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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一个共识、一个目标、一个理念，探索新机制，采用新模式

北生所培养研究生的“三个一”
本报记者 谷业凯 赵永新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⑤R

发现乙肝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受体、揭示细胞焦亡的分子机制、找到男

性生殖系统衰老的奥秘、孵化出 6 个治疗重大疾病的新药研发公司……许多

人知道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在原创性科研和成果转化上

独树一帜，却不知道该所在创新人才培养上也可圈可点——

截至 2021 年 8 月底，北生所已累计培养博士 681 人，其中 15 人获得吴瑞奖

学金、23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在已经毕业的 385 名博士中，除了大量目前还在

做博士后研究的，已有 95 人成为清华、北大、中科院、剑桥等知名高校院所的

教授或实验室主任，接近毕业生总人数的 1/4。

2005 年才挂牌成立的北生所，“成才”率为何如此之高？

一个共识——
让老师围着学生

转，而不是学生围着老
师转

走进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北生所，走廊

里隆隆的仪器运转声清晰可闻。原研究生

院院长（兼）、高级研究员董梦秋的办公室和

其他同事一样：里面的小房间是自己的办公

室，外边的大房间是学生的共用办公室；两

个办公室之间的门始终敞开着，学生有什么

问题可以随时进来。

“ 其 实 我 跟 学 生 是 一 起 成 长 的 。”说 到

研 究 生 培 养 ，董 梦 秋 更 愿 意 把 自 己 和 学

生 之 间 的 关 系 形 容 为“ 同 事 之 间 探 讨 问

题 ”，“ 不 要 让 学 生 觉 得 和 老 师 是 上 下 级 ，

而 是 要 让 他 们 知 道 ，他 们 也 是 科 学 探 索

的 主 体 。”

让学生成为科研探索的主体，不仅是北

生所所有实验室主任的共同理念，并且有一

系列的创新性制度保障。

自 2005 年暑期开始，北生所每年都举办

“本科生暑期训练计划”，其目的在于早早为

那些对生命科学研究感兴趣的本科生播下科

学的种子。如今在北生所，有 3 位实验室主

任是当年参加过这项计划的学生。

去 年 新 入 职 的 巴 钊 庆 一 直 记 得 2007
年 在 北 生 所 参 加 暑 期 训 练 时 的 一 个 情

景 ：一 天 吃 午 饭 的 时 候 ，他 端 着 餐 盘 坐 到

所 长 王 晓 东 身 边 ，同 他 讨 论 起 自 己 正 在

做 的 一 项 课 题 。“ 直 到 现 在 ，这 个 传 统 还

一 直 延 续 着 。”

“那时候我读大三，学的是工程机械专

业，生物学的知识主要靠自学。但北生所更

看重的是，学生有没有科研潜质和精耕细作

的劲头。”巴钊庆说。

研究生部主任李学真老师的一句话，让

巴钊庆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所不会放弃每个

真正想做科研的学生。”

对于申请读研的学生，北生所更关注的，

是他们对科学的理解、进取心、思维敏锐性和

逻辑分析能力，以及实验技能等。

在 采 访 现 任 研 究 生 院 院 长（兼）陈 婷

时 ，她 告 诉 记 者 ，面 试 时 的 一 个 重 要 环 节 ，

是考查学生“读文献”的能力。学生从 3 至

5 篇 文 献 中 任 选 1 篇 ，在 2 小 时 内 阅 读 、理

解；之后，由 5 位实验室主任组成的面试小

组 ，围 绕 这 篇 文 献 问 学 生 问 题 。“通 过 这 个

环节，老师就能够对学生的科研素养、逻辑

思维和表达能力有个比较明确的判断。”陈

婷说。

北生所的实验室不单独招生，由所里统

一面试招生，入学后都要在不同的实验室之

间“轮转”；每个学生轮转 2 至 3 轮，每轮 2 个

月。之后，学生与导师（实验室主任）各自递

交一份按优先次序排列的选择名单，双向自

愿选择；各个实验室主任每年招收学生的上

限为 2 人（新实验室第一年可以到 4 人）。导

师确定后，所里还为学生配备 3 人以上的导

师指导小组；学生对导师或指导小组有意见

时，可向研究生部申请调换。

“ 这 些 制 度 对 导 师 的 压 力 很 大 ，因 为

你 的 口 碑 很 重 要 ，口 碑 不 好 的 很 容 易 招 不

到 学 生 。”陈 婷 告 诉 记 者 ，北 生 所 是 国 内 最

早 实 行 轮 转 和 双 向 选 择 的 科 研 单 位 之

一 。 对 比 传 统 的“一 对 一 ”招 生 模 式 ，轮 转

制 度 相 当 于 给 了 师 生 双 方 自 由 选 择 的 机

会 ，学 生 在 最 终 选 择 之前对导师有比较充

分的了解，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规划也更清

晰、更合理。

“所有这些探索，只有一个目的：让老师

围着学生转，而不是学生围着老师转。”王晓

东说。

一个目标——
鼓励学生做具有

挑战性的原创性基础
研究

翻 开 董 梦 秋 实 验 室 的《博 士 生 培 养 规

划》，第一页是几条“知情声明”——

原创性探索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请做好

心理准备；

导师承诺尽心尽力培养每个学生，但不

能承诺到什么时候一定发文章，发什么点数

（影响因子）的文章；

怕苦莫来，求稳莫来……

在《实验室管理、教与学问题调查》中，第一

部分是一道问答题：“科研活动中你犯过的印象

最深刻的错误有哪些？”

在学生反馈的 26 个答案中，有“电磁炉

里煮样品忘记收”“普通枪头吸挥发性液体”

“天平称量前没有清扫表面”……这些看似

“细枝末节”的问题，董梦秋看得很重。

“生命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离不开动

手 做 实 验 。 如 果 基 本 的 实 验 操 作 不 过 关 ，

一些不易察觉的失误很可能毁掉精心设计

的实验，轻则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误导实验

方 向 ，给 课 题 进 展 人 为 地 制 造 困 难 。”董 梦

秋说。

在董梦秋的实验室，常规实验操作培训

是一门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课。几年下来，学

生们对其重要性更加了解：帮助自己提高实

验效率，拿到可靠的数据，为发表高质量文章

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基础能力培养上，除了每个实验室主

任言传身教，北生所还常年举办“我爱科研”

系列讲座，其中就包括各种“实验室基本生存

技能”的培训。比如，韩霆讲的是“如何做好

实验记录”，蔡涛讲的是“二代和三代测序”，

汤楠讲的是“如何作图”，陈婷讲的是“如何做

学术报告”……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北生所的培养

目标：做具有挑战性的原创性基础研究。

“ 这 也 是 北 生 所 最 吸 引 我 的 地 方 。”吴

瑞 奖 学 金 获 得 者 、2021 年 刚 做 完 博 士 后 研

究的李蛟告诉记者，“北生所不会因为发文

章 的 压 力 ，让 学 生 去 选 择 比 较 容 易 的 课

题 。 比 如 某 个 肿 瘤 里 的 A 分 子 ，我 们 除 了

要 搞 清 楚‘ 它 在 另 一 种 肿 瘤 里 有 没 有 起 作

用 ’，更 要 知 道 它 在 里 面 是 怎 样 起 作 用 的 ，

其机理是什么。”

李蛟坦言，做原创性基础研究对研究生

而言的确“很苦很难”：“我记得读博士阶段最

困难的要数 2014 年冬天，当时要做一个小鼠

肺胚胎的活体成像系统。这个事全世界都没

有人做过，所有设备、手段都要靠自己一点点

摸索，做了几个月都没有进展。我哭丧着脸

去找导师汤楠，她对我说，没事儿，你尽管去

试，需要什么我全力支持。”

“汤老师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快到年

底的时候，有一天我睡到半夜，突然想到：可

能是系统里的某个细节在作怪，第二天马上

跟汤老师讲，她听完后说‘完全有可能，你再

试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后，系统运转就正常

了。最后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某知名杂志的

封面文章，至今还被国际同行奉为经典。”李

蛟笑着说。

除 了 激 发 内 生 动 力 ，北 生 所 也 尝 试 用

一些制度性设计引导研究生做有挑战性的

课题。比如，入学第二年进行的“博士生资

格 考 试 ”，每 个 博 士 生 需 提 交 1 份 6000—

10000 字的课题研究报告，面对 3 位导师进

行答辩。

“3 位导师在下面坐着打分，所里的学生

尤其是低年级学生都会去听，大家可以自由

提问。如果课题的成色不足，很容易下不来

台。”陈婷坦言，“这样做其实很浪费时间，答

辩前后学生差不多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导

师也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参加答辩。但在我们

看来，这是值得的。”

一个理念——
只有用辛勤的汗

水浇灌出来的玫瑰，才
是最珍贵的

说起“好学生”，王晓东的标准有两个：

“一是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就去找学生，

咱是不是能试试这个？他会跟我说，这东西

我早试过了，不行。二是有时学生会跟我说，

咱们能不能试试这个？他说的这个想法，我

得花两个礼拜才明白为什么。”

由此可见，要想成为北生所的“好学生”，

并不容易。

然而，北生所的大多数学生做到了。出

生于陕西农村、即将到某知名科研机构做博

士后研究的刘珊珊，刚到北生所时“眼前一抹

黑、啥都不懂”。在蒋辉老师的指导下，她已

经成长为“啥都不怕”的科学新星。在去年的

“格物致知”学生论坛上，她凭借精彩的学术

报告获得一等奖，成功“上墙”。

“ 在 北 生 所 ，如 果 发 了 知 名 学 术 杂 志

的 封 面 文 章 ，或 者 拿 到 了‘ 格 物 致 知 ’学 生

论 坛 一 等 奖 ，就 有 机 会‘ 上 墙 ’—— 名 字 和

照 片 一 同 出 现 在 一 楼 大 厅 的 墙 上 。”刘 珊

珊 眼 里 闪 着 兴 奋 的 光 ，“ 前 段 时 间 妈 妈 来

所 里 看 我 ，看 到 我 的 照 片‘ 上 墙 ’了 ，激 动

得要流泪！”

“许多人认为，做科研的都是天资过人，

其实真不是这样。”董梦秋说，在北生所，她看

到的是更多普通人靠着踏实努力取得了骄人

的成果，既有老师也有学生。“只有用辛勤的

汗水浇灌出来的玫瑰，才是最珍贵的。”

当然，刘珊珊们的进步，并不是“天上掉

馅饼”。

在一份有关研究生培养的问题清单上，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些内容：“食堂一份菜太单

调，两份又太多”“建议增加四年级研究生科

研进展报告，每次有一个实验室主任在场”

“增加羽毛球场”……

“只要是学生提的意见，研究生部都会做

好记录、及时反馈，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李

学真告诉记者，“北生所希望给研究生创造一

流的环境，发现、释放他们的潜力，让他们的

才华得到充分施展。”

每天两点一线，常年夜以继日，做原创性

科研的艰难困苦，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在北生所，导师们的一大工作，就是让学

生们“苦中作乐”。

在学术报告会上，他们拟定的题目，多半

妙趣横生：“老而不衰是为王，王者何在？”“肤

浅的认知：略懂皮毛”“如何得诺贝尔奖”；包

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学术大咖来做报告，

中午所里会安排他们和学生一起吃饭、讨论、

聊天；为缓解压力，所里常年安排丰富多彩的

课余活动：远足、球赛、节日联欢、自导自演搞

笑幽默的 MTV……

“我最开心的时刻是凌晨 1 点。”从昔日

的学生到如今的导师，巴钊庆品到了科研的

“真味”，“等机器扫描的结果出来的时候，那

两个‘条带’和我预想的一样，我就知道我是

世界上第一个看到这一现象的人。这是世界

上最好的奖赏！”

在北生所新生入学手册的附页，有老师

写给学生的一首诗——

谁没有过失、迷惘与困惑？

我们也曾幼稚和无知。

我们尊重包容每一个你。

我们虚心向你学习，迫不及待传授我们

的知识……

我们愿意见证你的成长，直到你飞起的

那一刻，去天空翱翔。

新年伊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

进步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科技领

域的“基本法”，科技进步法对保障、促

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推动科技创新

的意义自不待言。修订后的这部法律

增加了“基础研究”章节，且被放到了

“总则”之后“第二章节”的重要位置，

足见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除了探索自然奥秘、拓展人类的认知

边界，基础研究也是破解“卡脖子”难

题的关键开关。根深才能叶茂，基础

认知不清晰，原理机制不清楚，就很

难做出原创性、革命性、颠覆性的关

键核心技术。以我国的“人造太阳”

为例，它之所以能接连创造出 1.2 亿

摄氏度“燃烧”101 秒、1.6 亿摄氏度

“燃烧”20秒的世界纪录，就源自科研

人员对核物理规律更深层次的理解

与把握。一个参数的优化，就可能带来船舶装载的提质增

效；一项实验的成功，就有望增加火箭发射的安全系数。基

础研究一小步，技术突破一大步，载人航天、大洋深潜等重

要科技工程连奏凯歌的背后，是基础研究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加，重大发现逐年

增加。但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投入偏少、原创性

成果不多、领军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当前，科技创新成为

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

烈。强大的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

其水平和实力影响着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也事关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加强基

础研究势在必行。

加强基础研究，既要鼓励自由探索，也要强化目标导

向。人类对科技创新的规律性认知没有终点，基础研究的

首要功能是提供新知识、新发现、新原理，必须着眼长远、尊

重规律，呵护科研人员的好奇心，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同

时，在总投入有限、许多共性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当下，也

要引导科研人员聚焦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难

题，增强创新自信，努力有所作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在优化学科布局上下功夫。基

础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许多时候

“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因此，要加大对冷门学科、基

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努力把基石做大做

厚。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自然科学基金委近

年新组建的交叉科学部发展势头良好，资助项目初现成

效，其经验值得总结。在做优做强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

也要紧盯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不断建

立健全学科交叉融合资助机制，壮大门类齐全、高精尖新

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加强基础研究，创造良好的科研生态至关重要。基础

研究具有周期长、难度大、不确定性大等特点，不可能一蹴

而就，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也需要长期攻关。在增加主渠道

投入、多元化拓展、持续稳定加大投入的同时，更要尽快建

立起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特点的科学评价机制，强化以学

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宽容失败、鼓励探

索，让更多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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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谈R

当前，科技创新成
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
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
竞争空前激烈。强大的
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的根基，其
水平和实力影响着科技
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也
事关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

前 不 久 ，浙 江 宁 波 江 北 10 千 伏 横 山 线

主线实现量子加密智能开关全覆盖，标志着

国内首条基于量子加密无线通信的全自动

化架空线路正式投运。

架 空 线 路 是 指 架 设 在 地 面 上 的 输 电

线 路 。 这 也 是 国 网 宁 波 供 电 公 司 首 次 运

用 量 子 技 术 成 功 突 破 架 空 线 路 智 能 开 关

远 程 控 制 安 全 瓶 颈 ，为 提 高 供 电 可 靠 性 、

加 快 新 型 电 力 系 统 建 设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技

术支撑。

由于受到通信安全性的制约，宁波在运

的 5200 余台架空线路智能开关均不具备遥

控条件。其中的 10 千伏架空线路 2690 条，

大多位于较偏远的地区，发生故障时需要巡

线 查 找 故 障 点 ，还 需 工 作 人 员 现 场 操 作 开

关，故障研判处置时间需要几小时，导致架

空线路运行和故障处置效率较低。为解决

架空线路开关无法遥控的问题，国网宁波供

电公司积极探索引入“量子加密”技术。

“量子加密”技术以单光子作为密码的

载体，生成的量子密钥具备不可破解、不可

窃 听 的 优 点 ，是 绝 佳 的 通 信 密 码 。 国 网 宁

波 供 电 公 司 经 过 多 轮 技 术 认 证 ，最 终 确 定

在 主 站 侧 搭 建 量 子 加 密 安 全 服 务 平 台 ，在

现场侧加装量子安全终端的建设方案。借

助量子密钥的生成、分发和通信协商机制，

在主站与电力设备之间构筑一条量子加密

安 全 隧 道 ，相 当 于 给 传 统 的 无 线 信 道 加 上

了一层“金钟罩”，为电力设备数据上报、主

站遥控指令下发提供坚强的安全屏障。

“ 量 子 加 密 ”技 术 保 障 了 智 能 开 关 精

准 安 全 的 远 程 控 制 ，给 予 架 空 线 路 灵 活 的

“躯 体 ”，而 与 全 自 动 配 电 线 路 技 术 的 深 度

融合，更赋予了架空线路智慧的“大脑”。

“现在量子技术与配电线路自动化技术

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架空线路自动故障定

位、故障隔离和快速负荷转供，将架空线路

故障平均恢复时间缩短至 1 分钟，显著提升

架空线路运行和故障处理效率，特别是为乡

村高质量用电需求提供了保障。”国网宁波

供电公司配电自动化班班长周云高说。

据 介 绍 ，“ 量 子 加 密 ”技 术 还 可 扩 展 应

用 到 无 人 机 、分 布 式 电 源 调 控 等 其 他 无 线

通 信 场 景 。 未 来 ，还 将 不 断 探 索 和 扩 展 应

用 新 场 景 ，为 电 网 安 全 运 行 和 居 民 用 电 提

供坚强的智能化保障 。

为乡村高质量用电需求提供保障

“量子加密”助力新型电力系统
孙冉冉 余建斌

■创新故事R

■新闻速递R

本报电 日前，中关村 AI 新药研发平台在北京落成。该

平台由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与角井（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建设，将致力于为药物研发处理海量医疗数据，降低研

发成本，推进新药研发。据介绍，该平台具备了高性能计算中

心、高通量自动化设备等功能，能够实现药物发现全流程工

作。目前，已经与多家国家级医疗数据中心、知名三甲医院和

高校展开合作，基于海量医疗数据共同开发药物。（柯 文）

中关村 AI新药研发平台落成

本报电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引导创新

要素向企业聚集，助推新技术攻关，自主科技成果快速增长，

为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几年前，该区电梯

产业整机与配件企业的配套率只有 20%左右。在科技创新政

策引领下，开发区在电梯的核心器件研发上实现突破，如今，

在开发区电梯产业园区内就能完成一部电梯的组装。针对企

业引才用才的困难与需求，开发区与相关院校开展针对性合

作，确保不同层次人才作用得到发挥。 （方 岩）

浙江南浔助推新技术攻关

本报电 日前，三叶草生物上海研发中心开工建设。三

叶草生物致力于开发新型疫苗和生物疗法，所开发的新冠疫

苗已完成全球三期临床实验。三叶草生物上海研发中心规划

占地超 2.5 万平方米，落成后将成为拥有全新临床前研发实验

室、生产工艺开发实验室和 GMP 中试生产车间的研发基地。

该中心将支持三叶草生物基于蛋白质三聚体化及其它技术平

台，开展新型疫苗和创新疗法的临床前开发、生产工艺开发、

中试生产等，进一步提升其创新能力。 （刘 明）

三叶草生物上海研发中心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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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研究员（右一）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