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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科學發展漫長探索中取得的許多成果，都離

不開跨越國界的合作共贏。如今這些寶貴的跨國合

作，卻在俄烏衝突升溫、西方國家加強對俄制裁中

飽受衝擊，恐成為地緣政治衝突的犧牲品。在3

名俄羅斯和美國太空人攜手從國際太空站返回

地球之際，許多學者呼籲避免將科研

「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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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劃20年 俄歐ExoMars火星車項目擱置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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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太空人范德美國太空人范德··海海（（左左
二二））與俄國太空人擁抱與俄國太空人擁抱，，展展
現和平精神現和平精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范德·海乘坐俄羅
斯「聯盟」號飛船返抵
地球。 路透社

▶俄美太空人着陸一刻。
法新社

烏科學家中止研究 帶同昆蟲標本逃難

美建對俄「科技鐵幕」
恐爆連鎖反應阻全球供應鏈

3名太空人昨日共同乘坐俄羅斯「聯盟」號飛船，順
利於哈薩克斯坦降落，其中55歲的美國太空人范

德．海已在太空停留355天，創下美國太空人連續在太空
停留日數的紀錄。此前有美媒質疑俄羅斯受制裁後，會否
同意載美國太空人返回地球，俄方則承諾作為太空探索合
作夥伴，會按計劃將兩國太空人帶回地球。

俄學者遭西方制裁波及
只是回到地面，全球科研合作前景並不樂觀，俄羅斯科
學家正面臨多方孤立，大量跨國研究也被迫叫停。全球科
學信息服務最大供應商之一的Clarivate本月便宣布，不會
將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新期刊納入其名下的科學引文索引
（SCI）。近十年來不斷積極招募國際學者、提升研究機
構國際競爭力的俄羅斯則選擇「脫鈎」，不再將SCI刊文
納入政府資助項目的評估指標。
地緣衝突和制裁升級，更使許多學者多年心血毀於一
旦。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研究員、俄裔美籍專家鮑
里斯在莫斯科成立認知科學中心，安排學生前往歐洲各地
科研交流。如今項目雖未取消但已陷入停滯，他指導的俄
籍博士生還受金融制裁波及，無力負擔研究費用，「我們
每天還會視訊交流，現在一切都崩潰了。」

競爭數十年仍能維持合作
部分科研機構和組織則盡力維繫正常學術合作。國際天
文學聯合會（IAU）本月初便駁回禁止俄國學者參與研究
的提議，會長埃爾梅格林強調，一戰後成立的IAU旨在促
進學術界團結，「我們不希望僅憑學者所屬國家的行為就
決定支持誰，將我們的同僚分開。」涵蓋133間英國學府
的倡議團體「英國大學協會」，也呼籲成員根據實情審視
與俄國學者的合作，表明「我們並不支持全面抵制」。
來自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的5名知名科學家上周四在著

名期刊《科學》刊文，反對中斷與俄國科學家的交流，
「全面中斷互動只會嚴重損害全球利益，違背我們的價值
觀，包括追求全球科技取得快速發展、維持跨國界非意識
形態溝通渠道，反對意識形態僵化和無差別迫害。」
參與聯署的哈佛大學環境科學教授、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的科技顧問霍爾德倫強調，氣候變化和北極生態環境研究
領域，都需要與俄國學者合作，他對孤立甚至「妖魔化」
他們的報道感到驚訝，「許多俄國學者和學生都在西方國
家生活及工作，他們不應被拿來與俄國領導層混為一
談。」
俄美太空探索數十年來互相競爭，但仍能維持合作，美
國前太空人凱利稱，國際太空站一直是和平典範，所有太
空人都為了求知探索的共同目標奮鬥，「這是少有能將全
人類團結一致的事，我認為國際太空站最大的成功，就是
實現國際合作，讓我們共同努力，讓我們成為朋友。」

◆綜合報道

◆◆ 「「ExoMarsExoMars」」火星車計火星車計
劃籌劃劃籌劃2020年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方多個國際科研機構在俄烏衝突爆發
後，紛紛叫停與俄羅斯的合作，一項尋找
火星上生命跡象的計劃也隨之擱置。歐洲
太空總署證實，歐俄合作的「ExoMars」
號火星車已無法如期在今年9月升空，最
快到2024年才有下次發射機會，意味這項
籌劃20年、投入至少10億歐元（約87.3億
港元）的項目再受打擊。
「ExoMars」火星車由歐俄共同研發，
雙方分別負責提供火星車及着陸器。該火
星車原計劃在哈薩克斯坦升空，明年6月
登陸火星表面，但現時發射計劃需無限期
暫停。歐洲太空總署署長阿施巴赫坦言，
受地球及火星公轉軌道影響，下次發射窗
口期要到2024年，「但從現實角度看，我
們恐怕還要再拖延兩年，即使2026年發射
也顯得有點樂觀。」

更適合尋找火星生命痕跡
相較過往的火星車，「ExoMars」更適
合尋找火星或存在生命的痕跡。歐洲太空
總署機械人探測項目負責人帕克指出，該
火星車可從兩米深處提取火星土壤及岩石
樣本，足以抵禦火星地表輻射，「我們從

未向火星發射過有生命跡象搜索分析功
能、還能在分子領域尋找火星過往存在
生命可能性的機械人。」
如今歐俄合作叫停，火星車計劃也

前景未明。歐洲太空總署考慮尋求
美國太空總署支持，或自行研究
發射裝置。俄羅斯國家航天公司
總裁羅戈津則堅稱，俄羅斯有
獨立展開火星任務的技術，
亦不排除選擇與波斯灣國家
等其他國際夥伴合作。

◆綜合報道

深陷俄烏衝突中的許多科
學家不但被迫中止研究，甚至
人身安全也面臨威脅。不少烏克
蘭科研工作者為逃避戰火，只能
紛紛前往歐洲避難，亦有美國科學
家擔憂美俄關係日趨緊張，被迫放棄
前往俄羅斯進行實地考察，兩國生物學
家的合作項目只能叫停。
本月初衝突期間，導彈碎片一度損毀通

往基輔市中心的暖氣及熱水管道。烏克蘭植
物研究所所長莫斯亞金就住在當地，「我比
較耐寒，或許還能堅持，但這會影響長者和
孩子。」烏克蘭國家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數學
物理學家葉霍爾琴科本月初也一度滯留交戰
區，只能來回在防空洞和住所間避難，「我實
在沒有體力在火車站等待太久。」
還有學者在局勢危急之際仍不忘保護研究

成果。烏克蘭國家科學院施馬爾豪森動物研

究所昆蟲學家科爾涅夫本月初前往柏林避難
時，便隨身攜帶兩個塑膠行李袋，當中堆滿
用於研究的昆蟲生物標本。
華盛頓大學生物學家雷格爾原計劃本月前往

俄羅斯遠東的北冰洋島嶼弗蘭格爾島，參加美
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與俄方合作的年度研
究，追蹤北極熊從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亞的遷
徙。然而眼見局勢惡化，科研合作亦可能受波
及，雷格爾只能無奈放棄。 ◆綜合報道

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
組織（CERN），是全球享負盛名的粒子物
理實驗室，亦是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
國際科學合作組織之一，但在俄烏衝突爆發
後，CERN以嚴厲措辭譴責俄羅斯的特別軍
事行動，並暫停俄國在該組織內的觀察員身
份，同時停止與俄機構展開任何新的合作，有
科學家擔心CERN的研究計劃會受到影響。
CERN於1954年成立，目標之一是希望各國

能透過科研合作展現團結，因此被視為「二戰後
的團結象徵」，目前約有1.2萬名來自70多個國家
的科學家在CERN工作，其中1,000多名科學家是
俄羅斯籍，也有來自以色列和伊朗的科學家。
CERN由23個成員國組成，這些國家負責實驗室決

策並繳納會費維持運營，俄羅斯作為觀察員無需繳納會

費，但通常會供應設備等資源，為各種實驗提供支援，
亦可派員參加CERN理事會會議。CERN暫停與俄方合
作後，不再邀請俄羅斯代表出席理事會會議，但暫時允
許已經參與該實驗室研究的俄羅斯科學家繼續工作。

恐影響大型強子對撞機計劃
多年來一直在CERN工作的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家米

勒表示，俄羅斯代表失去以任何形式參與CERN活動
或指導的資格，雖然俄科學家目前不必離開，不過他
們一旦被迫離開，會嚴重影響大型強子對撞機計劃的
許多實驗。強子對撞機因設備升級及新冠疫情影響，
已關閉3年多，暫定今年6月重啟實驗。哈佛大學理論
物理學家蘭德爾表示，除非科學家需為自己國家的行
為負責，否則CERN今次限制俄國科學家，違背了
CERN提倡的國際合作精神。 ◆綜合報道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俄烏衝突爆發後，
對俄科技領域實施制裁，令俄羅斯與西方國家
之間如同出現一道「科技鐵幕」。中國現代國
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李崢指出，美國
推動對俄制裁，試圖打擊俄羅斯高端科技發
展，但這種制裁反而可能刺激衝突升級、阻塞
全球供應鏈，最後帶來意料之外的連鎖反應。
分析強調，美國坐擁全球最強大的科技實

力，在政府動用針對他國制裁手段時，大量科
企及科研機構也選擇跟隨，這讓俄羅斯部分新
興科技產業發展可能就此中斷。以人工智能
（AI）產業為例，俄企在技術研發上高度依賴

西方，制裁讓這些企業無法獲得後續支持，產
品研發完成後也難以出口。
分析還表明，隨着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在科技

領域強制「脫鈎」，許多產業牽一髮動全身，
即使日後放寬制裁，也很難在短期內改變產業
發展預期。
美國認為針對打壓「部分企業和領域」，實
則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的激烈反應，甚至令西
方國家企業也受波及。對俄科技制裁手段愈強
硬，潛在風險就愈大，部分科研受阻引發的連
鎖反應或在數年後才浮面。

◆綜合報道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停與俄合作
自毀「二戰後團結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