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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研界又曝论文造假丑闻
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公开道歉

近年来日本科研界造假事件不断，前有理化学研究所“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造
假事件，后有东京大学教授渡边嘉典多篇论文造假丑闻。最新一起论文造假丑闻来
自201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领衔的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论
文造假已成为日本科研界一大“毒瘤”，严重损害日本科研信誉。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是日本乃至全
世界iPS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研究的重要
机构。根据该研究所2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
认定，以助教山水康平为第一作者的研究小
组于2017年2月发表在美国《干细胞报告》
杂志网络版上的一篇论文存在17处捏造和
篡改图像数据行为。这是这家重要科研机构
首次曝出论文造假丑闻。

京都大学已经申请撤回这一论文，今后
将追究包括所长山中伸弥在内的相关人员责
任。山中伸弥在22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对此感到非常后悔，深刻反省，并对日本国
民和支持其研究的人表示由衷道歉。山中伸
弥本人也表示，不排除辞去所长职务的可能

性。
因具有无限增殖、多向分化潜能等功能，

诱导多能干细胞被视为再生医疗的“万能细
胞”。日本政府更是将再生医疗等尖端医疗
技术作为“新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柱。
2013年，日本政府曾表示将在今后10年内对
诱导多能干细胞研究投入约1100亿日元（约
合64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日本媒体认
为，这次论文造假丑闻将损害日本诱导多能
干细胞研究这块“金字招牌”的信誉。日本大
阪大学副教授中村征树指出，全社会对诱导
多能干细胞的研究期望值特别高，山水康平
等人可能是为了回应这种期待而篡改了数
据。

日本干细胞研究领域信誉受损

近年来日本学术造假丑闻接二连三。
2014 年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小保方晴子
STAP细胞论文造假事件曾震动日本，引发全
球关注。“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身败名裂，她
的博士学位也被早稻田大学取消，她的一名导
师、干细胞科学家笹井芳树自杀身亡。这一事
件让日本学术界的造假现象进入公众视线。

2014年12月，东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
的33篇论文被曝出存在捏造数据等学术不

端行为。2015年3月，熊本大学一个研究小
组又曝出9篇论文造假。2016年筑波大学一
名副教授被曝出2篇论文造假。2017年 8
月，东京大学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渡边嘉典的
5篇论文被曝造假。

一连串的学术造假丑闻让日本的科研界
颜面无存，相关人员也都受到了严厉处分，但
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学术压力面前，学术
造假依然难以根绝。

论文造假接二连三数量巨大

中国北京呈源医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前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特别研究
员高飞对此次论文造假事件感到震惊。他
说：“STAP细胞造假事件后，大家对这类事
件很敏感。我以为不会有人再去犯同样的错
误，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而且是出现在京都
大学。”

高飞认为，做科研的人都希望能拿到好
数据，靠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设想。但细
胞实验难度大，特别是随着研发深入，各种各
样的问题就会涌现，有些急于求成的人就没
有了耐心，采用了投机取巧的方式。另外，任
期制的研究人员在任期内如果没有拿得出手

的成果，也会有较大压力。
主攻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产业化的日本

ID Pharma公司总经理朱亚峰表示，学术造
假是研究人员的道德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
存在。这次的造假问题与先前的STAP细胞
造假事件的实质是相同的，但他认为诱导多
能干细胞技术本身没有问题。

他认为，此次京都大学并未考虑要照顾
诺奖得主山中伸弥的面子，而是及时公开论
文造假调查结果并谴责这一行为，山中伸弥
教授也亲自出面道歉，不“捂盖子”，这一点亦
属难能可贵。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业界同行对及时公开调查结果表示肯定

美国肯塔基州西南部马歇尔高级中学23日发生
枪击事件，造成2名学生死亡，另有17人受伤。犯罪嫌
疑人是一名15岁的男生，已被警方抓获，他将面临谋
杀和谋杀未遂等多项指控。 新华社发

美国中学又发枪击案美国中学又发枪击案

1月23日，法国气象局向包括巴黎在内的23个
省份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因连日降雨，巴黎地区的
塞纳河水位上涨，多段河岸公路被迫关闭。图为巴
黎一处洪水泛滥的公园。 新华社发

巴黎水灾巴黎水灾

1月23日，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
出火山灰和熔岩。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
部的阿尔拜省，距菲首都马尼拉约330公里，海拔约
2400米，是菲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新华社发

马荣火山持续喷发马荣火山持续喷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