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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博后见闻——
我所经历的学术造假

辰西

最近了解到一件发生在身边

的学术造假事件，在此将发现的

过程和相关影响记录下来，并谈

谈个人的看法。本事件的主体是

一个半年前离开的博士后（在此

称为 N）。被发现的原因在于老板

最近让实验室的埃及哥帮忙把那

位博士后的数据整理成论文，并

许诺给他第二作者。按道理，对

于毫无英语语言障碍的埃及哥而

言，这原本是一项轻松愉快的工

作。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两件无法理解

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起因在于老板

对流式细胞的数据分析有一些不

同意见，希望能找到原始数据并

重新进行处理。于是，埃及哥先

联系了 N，对方却告知，其自离

职后就清除了所有与本课题组相

关的数据。无奈之下，他只能联

系公共平台的管理员，在流式细

胞仪的电脑和往昔数据备份硬盘

上慢慢搜索，可最终仍是一无所

获。通常而言，科学研究的原始

数据是必须妥善保存的，在没有

不可抗外力或意外的情况下，原

始数据决不允许遗失。另一方面，

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的 N，在论

文尚未整理完成前就清除自己所

有的原始数据，该行为实在难以

理解。然而，本次原始数据莫名

其妙地消失并没有引起老板的重

视。老板觉得毕竟是公共平台的

公用电脑，可能管理员在数据保

存时存在不规范之处从而导致丢

失数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

却在埃及哥的心中留下了浓厚的

阴影。

第二件事情则是由于埃及哥

本人想重新分析荧光成像实验的

原始图片。这次他没再联系 N，

而是直接跑去了荧光成像仪的电

脑进行搜索。然而，他居然又无

法找到任何原始数据。更令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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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是，本课题组数年前的其他

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成像结果都还

保存在那个电脑上，唯独缺少 N

的数据。于是，他再也无法保持

淡定，直接跑去和老板摊牌并打

算撂挑子，他认为公共电脑上原

始数据的丢失很可能是被 N 所删

除，而这种行为的动机太可疑。

老板在震惊之余带着深度怀疑的

目光仔细察看了 N 提供的所有数

据，发现除了丢失的原始数据之

外，还存在一些“猫腻”，比如同

一个实验的结果含有两组不同的

数据……

以上细节是我和埃及哥私下

交流时获悉的，并未在实验室内

广泛扩散。由于我和 N只有过短

暂的接触，也无法准确评价，但

其工作的确影响过我的研究进

展。N 在离开课题组前曾发表一

篇 IF=5 左右的文章。在那篇文章

中，其在利用荧光信号评估载体

的组织分布时采用了 B16-F10 黑

色素瘤模型，得到了不错的结果。

我目前正做的一个课题是开发一

种全新的载体转运体系，也需要

对其进行体内分布的评估。在选

取肿瘤模型时，老板根据 N 的文

章拍板让我放弃另外两种常规肿

瘤模型而采用黑色素瘤。

从购买老鼠到构建肿瘤模型

再到进行体内分布评估，整个周

期大约持续了近两个月。然而，

在最后取出器官和肿瘤进行荧光

成像时，我和埃及哥发现载体组

在肝、脾中都有明显的荧光信号，

然而所有黑色素肿瘤却都没有荧

光信号。向老板汇报结果时，他

认为是由于载体的剂型设计不佳，

导致其体内循环时间较短，无法

通过 EPR 效应进入肿瘤。然而，

我和埃及哥仔细分析，感觉最大

的可能性在于该肿瘤模型中的黑

色素屏蔽了荧光信号。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一方

面通过设计实验，确实证明黑色

素瘤能够显著屏蔽荧光，且屏蔽

能力与瘤体积正相关。另一方面，

文献调研表明，对于绝大多数在

黑色素瘤模型上进行组织分布的

研究，较为普遍的药物含量检测

方法包括两种——同位素标记药

物以及从肿瘤组织中分离并提取

药物。综合以上信息，我们认为

对于黑色素瘤模型，利用常规剥

取瘤体并直接进行荧光成像的方

法进行体内分布研究是不可取的。

对于此结论，我很是无奈，N 的

实验结果完全误导了肿瘤模型选

择，浪费了我近两个月的时间。

截止到目前，课题组内部针

对 N 的结论已经很明确了。然而，

由于人已经离开，发邮件谴责已

无关痛痒，老板是否有进一步行

动也不得而知。现在的老板有种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

感觉。他一边向我们感叹自己没

法相信任何人，一边制定新政策

增强对实验数据的管理，比如以

后体内实验的所有测量数据要用

笔撰写到特定的表格内，并且最

后留两个人的签名，由此降低造

假风险。从某种角度而言，这造

假事件似乎也给本课题组带来了

一些积极的影响。

在以往的科研生涯中，我并

没遇上过类似事件。不过在读博

士期间，我导师曾和我聊起过他

的人生经历：导师师兄的博士论

文内容造假被人揭发，毁掉了导

师老板的学术生涯（导师的老板

当时已经快站在学术界顶层了）。

作为得意弟子留在课题组里的导

师目睹了整个课题组分崩离析的

全过程，最终只能放弃当时所有

的一切，从零开始另起炉灶——

这件事相当于毁掉了导师本人近

十年的努力成果。虽然现在我的

导师也有不错的地位了，但如果

没有造假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他应该能站得更高。

虽然学术界对造假保持零容

忍，但事实上，造假始终是绕不

开的魔咒。这些年耳熟能详的造

假事件包括韩国的 Hwang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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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日本的 Obokata Haruko。探

讨造假的原因，其内因肯定在于

个人，某些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培

养的品性，使其完全漠视学术道

德规范，轻视学术声誉；而造假

的外因则可能来自于很多方面，

例如国内外日趋激烈的科研环境

带来的考核压力、科研成就带来

的重大经济与学术上的利益等。

这些因素在特定时间内相结合，

就为造假提供了原动力。

阻止造假离不开引导和监管。

引导能从源头上端正个人的态度，

促使大家都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但潜移默化的过程周期较长；监

管则属于辅助性强制性措施，能

有威慑作用，但由于造假本身的

强隐蔽性，监管往往面临着较大

的挑战。对于一个普通科研工作

者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造假带来的危害（浪费科研经费、

社会资源、时间等自不必说，其

对个人和无辜人士所带来的恶劣

影响将烙印终生），并在日常工作

中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才能

消除造假的可能，保持科研环境

的纯净，并最终由此受益。

科研的路漫漫而长远，我们

需要面对的并非仅仅是科学研究

方面的问题。

量的 PSA，这不但可以帮助鉴别

不同的临床疾病，同时有望用于

运动会女运动员是否服用甾类激

素药物的检测。

如今运动会上常出现服用兴

奋剂类药物的作弊行为，同化激

素（特别是睾酮）是最常用的一

种，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常面临的

挑战是需要更新、更敏感的方法

来检测不断出现的新的违禁药物，

测出更低幅度的浓度变化。因此，

鉴于 PSA 受雄激素调节、女性

雄激素过多时 PSA 会分泌升高，

PSA 有望成为检测女性运动员是

否外服雄激素类药物的辅助诊断

指标，并且新一代的超敏 PSA 检

测试剂盒也会起到革命性的促进

作用，希望检测手段的推陈出新

能使运动会更加地公正、公平、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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