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单词“Diversity（多样

性）”。这个小组的讨论话题是如何实现AI公平，构建人与智能

机器和谐共处的未来。在莱维特看来，人类能够做到的公平是

阻止出现最坏的情况。“如果一批人利用AI得到很多资源，而另

一批人一无所有，这是我们要避免出现的情况。”他说。

有意思的是，莱维特所关注的多样性，在会场表现得淋漓尽

致。尽管“初始设定”都是从一张桌子、一块桌布、三位教授、十

来个学生开始，但一段时间后，不同圆桌的状态已大相径庭。

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

丹妮拉 ·罗兹一桌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桌布上却还是雪白一

片；2024年生命科学突破奖得主安德鲁 ·辛格尔顿一桌似乎就

某个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桌布被写得“半满”……

桌布论坛的最后，时钟开始倒计时15分钟，每个小组都要

派代表上台阐述观点。在人选安排上，10个小组也各显神通。

推崇随机性的莱维特一组将指派的权力交给ChatGPT，它随机

摇出一个数字，拿到这个数字的组员上台发言。2024年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乔恩 ·克莱因伯格则

践行公平原则，他将每位小组成员的发言亮点记录下来，用论文

摘要的方式让人们对观点的“第一作者”一目了然。

一场热闹对话测出知识“零高差”

除了让所有人都能畅所欲言，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教授姜雪峰则思考了桌布的另一层含义——如果同桌师

生知识水平差距很大，还能像现在这样热火朝天地聊天吗？

姜雪峰小组的讨论话题是如何让材料循环系统更高效，从

而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他发现，无论是讲到海洋塑料、气候

变暖还是太空垃圾，同学们都能谈得头头是道，而且面对问题很

直接也很自信。比如，当他提到应该多使用纸吸管、环保袋来保

护环境时，一位同学就表示，为什么不直接研究塑料降解技术，

让塑料不再是一种环境危害呢？

“中国学生对人工智能的知识掌握得太全面了。”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环境与职业健康系教授帕特

里夏 ·西拉维尔连连感叹。当聆听完一位学生滔滔不绝地谈论

无人驾驶技术，详细描述自己体验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感受后，她

坦言在这个领域自己已经比不上这位学生了。

“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西拉维尔非常高兴地指出

了这位同学的特长，她鼓励这位醉心于无人驾驶的学生要在自

己喜欢的领域多提好问题，因为科学的进步始于提出问题的人。

一句点拨就能打开年轻人的“脑洞”

“桌布论坛是我最期待的环节。”论坛举行之前，上海外国语

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褚诗语满怀期待。她觉得，得到一句来

自大咖的点拨，或许能打开自己的一个“脑洞”，结果没让她失

望。圆桌上，褚诗语与辛格尔顿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交流，在一个

小细节上谁也不肯退让，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论坛后，

褚诗语对辛格尔顿赞不绝口，“他研究中的一个细节点燃了我”。

褚诗语忍不住与记者分享她的收获：“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基

因归为两类：好基因与坏基因，但是辛格尔顿的研究告诉我们，

有些晚年会造成疾病的‘坏基因’，早年常常是帮助人们抵御疾

病的‘好基因’。对于基因的好坏，我们应重新认识。”

“不愧是‘最强大脑’。”从辛格尔顿身上，褚诗语能感受到一

种一眼看出关键问题的能力，或许正是这种所谓的“科学直觉”，

才使他们在千百条科研路径中找到通往成功的那一条。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舒琪媛静静听着乔治 ·斯穆特的

“家长里短”。她印象最深的是斯穆特也有“任性”的一面。身为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非要参加生命起源的小组讨论，原来他

家里有多位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人，自己对生物学也很感兴趣。

至于如何拿到诺贝尔奖的，斯穆特说要归功于他的团队。“现在

提到诺贝尔奖得主，我会觉得像爷爷一样亲切。”舒琪媛说。

当灵感来敲门，百位刚刚走出“科学第一课”的科学少年与大咖偶像们聊得火热

一张张桌布记录下科学萌发的那一刻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未来，每个家庭可能都要备一块储

能电池，这将成为新的必需品。”在昨天

举行的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青年

科学家学术交流坊（青科HUB）上，清华

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张强作出预言。

本届顶科论坛延续了去年创设的

“青科HUB”讲座形式，来自全球生物

学、医学、材料学、数学、信息技术、化学

工程等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在开放的共

享大厅内介绍学科的前沿发展及各自的

研究成果，并与随到随听的现场观众热

烈互动。

作为顶科论坛的老朋友，第三次参

会的张强在主题为“能源与碳科学”的青

科HUB上表示，当代社会需要的二次电

池续航时间越来越长，甚至未来可以用

电池来驱动飞机、轮船。而要获得既强

大又安全的电池并非易事。针对高能量

密度电池的需求，金属锂以其极高的容

量和最负的电极电势成为下一代高能量

密度电池最有前景的负极材料之一。但

锂金属负极界面不稳定，导致树枝状锂

枝晶的沉积，枝晶既会造成安全隐患，又

会降低电池的利用率，缩短其使用寿

命。所以，构建电解液和高反应性电极

之间的稳定固液界面，是研发高能电池

的前提。

对此，张强团队总结了锂电池电解液

中锂离子、溶剂分子、阴离子之间相互作用

及其构效关系，从原子尺度上理解电解液

设计的一般规律，并提出结合锂键化学理

论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加速电解液的开发

与设计。张强表示，电池是典型的高科技

产品，高性能电池的研发充满挑战。与软

件、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类似，电池研发也需

要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开展，需要将创新

成果注入电池产品设计。

2023年，因在能源化学与能源材料领

域的贡献，张强从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

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得到首届“可持续发展

青年科学家奖”，成为全球获此殊荣的三位

科学家之一。今年9月，张强入选2024年

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此外，他还

连续多年在两个领域被评为“全球高被引

科学家”。

张强说，新能源的全面应用，让大家不

再那么关心“家里有没有矿”，而是更关心

有没有创新，有没有能力将创新科技转化

为新质生产力，服务于美好生活。发展新

型储能技术，让家家户户用上新能源，是他

努力追求的愿景。

食品废弃物是全球废弃物的重要组

成，填埋或焚烧目前仍是主要的处理方式，

但传统方法会造成碳排放，对环境产生负

面影响。为此，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工

程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助理教授余嘉明

致力于探索绿色的废物利用技术。

第一次参加顶科论坛的她走进共享空

间，为现场观众带来“微波辅助生物精炼”

的前沿成果。她的团队利用微波将生物质

进行热催化，不仅解决了废物处置的问题，

还能将其高效地转化为可再生的平台分子

与燃料添加剂，用以替代石油衍生品。

用技术撬动可持续的未来，青年科学家开麦发声

储能电池将成新的家庭必需品

■本报记者 孙欣祺

工作8年，生育完孩子后读博，丹妮

拉 ·罗兹写出了蛋白质数据库引用最多

的论文，获得了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奖；在女性占比只有0.4%的神经外

科领域，凌峰站稳脚跟并成为神经外科

首席专家；从喝不上干净水的越南小山

村到成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

校聚合物与有机固体中心主任，阮淑娟

走入了世界学术圈，走进了全球前1%高

被引科学家名单……

“50%的全球智力来源属于女性，但

历史上，女性大脑受到‘压制’，男性大脑

受到鼓励。”在世界顶尖科学家“她论坛”

上，来自全球各领域的多位顶尖女科学

家站在聚光灯下，用一项项实打实的科

研成果、一篇篇高被引论文、一个个励志

的人生故事证明，对科学的贡献无关乎

性别。

来自英国剑桥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

生物学实验室（MRC-LMB）的名誉课

题组负责人丹妮拉 ·罗兹，读博士前就已

发表了13篇论文，博士毕业仅5年后，罗

兹拿到了MRC-LMB的终身教职，成为

研究组的领导者。“当人们在期刊上读到

我的论文，无法通过署名来判断我的性

别时，会习惯性地认为我是男性，我不知

道这是赞扬还是冒犯。“但罗兹始终认

为，这种偏见是可以被打破的。

现场，她分享了自己7岁小孙女的

一幅画，画的主题是“我眼中的科学家”：

一管管化学试剂旁，一位扎着马尾、戴着

护目镜、身穿白大褂的女科学家正在认

真工作，旁边是一颗“科学之心”。罗兹

说：“孙女因为我爱上了科学，我对成长

中的青年一代充满信心。”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首席

专家凌锋拥有50年临床医学经验，她曾

带领7000余名志愿医生团队陆续前往

农村地区义诊，为偏远山区的病患带去

希望。她治愈过国外医生束手无策想要

放弃的重症患者，也用独特的系统医学

理念帮助一位百岁老人转危为安，将其

寿命延长了4年。

在女性鲜见的神经外科，凌锋做到了

顶尖，也领导过许多男性医师。在她看来，

工作中要忘记性别的差异，无论男性还是

女性，都可以做到最好的自己。随着社会

观念的进步，政策的日益完善，女性受教育

水平逐渐提高，凌锋认为女性将进入越来

越多此前以男性为主的行业。她鼓励现场

所有的女性：“没有一个职业是女性无法胜

任的。”

阮淑娟教授分享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经历过战争，村子被炸，在长达16年的时

间里，阮淑娟甚至没有用过电。“那时候我

就在想，如果我能把阳光装进一个罐子里，

就能看书或者做其他事情了。”

40多年后，阮淑娟成了全球太阳能电

池新材料研究最前沿的科学家，实现了“捕

捉阳光”的童年梦想。移民美国后，阮淑娟

做过美发店助理，在饭店端过盘子，但她知

道，她的人生绝不止于此。她曾为了求学，

敲遍所有实验室的门，屡试屡败却从未放

弃，最终遇到了她的博士生导师，踏上了科

研之路。

阮淑娟鼓励年轻人：“别放弃，总会

有一扇门向你打开。”如今，她也成了

“领路人”——每个月，她都会抽一两个

小时跟全球青年们交流，其中超过50%的

人只在线上见过阮淑娟，但这并不妨碍她

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师”，倾囊相授她的

经验和观点。

会后，现场众多学生拥向前排的女性

科学家，向她们讨教经验，倾诉烦恼，从对

话、合影、拥抱中汲取成长力量。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学生黄姝颖现场许

愿：希望自己一年后也能成为一名女博

士。“她们是最好的引路人，让我们知道未

来有无限可能。”

“她论坛”现身说法：对科学创新的贡献无关乎性别

鼓励更多“她”投身科研
■本报见习记者 刘琦

①余嘉明在青年科学家学术交流坊上

讲述近期科研成果。

②“她论坛”聚焦科研界的女性创新与

变革力量，邀请顶尖科学家与青年女性研

究人员到现场分享和交流。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诺贝尔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迈克尔 ·莱维特带同组的孩子们玩转ChatGPT，生动展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方式。 本报记者 袁婧摄

2024顶科论坛科学T大会三大挑战性问题

生命起源：解码基因，独特的人类是如何造就的？
物质无限：如何让材料循环系统更高效，从而促进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人类未来：如何实现AI公平，构建人与智能机器

和谐共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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