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WORLD ENVIRONMENT
2017年第2期 总第165期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在京揭晓
The 13th session of Award for Young Chinese 
Women in Science was announced in Beijing
■文、图 / 本刊编辑部

2017 年 2 月 28 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及欧莱雅中国共同宣布，授予十位年轻女科技

工作者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称号，以

表彰她们在数学、物理、医学等多个领域取得的卓

越成绩，用科学的

力量改变世界。

本届“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评

审委员会由 38 位院

士、专家组成。经

过严格的评审，10

位女科学家获奖者

从 111 个单位提名

的 215 位有效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她们是：华中科技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教授王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王艳丽，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尹梅贞，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田梅，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雷达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教授杜兰，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所研究员陈玲玲，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范

金燕，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罗义，清华

大学物理系教授周树云，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研究员高利。

颁奖仪式上，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说，如今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在

攻克科研难关中竞

放女性风采，在引

领经济社会变革中

贡献女性智慧，涌

现出诺贝尔奖获得

者屠呦呦等一批女

性科技领军人物。

一 股 前 所 未 有 的

“巾帼力量”正在

科技创新的浪潮中出现。据了解，目前我国从事科

研、开发、传播和应用的女科技工作者已逾 2400 万。

尽管女性科研人员的队伍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

壮大，但整体而言仍占少数。全社会也应尊重女科

技工作者的性别角色，充分发挥她们的才智和活力，

让女性科技工作者在领域中大有作为，这是科技发

展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罗义 -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寄语青年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愿不断拓新探索

获奖者中，罗义是来自南开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名

教授，她奋战在环境地球化学研

究的第一线，探究中国河流环境

中抗生素滥用与微生物耐药性之

间的关联性，用于指导环境治理

和保障人类健康。

抗生素在近代的滥用所导致

的微生物耐药性和“超级细菌”，

让医生们正陷入病原体越来越多、

治疗药物却越来越少的窘境。近

年来，微生物耐药已经成了世界

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之一，

各国政府也不断在医疗体系中加

强相关监管力度。然而，许多人

不知道的是，人类使用抗生素的

70 年以来，环境背景中的抗性基

因的含量也已经呈不断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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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及其抗性基因的污染已遍

布水、土壤、大气等介质，而在

以污水处理厂和固废填埋场为代

表的人工环境中，其污染水平更

高。

罗义带领的团队历经 10 多

年的持续研究，发现了我国的流

域耐药基因污染与畜牧、水产业

抗生素的使用模式之间存在关

联：养殖业中使用的抗生素大部

分直接通过动物粪便排放到了土

壤和水环境中——这些抗生素对

环境中的微生物产生选择压力，

由此造成环境中耐药基因的增殖

和富集。

罗义提到，在去年，江浙一

带就有儿童检出体内存在兽药抗

性基因，这极有可能是通过自来

水或各种受污染的食物摄入的。

她认为，不同的污水处理工艺对

耐药基因的增殖影响是不一样

的，而生物处理之后，进行化学

氧化处理对耐药基因的消减是很

重要的措施。这种从源头控制的

手段可谓最经济、最便捷的管理

办法，受到了国家环保部门的重

视。

除了调查、采集更多的基础

数据，为管理部门建立污水处理

厂、制药企业的排放标准提供指

导之外，罗义更关心的是未来环

境耐药基因将对人类健康产生的

威胁。作为每年生态毒理学大会

中“环境中抗生素和抗药基因”

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召集人之一，

她发现，国内更多的是环境领域

的科学家在本领域内针对耐药基

因污染进行研究，而国外则是不

同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生物、医学

和环境领域等开展的多学科交叉

研究，因此对新污染形势下耐药

基因的传播及其扩散机制的研究

更加深入。为此，罗义的团队开

始通过小鼠模型和肠道模拟模

型，探索耐药基因如何从环境进

入到人体，并对人类疾病产生何

种影响，她表示：“抗性基因的

传播规律与传统污染物有很大的

不同，我们现在常与医学院的教

授讨论问题，希望把工作做得更

深入一些、能够在生物学机制上

取得突破。”

为了兼顾研究、学生和家庭，

罗义不得不“把自己掰成三瓣”。

但在科研的这条路上她从不后

悔，在颁奖典礼上，罗义说，“结

缘科学，爱上实验室的纯粹，是

这一生最幸运的选择。”

关于欧莱雅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计划：

“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计划诞生于 1998 年，由全球

最大的化妆品集团欧莱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创立，旨

在全球范围内彰显女性在科学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表彰卓

越女科学家并激励青年人才。过去 18 年间，该计划在全球

范围内表彰了 92 位卓越的女科学家，并为 2438 名才华横

溢的年轻女性研究人员提供支持，旨在嘉奖她们推动科学进

步、创造美好世界的斐然贡献。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基因解

密、从研究疾病治疗到探索浩瀚宇宙，这些杰出的女性奉献

着自己的人生，以推动知识的进步、丰富人性的内涵。

关于“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欧莱雅中国于 2004 年联合

设立，是欧莱雅 - 联合科教文组织“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

计划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每年评

选 10 位在基础科学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的、45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女科学家，其中，至少有 1 名（不

限于1名）来自西部地区，并向每人颁发奖金10万元人民币。

13 年来，共有 115 位女性获得此项殊荣，以榜样的力量激

励青年女性投身科学。该奖项在中国科学界的权威地位也得

到广泛认可。

【相关背景链接】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罗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