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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弘扬科学家精神　树立良好作风学风

树立良好作风学风,是科研工作者的责任

陈云霁∗

(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 通信作者,Email:cyj＠ict．ac．cn

　　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召

开的“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座谈会,
以及座谈会上由１０名中青年学者联名签署的«“弘
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书»(以下简

称«倡议书»),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封倡议书,更是

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的
深入研究,是对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深刻解读,是对

良好科研作风学风的精确阐述.
发起«倡议书»的背景是,近年来全国上下关于

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的探讨和呼声

越来越强烈.正如«倡议书»所言,“科研作风和学风

是决定科技事业成败的关键”,而科技事业的成败是

决定国家国力盛衰的关键,所以,树立良好的科研作

风和学风,具有新时代的战略意义,与祖国命运息息

相关.随着中国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认知的进

步,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对此形成普遍共识,大众也

十分渴望树立良好的作风学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科

研环境.
那么建立可以引导大众的、明确的目标和标准

就很必要.什么样的作风学风可以被称之为良好?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将良

好的作风学风明确为:民主、诚信、不浮躁、不抱团.
而«倡议书»结合当前我国学术界的现状和特点,对
“良好作风和学风”的要求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提取和

补充,倡导科研工作者“坚守科研诚信底线和科研伦

理规范”、“反对浮夸浮躁、急功近利”、“加强科研数

据及成果管理”、“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并“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
不论是坚持科研诚信底线,还是反对浮夸浮躁,

抑或是加强科研数据管理、反对圈子文化,其最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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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 所 研 究 员,博 士 生 导 师,从 事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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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是履行社会责任.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时刻谨

记自己的责任,谨记自己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责

任,谨记自己作为学生、朋友、老师的责任,谨记自己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
触碰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的底线,摧毁的不仅

仅是自己、自己的家庭还可能伤害到与自己共同奋

战的朋友、辛勤培育自己的老师.日本著名的小保

方晴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小保方晴子

２０１４年１月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两篇论文

被质疑造假,在所有的共同作者都同意撤回文章的

情况下,小保方晴子依然坚持不承认造假,导致她的

导师,也就是文章的共同作者笹井芳树,同年８月,
不堪压力自缢身亡.底线之所以被称之为底线,就
是因为,冲破它,就会坠入万丈深渊万劫不复,在视

诚信和伦理为生命的科学界,更是如此.
急功近利、搞圈子文化,摧毁的可能就是整个国

家的科研体系、科技事业了.圈子的本质是帮派,圈
子的目的是互利,而科学的本质是事实,科学的目标

是真理,所以科研与圈子是两个互斥的存在,想要做

科研,就要摒弃圈子.圈子做到的极致就是教派,如
果没有西方著名的圈子,达尔文也许不会被辱骂为

猴子,布鲁诺也许不会遭受火刑,世界科学史也许会

提前许多年.圈子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不可估

量,令人心痛.现在的社会,虽然没有极致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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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个的小圈子也像是微缩的教派,把许多的

真理和捍卫真理的勇士关在了外面,有社会责任感

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坚持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和对

勇士的接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归根到底,要拥有一个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就要参与这个科研环境的营造.要端正目的,把自

己的科研事业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明确自己是

为了科学的进步、国家的强大而研究,抛下个人私

欲,以树立良好的作风学风、建立风清气正的科研

环境为己任,端正踏实做研究,那么获得重要科学

成果,为科研事业做出贡献,也会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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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导模共振态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６１５７５００２)等的资助下,北京大学电子学系、区域光纤通信网与

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彭超副教授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系 MarinSoljǎci＇c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

物理与天文学系甄博助理教授合作,在导模共振态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从拓扑光子学视角提出一种抑制

随机散射泄露的新方法.相关成果以“TopologicallyEnabledUltraＧhighＧqGuidedResonancesRobustto
OutＧofＧplaneScattering”(拓扑保护下散射鲁棒的超高品质因子导模共振态)为题,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在

Nature(«自然»)上在线发表.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４１５８６Ｇ０１９Ｇ１６６４Ｇ７.
实现微小尺度下的光束缚是构造光缓存、光逻辑和光量子计算的基础.光场束缚一般通过光学微腔实

现,即使允许光场逃逸,仍可在特定的干涉相消条件下实现光束缚,即连续区束缚.由于实际器件中的工艺

误差,理想干涉相消条件被破坏,光束缚能力必然随之劣化.在光子学领域,连续区束缚态本质上是光子偏

振在动量空间缠绕的涡旋,即携带整数拓扑荷的拓扑缺陷.由于拓扑荷处的偏振无法定义,可以通过拓扑方

法研究光子体系的内在性质,使光逃逸被完全抑制.
基于上述思路,彭超副教授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光子晶体平板结构,有效抑制了随机散射泄露,实现

了光场束缚.该结构采用二维、四方晶格周期排布的圆孔,在布里渊区中心形成一个对称性保护、固定的整

数拓扑荷,并被八个沿高对称线分布、可调的整数拓扑荷环绕;通过调节结构参数,使这八个拓扑荷连续演

变,并渐进合并至布里渊区中心,进而形成动量空间里偏振涡旋的完美风暴.在这一拓扑演化下,光逃逸能

量随波矢的渐进关系从平方率跃变为六次方率,即对于同样的波矢偏移,光逃逸能量大幅减弱.因此,即使

在工艺误差引入随机波矢偏移时仍具有优异的光束缚性能.光束缚能量一般以品质因子(Q 值)来衡量,即
光子在体系中的存活寿命.在制备的样品中,利用谐振泵浦技术激发光子能带,实验观测到 Q 值达４．９×
１０５,较传统设计提升了１２倍,证明了渐进合并拓扑荷方法对抗随机散射泄露的有效性.研究工作为实现光

场束缚开拓了新方向,亦在微腔光子学、非线性光学、低功耗激光器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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