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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转眼 2014年已接近尾声。这一年总有一些事，让人记忆深刻久不能忘，也许是对埃博
拉疫情的震惊，也许是对转基因食品的质疑，也许是对马航机上同胞的惦念……年终岁末，让我们再
次回顾这一年里的那些热点事件，记住一些经验和教训，留下一些思考和探究。

2014，你我关注的热点新闻 “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杂志日
前遴选出了本年度的科技热词，它们是2014
年的科技烙印，也是科技史上的节点。

虫洞是怎么形成的？掉进黑洞会怎么样？五

维空间的第五维是什么？时间为什么可以压缩？

2014年 11月，随着经典科幻电影《星际穿越》

的上映，人们开始思考并力求了解以往只会敬而

远之的理论物理问题，“星际穿越”引起的科学热

潮，难得地在公众中迅速而广泛掀起。

科幻小说和电影的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一个国家的科学成就、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一部

高水准的科幻小说或电影，往往也能起着重要的

科学传播作用，很多孩子对科学的热爱，也许就是

从一部科幻电影开始的。

星际穿越

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移动医疗为何物，这

个新兴行业却在 2014 年迎来了爆发式发展。移

动医疗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技术，比如用手机、平板

电脑、可穿戴设备等，获得医疗服务与信息的新方

式。2014年，美国批准了 31项移动医疗产品。在

中国，移动医疗同样火热：各种各样的论坛、层出

不穷的应用程序和智能产品、获得大笔投资的创

业公司等。

移动医疗的兴起或将大大改善不均衡的医疗

体系，甚至改变医院的服务方式和方向。不过，火

热的另一面是，移动医疗还没有建立统一的行业

规范和标准，这或许会带来风险。

移动医疗

经过 10 年的漫长追逐，欧洲空间局的“罗塞

塔”号彗星探测器在 2014 年 8 月赶上了 67P/楚留

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并于 11 月 12 日释放“菲

莱”号登陆彗星表面，成为第一个成功登陆彗星的

探测器。科学家希望，这次探索能够帮助破解太阳

系起源之谜，并确认地球上的水和有机物是否来源

于彗星。根据“罗塞塔”和“菲莱”号发回的信息，科

学家已基本确认地球上的水并非来源于彗星。

未来，“罗塞塔”号还将陪伴在彗星身边，观察

彗星在接近太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帮助人

类理解彗星损失冰体的原因和方式。

登陆彗星

2014 年 1 月，日本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带领

的课题组宣布，他们成功制作出一种全新的“万能

细胞”——STAP。该成果一度被认为是颠覆生命

科学常识的重大发现。但论文发表不久后，即遭

到多种质疑。随后，日本方面展开调查，认定小保

方晴子在论文中对实验数据和结果有篡改、捏造

等不当行为。2014年 8月，小保方晴子的导师、笹

井芳树引咎自杀，更是把小保方晴子和这一造假

丑闻推到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

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已经成为近年来日本乃

至国际科学界的最大丑闻。科学家也在反思，如

何变革科学领域成果评审与晋升方面存在的不合

理现象。

小保方晴子

埃博拉病毒给 2014 年的地球村留下了深深的

伤痕。始于 2014 年 2 月的此次埃博拉疫情，比之前

发生的所有这种疫情加在一起还严重，在短短数月

内重创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等非洲国家，

并波及美国、西班牙等欧美国家，一度引发全球性

恐慌。

埃博拉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能引起人类和灵

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致死率在 50%—90%，

致死原因主要为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

发性器官衰竭。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 2014

年 12月，全球累计出现埃博拉感染和疑似病例近 2万

人，死亡人数超过 6000人。

埃博拉疫情在上世纪 70年代首次暴发。近 40年

过去了，科技日新月异，为何人类应对这种多年前就

已出现的传染病仍然左支右绌，难以应付？

首先，战乱、贫穷、医疗设施不完善、卫生知识不

普及等是疫情蔓延的“帮凶”。西非疫区国家有的刚

刚走出战乱，有的社会还不稳定，但普遍面临的困难

是基本医疗服务尚未普及。其次，因为埃博拉疫情主

要在非洲国家暴发，市场和利润有限，长期以来西方

医药巨头对研制埃博拉药品、疫苗以及相关研究工作

缺乏兴趣，导致准备不足。第三，发达国家对非洲贫

困国家援助不到位。

虽然目前埃博拉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趋势正在

减缓，但在疫苗和可靠的治疗方法推出之前，抗击埃

博拉的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的

医护人员大军中，也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中国力量。

埃博拉疫情让人们看到了人类生命在致命病毒

面前的脆弱；也让全球再次意识到，在大规模、突发性

的卫生事件面前，人类仍然缺乏应对的良策。

埃博拉疫情引发全球性恐慌

2014年 3月 8日，马航 MH370客机执行从吉隆坡

飞往北京的飞行任务时与地面失去联系。事件发生

后，包括中国、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越南在内的

26 个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开展了长达数月、规模

空前的搜救工作,希望能找到黑匣子或飞机残骸等蛛

丝马迹，但始终一无所获。与搜救工作同时进行的是

对航空安全管控的反思——对于民航飞机来说，什么

才是最安全高效的通信手段？

来自民航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3年 12月，全行

业在册运输类航空器 2179 架，通用类航空器 1633

架。其中，在高原机场和国际航线上运行的重型飞机

具有卫星通信系统，而在国内运行的大型飞机只具备

高频通信和甚高频通信。

正如手机信号经常有盲区一样，高频和甚高频两

种通信手段，对飞机的监控都有鞭长莫及的时候，飞

机在跨海飞行或者在偏远地区飞行时，都可能因为地

面基站覆盖不到而无法被地面运行控制中心掌控精

确位置和实际运行状态，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定位和

搜救将十分困难。因此，覆盖范围广、可靠性高的卫

星通信正成为航空公司解决地空语音通信联系的首

要手段。

为有效解决飞机与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之间

语音通信联系和实时监控问题，民航局早在 2012 年

12 月就出台了《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实施方

案》，要求在 2017 年底前，我国航空公司应当利用卫

星通信系统，实现每架飞机与运行控制中心之间在 4

分钟内建立及时、可靠的语音通信联系的目标。

然而我国民航可选择的卫星通信服务，目前都由

国外公司提供，存在着信息安全漏洞。中国卫通集团

科技委副主任柴勇表示，应尽快发展能为民航提供服

务的我国自主的卫星通信系统。

柴勇指出，虽然我国的北斗卫星独具的短报文通

信功能使其除了能够导航外，还能为民航的卫星通讯

提供服务。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卫星网络覆盖还是卫

星通讯设备，我国都存在着一定差距。北斗卫星实现

了我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覆盖，但是要实现全球覆

盖还需假以时日，此外民航飞机上卫星通讯设备的制

造门槛很高，除了要遵循现行标准，还要得到国际有

关机构认可，但民航卫星通信涉及国家信息安全，最

终还是应该做到完全自主，可管可控。

马航失联：民航通信如何穿越盲区

2014 年 3 月 1 日，崔永元公布了赴美拍摄的转基

因纪录片，再次让转基因回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

了“反转”与“挺转”两派持续数月的激烈论战。“挺转”

派提出，转基因食品已上市多年，并没有发现负面影

响；转基因农作物提高农业效率，提高农产品产量，可

以有效对抗粮食危机，维护国家农业安全。“反转”派

提出，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存在潜在威胁，比如在吃转

基因食品的实验鼠身上出现不良反应，甚至在美国人

中也发现过敏比例提高，转基因农作物不一定长久提

高农业产量，长久种植甚至有害等。

尽管人们对转基因问题观点各不一致，但转基因

作物还是得到了迅速应用。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2014 年 2 月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现时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累计种植

面积达 16 亿公顷，这个面积大体相当于中国 150%的

国土面积。排名前 10位的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面

积均超过 100 万公顷。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

为 420 万公顷，位居世界第六位，但不是大豆、玉米、

水稻等粮食作物，主要是棉花。

著名植物生物学家许智宏指出，争论“转基因作

物是否安全”没有意义，应该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基

因工程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安全与否取决于引入或修

改了什么基因。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取决于转入的

特定基因起什么作用。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评估一部主任

徐海滨表示，我国参照国际同等标准制定了转基因生

物食用安全评价准则，一些方面比国际标准更严格。

他强调，不能笼统地讲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必须进

行个案分析。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场关于转基因的论战并非

只有争吵的唾沫，也有理性的亮色。论战促使更多的

媒体与个人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看待转基因，并由此推

动了转基因的科普，让更多的人对转基因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或许关于转基因的讨论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转基因论战助推理性看待转基因

“4·10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

然。虽然很快兰州城区就恢复了供水，而且也查明了

事故原因系兰州石化管道泄漏所致，但一些具有普遍

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4·10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揭示了一个长期

以来隐而未现的真相：自来水厂的安全监测，并不是

完全可信赖的，当自来水厂的源头出现污染，水厂并

没有“固若金汤”，因此保障城市饮用水的安全必须从

源头抓起，源头水源地也同样应该以“最后防线”的标

准来监测和治理。

经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研

究发现，当前我国河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点源污

染、农业面源污染、城市面源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

并进而导致了好氧物质污染、有毒物质污染，河流生

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生境破碎和自净能力减弱

等问题。

与水源地污染、出厂水质监测、供水管网老化等

一同被放在媒体聚光灯下拷问的，还有单一水源的供

水模式与缺位的备用水源。有着 362 万常住人口和

近 100万流动人口的兰州市，仅有一处位于该市西固

区西柳沟的饮用水水源地。事实上，没有开辟备用水

源的城市不止是兰州。环境保护部组织的全国地级

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2010年度环境状况评估

发现，在我国 31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16个城市建设

了备用水源，占 68.8%，没有备用水源地的城市还有

近百个。从环保部调查结果上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

备用水源建设情况尚可，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如因水

体污染、水量不足、疏于管理等，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水科院减灾中心抗旱管理与技术研究部主

任苏志诚指出，有条件的城市，通过加强备用水源建

设，实现双水源甚至多水源供水模式，无疑将极大提

高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系数。

在选择备用水源时，应考虑与常规水源类型的不

同，保障水源不会同时出现问题。为确保备用水源关

键时刻能发挥应有作用，应协调好备用水源不同供水

对象之间的用水关系，切实加强水源地和用水的管

理，以保障备用水源在城市发生突发水污染等应急事

件时有水可供。

对受自然条件限制，难以开辟备用水源的城市，

苏志诚建议，在保护好现有水源地的同时，做好应急

供水预案，将应对突发水安全事件,从遭遇战转向有

准备之战。

兰州自来水污染拷问水安全

2014 年 8 月，起源于美国的冰桶挑战赛在短短

几天之内风靡全球，也成为 2014 年热度最高的话题

之一。一桶冰水，从国外大腕浇到了国内众多名

人，这项挑战的缘起，是要让公众体验到全身被“冰

冻”的感觉，关注“渐冻人”群体，为其募集善款。仅

仅 10 多天，美国就靠这项活动募集到了 400 多万美

元用于渐冻症的研究和治疗，中国也募集了 800 多

万元人民币捐款。更重要的是，通过名人效应和社

交媒体的迅猛传播，更多的公众开始关注和了解渐

冻症这种罕见病。

渐冻症是运动神经元病的一种，学名肌萎缩侧索

硬化症，患渐冻症的人都是在清醒状态下眼睁睁看着

自己被“冻”住——不能行走、不能说话、不能吞咽，直

至不能呼吸。他们最有名的病友就是物理学家史蒂

芬·霍金。尽管很多“渐冻人”的发病原因无法明确，

但目前比较公认的一些病例是由基因变异、环境因素

这两类因素造成的。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合作发展项目负责人孙

月说，世卫组织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

0.65‰—1‰的疾病或病变。目前全球已知有近 6000

种罕见病。但在中国，目前尚无罕见病的官方定义。

由于罕见病在人群中发病率低，公众缺乏了解，

很多患者经受着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歧

视。且因患者少、市场小，医药公司并不愿在药物研

发上投入，所以罕见病的医疗费用昂贵且大都在医保

范围之外。

目前，全球已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从立法

方面对罕见病用药研发及治疗方面给予了保障和支

持。而孙月说，我国专门针对罕见病救助的法律还存

在空白。

罕见病只能通过冰桶挑战才能得到大众关注时，

反映出罕见病患者所面临的窘境。相对于偶尔的帮

助与曝光，罕见病患者可能更需要一套长期有效、可

以保障生命的机制与措施。

冰桶挑战关注渐冻症患者

2014年 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长期笼罩

在北京上空的雾霾消失不见，空气质量连续多日达到

优良级别。久违的蓝天白云重新出现，让人神清气

爽。这种“反常”的天气让人们大感意外，也催生了一

个新词“APEC蓝”，并在中国乃至全球迅速传播。

然而专家指出，不能“见三天蓝天就把治霾的长

期任务忘在脑后”，治霾不是短跑，当前更需要强化长

期意识。

面对严重的雾霾和环境问题，政府制定和实施了

多项严厉的整治措施：北京市聚焦压减燃煤、控车减

油、治污减排，细化提出了 84 项重点任务；河北开始

压缩炼铁和炼钢产能；上海会同江苏、浙江及有关部

委筹建“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辽宁省对空

气质量超标的城市开出“雾霾罚单”……

虽然措施很多，但北京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空气污

染治理，依然任重道远。环保部督察结果显示：一些

地区应急工作形式大于内容，难以满足应急要求；应

急机制不顺畅，个别地方政府在应急工作开展和部门

联动上无实质性举措；机动车限行等部分涉及民生的

应急措施难以完全落实；应急响应迟缓滞后；应急预

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与现实需求脱钩。

“APEC 蓝”一词的背后，是人们对雾霾治理的期

待，希望蓝天白云重回，也是环境保护这一科技话题

的全民关注。雾霾治理，需要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决

心，行动不应该仅仅来自政府，更需要激发整个社会

保护生态环境的公民意识，让每一个人以行践言。

APEC蓝诞生反映公众治霾希冀

文·本报记者 陈 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