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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 $%&’( 的科学不端行为探讨防范对策!

阎! 康! 年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

摘! 要! ! $# 世纪末和 $" 世纪初世界科学行为的上空出现了三朵乌云，第一朵是科学前沿的原创活动中出现了

实验数据的作假和虚构现象，严格地说出现了行为严重的科学不端事件；第二朵是一般科技研究人员中产生了为

数不算少的范围不同的抄袭甚至剽窃的严重问题；第三朵是在研究生的习作和学位论文中出现了将互联网上的信

息、资料和国内外披露或发表的论文片断予以摘引、拼凑或连接而构成“论文”的屡见不鲜的情况% 这些利用信息技

术和设施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以授其奸的科学不端行为，严重违犯了国际科学界长期形成的周知科学准则和科学

精神，引起了舆论的普遍贬斥和指责% 文章仅就普世关注的、关系到近年来世界科学发展和影响最大的事件———舍

恩（&% ’()*+,-. /-01)）博士的不端科学行为，作为一个案例予以分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这个分析可以从

中得出一些对科学不端行为的防范和决策等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 &% ’% 舍恩，有机物分子晶体管，不轨行为，防范决策，科学免疫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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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 #P O "Q 收到

"! &% ’% /-01) 的情况简介

&% ’% /-01) 是 德 国 人，现 年 RR 岁，原 系 德 国

56)>:6)G 大学的固体物理学博士生，"SSQ 年美国朗

讯 科 技 公 司 贝 尔 实 验 室 的 物 理 实 验 室 负 责 人

3)6):0 T;*6C6D6F@+ 在研究有机聚合物薄膜晶体的

半导体隧道效应时，发现用此薄膜制成的场效应晶

体管（UV9>）通过的电流比最差的硅器件慢得多，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室超导实验室负责人、生长大晶

体专家 W(+:+6? W6:D;77 博士认为，大晶体边距大对

于了解材料的导电性很有利，应聘请这种人才进行

研究% 他 通 过 从 56)>:6)G 大 学 来 的 同 事、化 学 家

X0+,>:,6) 5D;- 博士的推荐，请博士生 /-01) 来帮忙，

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01) 在这里实验研究，并未

发现有机薄膜制成的场效应晶体管的导电速度慢于

硅晶体管的现象，却进而推动了用有机聚合物制作

电子器件的进程% 他还发现“58<+(( XY#”在 ""5 以上

时变为超导体% "SSZ 年他回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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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在德国科学协会基金的支持下到贝尔实验室

做博士后，参与前沿研究，并发现氧化铝有防有机物

晶体碎裂和变成半导体的功能’ 后来，他主要研究分

子电子学特别是分子晶体管等，企求发明用有机纳

米的晶体管和电路取代硅的晶体管和电路，以便从

根本上解决硅基质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微型化受

到光或辐射波长的限制而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
如果分子晶体管和分子电路能够研究成功，将对目

前光刻宽度不能低于 $’ $(—$’ $)!* 而限制晶体管

及其器件的微型化提供革命性的发展途径，因而意

义十分重大’
当 #$$& 年 &$ 月和 &# 月

+,-./ 等人先后发表了单层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和分子晶

体管研制成功的论文后，引起

全世界科技界的极大关注，上

百个实验室在追踪和重复试

验，贝 尔 实 验 室 和 01/231/4
大学曾一度引以为豪’ 朗讯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567
89/:; +,-1,-3 在他的《#$$& 年度报告》的书面致辞

中写道：

“亨德里克·舍恩等一起制成分子尺度的晶体

管’ 他们的工作开辟了易于组装的和具有廉价优势

的分子电子学，这种电子学对硅基晶体管提供了变

革’ 分子晶体管———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已经创造

了具有单分子隧道长度的有机晶体管，使高速与廉

价的碳基电子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9/,9 杂志在 #$$& 年底，将分子电路（主要是

分子晶体管）评价为“#$$& 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的

第一项’ 由于 +,-./ 及其合作者在过去两年半中以

第一作者发表了顶尖级的 #$ 篇论文，仅在 +,<9/,9
和 =13>:9 上就有 &? 篇，被认为有重大突破，特别是

在有机分子晶体管上的“突破”震惊了世界科技界，

而被认为是“ 奔向斯德哥尔摩”、“ 冲向诺贝尔奖

台”、“耀眼的科学新星”’

#! 舍恩科学不端行为的揭露

!’ "# 贝尔实验室内部

应该说对舍恩不端行为的怀疑首先产生于贝尔

实验室内部’ 该室物理学家 @AB9:3 C<DD9 说过，贝尔

实验室的正常做法是论文发表前，先与室内的同行

交流或研讨，以便同事们了解和听取反映，但是最重

要的两篇《自组装单层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和《单分

子导电的场效应调制》以及大多数论文并未遵守这

个传统，引起了议论和猜疑’ 例如，许多科学家认为

他们的许多数据和曲线的实验条件和功能并不同，

但是结果却很相似或一致，这自然也传到外边’
!’ !# 贝尔实验室外部

外部最早提出怀疑的科学家是 5A:/9DD 大学的

物理学家 E1>D F,6>9/，他在与贝尔实验室的有关

科学家交换意见后，提出这些论文中不管器件的结

构和 功 能 如 何，却 都 以 与 传 统 的 场 效 应 晶 体 管

（G6H2）相似的状态导电，有三篇论文如果忽略正负

号后几组数据的径迹或曲线很类似，没有物理上的

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如此’ 接着 E:</,93A/ 大学的

物理学家 I;J<1 +A-/ 和 81:K1:J 大学的纳米学家

5-1:D92 I<9B9:、物理学家 5-1:D92 F1:,>2 分别对几篇

重要论文中的数据和曲线提出“不合理”等问题，后

二者甚至与 +,<9/,9 主编 LA/1DJ 09//9J; 联系’ 此外

全世界有近百个实验组在进行重复实验，花费了大

量人力和金钱却一无所获’ 贝尔实验室在 #$$# 年 )
月 ( 日成立由 +31/MA:J 大学颇有成就和公正声誉的

资深应用物理学家 F1D,AD* N912D9; 为首的由外部

五人组成的专家评论委员会，提供他们充分的自由、

权威和条件，提供过去的内部报告、记录和档案，他

们还可以决定调查的范围、找有关的任何人员谈话’
到 O 月 #) 日得出了调查结论，并写出调查报告《贝

尔实验室某些物理研究论文确实性查询结果》（@9P
2>D32 AM </Q><:; </3A 3-9 K1D<J<3; AM ,9:31</ R-;2<,2 :9P
291:,- R1R9:2 M:A* N9DD I1B2），在《朗讯研究评论》杂

志上发表’ 其中得出，“有一位科学家发表了作假和

虚构的数据，也已搞清楚所有其他合作者并没有不

轨行为”，“这些数据的虚构和作假的证据是令人置

信的”，“所有不轨行为都与一位研究人员牵连，他

作假和虚构的数据至少有 &S 例，其中某些是相关

的”，他是“ 有意或轻率地做出的，并且他的任何一

个合作者都不了解”［#］’ 这些结论说明，已发表的有

关论文中的问题都出自 +,-./ 一人之手，其他作者

只是提供了自己的部分实验结果，由他在整理和统

稿过程中，对数据、曲线作了虚构和伪造，并做出不

符合事实的分析、说明和结论，合作实际上成为他将

自己和合作者的数据和结果进行拼凑、编造和按主

观意愿引申的行为’
评论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说，除去 +,-./ 之外其

他合作者都是清白的，自然也包括鲍哲南博士’ 人们

对他 们 的 合 作 关 系 仍 然 存 在 的 疑 虑，因 为 近 来

（#$$" 年 &$ 月）麻省理工学院有名的杂志 H9,-/A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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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一项评选得到澄清( 该杂志近来在世界

范围内评选出 )**+ 年度的 ,** 位年轻发明家，其中

就有包括鲍哲南在内的五位华人青年科学家［+］，从

而证明鲍哲南博士不但确实没有问题，而且仍然在

科学前沿上作着杰出的贡献(

+- 不端行为产生的情况和案例分析

评论委员会发现，在顶尖刊物上发表的 ). 篇的

). 个实验项目中至少有 ,/ 项做了虚构或伪造，这

里只着重探讨其中最重要的 / 篇论文：

（,）0( 1( 23456，1( 7$6!，8( 9:;(“<&$=> ? $@@$3A
B;>C=:A&;6 ;@ D&6!=$ 7;=$3C=$D”（ 单分子导电性的场

效应调制），见文献［.］(
（)）0( 1( 23456，1( 7$6!，8( 9:;(“2$=@EFDD$BE

G=$> 7;6;=:"$H IH!:6&3 <&$=>EJ@@$3A KH:6D&DA;HD”（ 自

组装单层有机场效应晶体管），见文献［L］(
（ + ） 0( 1( 23456，M4( N=;3， 9( 9:A=;!!(

“O$H"=$6$：F OH;B&D&6! IH!:6&3 <&$=> ? J@@$3A KH:6E
D&DA;H 7:A$H&:=”（二萘嵌苯：有前景的场效应晶体管

材料），见文献［/］(
（.）0( 1( 23456，9( 9$H!，M4( N=;3，9( 9:A=;!!(

“FBG&P;=:H O$6A:3$6$ <&$=> ? J@@$3A KH:6D&DA;HD :6>
Q6%$HA$HD”（双极并五苯的场效应晶体管和逆换器），

见文献［R］(
（L）0( 1( 23456，F( S;>:G:=:PCH，M4( N=;3，9(

9:A=;!!(“ F T&!4AEJB&AA&6! <&$=>EJ@@$3A KH:6D&DA;H”

（发光场效应晶体管），见文献［U］(
（/）0( 1( 23456，M4( N=;3，#( M( 1:>>;6，F(

9:A=;!!(“2CP$H3;6>C3A&6! <&$=> ? J@@$3A 2’&A34”（ 超

导场效应开关），见文献［V］(
现将 / 篇论文中的四种科学不端现象作为案例

引证出来：

（,）《单分子的导电性的场效应调制》［.］与《 自

组装单层有机场效应晶体管》［L］二文中的问题

- - 图 , 的曲线与图 ) 左上角的曲线都是随机的，

温度不同，材料也不同，且足以影响实验结果；而且

两者的漏电压和漏电流坐标尺度完全一样，这些在

物理上说不通(
（)）《自组装单层有机场效应晶体管》［L］、《双极

并五苯的场效应晶体管和逆换器》［R］和《 单分子导

电性的场效应调制》［.］之间的问题(
- - 图 + 与图 . 的材料不同，坐标尺度不同，温度不

同，电压的增益也不同，但是曲线却一样( 图 L 的材

料、器件与前二图的全不同，温度也有较大差异，功

率增益与图 + 的并不同，坐标尺度竟与图 + 同而与

图 . 不同，可是三个图的曲线却都相同，显然是不合

理的(
（+）《超导场效应开关》［V］、《双极并五苯的场效

应晶体管和逆换器》［R］、《自组装单层有机场效应晶

体管》［L］三文之间的曲线类同问题

图 / 与图 R 的材料、温度和坐标尺度都不同，电

压甚至正负相反，二两组曲线却完全相似( 图 U 的材

料和电压与前二图相比，不是正负号相反就是大小

差 )* 倍，而且比右图的温度高几十倍，但是它们的

曲线却相同(
（.）《发光场效应晶体管》［U］与《二萘嵌苯：有前

景的场效应晶体管材料》［/］中曲线的相似性问题

- - 图 V 和图 ,* 两者的材料不同，二曲线的坐标正

负号以及电流和电压的符号都相反，P 结和 6 结也

不同，虽然温度都是室温，但是除去 )W 和 +W 的曲

线外，其他的曲线可以说都一样(
从上面 / 篇主要论文的四组关键性的案例的分

析可以看出，不同器件、不同材料、温度差异很大、电

压或电流的正负号和大小迥异，甚至于 P、6 结也不

同，23456 等人的论文却得出相似或相同的实验数

据和曲线，难怪上百个研究组花了大量人力和金钱

却无法得出同样的结果，怎能不引起越来越强烈的

反映和 评 击( 荷 兰 S$=@A 理 工 学 院 的 T$; N;C’$6E
4;%$6 教授深有感慨地说：“我想象你可以错误地转

换一个图形，可是难以想象你能转换 ,* 个图形”，

而 23456 却说“我希望它们是很相似的”，用“希望”

取代实验事实！23&$63$ 的主编 S;6:=> N$66$>" 对

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评价说：“ 这是标志着近现代

史上影响范围最大的科学不端行为之一( ”

.- 教训与防范决策

正视失败的事实，如实找出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才能做出以后可防范的正确决策和可操作的规范(
通过上述系列分析，可以从 23456 事件汲取很多颇

有现实意义的深刻教训，供科学界考虑(
（,）治学之道在于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事实，

在这个行业中只有把尊重和正确反映自然现象和自

然规律，把诚实和诚信的治学态度看作追求科学真

理和崇尚科学精神的第一信条，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谁违犯了这个信条谁就等于毁掉了自己的信誉和前

程( 贝尔实验室是世界最大的和贡献最突出的研发

机构，今天我们应用的绝大部分重要的信息技术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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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都出自这个实验室，有 &&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 &’ 位美国国家科学奖和技术奖获得者产生于这

个实验室( 长期以来它已经形成了一套治学规则和

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并且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和学风，

人们靠这种学风和传统进行自律和制约( )*+,- 事

件的多次发生却违背了这一切，产生了极其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它说明再好的传统和学风如果任其自

流，就可能被投机取巧者钻营和利用，使大堤毁于一

旦( 所以忠于科学真理和发扬科学精神的警钟必须

长鸣( 特别对于新来者和青年人必须加强科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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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材料：二萘嵌苯" 温度：室温（摘自文献［#］）

图 $%" 材料：! & # 噻酚（! & #’）" 温度：室温（摘自文献［(］）

和科学行为规范的教育，切不可流于形式和自流)
（*）研究组或团队的负责人应当将科研的活动

和行为一并管起来，传统、学风和自律是必要的，却

不是万能的) 论文合作者不仅要向第一作者提供自

己专业的数据和部分结果，而且既然署名就要对全

文的质量负责，加强所有作者的严肃性和责任心) 此

外，重要论文发表前必须与有关同事交流或研讨，在

内部沟通并听取意见或反映) 重要论文送出发表前，

需经过课题组或团队负责人的认可或推荐，这应作

为制度固定下来) 独立调查组特别对课题组长和

+,-./ 的导师 0123455 未负起审查和监督的责任，以

及他与 +,-./ 合作发表论文时却不看内容的失职行

为提出批评) 贝尔实验室研究副总裁 6788 61887 从这

次事件得出，“ 要把提高每个人确保科研诚信的重

要性的警觉作为一条经验⋯⋯我们正在加强实验结

果发表的政策和程序，并鼓励更严格的内部评审”，

这个教训是重要的)
（9）+,-./ 利用了团队负责人更替和青黄不接

的时机，将作假和虚构的活动从偷偷摸摸发展到无

所顾忌) 在他的研 究 团 队 中，导 师 兼 组 长 07:2:;<

图 $$" +,-./ 与贝尔实验室的 =34,（ 中）及研究组组长 0123455

（右）讨论问题

0123455 在 *%%% 年秋去瑞士理工学院任教，物理实

验室的一位负责人 >4?1@131A;: 博士随后去 ’7B1C
大学任教) D-:EC2E1/ =34, 博士虽然尚在，却是 +,-./
的德国校友和介绍人之一，对贝尔实验室的有关传

统和学风缺乏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总之，一个急于成

名却不择手段的青年人，在生性沉着和不事张扬的

“谦虚”外表之下，利用了人事变动的时机) 这说明，

负责人的变动或更替之时，尤应注意各种活动和研

究程序的衔接，坚持研究与发表的过程的传统做法

和程序，以免为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投机取巧的机会)
（F）刊物编辑部对来稿的审查和请专家评审，应

从 +,-./ 事件汲取就事论事和就文论文的评审方法

带来的弊端) 一方面要求重要论文作者提供他们过去

发表的有关论文或其目录与出处，以供查阅和对照；

另一方面编辑部应搜集和向评审人提供有关论文发

表的信息和资料，以便系统地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和

科学界有关研究的前沿进展，便于检查抄袭和作假的

发生) 在这方面，正在相关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有关

专家了解得的更清楚，应首先请他们作评审人)
（G）稿件评审应实行匿名制，并对平民与名人、

名家和名机构一视同仁，实行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 +,-./ 本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只是由

于贝尔实验室的高度信誉和合作者已有的良好名

声，使许多评审人和期刊编辑部放松了警惕和从严

审阅，因而招致问题严重的论文轻松过关和频频放

行的做法，教训深刻)
（#）+,-./ 事件的发现主要是由同行业前沿研究

的专家做出的，正是他们实施密切关注、搜集和阅读

有关课题的研究进展，并加以对比和分析，甚至于进

行重复实验，因而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提出怀疑，甚至

批评，促使问题的调查和解决) 这个事件的经过说明，

世界科学或各学科的共同体具有免疫和自我纠正的

功能，重视、争取和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免疫力，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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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科学的正常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大

量的个人和科学机构往往为了面子和“名誉”而采取

了对科学共同体回避、敷衍甚至对抗的态度，因而不

但纠正不了错误反而害了作假者及其所在的机构，将

科学引入岐途’ 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

（(）一个科研机构在得知自己的成员存在科学

不端行为之后，是不顾事实地采取遮掩和推拒的态

度还是敢于面对现实予以揭露和坚决清除的态度，

是解决和克服不规行为以维护自己声誉的试金石’
贝尔实验室对 )*+,- 事件几乎从一开始就采取自己

揭露和坚决清除的态度，建立室外的专家调查委员

会，提供一切资料、实验笔记、内部报告和放手让调

查组找有关的任何人谈话，并在开始和结束时公开

发表声明和调查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态度为

该室赢得了很好的的名声，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是很

有教益的’
)*+,- 事件的出现，对于世界闻名的贝尔实验

室来说几率是很小的，实际上是由一系列漏洞和疏

忽的随机情况遇到一起，而形成各个联环所组成的

链条，是一个由随机事件形成的系统工程’ 如果分

析一下 )*+,- 事件发生的每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基

本上经过了七个环节，然后又通过了查清后处理的

两个环节，即由九个环节构成的链条，可以称之为一

个系统工程’ 对此，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表示：

! ! )*+,- 的科学不端行为通过了七个随机的环

节，形成一个科学不端行为的系统工程’ 它产生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除去上述几个主要单方面的因素之

外，贝尔实验室过多地沉湎于过去的成就和规范化

了的治学传统，在科研过程和成果审查与发表上由

于人员有所变化时出现了一些本不应有的漏洞，特

别表现在团队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工作变动时，对重

大前沿的原创成果的发表竟不事先内部交流、研讨

和审查，论文合作者竟对论文全文不看或不了解等

方面’ 世界科学界顶尖级刊物 )*./-*/ 和 01234/ 的

编辑部及其请的审稿人过于疏忽、缺乏严谨和负责

的精神，连作者不久前发表的多篇有关论文及其数

据和曲线与所审的论文的之间都未作比较和考察，

以至于殃成影响遍及世界的丑闻’ 这朵 #$ 世纪末到

#& 世纪初科学活动上空的乌云虽然终于弥散了，由

世界科学界自身的免疫和校正机制以及贝尔实验室

的主动和果断行动所清除，但是类似的思潮和不端

行为却仍然会以各种形式滋生着’ 美国现代的晶体

管发明负责人 5.66.17 )+8*96/: 总结出晶体管发明

的“创造性 ; 失败方法论”（*4/12.</=>1.634/ 7/2+8?86=
8@:）［&$］历史经验，对于科研机构和团队以及作假者

而言，都是值得认真汲取的！

参 考 文 献

［ & ］ A+1.471-BC D/BB1@/’ #$$& E--316 F/G842 8> H3*/-2 I/*+-868=
@: J-*’ ，"

［ # ］ F/<./K A877.22//CB F/G842’ F/6/1B/ 8> L/66 H1MB，)/G2/7M/4
#N，#$$#’ &

［ " ］ 科技日报’ #$$" 年 &$ 月 O 日

［ % ］ )*+,- P Q，D/-@ Q，L18 R’ )*./-*/，#$$&，#S%（&#）：#&"S
［ N ］ )*+,- P Q，D/-@ Q，L18 R’ 01234/，#$$&，%&"（&$）：(&N
［ T ］ )*+,- P Q，U68* A+，L1268@@ L’ EGG6./? V+:B.*B H/22/4B，

#$$$，((（&#）："(((
［ ( ］ )*+,- P Q，L/4@ L，U68* A+，L1268@@ L’ )*./-*/，#$$$，#O(

（#）：&$""
［ O ］ )*+,- P Q，U68* A+，Q1??8- F A !" #$ ’ )*./-*/，#$$$，#OO

（%）：TN(
［ S ］ )*+,- P Q，W8?1M161G34 E，U68* A+ !" #$% )*./-*/，#$$$，#S$

（&&）：ST%
［&$］ )+8*96/: 5’ IXXX I41-B1*2.8-B X6/*248- W/<.*/B，&S(O，

Y86’ XW ; #"，

""""""""""""""""""""""""""""""""""""""""""""""
NS(

·物理新闻和动态·

为什么所有海岸线都是分形

几十年前，曼德勃罗特写下了他的著名论文：“英国的海岸线究

竟是多长？”’ 在这篇论文中，他告诉我们，海岸线的确切长度是与我

们用什么样的标尺来测量有关’ 测量标尺的长度可以是 &$$97，

&97，甚至于可以只有几米长，长度愈小的标尺可以测到海岸线上更

多的凹凸不平之处，因此它测得的总长度就愈长’ 从这点出发，他将

海岸线的基本几何特征定义为一个分形，其物理意义是：海岸线是一

条非常弯弯曲曲的折线，而且从统计意义上来看，它们在各种尺度下

具有自相似的特性’

现在法国 X*86/ 工学院的 L’ )1G8<16 和 E’ L16?BB144. 教授以及意

大利费米研究中心的 E’ Z1M4./66. 教授决定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他

们企图寻找是什么物理过程促使海岸线变成为一个分形的’ 他们提

出了一个物理模型并进行了迭代模拟计算’ 首先假定海岸线由光滑

的岩石曲线组成，海水波对其不断地冲击，海水的冲击会侵蚀海岸线

上容易破坏的点，这样就使海岸线上开始雕刻出凹凸不平的点，并使

曲线的总长度会变得长一点，这就是一个使岩石曲线受到大自然的

侵蚀、风化的过程’ 被侵蚀过的岩石会暴露出更多的易破坏的点，但

同时对海水波阻尼的增加也会使海水的冲击力得到缓和与平息’ 长

年累月的这种侵蚀过程可以用反复迭代的计算来模拟，这样一种风

化过程最终将光滑的海岸线雕刻成一个分形，其分形维数是 % [ "’

（云中客! 摘自 G+:B.*16 F/<./K H/22/4B，#$$%，

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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