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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今日视点

■值班主任 董映璧 责编 聂翠蓉 陈 丹

科技日报讯“绿色革命”密集的农作方式

正在越来越快地改变着地球大气。美国马里

兰大学研究人员在最近一项研究中发现，过去

50年来，大气中二氧化碳（CO2）的季节波动升

高了约 15%，平均季节性波动正以每年 0.3%的

速率增加。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19 日报道，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名为 VEGAS（陆地碳循

环模型）的大气模型，首次研究了在 20 世纪

和 21 世纪期间，农业活动强度变化造成的影

响。相关论文发表在 11 月 20 日的《自然》杂

志上。

“我们看到的是‘绿色革命’对地球新陈代

谢造成的影响。”马里兰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

教授、VEGAS 主要开发人员曾宁（音译）说，

“我们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整

个生物圈的呼吸。”

自上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就知道在北半

球每年的夏末秋初，大气 CO2水平较低，这一

区域北半球比南半球更大，因此北半球植物更

多。在南北半球植物达到最大生长期，CO2水

平在春夏两季会下降，植物吸收 CO2 放出氧

气，到了秋天，植物分解放出储存的碳，大气

CO2 水平又迅速上升。CO2 上升的驱动因素

比较清楚，而加剧 CO2季节性循环波动的原因

却很难确定。因为高水平 CO2具有化肥效应，

会刺激植物生长，而且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在变

暖，也使寒冷地区植物生长得更好。

曾宁说，从 1961年到 2010年，种植主要作

物的土地面积增长了 20%，而作物产量增至 3

倍。“绿色革命”的因素——扩大灌溉、增加化

肥、使用高产品种等，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也

延长了作物生长期和腐烂时间，增加了它们释

放到大气中的 CO2数量。

研究人员用了夏威夷莫纳罗亚观察站自

1958年开始的持续历史观察记录，晚些开始的

其他地方的记录，并结合了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的国别统计数据、气候数据和一些站点

的大气 CO2数据。跟踪季节峰值和谷值，清晰

显示了大气 CO2 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在

1961 年到 2010 年之间，季节波动变得更加极

端，在北半球，冬天的 CO2水平常比夏天要高

6ppm（1ppm=百万分之一）。

把绿色革命因素纳入模型后，模型结果大

致符合莫纳罗亚观察站记录的真实数据峰值和

谷值。曾宁指出，他们的模型结果首次跟踪表

现了耕作强度变化造成的影响，并对一些未知

因素进行了简化处理。为了确保没有夸大绿色

革命的效果，他们还用模型估计了世界作物产

量，结果略低于FAO的统计。 （常丽君）

“绿色革命”逐渐改变了生物圈呼吸

2012 年的一天，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

镜遭遇惊险，在飞行轨道上将与一个废弃的

卫星狭路相逢。费米研究团队情急之下在一

秒中爆破了飞船推进器，以改变其路径。

在人类近半个世纪雄心勃勃的太空探

索活动中，在近地轨道上丢弃了大量这样

的人造碎片，大到火箭残骸和废旧卫星，小

到涂料薄层和金属残片。它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地球轨道上的空间碎片，简称

轨道碎片。

这些“游荡”的碎片速度约为 7.5 千米/

秒，即使是最小的碎片撞击到航天器上，也可

能致其“重伤”，后果如灾难。而数以百万计

的人造轨道碎片（再加上天然的微流星体）聚

集在近地空间，对航天器的生存构成了重大

威胁。

像费米团队那次急中生智的调整，是需

要航天器携带额外的燃料来执行，而每次规

避会耗费卫星常规任务的时间，以及付出昂

贵的成本。此外，国际空间站还要让这些执

行任务的飞行器能够耐受住十几次的意外

撞击。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

激光研究人员巴里·科伊尔和保罗要开发一

种很有前景的方法，使用激光阵列限定和跟

踪轨道碎片，可以克服无源光和雷达技术的

不足。碎片跟踪器可用于定位和跟踪废弃的

卫星、航天器部件，及其他在低空和地球同步

轨道上大部分驻留的残余物。

一直以来，近地空间碎片的测量数据来

自于地基雷达和光学望远镜、天基望远镜以

及对返回航天器表面的分析。其中最重要

的数据源是美国空间监视网、“干草堆”雷

达、返回航天器表面的“长期暴露装置”和航

天飞机等。

然而，光学望远镜可以跟踪阳光照射的碎

片，但对于有海拔的碎片几乎不能提供信息。

此外，当太阳照在以黑暗天空为背景的对象上

时，对日出和日落基于光学的计算是有限的。

并且，雷达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范围，而不是

轨道残骸的确切位置。瞬时定位通常精确到

几百米，而由于来自太阳风的阻力和颗粒、轨

道的变化，意味着其预测的位置将以公里的范

围而扩大。实际上，很多碎片能够被观测却无

法跟踪、确认，因此未进行编目。

新方法的灵感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发

现，与其他方法相比，激光跟踪碎片的精度将

增加 10 倍，研究人员要使用哥达德地球物理

和天文观测台（GGAO）加装反射器卫星的先

进激光测距的世界领先技术，在更大的规模

上增强这种技术。

GGAO 的 48 英寸望远镜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作为一个研究、发展和测试激光阵

列、激光雷达及天文仪器的设备，将输出和接

收激光束。该设施用来为哥达德太空飞行中

心的一些航天器测高进行在轨标定。2005年

NASA 也使用这种设施确定对水星进行飞近

探测飞船的激光测高仪表现。

“轨道碎片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所有能

够发射卫星的机构都应对此担负责任。”科伊

尔说。

他说：“虽然很难将其去除，NASA 的任

务可以最小化地减少其对空间资产运作的影

响。他们可以发射非经营性的航天器到不太

繁忙的轨道上移除这些威胁，或让不再工作

的飞船重返大气层烧毁。重要的是，跟踪和

监视这些遗留物可保护未来执行任务的飞行

器免受潜在的有害冲突。”

NASA 采用激光测距可以收集更多的数

据，包括碎片的形状、大小、轨道投影和范

围。它还可以根据物体的形状和大小，追踪

垒球大小物体的精度达到米数级。

为了表明激光跟踪的有效性，该小组计划

将 GGAO 激光从 1.064微米更新到 1.57微米，

使其达到相关安全操作标准。研究人员将发射

激光在天空中寻找碎片，并使用返回的光帮助

估计物体轨迹及其可能运动的范围。通过每次

互相传递添加数据，以提高准确度。

GGAO 是卫星激光测距的发源地，也是

一个管理地球物理应用全球性的地面站网

络。该研究团队计划实现基于这个地面激光

观测台全球网络进行观察和更精准追踪轨道

碎片，从而帮助世界上现有的太空碎片跟踪

工作。

轨 道 碎 片 哪 里 逃
——美开发利用激光限定和跟踪轨道碎片技术

本报记者 华 凌 综合外电

新华社巴黎11月19日电 （记者张雪飞）

尽管彗星着陆器“菲莱”进入休眠状态，但“罗

塞塔”探测器还在环绕目标彗星运转。欧洲航

天局 19 日宣布，“罗塞塔”的彗星探测任务还

远未结束，探测器目前状况良好，所有系统和

仪器均按预期方式正常运行。

据欧航局介绍，未来一年，“罗塞塔”将重

新进入日常科学观测和数据采集阶段，并观察

彗星“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接近太阳时的

变化，这颗彗星预计将在 2015 年 8 月 13 日到

达近日点。

欧航局解释说，自从“罗塞塔”于 8 月 6 日

进入环绕目标彗星的轨道后，其运行轨道一直

设定在利于着陆器释放的状态；从下周起，控

制人员将调整“罗塞塔”至距彗星 30 公里的轨

道，满足其现有科学探测设备的运行需求。

此外，由于彗星会因接近太阳而变得更加

活跃，导致难以将探测器保持在近距离轨道，

欧航局希望在彗星出现较高活跃度之前让“罗

塞塔”尽可能与之靠近。12 月 3 日，“罗塞塔”

运行轨道将下调至距离彗星 20 公里处。届

时，专家们将以高分辨率绘制出彗核的大部分

区域，并采集彗星活跃度升高过程中的气体、

尘埃等物质。而 10 天后，探测器的轨道将再

次调高至距离彗星 30公里处。

载有“菲莱”的彗星探测器“罗塞塔”2004

年 3月升空。经过 10年追赶，终于在今年追上

彗星“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并在欧洲中部

时间 12 日上午将着陆器“菲莱”释放到彗核表

面。遗憾的是，由于着陆位置无法获得充足光

照，“菲莱”在工作约 64小时后，因电力耗尽进

入休眠状态。

不过，“菲莱”在休眠前传回的数据仍然带

给科学家惊喜。负责分析数据的德国科学家

19 日透露，“菲莱”上的气体分析仪器在彗星

的大气中“嗅”到了含碳有机分子。含碳有机

分子是构成地球生命的基础物质之一，科学家

将进一步分析“菲莱”探测到的物质是否包含

构成蛋白质的复杂化合物。

“罗塞塔”继续彗星探测之旅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9日电 （记者林小
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 日发表报告说，如果

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2 摄氏

度内，就应在 2070 年前实现全球碳中性，并指

出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应采取更多行

动以兑现承诺。

这 份 在 华 盛 顿 发 布 的《排 放 差 距 报 告

2014》由 14个国家的 22个研究团体编写，评估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的碳

排放承诺。

报告认为，中国、巴西、欧盟、印度和俄罗

斯有望兑现承诺，但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

和美国“可能需要进一步行动和（或）购买碳补

偿才能兑现承诺”，而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

和南非则存在不确定性。

报 告 发 现 ，全 球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相 比

1990 年已增长超过 45％。为避免升温幅度

超出 2 摄氏度，到 2020 年，全球温室气体总排

放量不应超过 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按

目前各方承诺计算，届时的排放量可能要超

出更多。

报告重点分析了 2020 年后应达到的排

放目标，并指出，为把升温幅度控制在 2 摄

氏度内，首先到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应比 2010 年至少减少 15％，到 2050 年应减

少 50％，2055 年至 2070 年之间实现全球碳

中性。

碳中性是指，森林、土壤等自然资源吸

收的二氧化碳可完全抵消人类排放的二氧

化 碳 ，使 人 类 行 为 造 成 的 二 氧 化 碳 净 排 量

为零。

报告说，如果把二氧化碳之外的温室气体

如甲烷、一氧化氮和氢氟碳化物考虑在内，那

么总的温室气体净排量应在 2080年至 2100年

之间降低为零。

联 合 国 副 秘 书 长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执 行 主 任 阿 希 姆·施 泰 纳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呼

吁：“全球气温的上升与大气中长期温室气

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积累程度成正比。为

了 保 持 在 排 放 的 安 全 限 值 范 围 内 ，现 在 采

取更多行动会减少今后采取更多极端行动

的需求。”

联合国呼吁 2070年前实现全球碳中性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9日电 （记者林小

春）中美研究人员 19 日说，他们发现了一种很

有希望的针对耐药肺癌的治疗方案。实验显

示，联合使用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和免疫

调控药物雷帕霉素，可以把患癌小鼠的存活时

间提高一倍。

当天发表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期刊的

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含有 KRAS 基因突变的肺

癌。KRAS 突变是一种常见的基因突变，可见

于 20％ 至 30％ 的 肺 腺 癌（一 种 常 见 肺 癌）、

40％以上的肠癌和 90％以上的胰腺癌，常导致

癌症出现耐药性问题，因此目前临床使用一些

癌症药物时会要求先对患者进行 KRAS 突变

检测。

“这个结果非常令人激动，”论文共同通讯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张永辉对新华社记者说，

“KRAS 突变是癌症治疗中的顽疾，其他类型

的肺癌在早期都有一些有效的治疗药物，但目

前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及治疗方案针对这

一基因突变，一些‘明星’抗癌药物对于 KRAS

突变的肺癌病人都是无效的。”

在小鼠实验中，张永辉与美国索尔克生

物研究所的夏怡丰博士以及伊利诺伊大学

的同行，采用了双膦酸药物和雷帕霉素联合

使用的策略，治疗 KRAS 突变的肺腺癌。双

膦酸药物是传统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但

近年临床发现一些双膦酸药物有显著的抗

癌效果。

张永辉说，这两类药物在体内起很强的协

同作用，会联手对 KRAS突变的癌细胞进行剿

杀。在小鼠试验中，肿瘤大幅缩小，而小鼠存

活时间由 28天延长至 54天，增加近一倍。

张永辉强调，这一工作并不表明他们找到

了 对 KRAS 突 变 的 最 终 解 决 方 案 ，“ 解 决

KRAS 突变这一医学难题最终可能有多个途

径，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很有希望的方案，

但最终是否能成功造福于患者，还依赖临床试

验结果”。

中美联合发现治耐药肺癌药物组合

印度发现
首例埃博拉病例

11 月 19 日，在印度
首都新德里，旅客走出英
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印度卫生部门 18 日
说，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现
第一例埃博拉病例，一名
从利比里亚回国的印度公
民经血样检测确认感染埃
博拉病毒，目前患者已被
隔离。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iPS细胞技术助
自闭症个性化治疗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9日
电 （记者刘隆）巴西和美国的科研人

员最近利用 iPS 细胞技术，在自闭症

个性化治疗上取得新进展。

巴西圣保罗大学和美国加州大

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

期《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上报告说，他

们从一名 8岁自闭症患者脱落的乳牙

中分离出牙髓细胞，将其培养成 iPS

细胞，让 iPS 细胞在实验室中分化成

神经元细胞。

显微镜观察发现，与正常儿童的

神经元细胞相比，这些神经元细胞的

突触（神经信号进出的唯一通道）较

少。研究人员随后发现，这个孩子体

内一种名为 TRPC6 的基因异常，这

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负责调控钙离

子进出细胞。他们还通过动物实验

证明，这个基因异常会导致实验鼠神

经发育、形态和功能的异常。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内用植物贯

叶连翘中的成分“贯叶金丝桃素”对

男孩的神经元细胞进行了治疗，贯叶

金 丝 桃 素 有 促 进 TRPC6 基 因 的 作

用。令人惊喜的是，这些神经元细胞

的外观和电活动都有显著改善。

基于实验室研究，自闭症男孩服

用了一个月的“贯叶金丝桃素”，其专

注力有了很大改善。在服药前，如果

让这名男孩“坐下来，画画”，他根本

没有任何反应；一个月以后，男孩可

以坐下来看着研究人员并把玩画纸。

研究人员认为，这说明 iPS 细胞

技术为探求自闭症的个性化治疗提

供了新思路。从短期来看，可以考虑

利用这种技术确定自闭症患儿的具

体类型。

联合国儿基会呼吁
创新解决儿童面临问题

据新华社联合国 11 月 20 日电
（记者倪红梅 顾震球）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 20 日发布年度《世界儿童状况》

报告，呼吁各界共同努力，通过创新来

解决儿童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

报告说，与 25 年前《儿童权利公

约》刚通过时相比，现在出生的儿童拥

有无数机遇，但同时还有太多孩子仍

要面临需求不被满足、权利未获实现、

潜力受到阻碍的未来。

在列举世界儿童生活仍面临大量

不平等现象的同时，这一题为《重新构

想未来：为每个儿童创新》的报告还汇

集了世界各地儿童的多个创新故事。

凭借计算程序识别网络欺凌、拿

乐高积木造出盲文打印机、用太阳能

为助听器电池充电……这些孩子们的

发明创造正改善着自己和他人的生

活，也体现了这份报告希望凸显的关

键词：创新。

这份数字化的报告不仅包括多媒

体内容，还提供互动平台，邀请更多创

新者讲出自己的好主意。报告呼吁各

国政府、发展问题专家、企业、社会活

动家和社区携手努力，开拓思路，推动

通过创新解决儿童面临的紧迫问题，

藉此推动惠及所有儿童的变革，促进

儿童获得平等，激发创造力等。

加成立航空航天顾问委员会
科技日报多伦多 11 月 19 日电

（记者冯卫东）加拿大工业部长詹姆

斯·穆尔在 19 日举行的加拿大航空航

天峰会上表示，加拿大航空航天业已

成为创新能力、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全

球典范，宣布设立航空航天顾问委员

会，以为该行业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穆尔强调，加政府将加大对航空

航天业的支持力度，并重申支持制造

业以为经济成功创造良好条件的承

诺。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降低税赋，将

企业所得税从 2007 年的 22%减少到

15%，同时减免联邦资本税。

穆尔同时宣布新设立航空航天

顾问委员会，为政府谋划航空航天业

的未来发展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委

员会成员来自军方、企业、高校及非

营利组织。

2013 年，加航空航天业创造了超

过 17 万个就业岗位，经济贡献 280 亿

加元。航空航天业已成为加拿大“全

球市场行动计划”的重点领域。加政

府在为“航空航天和国防战略倡议”注

入补充资金的同时，推出了新的计划

以支持航空、航天、国防和安全领域的

大型技术示范项目。加政府还承诺，

在未来 5 年为新成立的“加拿大航空

航天研究创新联盟”提供 3000 万加元

的资金支持。

科技日报讯 或许很多人在儿时都曾幻想

能在脑后“长”一双眼睛，像超人一般看见自己

身后本应看不到的景色。而现在，多亏一种新

型的纳米照相机，超人般的视力或许真的离我

们不远了。

在童年时期拉梅什·拉斯卡尔也曾幻想

过身后长眼。尽管这种奇特的想法早已消

失，但拉斯卡尔一直在不断寻找拓宽人们视

野的方法。

今天，身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照相机文化研究小组主任和媒介艺术与科学

副教授的拉斯卡尔，终于实现了他儿时的幻

想。他发明了能以光速捕捉图像的纳米相机

以及可简便操作（DIY）的医学成像工具。拉

斯卡尔表示：“这不仅是一种新的视觉，更是一

种超人般的视觉。”

在研究中，为了避免思维受限，研究小

组不断提高原先的目标，并运用了多领域知

识的交叉融合。为了制造出减少成像运动

模糊的纳米相机，他们甚至研究了光线的传

播方式，努力将各种可能性相互交叉融合。

这种纳米相机的灵感，来自麻省理工大学

教授哈罗德·埃杰顿在 1964 年拍摄的高速摄

影作品“静止的时间”（该作品捕捉到了子弹击

穿苹果的瞬间），而现在这种纳米相机的速度，

比当年埃杰顿使用的高速成像设备快上数百

万倍。这种全新的飞秒成像技术（1 飞秒等于

千万亿分之一秒），创造了人类在“捕捉”光线

领域的全新纪录。

研究小组利用超短激光脉冲代替子弹

“射”穿了一个可乐瓶。每秒五千万亿帧的特

殊相机，在百万兆分之二秒的二次曝光时间内

记录下了瓶子被击穿的瞬间，捕捉到了光在移

动中的影像。

在测试中，为了拍摄到隐藏在墙后目标

物体，研究人员操作相机朝目标附近的另一

墙体发射超短激光脉冲，激光脉冲击中墙体

后会产生散射，散射出的大量光子会弹射向

拍摄目标的不同部位产生二次散射，最终相

机会捕捉并分析经多次散射后返回镜头的光

子 ，经 计 算 后 构 建 出 本 应 拍 不 到 的 目 标 影

像。这种“没有死角”的相机或许能在将来应

用于危险环境的探测。

拉斯卡尔“化不见为可见”的目标已延伸

到了人体。研究小组现在研发出了可借助眼

睛拍照的手机附件，其价格低，并可用于病人

管理和疾病诊断。未来，飞秒成像技术还可能

应用于瞬时医学成像，大大缩短成像时间。除

了高速摄像，飞秒成像技术还将在一些意想不

到的领域大展身手，如抓拍气体中散射光的微

小颗粒，经分析后创造出能够代替嗅觉的视觉

图像。

拉斯卡尔预测，新型成像技术将成为改变

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催化剂，它们不仅如传统

般记下眼中所见，更能帮人们获得超人般的强

大视力。 （刘燕庐）

纳米相机让人脑后“长”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