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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渤海溢油
6 月 4日，国家海洋局接到康菲石油公司

报告，在蓬莱 19-3油田Ｂ平台东北方向海面
发现不明来源的少量油膜。自此，渤海溢油事故
开始浮出水面。5个月后，调查结果公布：康菲
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总体开
发方案，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明显出现事故
征兆后，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导致该重大
海洋溢油污染事故。截至 8月末，渤海溢油事故
造成累计 5500平方公里海面遭受污染，其中劣
四类水质海面超过 870平方公里，部分渤海周
边岸线收到溢油事故影响。该漏油事故时从公
开之日起就受到公众高度关注，康菲应对不力、
如何提起公益诉讼、康菲如何赔偿等等不断成
为热点话题。
点评：康菲石油公司消极应付、执行不力激

起了众怒，其背后则是监管部门追责手段乏力。
纵观国外，一旦发生海洋污染，罚款足以使肇事
企业牢记教训，而刑罚也足以让相关责任人承
担违法代价。

电梯事故
7 月 5日，北京地铁四号线动物园站自动

扶梯安全事故，造成 1死 30伤。事故经认定为
电梯生产商负主要责任。由地铁扶梯到升降电
梯，随后，不少城市纷纷上演了“电梯惊魂”，电
梯故障让这种“上上下下的享受”变成一种恐
惧。电梯缘何成为“凶器”，分析认为保养不力是
主要原因。进一步探究，会发现从使用者、行业
到监管机构都难辞其咎。电梯行业有竞争压力
和盈利冲动，并对维护保障有较高的要求，因此
完全依赖市场手段肯定无法保证电梯的日常维
护和保养。
点评：在使用者安全意识参差不齐的情况

下，提供安全的公共服务产品无疑是政府的主
要职责。在公共安全监管上如何填补漏洞，是考
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

温州动车事故
7月 23日 20时 30分，甬温铁路线温州境

内，由北京南开往福州的 D301次动车与杭州开
往福州南的 D3115次动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
40 人死亡，17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9371.65
万元。12月 29日，经国务院批复的“7·23”甬温
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认为，事故
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
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
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而铁道部
原部长刘志军、副部长陆东福、总工程师何华
武、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 54
名事故责任人员也因此受到相应的党纪、政纪
处分。司法部门正针对责任人是否涉嫌犯罪问
题展开独立调查。动车事故让备受诟病的铁道
部再度蒙羞，在事故处理过程中铁道部不痛不
痒的姿态，无异于在人们的伤口上撒盐。
点评：对普通百姓来说，铁路首先是一条生

命线，然后才能是交通线，而不应是政绩线。漠
视生命、无视人民的感情，才是国人出离愤怒的
原因。

校车安全事故频发
11月 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

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与一辆大翻斗运煤车相撞，
造成 19名幼儿丧生，44人受伤。12月 12日，江
苏省徐州市丰县一辆小学校车发生侧翻并掉入
旁边一条小河中，事故造成 15名学生死亡。12
天后，云南省广南县一辆载着 12名学生的面包
车坠下山崖，7人丧生。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校车仿佛受到诅咒一般，接二连三地将一个
个稚嫩的生命送进了鬼门关。发生这些校车事
故的地点多为偏远、贫困的乡镇。对于这些地区
的学生来说，上学路途遥远，学校又无力购买足
够多和足够好的校车，“黑校车”或“超载车”几
乎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加之这些车辆的驾驶
员素质良莠不齐，惨剧的发生几乎是迟早的事。

这令人想起另一群孩子。今年夏天，北京以
“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决定关停 24所打工子弟
学校，1.4万余名打工子弟学生又一次被粗暴的
政策推向失学的边缘。
点评：留守儿童朝不保夕，流动儿童命运未

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事故越来越多、悲剧
屡禁不止？都说孩子是祖国的明天，可这些孩子
的明天又在哪里？

抢盐潮
2011年中国什么东西卖得最火？看看全国

大小商店里空空如也的食盐货架就知道了。
2011年 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甚嚣尘上，中国的
抢盐大战就迅速打响。广东、浙江、安徽、江西等
地均发生抢购碘盐的现象，很多人甚至几箱几箱
地买。几天内，多家超市货架上的食盐被抢购一
空，而个别商家也趁机提价，单包食盐的售价甚
至飙升至 10元以上。据悉，抢盐现象的出现缘自
一条“碘盐可防核辐射”的谣言。日本核泄漏事故
发生后，这条谣言通过网络和手机广泛散播，迅
速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并立即发展成一场令人匪
夷所思的全民运动。随后几天，政府和各方专家
进行了高密度辟谣，抢盐事件终于偃旗息鼓。

点评：国人安全感的缺失，源于科学知识的
匮乏。除了保障食盐供应外，政府部门还应该认
识到，国民的理性也许更需要被抢救。

争议阴滋病
4 月，一则“阴性艾滋病”流行的消息在网

上流传。染上此症者声称自己有盗汗、手脚麻木
等与艾滋病感染极为类似的症状。但经过多次
HIV检查，结果仍为阴性，临床报告也显示他们
“无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因此他们自称“艾滋病
阴性感染者”。有人认为他们并没有病，只是“恐
艾”等精神因素所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
队的研究显示，这些患者主要是受到比较常见的
性传染病原体传染，其中超过 2/3感染了 EB病
毒。卫生部官员称，没有证据表明该人群所述疾
病具有传染性和聚集性。据称，相关研究仍在进
行。
点评：艾滋病刚被发现时，也被称为怪病。

但科学的发展表明，不管多么怪的病症，只要给
科学家时间，就一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地沟油产业链曝光
9月，公安部指挥浙鲁豫警方侦破了一起

特大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案件，揭开了“地
沟油”流向餐桌的黑色产业链。这条黑色利益链
条曝光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一场打击浪潮，至
12月共查实涉案油品 6万余吨；打掉 28个省份
的 60个犯罪网络。一方面是公安部打击“地沟
油”的辉煌成果，另一方面是现有技术手段在检
测“地沟油”上止步不前，这让“地沟油”在 2011
年的诸多食品安全问题中显得异常刺眼。

点评：彻底制止“地沟油”犯罪，需要在回收
环节多想办法，同时出台补助政策鼓励回收。公
安部的战果在庞大的“地沟油”产量面前还很渺
小，把“地沟油”制成生物柴油才是有效的途径。

砍医事件
9月 15日，北京同仁医院 43岁女医生徐文

被一名患者重创 17 刀，虽经抢救脱离生命危
险，但其遭遇一时间成为医生们心头难以抹去
的阴霾。此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南昌市第一医院
门口发生大型械斗，起因为医患纠纷；此事件发
生后一个多月，广东潮州男科医院，一患者砍杀
该院副院长。从统计上看，这些激烈的事件仍然
只是少数，但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少数总会影
响多数。医患交恶，渐成中国社会的一种病态。
从救命到致命，医患冲突指向的不仅是医疗投
入不足和配置不均，某种意义上更成了全社会
愤怒情绪的出口。
点评：医患交恶，从根本上，还在于投入不

足。从政府在医疗投入上的表现可以看出，还有

许多比医疗更重要的地方。这确实是个“什么比
什么重要的问题”。

歼 -20试飞
1月 11日，中国第 5代歼击机歼 -20的试

验样品在成都顺利升空，飞行 18分钟后成功着
陆，伴飞的歼 -10拍摄了试飞的全过程。尽管歼
-20的相关数据尚未披露，但是国外专家仍对其
性能进行了大胆估测。
歼 -20宽机身，大面积三角翼，鸭式前置水

平尾翼，使用两个全动垂直安定面。从大尺寸性
能来看，歼 -20可能最适合完成远程截击任务，
可拦截敌方战略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预警
机、指挥机等，也可用作隐形轰炸机，还能攻击远
处的海上目标及航母战斗群。与美国 F-22战机
相比，歼 -20的优势在于起点高，有后发优势。
最关键的是，歼 -20将更多用于国土防空或者
进行自卫作战。
点评：随着战斗机的技术复杂程度越来越

高，第四代（或第五代）战机已经成为考较一个
大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标杆。在欧洲国家止步于
台风、阵风这些三代半战斗机的时候，中国作为
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外第三个研制第四代战机的
国家，充分证明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歼 -20
首飞，代表着中华民族飞起来了。

蛟龙号深潜
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继创下 3759 米

的下潜深度纪录后，7月 1日，搭载“蛟龙号”的
“向阳红 09”试验母船从江阴苏南国际码头起
航，奔赴东太平洋执行为期 47天的海上试验任
务。此次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承载一名潜航员
和两名科学家，在 5000米左右深度超常环境下
进行资源勘察、科学考察和其他深海特定作业。
据悉，当下潜能力达到 5000 米深度后，可使中
国深海活动能力覆盖世界 70%以上的洋底。根
据“蛟龙号”海试方案，“蛟龙号”将开展海底照
相、摄像、海底地形地貌测量、海洋环境参数测
量、海底定点取样等作业试验与应用，全面考核
其在 5000米水深的设计功能和性能，进一步锻
炼和培养中国载人深潜技术能力，为下一步开
展设计深度指标的试验和应用奠定基础。
点评：“蛟龙号”是我国自行设计、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第一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是一条地
地道道的“中国龙”。

中国航母元年
2011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航母元年。这一

年，中国军方首次证实中国正在改建一艘瓦良
格号航空母舰。8月 10 日凌晨，中国航母平台
开始离开码头，进行航海试验。其后又于 11月、
12 月展开了两次航行测试。对于航母测试，中
国国防部四次回应，表明中国的意图：中国航母
只用于教学训练，中国的和平政策不会改变。尽
管瓦良格号改装于废旧航母，距真正形成战斗
力还有很长时间，且离世界级航母相去甚远，但
这仍被视为中国国防力量的彰显和中国“硬实
力”的体现。瓦良格号的接连三次试航，标志着
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迎来一个新阶段。
点评：2011年，中国铺设了一条充满想象和

希望的航母之路。国人百年航母梦圆，成为中国
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又一代表性事件。

天宫一号升空
9月 29日 21时 16分 3秒，中国第一个目

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飞行器全长 10.4 米，最大直径 3.35 米，由实验
舱和资源舱构成。它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
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建
立初步空间站。11月 3 日凌晨，天宫一号顺利
实现与神舟八号飞船的对接任务。按照计划，神
舟九号、神舟十号飞船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依
次与天宫一号完成无人或有人交会对接任务，并
建立中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使中国人的

飞天梦想继续延伸、拓展，代表了中国愈加宏伟
的民族抱负以及科技理想。天宫一号已成为另一
个象征，表明中国通过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财富积
累、国力提升，能集中力量发展航天事业。

点评：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与美俄
等国家相比，中国的空间站技术仍处于起步阶
段，天宫一号的发射，只是中国努力缩小差距的
开始。

萤火一号失踪
“萤火一号”是中国火星探测计划中的第一

颗火星探测器。11月 8日，“萤火一号”与俄罗
斯“福布斯—土壤”探测器一起发射升空，开始
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按照既定计划，两个探测器
发射升空后，“福布斯—土壤”探测器上的主发
动机开始工作，并通过 3次点火将探测器送入
环火星轨道。然而刚升空不久，俄方探测网中，
“福布斯—土壤”探测器信号丢失，“萤火一号”
也不知所踪。9日，俄方宣布“福布斯—土壤”火
星探测器变轨失败。“萤火一号”至今仍在地球
家园附近徘徊。

点评：第一次与火星亲密接触以探测器“搭
错车”而告终，如同本来寄予深切希望的孩子却
走丢了，中国火星探测实施人员对此次事故感
到万分惋惜却无能为力。我们相信，利用自己的
火箭将探测器送上火星仍然指日可待。

中微子超光速实验
9月，欧洲原子能研究机构在大型中微子

振荡实验（OPERA）项目中意外检测到，中微子
的速度快于光速。11月，OPERA研究人员对实
验结果进行了复核，再次确认了“中微子超光
速”的实验结果。实验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热
议，物理学界的星星之火也点燃了公众的好奇
心。许多人甚至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错了，现
代物理学大厦的基石被撼动，并开始幻想时间
旅行的实现。至今，物理学家仍然对此表示怀
疑，一些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寻找中微子的特殊
性质。他们认为，即使实验结果准确也不能证明
相对论错误，就更不用说时间旅行了。

点评：自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
来，物理学理论似乎沉寂了近一个世纪。不管中
微子是否真的超光速，人们期待物理学取得新
进展的迫切之心却不假。

首次撤销国家科技奖项
2月，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发布通告，正式撤销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
学院原教授李连生等 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的决定，并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
这是我国首次撤销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

2008年初，西安交大退休教授杨绍侃等对
李连生等 2007 年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项目进行实名举报。2010年 3月，西安交
大决定：因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
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随着调查的深
入，李连生等 2005年所获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项目被发现在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上存在
造假问题。
点评：经济、民生领域的造假有法律制裁 ,

学术腐败也不能仅仅只有道义谴责，也需要法
律和制度的严惩。只有对学术不端实行“零容
忍”，才能构建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

付炜剽窃事件
燕山大学教授付炜在担任《电子学报》审稿

人期间，以“建议本文修改后重申”为由，把论文
退还给投稿人。随后却对原作者的论文略加改
动，然后安上自己的姓名，另投他刊。6月，付炜
的剽窃行为经《中国科学报》（时名《科学时报》）
连续报道后，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近年
来，我国教育界学术不端事件频频发生，教授、
讲师乃至研究生、本科生抄袭剽窃现象屡禁不
止。诚然，学术不端脱离不开当前高等教育制度

和学术管理的外部环境，但学者更应自律。
点评：诚信是学者应该恪守的基本原则，是

整个学术界的信誉和秩序之基。学术剽窃泛滥
在摧毁学术尊严的同时，也在摧毁着人们对于
科学家群体的固有印象。

院士举报院士
8 月 23 日，《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

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
元春的学术腐败》一文出现在网络上。这篇举
报材料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
院士李季伦等 6 人共同署名，举报了石元春的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打破咸
水禁区”等多项成果均为剽窃，并列举相关资
料。此事件在科技界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农大
也在官网上发表声明：“将提请上级有关部门
进行调查。”9月 19 日，石元春在《中国科学
报》（时为《科学时报》）刊发署名文章对举报材
料进行回应。石元春在文章中称，所谓 12条指
控没有一条能站住脚，全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歪曲与捏造。
点评：举报学术腐败不能成为解决个人恩

怨的手段。科学的发展更需要的是一种维护学
术界纯洁的体制和机制。

“人耳鼠”争议
“人耳鼠”是先用高分子化学材料聚羟基乙

酸做成人耳的模型支架，然后让牛的软骨细胞
在支架上繁殖和生长成耳朵的形状，长好后，植
入鼠背。2011年，一篇名为《一只假耳朵，骗了 3
个亿》的文章在科学和舆论界引起风暴，文章质
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谊林在 1997 年做的国
内第一例“人耳鼠”中，植入的“人耳”为高分子
材料支架。事情发生后，曹谊林认为这是有人在
参选院士之际对自己的中伤，并再次在 8个裸
鼠背上成功构建“人耳软骨”。
点评：科学离不开质疑，没有质疑就没有科

学进步，但质疑本身应该是科学的，否则不利于
科研环境的健康发展。

饶毅退选院士
8 月 17 日，2011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

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未能进入名单。饶毅随后在科学网上贴出
博文宣布：从 2011 年 8 月 17 日后将不再成为
候选人。在科学界还存在诸多问题的今天，饶
毅此举引起公众和媒体极大关注，有人赞赏他
不妥协的态度，有人批评他行动过激，甚至有
人质疑他之前没有拒绝参选，落选后发博文是
制造噱头。不管公众对其行为的评价如何，但
此事毫无疑问是 2011 年科学界的热点公共事
件之一。
点评：饶毅直接宣布退出，自己关上大门，

实在有些可惜。关于中国科学，饶毅自己也说，
回国这些年，见证了科学界在一点点进步，相信
环境会越来越好。

PM2.5进入公众视野
“北京空气质量指数 439，PM2.5 细颗粒浓

度 408.0，空气有毒害……”11 月，美国驻华大
使馆公布的一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让 PM2.5
闯进了公众视野。PM2.5 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
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
物。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 粒径小，
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
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
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此前，我国公布的是对
直径较大的悬浮颗粒 PM10 的监测数据。现
在，公众普遍赞成将 PM2.5 纳入《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部分地方正加紧推进 PM2.5 数据的
监测和公布。
点评：和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数据，渴望公

布得更多些。不知道有多少名词还不为公众所
熟知，难道都要他国人士告诉我们吗？

▲中国改建的瓦良格号航母
▲“人耳鼠”争议

荨首次撤销国家科技奖项
荩抢盐事件
▲温州动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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