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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连续两年入选中国古生物
学年度十大进展是怎样的体验？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毛
方园说，从大自然的生命画卷中探寻连续
的演变，是一件很幸运、很快乐的事。

潜心研究 为假说找到证据

在地球 46 亿年的历史中，各种各样
的生物轮番登场。很多生物历经起源、
发展、繁盛、消亡的过程。为此，人类
在追寻自身演化、发展奥秘的同时，也
一直在探究与人类同行的其他类群的演
化历史。

“哺乳动物在演化上进行过哪些‘努
力’？它们的‘道路’是否成功？这是古
生物学研究的一个范畴。”毛方园说，很
多人认为古生物学有趣、好玩或是神
秘、高冷。如果揭开古生物学的“面
纱”，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很“纯粹”。

“古生物学更偏向于传统的生物学领
域，是一门‘以史为鉴’的学科。但是
古生物的历史研究是以百万年、亿万年
的时间为尺度来进行的。”毛方园说，与
生物学相比，古生物学多了一层时间上
的意义，或者是受到地质、环境影响的
意义。

2020 年，毛方园领衔的研究团队从
“时间”和“地质”中发现了哺乳动物演
化的奥秘——基于中国辽西热河生物群
基干兽类李氏源掠兽的多件标本，研究
团队首次建立了中生代哺乳动物中完整
听骨的三维形态，确立了哺乳动物演化
中听觉与咀嚼器官分离节点的表型特
征。该成果在当年的中国古生物学十大
进展中名列首位。

“古生物学家认为，哺乳动物中耳内
的3块听小骨是从爬行动物的下颌关节骨
演化而来的。从很大的关节骨到毫米级
别的小骨块，这一演化过程是如何进行
的？”毛方园说，在此之前，哺乳动物咀
嚼器官和听觉器官的分离过程一直是一
个假说。经过约3年的潜心研究，团队通
过关键的化石证据，解决了这个从达尔
文时代便提出的关键问题。

2021 年，毛方园团队通过对早白垩
纪 （约1.3 亿-1.1亿年前） 热河生物群两
个掘地穴居的哺乳形新属种的研究，发
现了哺乳动物脊柱的多型性，并推断出

产生物种多样性的原因。这一研究成果
再次入选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团队的研究成果在 《科学》《自然》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后，在全球学术界
引发广泛关注。现代哺乳动物中耳渐进
演化假说的开拓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哺乳动物耳区研究专家埃德加·阿林评价
道，相关的研究被认为是哺乳动物古生
物学的“圣杯”。

下接地气 用汗水赢得尊重

“中国古生物学家在国际上是很有地
位、很受尊敬的。”毛方园打了个比方，

“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盛情招待’的
状态。”

尊重源自于汗水。毛方园说，中国
科学家最大的优势之一是能吃苦。近年
来，在古生物研究领域，中国科学家与
各国科研院所和科学家进行合作，产出
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成果。

2022年，毛方园团队与英国伦敦自然
历史博物馆、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合
作，对产于英国中侏罗世（约 1.68亿年前）
的异兽化石展开研究。毛方园团队基于对
中国燕辽贼兽标本的研究成果，对英国贼
兽长期存在的形态、分类问题进行厘定，
填补了贼兽演化序列的空缺。

古生物学是生物学与地质学的交叉
学科，也是一门“接地气”的学问——
从埋藏在厚重地层的化石中，讲述远古生
物演化的故事。这意味着古生物学家要在
野外寻找化石、挖掘化石，在室内拼接、修
复化石，在显微镜下观察化石，在设备上
测量化石、复原化石……最后完成化石的
研究工作。

2013 年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毕业
后，毛方园便来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每年，毛方园和同事们
都会拿出3个月的时间，扎根大草原、戈壁
滩，进行野外发掘工作。

“挖掘化石是一项基本功，虽然在野
外工作很累，但也让我从科研的密集思考
中暂时解脱。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宅男’

‘宅女’来说，野外工作可以算得上是一种
放松了。”毛方园笑道。

如今，古生物研究融入了更多现代科
技的元素。毛方园说，热河生物群的大多
数化石为压扁的板状，普通的 CT 设备很
难对其进行精确扫描和重建。为此，中国
研发了首台高分辨板状化石专用 X 射线
显微层析成像设备 Micro-CL，极大满足
了古生物学界的研究需求。古脊椎所的研
究人员还自主开发了免费的专门处理化
石及生物体成像数据的渲染处理软件，推
动这项技术在学科领域的大规模普及。

“化石里存在大量发育生物学还不能
解释的现象，还有一些尚不可知的基因表
达调控机理，都需要不断去探索解决。”毛
方园说，希望在古生物学研究中融入更多
的现代生物学方法，进行更深入、更细致
的研究。

勇挑重担 让青春散发光彩

不久前，毛方园获得第十八届“中国
青年女科学家奖”。“作为从事古生物的研
究人员，能够获此殊荣，我感受到了国家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她说。

在颁奖现场，毛方园也不忘为自己的
研究寻找新的领域和“帮手”。活动间隙，
她和同为获奖者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车静研究员聊得热络。毛方园说，
她想了解车静在发育学方面的研究进展，
寻找在研究方向上合作的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
大梁、担重任，更多青年人才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中担任负责人和骨干，这给
像毛方园一样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带来了
信心和干劲。

“年轻代表着活力，也更经得起失败
和挫折。”毛方园说，“我希望发挥青年
人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探索和解决
更多的科学问题。”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古生物学的系
统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材料的爆发
式发现阶段。毛方园认为，中国古生物科
学家要继续努力、深入研究，从材料中提
取出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提出原始假说或
原创的技术方法等。

目前，毛方园正忙碌于新的研究。“在
中耳演化研究方面，我们建立了以中国材
料为基础的一系列化石证据材料，补齐了
假说的所有证据链。”她说。

如何把精度再提高一些？如何用新
技术更准确、更有逻辑地解释科学现
象？用毛方园的话来说，她的研究正处
在“痛苦与纠结”的关键时刻，而这几
乎是每项研究必须经历的过程。

在毛方园看来，基础研究的“冷板
凳”，其实也可以很“热”。“从事喜欢的
研究领域，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内容，
不会在意‘冷不冷’，也不会介意外界的
判断和评价。”

“我觉得古生物的‘板凳’挺热的，
是热情的热。”她说。

毛方园：
坐热古生物研究“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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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科技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肩负时代使
命，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健康，努力拼搏，
奋勇争先，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5月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本版推出《科创正青春》栏目，讲述优秀青
年科技工作者挥洒青春汗水，实现突破和超越的科创故事。

为古树画一张地图

根据我国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
源普查结果显示，普查范围内的古树
名木共计约有508万株。古树名木的
保护，既要靠政府、社会组织、学术
机构等群策群力，也离不开公众力量
的参与。

2019 年，蓝色蔚来团队成立。
团队成员大多从事公益、IT等相关行
业，在“技术＋公益”的双重背景加持
下，加上多年深耕环保公益领域的资
源与经验，为古树地图项目打下基础。

“我们在查阅古树名木记录时发
现，各地方记录的数据准确性、完整
性不高，编码形式不统一，难以将全
国古树资源整合起来，不利于古树保
护。”为此，团队成员通过扎实细致
的调研，设计了古树名木的技术公益
解决方案，并取名为“植樾”——意
为“林木茂盛，福泽后代”。

在微信小程序上，一棵棵古树可
以 拥 有 证 明 自 己 身 份 信 息 的 “ 证

件”，32位“身份证号”涵盖了树木
的科属、位置、顺序及校验信息，同
一地点、排布紧密、长相相似的古树
借此逐一区别开来……利用该小程
序，用户可充分了解身边的古树信息
及其生态价值、社会属性、人文历史
等，进而更好地帮助和保护古树。

“例如，用户可以在小程序上对
古树信息进行反馈，共同创建古树名
木的词条。”团队成员表示，希望通
过公众参与的方式，提升公益慈善的
可及性和便利性。

目前，蓝色蔚来团队的项目已完
成试点并逐步向各地推广，团队成员
希望通过此项目绘制出“中国古树地
图”，让古树以一个生命体的形式永
远留存在历史中。

用技术成就“指尖公益”

古树地图的绘制离不开技术的助
力。为此，蓝色蔚来团队项目引入了
来自腾讯云的单体识别技术和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

据团队成员介绍，单体识别技术
可以对古树进行实时建模，形成古树
的枝干数据库，再基于照片和地理位
置信息对古树进行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能够搭建规范性文本，将古树
的碎片化信息自动汇编为一个完整的
故事。用户只要在小程序拍下树干照
片，便可显示出古树的基本科普信
息、历史典故以及“年龄”。

“今后，我们还会尝试引入虚拟
现实技术，让人们沉浸式体验古树的
经历，甚至和古树‘对话’。”团队成
员介绍说，数字技术在古树保护领域
未来大有可为。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古树保护，
蓝色蔚来团队还运营了综合体验馆和
城市书房，打造出一个涉及植树、自
然教育的小型自然科普馆，为民众了
解古树保护提供了便捷的平台。

“我们有个浪漫的设想，每年 3
月 12 日植树节这天，古树地图系统
会自动为所有的古树增长一岁，将古
树信息动态地记录下去，留住一代代
人的乡愁情思。”团队成员说。

用AI为古树办张“身份证”
张伟纳

毛方园在野外进行化石发掘工作。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学院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
口，紧扣产业发展要求，打造一流学科专业集群，持续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专业优势，为
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图为台州学院“1139 科技小分队”在当地餐具生产
企业车间进行研究，助力民营企业破解技术难题。

杨远见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在华建立首个一类机构
本报电（立风） 近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执行局第216届会议经充分磋商，一致通过在中国上
海设立教科文组织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教
育一类机构的决议。

会议主席宣布决议通过，会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
声。各执行局委员国代表踊跃发言，赞赏和感谢中国对
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认为该一类机构将加强教科文组织
在 STEM 教育领域的领导力，相信该机构必将为落实教
科文组织职能使命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
要贡献。

教科文组织一类机构系该组织的组成部分，可作为
思想实验室、标准制定者、国际合作推动者、信息交流
中心、能力建设者在其职能领域发挥作用。按照规则，
本届执行局会议关于在华设立一类机构的决议将提交今
年11月举行的该组织第42届大会最终批准。届时，该机
构将成为教科文组织在华建立的首个一类机构，也是该
组织在欧洲以外的首个全球性一类机构。

产教融合带动产城融合产教融合带动产城融合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积极评价中国核技术应用
本报电（记者刘峣） 记者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5

月22日，国家原子能机构、中核集团、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以上合作涉及核能应对气候变化、核技术诊断治疗
癌症、核数据科学与核燃料循环等多个领域。国家原子
能机构还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交付了一批由中方企业捐赠
的核安保专业设备以及38项由中方翻译完成的国际原子
能机构核安全标准和核安保导则。

应国家原子能机构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
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于5月22日至26日来华访问。这
是格罗西自2019年就任该组织总干事后首次访华。

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克俭指出，中方愿继续加强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方位合作，积极探索“中国—国际
原子能机构—第三方”合作模式，向国际社会分享更多
成功经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格罗西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积极评价中方在核能发展与核技术应用方面取
得的成就，充分肯定中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长期以来的
合作成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5月20日至31日是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是“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全国各地举办了科技列车
行、科普讲解大赛、科学实验展演汇演、优秀科普作品推荐、外国专家科学讲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图为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在该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参观。
郝群英摄（人民视觉）

感受科学魅力感受科学魅力

每颗古树名木都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保护古树名木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化。
如何将古树资源进行数字化留存，让每一棵古树拥有自己的“身份证”？ 近日，在由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Light·技术公益创造营项目路演现场，来自山东
淄博的蓝色蔚来“植樾”团队展示了古树名木的技术公益解决方案，讲述了项目背后兼具科技、温
暖与智慧的故事。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
中心与本报合作推出

浙 江
台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