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在我之前已有6位中国女科学家获得过
这个荣誉，如果借这次机会能够把前辈对我的
激励薪火相传，吸引更多的年轻女性来了解科
学、热爱科学，产生对科研的兴趣，我想就是这
次获奖最大的意义。”这是中国浙江大学脑科
学与脑医学院院长胡海岚教授在6月23日举
行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颁奖典礼上
的获奖感言。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欧莱雅企业基
金会了解到，胡海岚因其在社会和情绪神经科
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获得了2022年“世界杰出
女科学家成就奖”，她是目前全球最年轻的获
奖人之一，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7位中国获
奖者。此次颁奖典礼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欧莱雅企业基金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隆重举行的，表彰了三届共15位世界“杰出
女科学家”（2020、2021、2022）和30位“最具
潜力女科学家”（2020、2022）。这是该奖项自
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重启线下颁奖
典礼。

今年49岁的胡海岚看上去温婉秀丽，但
浑身都散发着女科学家那种自信和坚韧的光
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胡海岚教授这份自
信，不仅是因为她出类拔萃的科研成就，更是
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于探索未知新领域的
勇气；这份坚韧，来自她
不怕失败，屡次跳出“舒
适圈”，勇敢开掘脑科学
新领域的百折不挠。

从求学到研究，
用不断“撞新”开垦
脑科学新领域

1973 年出生于浙
江杭州的胡海岚，从小
就是学霸，高三时曾获
得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
赛浙江省第三，后被保
送进北京大学。胡海岚
最开始选的是北大物理
系，进校后她从物理系
又转到生物系，学习生
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专
业。“我一开始是随大流
选的最热门专业，但是
学着学着发现我更大的
兴趣是脑科学。”大四
时，胡海岚选修了神经生物学课程，读到史蒂
夫·库夫勒的《从神经元到大脑》，“对我来说这
就是打开了脑科学的大门，当我了解到大脑执
行各种复杂的思考功能是通过电信号来传播，
而这些信号可以被观察、被记录、被改变。这
个认知让我豁然开朗，觉得脑科学未来有太多
可以探索的方向。”胡海岚对记者说。

1996年，胡海岚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后远
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2002
年她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方
向博士学位，2003年她进入世界著名生物学
实验室——冷泉港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
2008年12月，胡海岚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神
经科学研究所，并创建独立实验室；2015年5
月，她回到杭州加入浙江大学。

“我关注到日常中带有情绪标签的事件会
更容易进入到长期记忆，那么情绪怎么影响学
习和记忆？这是我在博士后时的研究方向。”
胡海岚向记者介绍。但是，胡海岚建立独立实
验室后，她发现在学习和记忆领域已有很多科
学家都已做了非常深入的工作，而情绪方向还
是没被开拓的领域，而且同样重要和有趣。除
了情绪以外，很多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对情绪
和健康也有重要影响，情绪和社会行为背后的
脑机制，于是就成了独立实验室建立后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向。
“对科学家来说，如果

一个领域相对没有被开垦
过，同时问题又有趣和重
要，就会吸引他们去研
究。另外就是要有潜在社
会意义，因为情绪相关的
疾病包括抑郁症，目前在
社会上影响了很大比例人
群。”胡海岚对记者解释她
为什么对抑郁症发病机制
感兴趣，同时也清晰表明

了她的科研态度和选择动力——“最大的成就
感来自你是第一个发现了自然未知中某个环
节的人。”

年轻和女性科学家的标签一样不
应被强调，女性应走出舒适区做自己喜
欢和擅长的事

作为科研工作者，胡海岚在日常工作中不
会强调也特别不希望强调女性的身份，“因为
我们提出的假说、设计的实验和得出的结论，
并不会因为我们是女性就会有更高或更低的
正确率或成功率。在科学的真相和事实面前，
不同的性别都是平等的。”

胡海岚向记者表示，“女性的身份”在媒体
尤其是自媒体上被强调，正是体现了女性科学
家是少数群体的事实。如果有一天女性科学
家比例达到50%甚至更高时，相信这种性别标
签就会自然消失。“我的学生当中女性比例非
常高，已高于50%，某一个时间点甚至到过
70%或80%，我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有各自的优
点和特点，我并没有特意发掘和强调作为女性
的特点，男生和女生在我心目中都一样优秀。
如果一定要强调或抽离出一种性别特征，本身
就是一种标签化行为。”胡海岚说。

人们经常感叹一些科研工作者很年轻就
有了很重要的科研成就，对此胡海岚认为，年
轻的标签和女性科学家的标签一样，不应该被
强调。从科学工作来说，应特别避免急于求
成、急功近利的心态。科研有其自己的规律和

时间，有时候会很快，可能一下子就有了突破；
但很多时候是非常漫长的，这是没有办法提前
预测的。她说：“所以我们要避免去引导大家

‘很年轻’‘很快’做出成果和成就，还应该尊重
科学自然的规律。”

女生是否适合从事科研？胡海岚结合自
身经历建议，女性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和擅
长的事情，因为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做
擅长的事情都是效率最高、浪费最小、最有幸
福感、也最可能产生成效的。同时，年轻时需
要更多去挑战自己，做更多尝试，勇于走出舒
适区。“走出舒适区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视野变
得更宽，储备更广，会为将来的职业打下更好
的基础。”胡海岚提醒。

搞科研最重要的素质是韧性，要可
以长期耐得住寂寞和挫折

记者在浙江大学教师个人主页上看见，胡
海岚带领其团队取得了许多重要创新性研究
成果：发现了社会竞争中“胜利者效应”的脑机
制，揭示了后天的经历经验可以通过重塑神经
环路来改变先天弱势；从分子、细胞和系统等
多层面对抑郁症成因提出了新阐释，为研发更
好、更安全的抗抑郁药物提供了新思路。从
2012年至今，胡海岚还获得了何梁何利科技
与技术进步奖、国际神经科学组织凯默理奖等
各种荣誉。

在胡海岚看来，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从
事科学工作最重要的素质就是韧性，百折不挠

在科研领域不是比喻而是现实。“我一个朋友的
导师说过，如果试验50%都是预期结果时，就应
该放弃这个课题，它应该不够创新。我们每天
70%以上的时间都是面对失败或实验暂时不成
功，所以韧性的锻炼是科学家的基本功。”

这次巴黎获奖之行，胡海岚觉得最大收获
是和其他女科学家们的沟通交流，这15位女
科学家，有来自生命科学领域，也有来自计算
机科学、化学、工程等领域的“最强大脑”。除
了日常在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法国科学院还有
一个专门环节：每个人向大家分享和交流她们
的工作，跨度非常广，从新冠疫苗到黑洞，从胚
胎发育到数据加密……

让胡海岚印象最深的分享人是卡塔琳·考
里科，她是新冠mRNA疫苗的发明人。卡塔
琳出生在匈牙利小镇，在匈牙利读完博士后，
又来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58岁时，卡塔琳只
身一人去了德国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公司工
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卡特琳一战成名，在
法国科学院做报告致谢时，她说：“在我40年
的研究生涯当中，没有一个学生，也没有一个
博士后，所有的实验都是我自己做的。”胡海岚
表示，“从卡塔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的
韧性，而她几十年的研究一直就是围绕她最感
兴趣的科学问题。”

在胡海岚身上，不也一直闪现着这种科
学家的韧性吗？她读博士期间研究方向是神
经发育问题，“博士毕业时觉得这已是非常成
熟的领域，包括我的导师在内的科学家们已把
这个领域中最重要问题几乎都回答了。如果
继续留在这个领域，我可以非常舒适、非常顺
手，因为已有很多技术和知识储备。”但是，胡
海岚希望对学习记忆和情绪的机制有更深入
了解，这个转向是非常大的挑战，很多技术几
乎需要从零开始学习，还要面临在博士、博士
后的头两年基本是在试错和摸索的过程中度
过。“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就是韧性的体现，要
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耐得住寂寞和挫折。”胡
海岚回忆说。

胡海岚对记者强调，科研就像不知道终
点在哪儿的马拉松，你要调整好自己的节
奏，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有同伴一
起，有时候要一个人孤独地坚持。科研的魅
力，就是不知道终点在哪儿，但是总能让你
充满希望。

的确，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中国女科技人
员前赴后继的不断努力和顽强坚持，才有了
胡海岚在获奖感言里所说的情景：“中国的女
科学家现在正处在一个千帆竞发、百花齐放
的时代，在很多领域都有了站在领奖台上的领
军人才。”

戴手套吃小龙虾，为何还会满手油？
■ 澜欣

小龙虾常居近年来外卖畅销榜第一位，是
不少人必点的宅家美味。不过，我们吃小龙虾时
明明戴着手套，可吃完还是被搞得满手油，这是
为啥？难道是一次性手套被溶解了？这会给身
体带来什么危害吗？

油是如何“穿”过手套的？目前，市售的一次
性手套主要有乳胶手套、聚氯乙烯（PVC）手套和
聚乙烯（PE）手套3种。其中，乳胶手套主要被用
在医药和科研领域；聚氯乙烯手套因其耐热性

低、添加了增塑剂，一般不用于食品领域；在食品
领域使用的一次性手套绝大多数都是聚乙烯手
套，我们吃小龙虾时很可能就戴着这种一次性手
套。

生产一次性手套用的聚乙烯，其原料主要
是低密度聚乙烯（LDPE）和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LLDPE）。根据“相似相溶”原理，在接触油脂
时，低密度聚乙烯和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可能会发
生一定程度溶胀，使油脂分子从我们肉眼不可见
的空隙“穿”过一次性手套。目前的食品用一次
性手套，还很难解决油脂渗入的问题，

戴一次性手套也难减“油腻”，还需要戴吗？
其实，在接触食品时，戴一次性手套最大作用并
非防油，而是为了阻隔细菌。日常生活中，手指
上不可避免会沾上一些细菌，用聚乙烯材料制成
的一次性手套本身就具备阻隔细菌功效，在吃小
龙虾时戴上它，可有效防止手上细菌进入人体
内。

需注意，一次性手套要尽量购买由正规厂
家生产的。劣质一次性手套可能是用可回收废
料制作的，手套性能会大打折扣，同时还可能含
有害物质。

——访2022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获得者、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院院长胡海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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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批3D打印的核酸检测亭
在南京市溧水区正式投入使用。亭高
约3米，占地大约10平方米，一天时间
就可打印一座房子的基本构件，再花两
三个小时便可组装完成。

南京嘉翼精密机器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先生介绍：“我们先用电
脑进行设计，然后把模型输入到3D打
印机里，打印机使用的原材料是经过特
殊处理包含特制添加剂的混凝土，3D打
印的核酸检测亭并不是像砌墙一样砌
起来，而是使用不同构件拼接组合而
成。考虑到轻量化和易运输性，核酸检
测亭只有周身墙壁是3D打印出来的，
房顶以及门窗均采用铁皮制作。疫情
结束后，还能把3D打印核酸检测亭的
构件拆下来，根据拼装方式的不同运到
别的地方作其他用途。”

“建一个核酸检测亭成本约在
1500元每平方米，一个核酸检测亭的
总共建设成本大概是一万多元。”王先
生表示，3D打印出来的核酸检测亭目前
可维持10—20年的使用寿命，还可以
根据场地随意变化。此外，也可3D打
印单独的隔离方舱。 （敏稳）

近日发表在《美国化学会中心科
学》上的一项研究称，韩国研究人员用
荧光丝蛋白创造了可食用标签，可直
接放置在药丸或药液中。标签中的代
码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读取，以
验证这些药品的来源和质量。

研究人员对蚕进行了基因改造，
以产生丝素蛋白，这是一种赋予丝纤
维强度的可食用蛋白质，附着青色、绿
色或红色荧光蛋白。他们将荧光丝茧
溶解，制成荧光聚合物溶液，然后将其
涂在7×7网格中的9毫米宽的白色丝
质薄膜上。将蓝紫色、蓝色和绿色光
照射到网格上，分别显示出3D青色、
绿色和红色方形图案。

使用手机摄像头上的滤光片，研
究团队设计的应用程序可扫描荧光图
案；使用深度学习算法解码数字化密
钥并打开一个网页，该网页保存着有
关药物来源和真实性的信息。因为一
些药液是基于酒精的，研究人员还将
编码的丝膜放入透明的苏格兰威士忌
瓶中，发现荧光代码仍可通过应用程
序读取。最后，研究人员发现荧光丝
蛋白被胃肠酶分解，这表明丝蛋白不
仅可食用，还可以被人体消化。

近年来，在线药店蓬勃发展，但也
让假药较容易渗入市场。研究人员表
示，将这些可食用的代码放在药丸或
药液上，可使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确保
他们购买的药品符合他们的需求，避
免无意中使用假药。

（明文）

3D打印核酸检测亭
一天就可以建成

科学解惑解惑

俄罗斯科研人员正研发一种能
读取人体生物指标的“智能服装”技
术，制造这种服装需要借助激光集
成，将传感器集成到石墨烯衬底上，
从而获得可防潮防变形且舒适安全
的特殊传感面料。用这种“智能”面
料制作的高科技服装，可监测人的心
率、体温、运动等指标，且可揉搓和清
洗而不损坏其传感器。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化学和生物
医学技术研究学院教授叶夫根尼娅·
舍列梅特说：“用激光在表面绘制各
种结构十分轻易且合算，这对于制造
可安装在面料上的电子设备、建立更
有效的电极和元件配置并控制其形
状都是必要的。我们成功获得了这
样的机制以及一套材料来制造所需
形状的高稳定导电复合材料。”

（胡珍）

新面料“智能服装”
可读取人体生物指标

可食用荧光丝标签
能用手机识别假药

科学趣发现趣发现

胡海岚教授在法国科学院作专题报告

在“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颁奖典礼现场，获奖女科学家们欢聚一堂

科技女杰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