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得者艾丽西亚·迪肯斯坦：

“选择数学作为职业绝对是一件乐事”

在澳大利亚海滩“捡”企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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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我做主：
说“是”的能力和说“不”的权利

研究显示孕妇感染新冠病毒
会致更高健康风险

她世界世界

人物榜物榜

新看点看点

■ 新华社记者 张玥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南部的
基拉尼海滩，黑礁石与沙滩构成了
小蓝企鹅完美的栖息地。这种世
界上最小的企鹅品种，平均身高只
有33厘米，体重1.5公斤左右。

每年南半球进入秋冬季节时，
正是小蓝企鹅的繁殖高峰期。由于
体型太小，一旦赶上暴风，小蓝企鹅
很容易被暴风和海浪裹挟着冲上海
滩，幸运的可能被发现后送到医院
或动物保护组织救治，不幸的就可
能沦为狐狸、海豹等动物的食物。

为了帮助这些小蓝企鹅，基拉尼
海滩附近多了一群“捡”企鹅的人。

特蕾西·威尔逊是莫斯伍德野
生动物保护组织创始人，该组织每
年都会收治不少被暴风袭击的小
蓝企鹅。前不久，维多利亚州遭遇
暴风袭击，很多小蓝企鹅被冲上
岸，威尔逊和同事们也格外忙，今
年3月以来已收治了30多只小蓝
企鹅。

莫斯伍德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有23名志愿者，除威尔逊以外大多
是兼职。除了企鹅，他们还收治考
拉、食蚁兽、野鸭等其他一些动
物。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威尔逊
就把自己家改造成动物们的家，宽
敞的庭院被划分成不同动物的生
活区，她丈夫捡来树枝，为考拉搭
架子，孩子们则帮着筹集资金，希
望把现有的水池扩大一些以容纳
更多小蓝企鹅。

刚被送来的小蓝企鹅虚弱得
甚至无法站立，还携带寄生虫。志
愿者需要给它们喂水、喂药。经过

几周的治疗，一部分康复的小蓝企
鹅会被放归大海。

威尔逊对野生动植物的热爱
源自母亲的影响，从小就在母亲的
引导下接触到各种野生动植物。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从那些不
同的树木、草丛和水生动物中获得
了极大的欢乐。”

2007年，席卷全澳的丛林大火
对澳大利亚标志性动物考拉造成
了灾难性伤害。威尔逊当时去一
家收容考拉的庇护所帮忙。从那
之后，她就将救治野生动物作为自
己的一项事业。

莎朗·史密斯与威尔逊相识多
年，也是一名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多
年的志愿者。她负责照顾受伤的
考拉。考拉具有十分灵敏的嗅觉，

“闻”到史密斯来了，会从树上爬下
来，扑到她的怀里。

威尔逊告诉记者，其实并没有
针对保护野生动物的专业课程，因
为有太多不同的品种。所以她就
找到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人学习，
寻求指导。

随着对野生动物的持续关注，
威尔逊也意识到环境变化给野生
动物生存带来的威胁。

“我们曾经救治过一只小蓝企
鹅，它的身上裹满了油。企鹅身上
怎么会有油呢？”威尔逊说，船只增
多、石油钻探都可能导致原油泄
漏，这对海洋生物的伤害简直是灾
难性的。

“自然环境不是人类的专属，
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那么我们生
活中的一切都将会变成‘泡沫’。”
威尔逊说。

4月21日，莫斯伍德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创始人特蕾西·威尔逊在澳
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莫斯伍德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助小企鹅。

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4月21日，莫斯伍德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创始人特蕾西·威尔逊在澳
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莫斯伍德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怀抱小企鹅。

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 新华社记者 张家伟

英国牛津大学23日发布的一项研究
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对怀孕女性和新生儿
健康的影响比疫情初期预计的要大。

牛津大学学者领衔的这项研究基于
对全球18个国家超过2100名怀孕女性
的调查。研究团队对比分析了感染和没
感染新冠病毒的怀孕女性的健康状况。
相关研究结果已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
志·小儿科》上。

据团队介绍，怀孕期间感染新冠病
毒的女性与没感染这一病毒的怀孕女性

相比，出现妊娠并发症的概率要高50%
以上，前者在怀孕期间和产后的死亡风
险比后者高22倍，但总体来说，孕产妇
死亡病例不多。

报告主要作者之一、牛津大学教授
阿里斯·帕帕乔治乌说，孕期感染新冠病
毒的产妇诞下的婴儿出现严重并发症的
风险也比普通新生儿高近3倍。

报告另一位作者、牛津大学教授斯
蒂芬·肯尼迪说，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新
冠病毒对怀孕女性和新生儿的影响比疫
情初期时所预计的要大，在采取防疫措
施时，应该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 刘佳汝

近日，第23届欧莱雅-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奖者
名单正式公布，阿根廷数学家艾丽
西亚·迪肯斯坦是5位获奖者之一。

迪肯斯坦因在分子生物学领域
利用代数几何的数学创新而获奖。
她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理解包括显微
层面的细胞和分子的精确结构和行
为。她使生物学家对生化反应和酶
网络有了深入的结构性了解。

迪肯斯坦是阿根廷数学领域第
一位获得此奖项的科学家。她表
示，获此殊荣让她又惊又喜，该奖项
背后蕴藏的深厚社会文化意义让她
深受鼓舞，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
数学学科的公众认知度并不高，而
这次得奖能让许许多多的女孩和女
青年知道，数学科学和其他学科一
样，是有所保障的，是可供她们选择
的事业之一。”

“相比其他领域如物理学，数学
领域有更多女性科学家，但这还远
远不够。”她强调，“受社会上男权氛
围影响，许多女性被标签化。数学、
物理等学科女科学家数量稀少，并
非因为女性缺乏进行相关研究的能
力，而是由于女性在进行这方面的
职业发展时，社会层面时常存在许
多阻碍因素。”

经人指点踏上数学之路

1955年 1月，艾丽西亚·迪肯
斯坦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普
通街区，她的母亲是教师，她的父亲
曾想成为工程师，但却没有拿到高
中文凭。迪肯斯坦从小就擅长数
学，并且能从数学学习中找到乐趣。

不过，那时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会选择数学作为终身事业，她常常
提到：“直到现在，许多年轻人，尤其
是女孩，都和我年轻时一样，根本不
知道自己选择数学作为事业也可以
过得快乐又充实。”

当初选择大学专业时，父母希望
她选择做教师或工程师，但年少的迪
肯斯坦心中并无明确想法，便参加了
一次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机缘巧合之
下，她遇到了一位数学专业出身的心

理咨询师。咨询师指出迪肯斯坦具
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并鼓励她选
择数学作为大学专业。于是迪肯斯
坦就此踏上数学之路。

考验中坚定数学研究之路

迪肯斯坦成为一名杰出数学家
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973年，她进入布宜诺斯艾利
斯大学就读大一。1974年，由于频
繁的军事政变和社会动荡，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一度关闭，校园内师
生不敢自由讨论，到处都是警察。
她克服困难，坚持学习，22岁时拿
到学士学位。

1982年，迪肯斯坦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
攻读博士后。不幸的是，1984年，
她的导师米格尔·E·赫雷拉因癌症
去世。此时的阿根廷还遭遇经济大
衰退，她的生活也捉襟见肘。

关于这段岁月，她回忆：“我的导
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家。他突
发癌症离世后，团队其他成员都陆续
离开，只有我留了下来。当时阿根廷

的经济形势极差，我和同事们的工资
低得出奇。我们收不到期刊杂志，没
有专家来访学，甚至连常规邮件都没
有。而且，当时在阿根廷及周边国
家，在我的研究领域方面，我没有任
何可以请教的对象。因此我的博士
后阶段过得非常艰辛。”

那段时间，没有了导师的指导
和同伴的协作，她一度彷徨失措，需
要努力抑制内心的沮丧来与这种孤
立且封闭的局面作斗争。在家人、
朋友的陪伴与支持下，靠着顽强的
意志力，她最终还是坚持走数学科
研之路。她说：“大约有8年光景，
我都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最后我
领悟了，正如古巴诗人何塞·马蒂的
诗中写道，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在学界好友们的帮助下，迪肯
斯坦加入了阿根廷国家研究理事
会。1989年，她被邀请前往墨西哥
参加一次代数几何的短期研修班。
这段小插曲也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由于活动在1月2号开始，她将幼
子交予母亲和婆婆照顾，于1988年
12月31号与丈夫一起乘飞机前往
墨西哥。

当晚，飞机上的乘客们共同举
杯共庆新年后都陆续开始休息，只
有她夜不能寐，于是她打开随身携
带的稿纸，在凌晨一点挑灯夜战，准
备自己在研修班要展示的研究内
容。她回忆道，那时她不禁扪心自
问：如此努力值得吗？但同时，心中
有了答案：值得！

两年后，一位法国著名数学家
向她表示，许多欧洲数学家都对她
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并发出邀约
请她去巴黎第五大学讲学。后来她
才得知，正是墨西哥的那次研修班
给这些欧洲数学家和她之间创造了
接触的机会。

在数学领域为后来者提
供启发

1996年，迪肯斯坦担任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数学系主任，是该系
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系主任。2001
年起，她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正教授。

2015年至2018年，迪肯斯坦
被选为国际数学联合会副主席。

她对数学事业的热爱溢于言表：
“选择数学作为职业，对我来说绝对
是一件乐事。理解数学概念对我而
言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我和许多不
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进行过合作，我
喜欢和我的学生们共同钻研课题。
数学是一项极富社会性和人性意义
的工作。数学思维帮助我们抽象出
本质以便更好地看待某件事物。”

迪肯斯坦在获得“世界杰出女
科学家奖”时表示，希望自己的故
事能给女性科研工作者以及正在
选择事业方向的青年女性带来启
发。同时她也希望在将来，数学界
能更重视向公众传播数学科研知
识和数学思维方式，尤其是对儿
童、青少年、教师、政界人士以及科
学界其他学科专家。

她自己也一直践行着这一理
念，在兢兢业业进行数学科研的同
时，她还编写了一系列数学教育类
童书，也积极参与全球各类相关学
科协会工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
语学院研究生）

“理解数学概念对我而言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数学是一项极富社会性和人性意义的工
作。数学思维帮助我们抽象出本质以便更好地看待某件事物。”

“这次得奖能让许许多多的女孩和女青年知道，数学科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有所保障
的，是可供她们选择的事业之一。”

第23届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奖者艾丽西亚·
迪肯斯坦。 图片来源：欧莱雅中国资讯中心

■ 连原

联合国人口基金近日发布了2021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这份题为“我的身
体是我的”的报告共搜集了来自57个国
家的数据，重点关注个人在没有恐惧、暴
力或强迫的情况下，做出事关自己身体
的决定时的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报告指出，全球只有55%的女性拥
有身体自主权，能够在事关医疗保健、避
孕以及是否要发生性关系等问题上自行
做出决定。

仅有71%的国家实现妇幼保健全
覆盖；仅有75%的国家通过立法确保全
面和平等地获取避孕物品。

与此同时，仅有大约80%的国家制定
了支持性健康的法律，仅有约56%的国家
颁布了支持全面性教育的法律和政策。

报告表示，在实现人人享有身体自主权
的道路上存在诸多法律、经济和社会障碍。

比如，全球有20个国家和地区存在
“与强奸犯结婚”的法律条款，即实施强
奸的责任人可以通过与遭遇强奸的被害

人结婚来逃避惩罚，事实上这是将对于
受害者身体自主权的剥夺写入了立法。

此外，有43个国家没有针对婚内强
奸行为的法律条款，超过30个国家限制
女性搬离住所的权利。

但报告强调，对于实现身体自主权
最根深蒂固的障碍，仍然来自对这项权
利以及更广泛的女性和女童权利的刻板
印象、主观臆断和错误观念。

报告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彻底摒弃有
关身体自主权的普遍迷思，强调身体自
主权事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做出决定的权利，事关一个人是否有能
力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身体
自主权不仅是一项人权，更是许多其他
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石；享有身体自主权
并不意味着可以破坏他人的健康、权利
或自由；任何事关占到全人类半数人口
的福祉问题，都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女
性问题”。男性同样可能遭遇身体自主
权的侵犯。与实现性别平等一样，实现
身体自主权将增强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
的所有人的福祉。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4月22日是
“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在为此所发表的书面致辞
中指出，尽管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应对新冠
肺炎大流行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全
球一半人口仍无法接入互联网，其中大部
分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儿童。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全球互
联网使用中的性别差距为17％，在最不
发达国家甚至更大。

在一些地区，这种性别差距正在扩
大，妇女和女童被剥夺获得教育、寻找高
薪工作和创立新企业的机会，因而加剧
了性别不平等。

古特雷斯说：“让所有人都能使用这些
技术是重建更强大的社区和经济，应对世
界上许多最紧迫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表示，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旨在
激发全球运动，以增加女童和妇女在科
技领域的代表性，并敦促每个人“致力于
使年轻妇女和女童在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领域获得平等的机会 ”。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女孩在阅读和
写作技能上都胜过男孩，但在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表现最优
异的人中，她们的人数仍然不足。

为了庆祝这一纪念日设立十周年，国
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在视频致辞中承诺
帮助各国提高认识，促进女童和年轻妇女
积极参与信通技术领域的相关职业。

他还向“信息通信技术年轻女性的
十大时刻”倡议表示了支持，这是为期一
年的对下一代从事科技领域的年轻女性
的承诺。

赵厚麟说：“这将是在平等的基础上
满足未来工作需求的关键。”

国际电联还承诺加强各国收集和分
享相关数据的能力，这些数据关系到信
息通信技术的获取和使用以及数据技
能，并按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类。

国际电联希望对教育和技能培训提
供更多支持，并鼓励更多的女孩和年轻
女性积极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
域的职业，以弥合性别数字鸿沟。

“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
鼓励在科技领域实现性别平等

■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谢宇智

由于母亲孕期曾接种新冠疫苗，最
近在西班牙伊维萨岛出生的布鲁诺成为
该国首个出生即带有新冠病毒抗体的新
生儿。西班牙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这
一病例为通过孕妇接种疫苗间接助力婴
儿实现新冠病毒免疫打开了大门。

布鲁诺的母亲孕晚期接种了新冠疫
苗。在布鲁诺出生后，医院对其脐带血
检测后确认布鲁诺身上带有新冠病毒抗
体。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马德里医院
管理中心副主任格兰达尔近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布鲁诺身上的抗
体对其产生的保护效果与直接接种疫苗
的效果相当。

他说：“孩子拥有的抗体是母亲在怀
孕期间传递给他的。这些抗体将持续一
段时间，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具体多久，不
过现在这名婴儿已受到了保护，就像他
曾接种过疫苗一样。”

格兰达尔还透露，目前该国并不强

制孕妇接种新冠疫苗，因为“尽管没有证
据表明接种疫苗对孕妇有害，但眼下尚
未有足够的疫苗安全性的论证”。但他
也表示，由于孕妇群体属于新冠病毒感
染风险较高人群，如果她们自愿申请接
种疫苗，同样不会被禁止。

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市一家医院的
妇产科主任科尔多·卡沃内罗则从免疫
学方面进一步解释孕妇与新生儿之间新
冠病毒抗体的传递。他说：“《美国妇产
科学杂志》曾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冠病毒
对孕妇影响的研究文章，该研究最令人
惊讶的一点就是，在新冠患者诞下的孩
子中，有78%的新生儿对新冠病毒产生
免疫。”

卡沃内罗表示，如果这一理论正确，
那么未来只要给孕妇接种不携带病毒的
信使核糖核酸类新冠疫苗，便能同时使新
生儿获得免疫保护。“正常情况下母亲会
产生抗体，并将其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
使婴儿出生时就具有抵抗新冠病毒的免
疫力。”

西班牙专家：
孕妇接种疫苗可助力新生儿新冠免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