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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林
莉君）4 月 11 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记者

从 11 日在京举行的第四届清华脑起搏器

论坛——帕金森病日关爱活动上获悉，我国

自主研发的清华脑起搏器，打破国外产品垄

断，已经造福 1600 名帕金森患者，为每位患

者节省治疗费用 10多万元。

帕金森是一种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活

质量的常见疾病。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

是 20 世纪末脑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医

学上被称为“脑深部电刺激器”。它将电极

植入大脑的特定部位，通过慢性电刺激达到

治疗效果，既不损伤脑组织也不影响今后其

他新的治疗方法。全世界已有超过 10 万名

患者植入了脑起搏器。

作为有源植入类高端医疗器械，脑起搏

器具有很高的技术和工程开发难度。在科技

部、北京市等支持下，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教授、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李

路明组织包括电子、软件、材料、制造、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团队，将载

人航天科技应用于脑起搏器研发，成功研制

系列化脑起搏器，打破了进口产品的垄断。

截至目前，清华脑起搏器市场占有率近40%，

成为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的成功典范。

论坛上，李路明还介绍了团队的最新研

究成果。“国际上现有的脑起搏器尚不能和

高场强核磁扫描良好地相容，研究团队为

此发明了基于碳纳米材料薄膜等包裹的新

电极结构。目前，这一产品正处于临床试

验阶段。这意味着，未来清华脑起搏器能

够在核磁设备下工作，患者可以放心地做

核磁共振检查”。

国产脑起搏器为帕金森患者减负 10多万元

“重庆小南海水电站项目，如今，它的命运被一纸

批复终结！”让一些媒体和环保组织为之欢呼的，是 3月

30 日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关于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不得再规划和建设小南海

水电站。但今天，该批复在环保部网站上已觅不到踪

迹，这也为小南海的命运再度打了一个问号。

一直呼吁不建小南海，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我

们是谨慎的乐观。开始环保部不批准，最后建成了水

电站的不乏先例。”

环保部希望水电开发严守生态红线

在《关于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环审〔2015〕78 号）第 3 页里提到，“过去十年，长

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金沙江下

游一期工程建设等因素进行了两次调整，自然保护区

结构和功能已受到较大影响。未来该流域开发必须严

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切实严格依

法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不得在向家坝水电站坝址至三峡水利枢纽库尾长江

干流河段和支流岷江、赤水河河段等自然保护区范围

内，再规划和建设小南海水电站、朱杨溪水电站、石硼

水电站及其他任何拦河坝（闸）等涉水工程。”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汪劲说，《批复》是个“同意的批

复”。“从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看，这个批复应当是叫

做附条件的一个许可批复……实际上它还有一层含义

就是说，以后你要再修其他水电站的主张，项目申报就

不要再提了。”

尽管《批复》措辞明确，但有环保人士表示，小南

海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规划，环保部批复仅代表部

门意见，并不能决定项目去留，最终“由国务院综合

决策”。

小南海总设计师周良景也表示，他的团队并未接

到叫停通知，“该研究的研究，该写报告的写报告”。

小南海投资大、效益低，得不偿失

资料显示，小南海水电站位于重庆市巴南区中坝

岛，工程计划总投资约320亿元，电站装机200万千瓦，是

重庆投资最大、装机规模最大、发电量最大的水电项目。

其实，早在 200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就开展

了“长江小南海水利枢纽建设项目对长江上游珍稀特

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影响”专题研究。研究表明，

小南海大坝建成后，使三峡库区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

库区水体，阻断了白鲟等濒危物种及长江特有鱼类的

生殖洄游通道和索饵洄游通道，使许多珍稀特有鱼类

难以完成生活史，加剧这些物种的濒危程度。造成生

态景观破碎，对长江上游水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生物多

样性受到较大影响。

2009 年 ，农 业 部 对 重 庆 市 政 府 提 交《长 江 小 南

海 水 电 站 建 设 项 目 对 长 江 上 游 珍 稀 特 有 鱼 类 国 家

级自然保护区影响及其减免对策专题研究报告》论

证会上，专家们指出，“长江上游已支离破碎，没有

多 少 天 然 河 流 资 源 了 。 在 天 然 河 流 如 此 稀 缺 情 况

下，还去建这样技术、经济指标都不是很高的大坝，

是不是合算”？ （下转第三版）

环保部的《批复》哪儿去了？
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前途未卜

本报记者 李 禾

“再见！我的跑道我的栏！”

4月 7日，知名田径运动员、奥运冠军刘翔在个人微

博上正式宣布退役。这则长微博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

转发和评论数量均超过 10 万人次。目前，刘翔退役一

事不断发酵，出现在各大媒体网站的醒目位置。

一方面，诸如刘翔这样曾经叱咤体坛的奥运冠军渐

渐淡出舞台；而另一方面，对于许多运动员而言，尽管他

们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职业训练，然而却始终与金牌无

缘。人们不禁要问，人体运动的极限在哪里？如何通过

科学训练在最大程度上开发运动员的潜能？

天赋诚可贵，科技价更高

“能成为奥运冠军的关键因素是运动员自身的天赋

和机遇，但是通过科学训练与先进技术的指导可以给所

有的运动员加分。”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原刘翔奥运科技攻关

项目组成员苑廷刚博士如是说。

“突破运动瓶颈主要分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讲，是

运动员自身的体育天赋以及后天努力，客观方面是科学的

训练加上先进技术的指导。像博尔特、刘翔这样有潜力的

运动员毕竟是少数，并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承受高强

度的训练。”苑廷刚透露，因为人的体能极限是存在着的，对

于普通运动员来讲，竞技能力的提高常常难有实质性进展。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科技的手段突破运动员

自身的瓶颈。比如用现代科技武装运动装备，科学训

练，运动体能。”苑廷刚回忆说，之前他所在的“刘翔备战

2004 年奥运会的综合攻关与服务”课题组于 2003 年成

立，该课题组由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和上海

莘庄体育运动训练基地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组成。

我国田径界长期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因为不少

运动员的技术不好，其身体素质难以有效发挥、成绩水

平大起大落的现象并不罕见。苑廷刚介绍说，当时这

个课题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专项技术诊断与分

析，即利用所掌握的仪器、设备和科研手段，对运动员

在比赛中的专项技术动作进行系统技术监测和后期技

术处理。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技术诊断与分析，再分别

以技术图片、技术光盘、图表、数据、文字报告等不同形

式进行快速反馈。

苑廷刚告诉记者，课题组曾对刘翔等优秀跨栏运

动员在比赛和集训期间的主要技术训练进行现场技术

拍摄，并进行技术诊断与分析，目的是帮助教练及时、

全面地了解运动员技术状况，配合教练共同保证这些

项目技术训练的质量，以及对关键技术环节的改进完

善，并促进其成绩水平的稳定提高。

课题组运用生物力学分析等方法，建立我国及世

界部分优秀田径运动员技术图像资料库。“通过近两年

的努力，此项工作收到较好的工作成效，成为教练提高

训练质量的参考依据。”

苑廷刚还介绍了科技如何用于运动装备。以跑鞋

为例，以前的跑鞋种类较为单一，而现在跑鞋的种类已

经有了非常具体细化的分类，有专门用于跑步的鞋子，

专门用于跳远的鞋子，专门用于跳高的鞋子。“甚者同

样是跳远的鞋子，三级跳用鞋和跑跳用鞋在鞋钉的布

置、鞋钉的锐利程度方面都不相同。”

解除疼痛是表，解决损伤是里

刘翔的个人微博上，详细解释了选择退役的原

因：“我并没有重视自己的脚伤，一味地追求速度，不

断加大训练负荷使脚伤由轻到重。”孙海平认为，刘翔

没有办法进行专项训练，这就预示着他的运动生涯将

会结束了。 （下转第三版）

刘翔退役引发的话题——

科技助力：运动员如何突破瓶颈
本报记者 吴佳珅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记者

林小春）美国《科学》杂志 10 日发表的一

项新研究显示，海洋酸化可能是造成 2.5

亿年前地球上生物大灭绝的“元凶”。

由英国爱丁堡大学领衔的这项研究

发现，当时西伯利亚火山猛烈喷发，释放

出大量二氧化碳，导致海洋变酸，结果地

球上 90％的海洋生物与三分之二的陆地

生物灭绝。这也是地球史上 5 次生物大

灭绝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研究人员分析在阿联酋发掘的岩石

后得出了上述结论。2.5 亿年前这些岩

石位于海底，记录了那个时期海水酸碱

度的变化情况。

研究显示，位于二叠纪至三叠纪之交

的这次灭绝事件持续约 6万年，共分为两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二氧化碳以缓慢速

度释放了 5万年，进入海洋的二氧化碳被

强碱性的海水中和，对地球生命的影响相

对缓和；第二阶段仅有 1 万年，但二氧化

碳释放速度快、规模大，海水酸碱度突变，

海洋中绝大多数高度钙化的生物无法适

应，并因此灭绝。在这一时期，陆地上的

生态系统也应该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一发现传递了两个意义截然不同的

信息：一方面，今天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二氧

化碳的速度为每年100亿吨左右，大于2.5

亿年前生物大灭绝时期的每年24亿吨；而

另一方面，地球上可利用的化石燃料中还

储备着 3万亿吨碳，即使全部排放到大气

中，也远远比不上2.5亿年前的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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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翔 4月 7日正式发布退役 44分钟后，中国田径

协会迅速在官网上发布致刘翔的感谢信：“我们永远记

得 2004 年雅典 110 米栏决赛夜晚那个英气勃发的追风

少年。”对刘翔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31 岁的刘翔退役事件引发不少人对运动员退役

状况的关注。同样是跨栏运动员，古巴跨栏名将罗

伯斯早在 2013 年就告别体坛，当时他年仅 26 岁。知

名运动员退役，有的做了教练，有的读书求学，有的

嫁 入 豪 门 转 入 娱 乐 圈 …… 关 于 运 动 员 退 役 的 那 些

事，您知道多少？

姚明在 2011年告别 NBA 篮球生涯后，仍活跃于公

众视线。他不仅在 2013年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而且成为《爸爸去哪儿》节目客串嘉宾，在荧幕上与

粉丝见面。成为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老板后，姚明凭借

自身影响力继续助力篮球事业，并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

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形象大使。

李宁，1988年退役后一度跨入电影界，后来专注于

运动品牌事业。目前，“李宁”运动品牌涉足运动服装、

篮球、足球等多种品牌，被传为佳话。

前中国跳水队运动员郭晶晶的退役生活为人津津

乐道。她不仅嫁入香港豪门，而且近期关注环保事

业。作为海洋保育大使的郭晶晶，呼吁人们拒食鱼翅

苏眉等濒危生物。

在 2007 年宣布退役后，跳水冠军田亮的演艺经历

丰富多彩，扮演多部电影电视剧的主要角色。

邓亚萍可以算是众多退役运动员步入政商界的典

范。在其 1998 年告别乒乓球坛后，获得剑桥大学经济

学博士学位，在 2010年，邓亚萍还出任了人民日报社副

秘书长、即刻搜索总经理。

刘国梁、孔令辉等运动员在退役后转型成为教

练。“铁榔头”郎平在执教意大利队、美国队后，于 2013

年正式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在网络上，不少网友留下对于刘翔退役的祝福。当然，

舆论并非千篇一律，声音里也不乏质疑批评，甚至有人讥

讽其“可以转投演艺圈”。北京退赛和伦敦伤退让刘翔承

受较大的心理压力，也受到不少指责。 （下转第三版）

知名运动员退役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吴佳珅

■周末特别策划

4月10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布
卫村村民龙周多杰在自家牛圈意外发现一只小雪豹卧在
牛圈一角，为防止雪豹伤及人和牲畜，龙周多杰和邻居合
力把小雪豹装进笼子内。县政府得知后派出工作组前往
布卫村了解情况，经过观察，小雪豹只是有些虚弱并无其
他外伤，村民随后将其放生。发现雪豹的村子位于青海
省囊谦县的西南部，是澜沧江的发源地，近年来这里的生
态环境有所好转，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右图 4月10日，被装进笼子里的小雪豹。
新华社发（王东梅摄）

雪 豹 误 入 牛 圈 被 放 归

CFP

近日，冰岛航空

一架波音 757 客机在

空中被闪电击中后继

续飞行 8 个小时，直

到降落后人们才发现

机 头 被 击 出 一 个 大

洞。中国航空报航空

专家张宝鑫介绍，民

航客机对雷击有一套

完善的防范体系，只

要雷电不是击中发动

机位置，通常不会造

成严重后果。

“飞机在高空飞

行过程中，遭遇雷击

的几率很高，因此防

雷措施是民航飞机的

必备。”张宝鑫介绍，

首先从机身材质特征

来看，其本身就是良

导体，遭遇电击后，可

以将电流传导出去。

他表示，通常飞

机遭到雷击时，最先

触电的地方是机身最

高 点 ，即 垂 直 尾 翼 。

电流经过机身，大多

从两个位置释放，一

是机鼻，二是机身底

部 如 起 落 架 舱 等 部

位。

“这次电流是从

机鼻释放，而且释放

能量很大，导致该部

位被击穿。”他说。

据 相 关 照 片 显

示，此次被击穿部位

是飞机的雷达舱整流

罩。张宝鑫说，民航

客机雷达舱内装有气

象雷达，因此整流罩

没有采用金属材料，

而是使用复合材料。

这种材料能方便雷达

波的发射和接收，但

结构强度相比金属材

料较弱。同时该材料

不具备导电性，因此

雷达舱整流罩上通常

装有导电条，以将电

流传导出去。

除了利用机身导

电特征防止雷击，飞

机上所有的固件和电子元件也都有防雷击处理。

张宝鑫表示，如果有电子设备被损坏，飞机上的过

载保护系统可以避免其他设备受到影响。此外，一

些关键设备至少采用双备份，即使损毁，还有备份

设备可以使用。“这样的防范体系，可将雷击对飞行

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他说。

据报道，该客机在机头被击穿后，仍飞行了8个

小时，完成了约3700英里的航线，飞行员并未察觉。

张宝鑫说，这样的损伤不会对飞行造成影响。他介

绍，飞机飞行中如果遭遇雷击、鸟撞等意外情况，驾驶

员应对各系统进行检测，对损伤程度做出判断，然后

由机长决定是返航、迫降还是继续飞往目的地。

“这次被击穿的是雷达舱整流罩，其附近没有

安装传感器，以免影响雷达工作，因此系统无法检测

出来。”他说，这样的故障，通常是由飞行员根据一些

飞行异常现象进行判断，如油耗升高、飞行阻力增大

等。如果损伤对飞行影响很小，飞行员则很难察觉。

“只要雷电没有击中发动机位置，一般不会对

飞机造成太大影响。”张宝鑫说，“近几十年来，国际

上几乎没有民航客机因在高空遭受雷击而发生重

大空难事故。” （科技日报北京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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