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正敏2005年增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的时候， 一共有7名
院士推荐人。最近，其中4名推荐
人向中国科学院写联名信，要求
中科院对王正敏予以除名。

这4名写联名信的院士是中
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的刘新垣、戚正武、洪国藩、姚开
泰。4名院士在联名信中列举了

王正敏涉嫌论文造假的内容，一
是他将个人专著《耳显微外科》
中的大部分内容拆为14篇文章
放在他自己主编的《中国眼耳鼻
喉科杂志》上发表，这些都是假
论文。二是他把非研究性的一般
性文章 (43篇)，冒充正式研究论
文放入院士申报材料中。

■综合新华社、央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7日向记
者透露，备受关注的唐代上官婉
儿墓研究工作有最新进展，该院
公布了上官婉儿的墓志， 计982
字，涵盖世系、经历、死因、葬地
等信息。专家称，上官婉儿是唐
代宫廷权力斗争的参与者和牺
牲品，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资助
其葬礼，还主张为她编纂文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员李明介绍，《墓志》序文用近一

半的篇幅，叙述上官婉儿祖父三
代的历官， 夸耀其事迹文采。还
用大量篇幅和艺术化的语言叙
述上官婉儿极力与韦后、安乐公
主一党划清界限，甚至不惜“请
饮鸩而死，几至颠坠”，明确表明
她的政治立场。 结合史书记载：
中宗驾崩后，婉儿与太平公主合
谋，于遗制中引“相王旦参谋政
事”，试图牵制韦后。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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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
科院院士、复
旦大学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
教授王正敏被
举报学术造假，
受到社会关注。
中科院 7日回应
称，正在了解相关
情况， 将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处理此
事。院士如有违背相
关行为准则，经查实
后根据问题的性质
和严重程度， 最高将
可能被撤销院士称
号。

中科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2012年11月，
该院学部收到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医院王宇澄对其
老师王正敏院士的投诉，学部随
即致函复旦大学，要求对投诉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2013年9月，学
部收到复旦大学回函和调查报
告。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常委会开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并
成立了由相关领域院士组成的
专门工作小组进行进一步核查
和研究。对媒体报道的一些投诉
信未涉及的新问题，正在了解相
关情况，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
理此事。

该负责人介绍，按照相关程
序，学部对收到的投诉，首先转
交院士所在单位或归口主管部
门调查处理。若有违背院士行为
准则的，无论是在增选过程中还
是当选院士后，学部都将根据相
关程序进行调查。

“雪龙”号冲出重冰区成功突围
多次艰难转身终于调头，已穿过冰封道，将继续南极科考

被举报院士王正敏
承认仿制外国芯片
中科院回应： 将严格按程序处理

据了解， 澳大利亚在
1982年研发的科利尔22型
人工耳蜗是世界首个多通道
耳蜗装置， 日前， 有媒体质
疑，王正敏团队研发并获国家
发明专利的“多道程控人工耳
蜗”， 正是破解了澳大利亚人
工耳蜗样机芯片， 照葫芦画瓢
仿制出的， 仅是修改了产品外
观和线路。

王正敏回应称， 人工耳蜗
根本不存在克隆的可能。 他表
示，1996年，澳大利亚公司赠送
给中国两个人工耳蜗， 双方合

作就此开始。“但澳大利亚公司
对人工耳蜗管理极其严苛，中
方拿到的人工耳蜗只能用于手
术植入。随着合作的深入，我们
打开了澳方留下的一个教学用
的人工耳蜗， 发现里面的所有
数据都消失了， 基本上只是一
个几何图形， 并不能明确地看
到线路图，用处并不大，但有所
启发。”

两天后，经过记者的一再追
问，王院士不再坚持只能看到轮
廓的说法，承认确实仿制过国外
产品的芯片线路图。

… 耳蜗之谜

被举报院士：确实仿制了线路图

… 连线

多名推荐人写联名信，要求中科院除名

上官婉儿墓志首次公布
专家解析: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雪龙”南极救援跌宕起伏

2013年12月25日，“雪龙”号通过报警电话和求救信号获悉，
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客轮在600多海里（1海里等于1.852
公里）以外的南极迪维尔海被浮冰困住，急需救援。“雪龙”号立即
向东南方调整航线，以最大航速赶往俄船遇险地点。

12月28日凌晨，在冒着极大危险穿越西风带气旋中心，克服大
雾弥漫、风雪交加、白浪滔天、能见度极差等一系列困难后，“雪龙”号
终于挺进到距俄遇险船仅6.1海里处。但由于浮冰厚度和密集程度均
已超出“雪龙”号破冰能力，“雪龙”号停止前进。随后赶来的法国“星
盘”号和澳大利亚“南极光”号破冰船，由于同样原因在“雪龙”号身后
数海里外停下脚步。

12月31日，鉴于冰情始终严峻，而天气持续好转，“雪龙”号决定用
直升机救出俄船上所有乘客。

2014年1月2日，“雪龙”号上的“雪鹰12”直升机往返飞行6架次，将
俄遇险船上的所有乘客全部安全转运到澳大利亚“南极光”号附近冰面，
再由小艇把他们送至“南极光”号。

1月2日至3日间，“雪龙”号所在海域冰情突变，厚达三四米的浮冰在
东风和东南风裹挟下将“雪龙”号团团围困。此后，3座大小不等的冰山从

“雪龙”号前后巍然漂过，所幸有惊无险。

1月4日至5日间，在“雪龙”号设法摆脱困境的同时，船上部分科考项目
照常进行。科研人员对地球南磁极、洋流、浮冰物理特点、气溶胶和空气中重
金属颗粒物进行考察。

1月6日凌晨，“雪龙”号启动主发动机开始拓宽“破冰跑道”，为突围做准
备，但由于碎冰和低潮位影响，移动十分艰难。

1月6日晚，“雪龙”号所在海域受北方一股暖湿气流影响，风向改为西风，
风力逐渐加大，吹动“雪龙”号四周浮冰整体快速东移，浮冰区开始向外围扩
散，其边缘浮冰已呈融化之态。

1月7日17时50分左右，“雪龙”号在一记有力的冲击下，将前方一块大浮冰
轰然撞裂，突入一条水道，进而成功突破浮冰的重围。此前受困的俄罗斯客船也
同时突围成功。 ■据新华社

北京时间7日17时50分，“雪龙”号成功冲出厚重的密集浮
冰区，胜利突围。1月2日，“雪龙”号上的“雪鹰12”直升机成功
将俄罗斯被困船只的52名人员援救到澳大利亚“南极光”
号，3日撤离这片密集浮冰区之际，自身却被阻受困。

一整天都在艰难“转身”

7日整整一天，“雪龙”号都是在密集浮冰区狭小的
航道里极其艰难地“转身”。从早上5时左右开始，一直
往向右前调转船头。由于浮冰太厚，冰上积雪很多，
行进十分艰难。

17时50分左右，“雪龙” 号船头刚刚调转到
100度左右，在一记有力的破冰力量冲击下，横亘
在前方的一块大浮冰突然裂开，让出一条水道。
“雪龙”号迅速穿过这条水道，成功破冰突围。

“雪龙”号于2013年12月25日在执行科学
考察任务的过程中，接到俄罗斯“绍卡利斯基
院士”号在南极被困的紧急求救信号，日夜
兼程、千里驰援，第一个赶到这片密集浮冰
区。2014年1月2日下午，“雪龙”号科考船
上的“雪鹰12”直升机飞行6架次，成功将
“绍卡利斯基院士” 号上所有52名乘客
转移到澳大利亚“南极光” 号破冰船
上。“雪龙”号却在撤离途中遭遇浮冰
围困。

继续踏上南极科考征程

连日来，“雪龙”号在南极重
冰区受阻被困的消息， 牵动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
民的心。 在国家海洋局“雪
龙”号脱困应急小组的领导
下，“雪龙” 号上全体考察
队员和船员， 团结一心、
拼搏奋斗， 抓住有利的
天气时机，一举突破坚
冰的重围。

目前，“雪龙”号
正航行在南纬66度
45分、 东经144度
50分的南大洋清
水区， 海面只有
零星浮冰 ，“雪
龙”号以9节的
航速轻松地
航 行 在 海
面，继续踏
上环南极
洲的科学
考 察 征
程。

1月7日，“雪龙”号船头冰面裂开一条水道。新华社 图大事记

1月7日，破冰突
围的“雪龙”号在清
水区航行。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