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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5月8日电 （记者刘霞）美

国科学家研究认为，恒星附近的炙热区域是形

成含氮分子环的最佳环境，这些分子环最终形

成了 DNA分子，而这些区域可能是 DNA分子

形成的“温床”，生命或源于此。如果最新研究

获得证实，将有助于科学家最终厘清地球生命

源于何处这个亘古谜团。

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和夏威夷大学的科学家携手，通过再造富碳

的濒死恒星周围环境来弄清楚某些分子是如

何形成的，进而得到这一结论。

伯克利实验室化学分部的穆萨德·阿赫迈

德表示：“这是第一次有人研究此类热反应。

而且，研究结论表明，DNA 分子可能在这些被

称为‘宇宙烤肉架’的区域诞生。”

数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希望在太空中找

到可能形成 DNA 分子的蛛丝马迹，尤其让他

们感兴趣的是含氮双碳环——喹诺酮。他们

大多将目光聚焦在恒星之间名为星际介质的

地方。星际介质是恒星之间的区域，含有大量

气体云和微小固态粒子。但没有科学家愿意

花时间寻找适合这些分子环栖息的地方，尽管

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才应该是 DNA 分子诞生

的首选地。

为了再造恒星附近的环境，阿赫迈德团

队使用了伯克利实验室的先进光源（ALS）。

在先进光源内，他们使用一个热喷嘴来模拟

富碳恒星附近的压力和温度，朝热喷嘴内部

喷射氮、碳和氢混合而成的气体。在温度为

425 摄氏度时，热喷嘴会将混合气体变成包含

有喹诺酮以及异喹啉的气体。研究人员表

示，这一温度或更高温度可能是热恒星附近

的温度，是 DNA 分子形成的理想区域。阿赫

迈德说：“这表明，我们可以开始在恒星周围

搜寻这些分子。”

该 研 究 的 合 作 者 、夏 威 夷 大 学 的 拉 尔

夫·凯撒在最新一期的《天文物理》期刊上解

释说：“喹诺酮和异喹啉会在这样炙热的环

境中制造出来，接着同星风一起被喷射到星

际介质内。一旦被喷射进冰冷的分子云中，

这些分子就会凝结在冰冷的星级纳米粒子

上，被处理和功能化。这些过程可能导致更

复杂的、与生物相关的分子如核酸碱基的形

成，后者对 DNA 分子和 RNA 分子的诞生至

关重要。”

DNA分子或在热恒星附近区域形成
该论断有助厘清生命源于何处

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科学角度，人类

自我认知的难度都丝毫不亚于对外部世界的

探索，对生命奥秘的解析和探索也是哲学家

和科学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依赖信息、材

料等新技术的突破，生命科学已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之一。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生命科学技术

所提供的支撑作用将在多方面显现，成为未

来社会“智能型态”的关键所在。

人类基因组计划——
了解自身，改变自我

无病无灾，健康长寿，是古往今来人们最

重要的追求之一。也正是这种质朴的追求，

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随着 1953 年 DNA 双螺

旋结构的发现，人类在生命科学探索路上开

始突飞猛进，而本世纪初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完成，则让科学家对人类自身奥秘的认知有

了一个质的飞跃。

人类基因组计划始于 1990 年，这项被

称作“生命科学中的登月计划”的目标是：

测出人类基因组中 30 亿个碱基对的排列顺

序；确定 24 对染色体上的基因分布；绘制一

份分子水平的人体解剖图；把人体基因的

全部遗传信息输入基因库，帮助科学家掌

握有关碱基对如何组成基因、每个基因的

功能、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控制人的生

命 过 程 。 2000 年 6 月 ，人 类 有 史 以 来 第 一

个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2003 年 4 月，人类

基因组计划正式结束。

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完成，为人类了解自

身开启了新的一扇门，也改变了生命科学的

进程。“它能彻底改变我们对大多数疾病诊

断、预防和治疗的方式。”在第一个基因组草

图完成之际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样

说。十多年过去了，尽管预想中的医疗革命

还没有到来，但在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研发

过程中，基因剪切、拼接以及重组等技术难题

一一被攻克，基因疗法也已经开始进入临床，

个体化医疗在逐步实现。

未来，随着对基因组意义理解的加深，科

学家对各种人类疾病的认知也将不断拓展，

作为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基因工程的前景

被普遍看好。

脑科学研究项目——
了解智力，推动社会

忽如一夜，脑科学成为了生命科学研究

的宠儿。美欧相继推出的脑科学研究项目，

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生命科学领域最庞

大的科研项目，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脑认知

科学成果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力。

2013 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大脑

图谱计划”（BAM），专门针对人类大脑的思

维活动进行研究，力图绘出完整的大脑思维

活动图。这项长达 10 年到 15 年的科研项

目，预计投资超过 45 亿美元。无独有偶，几

乎在同一时刻，世界另一大经济体和科研中

心——欧盟同样开始将脑科学作为重点研

发项目，“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入选欧洲未

来技术项目，将在 10 年间获得约 10 亿欧元

的资金投入。这一由欧洲 87 个研发机构共

同参与的大型项目，计划创建一台超级计

算机详细模拟人类大脑，以研究人脑如何

工作，借以开发出神经疾病和相关疾病的

个性化疗法。

脑认知科学是信息科学、神经科学、心理

学、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的

整合。它的突破，不仅仅会对人类多种神经

性疾病的治疗产生革命性的推动作用，还将

有力地推动基于人脑的新型信息通讯技术的

开发过程，而脑认知科学与信息通讯技术平

台融合，则是未来计算机技术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的关键。

认识人脑，解析人脑，模仿人脑，以至

最终控制人脑，科学家们雄心勃勃。可以

说，人类对智力的认知和理解，改变的将不

仅仅是人类的知识结构，其对社会生产生

活的推动更具意义。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

的跨越，正依赖于此。

生命科学的世纪——
延展多方，支撑未来

21 世纪被认为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今

天，生命科学已经是继信息技术之后，国际市

场竞争的又一个热点领域。

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生命科学的发展有

赖于信息、材料等技术的突破，同时，生命科

学的突破也推动着其他各领域的创新。从能

源到材料，从信息到制造，伴随着科技进步，

生命科学的触角已延伸到各个关键领域。而

基于现代生命科学基础上的生物技术，在工

业、农业、化学、环保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日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生物燃料、生物材料、生物制造……在能

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退化的今天，生命科学

的进步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或许将来

凭借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就能解决今

天令我们头痛不已的白色污染；借助一根不

起眼的蜘蛛丝，就可以让我们能够身着特制

的服装踏足今天难以企及的天地。神奇的生

命，让一切皆有可能。

对生命的探索：认识自我 把握未来
——生命科学将是新一轮产业革命智能社会的关键

本报记者 刘海英

俄发射失败飞船
坠入大气层烧毁
新华社北京 5月 8日电 俄罗斯

发射失败的“进步－M27M”货运飞船

8日脱离近地轨道，落回大气层烧毁。

据俄罗斯联邦航天署消息，“进

步－M27M”货运飞船绕地球飞行 160

圈后停止运转，在莫斯科时间 8 日上

午 5 时 4 分（北京时间 10 时 4 分）脱离

轨道，坠入太平洋中部地区稠密大气

层烧毁。

俄联邦航天署发言人表示，对于

货运飞船发射失败的调查结果，最晚

不迟于 5月 13日公布。

“进步－M27M”货运飞船搭乘“联

盟－2.1a”火箭于 4月 28日上午从位于

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的发射场升空。

飞船原定于 6 小时后与国际空间站对

接。但升空后不久，俄地面飞行控制中

心无法接收到飞船传送的遥测信息，飞

船发射失败，未能与空间站对接。

为确保国际空间站正常运行，俄

每年从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 4 艘“进

步”货运飞船，每艘飞船可向空间站运

送超过 2.5吨的物资。

“进步”系列货运飞船从 1972 年

开始向太空运送货物，安全发射记录

较为出色。此前，仅在 2011 年 8 月因

运载火箭第三级动力设备故障，一艘

“ 进 步 ”货 运 飞 船 升 空 后 爆 炸 。 在

2012 年 7 月和 2013 年 4 月，两艘“进

步”飞船分别遇到自动对接系统技术

故障和导航天线未展开等困难，但最

终均顺利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水星可能曾有
强度堪比地球的磁场

新华社华盛顿5月7日电（记者林
小春）借助美国“信使”号探测器的观测

数据，科学家 7日说，水星可能早在 39

亿年前就形成了磁场，且不排除那时它

的强度与今天我们的地球磁场一样。

水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最小、

最靠近太阳的行星。上世纪 70 年代，

美国“水手 10”号飞船发现水星有磁

场，这是太阳系内除地球外唯一一个

拥有磁场的岩石行星。水星磁场由其

地核内熔融铁的运动产生，其强度约

是地球磁场强度的 1％。

过去一年中，美国“信使”号以最

低 15 公里的高度绕水星低空飞行，探

测器上的磁强计捕捉到水星表面岩石

的微弱磁性信号。研究人员据此计算

出水星的磁场非常古老，可能在距今

37亿至 39亿年前就已经形成，比水星

的诞生时间仅晚了 7亿年左右。

研究人员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

学》杂志上的论文还写到，鉴于水星地

壳可能含有铁等磁性金属，古代水星

的磁场强度不会比今天的弱，与我们

地球的磁场强度一样强也是有可能

的，但最可能的是介于两者之间。

“信使”号于 2004 年 8 月升空，是

人类第一个水星探测器。它于 2011

年进入绕水星轨道，由于燃料耗尽，北

京时间 5 月 1 日以撞击水星的方式结

束使命。

科学家发现接种
麻疹疫苗的更多好处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7日电 （记

者林小春）给孩子打麻疹预防针又有

了一个理由。美国《科学》杂志 7日发

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接种麻疹疫苗

不仅能保护孩子们免于感染麻疹病

毒，还能降低其他传染病的感染风险。

麻疹疫苗问世于50年前，随之而来

的是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率降低 30％

至50％，最贫穷人群中儿童死亡率降低

高达90％。但让医学界不解的是，麻疹

疫苗提供的保护效果并不足以解释为

什么儿童死亡率降得这么多。

为解开这一谜团，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分析了上世纪英

国、美国和丹麦开始大规模接种麻疹

疫苗前后的儿童死亡数据。

研究发现，麻疹感染者会产生“免

疫失忆”，削弱免疫系统对人体的保护

作用。参与研究的普林斯顿大学助理

教授杰西卡·梅特卡夫说：“如果你得

了麻疹，今后 3 年内你可能会死于某

种不感染麻疹根本不会死的疾病。”

此前研究认为，这种“免疫失忆”

持续一到两个月时间。但最新研究显

示，麻疹诱导的免疫损害实际上会持

续 2到 3年。

研究人员认为，麻疹疫苗让接种

者免得麻疹，保持了免疫系统“记忆”

完整，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对其

他感染的保护。

2S35“联盟-SV”152毫米自行火炮首次受阅

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在常规兵器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与坦克、步兵战车并称为现代陆军“三大件”。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火炮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震耳欲

聋的炮声曾响彻整个欧洲大陆，场面激烈无比。奉行炮兵

至上作战原则的苏军更是极为看重火炮的力量，大量火炮

的运用为最终赢得胜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次莫斯科

红场阅兵中自然少不了它们的身影。

背负众望的“接班人”

在 5 月 9 日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

式上，与“阿尔玛塔”主战坦克、“库尔干人-25”步兵战

车一同首次公开亮相的，就有被军迷热炒已久的 2S35

“联盟-SV”152 毫米自行火炮。未来，“联盟-SV”将全

面取代俄罗斯地面部队目前所使用的 2S19MSTA-S 型

自行火炮。

在二战期间，苏军炮兵强大、密集的火力覆盖曾让日

军和德军吃尽了苦头，也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二战后，由于工业的技术能力的逐渐衰落，苏联包括之

后的俄罗斯在火炮上的领先地位也慢慢被赶超。苏军在

1988 年开始装备的 2S19 型 152 毫米自行火炮很快就与西

方主流的自行火炮拉开了差距。

很多军事专家将其归因于苏联在金属冶炼加工技术

领域的长期止步不前。进入 21世纪，当西方 155毫米口径

52 倍身管榴弹炮大量涌现后，俄军的师级压制火力 2S19

火炮在射程和精度上的差距再次被拉大，这让一度傲视全

球的俄军装甲部队颇为汗颜。作为 2S19 火炮的“接班

人”，“联盟-SV”无疑背负了俄罗斯军工行业和陆军部队

的殷切期望。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日前发表题为《俄罗斯新式重装

甲公开露面》的文章称，此次俄军公开亮相的新型地面武

器装备全部采用了全新设计，是自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以来俄罗斯装甲战车的最大革新。

火力威猛的“远程杀手”

2011 年，俄罗斯首次展示了“联盟-SV”自行

火炮的样车，当时该车使用的还是 2S19自行火炮

的车体。在外形上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个十分威武

骇人的炮管。即便在现在，这也是十分新潮的设

计，科幻感极强。更有军迷将其比作游戏《红色警

戒 2》中的苏军终极武器“天启坦克”的现实版，一

时间赚足了眼球。不过考虑到双炮管需要使用更

为复杂的装弹机制，在精度和可靠性上也无法保

证，俄军最终还是放弃了双管设计，换回了传统的

单一炮管。

“联盟-SV”自行火炮的创新，除了华而不实的双炮管

外，更多的还是实打实地提升了性能，特别是最为关键的

射程参数。“联盟-SV”实际射程为 40 公里，比其前辈

2S19MSTA-S型自行火炮的 20公里增加了一倍。在使用

特殊弹药时，射程最远可至 70公里，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在 弹 药 携 带 量 上 ，“ 联 盟 -SV”为 70 枚 ，远 超 德 国

PzH2000的 60枚和美国 M109A6“帕拉丁”的 39枚；在重量

上，“联盟-SV”为 48吨，后两者则分别为 55吨和 28吨。

可圈可点的“自动武器”

长期以来，信息化和自动化被认为是俄制武器的一大

短板。此次“联盟-SV”却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由于采用了无人炮塔和自动装填机构，“联盟-SV”的

乘员数量得到了大幅缩减，甚至仅凭两人就能完全控制装

弹、制导和射击。新的自动装填机构不但可以自动填装炮

弹，还可以自动填装发射药。在人员保护上，全部乘员被

安置在车体前部，与后部的无人炮塔、战斗室有装甲板隔

开，武器可以遥控指挥。

俄火炮研制专家扎卡缅内博士称，“联盟-SV”自动水

平极高，几乎可以被称为一款机器人武器。“联盟-SV”能

利用微波系统点火的模块化发射装药，使用气压动力装

弹，其火炮能在任何方向角和仰角下以最大射速瞄准开

火。此外，它还能自动选择必要的炮弹和模块化装药，实

现车载弹药装载过程的自动化。

在信息系统上，每名车组人员工作台都配有远程火控

系统和所有操作仪表监控系统，并与统一的信息指挥系统

相连。控制模块配备车载战术目标选择、定位和导航系

统。此外，该车还配备有卫星导航、地形测量和秘密数据

传输系统，整体接入战术层级的自动化指挥系统。

闪 亮 登 场 的 先 进 武 器
——“联盟-SV”自行火炮首次受阅

本报记者 王小龙

5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

年阅兵仪式最后一次总彩排。科技日报记者现场观看了彩

排全过程，感受到俄民众对于阅兵式和胜利日的独特感情。

阅兵式场内场外热情高

由于 5月 9日当天各国政要和老战士代表将出席阅兵

式，红场周边将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因此对于俄民众而

言，7 日的彩排是他们近距离全面感受阅兵式的绝佳机

会。能够进入观众席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但热情的市民

从早 7点开始就陆续来到周边街道，为经过的参阅车辆和

人员喝彩。

9 点半左右，媒体记者进入采访看台就位，受阅方阵

在广场上集结，观众也开始入场，这些观众大多是参演军

人的家属，或是曾经在部队服役过的老兵。

“爱丽丝，看到红旗旁边的人了吗？”在父亲的指点下，

一名俄罗斯小女孩顺利找到了广场方队中的家人，发出了

开心的欢呼。观众席渐渐坐满，当中有满头银发、胸前挂

满勋章的老兵，但更多的是青年和儿童。

阅兵式开始后，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乘车驶过受阅方

阵，向士兵们祝贺节日。作为回应，排山倒海的“乌拉”声

响彻红场，久久回荡。当俄罗斯国歌奏响时，全场观众起

立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分列式中，当军乐团奏响

一段段熟悉的旋律，观众席中总会飘出歌词准确的哼唱。

这些人既是阅兵式的观看者，更是活动的参与者，其认真

程度丝毫不亚于红场上的方队。

先进武器展示吸引眼球

阅兵的“重头戏”是武器装备展示，巨大的战车驶过看

台，发动机的阵阵轰鸣，空气中浓郁的烟尘味道，以及脚下

地面传来的震颤都带给现场观众强烈的震撼。在二战时

期传奇的 T-34-85 坦克和 SU-100 自行火炮方队之后，

“虎”式装甲车、“短号-D”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台风”装甲

车、“库尔干人-25”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阿尔玛塔”

重型步兵战车、T-90A 主战坦克、“阿尔玛塔”主战坦克、

“联盟-SV”自行火炮、“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车、S-400

“凯旋”导弹发射车、“亚尔斯 RS-24”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车等一批先进武器悉数亮相。

此次彩排是正式阅兵仪式前空中编队唯一一次公开参

演。空中编队由一架图-160 战略轰炸机打头阵，米-26、

米 -8、米 -35、卡 -52、米 -28 等 直 升 机 编 队 紧 随 其 后 ，

安-124、伊尔-76运输机、图-95MS、图-22M3战略轰炸机

等大型机种相继飞过红场上空，伊尔-78空中加油机先后

与图-95、图-160战略轰炸机、苏-34、苏-24、米格-31战斗

机进行了空中加油演示，4架苏-30SM 和 4架苏-35S战斗

机组成人字型混合编队，7架米格-29战斗机和 8架苏-25

强击机以数字“70”式样编队受阅，6架苏-25强击机拉出俄

罗斯国旗白蓝红三色烟带为空中编队表演划上句号。

我三军仪仗队成风景线

参加此次红场阅兵的外国方阵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军仪仗队成为关注焦点。彩排仪式上，三军仪仗队官兵身

着第六代礼兵服，伴随军乐团演奏的苏联歌曲《喀秋莎》旋

律，正步走过红场，引发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与阵阵欢呼。

针对红场砖石路面和狭长形的特点，三军仪仗队调整

了队形编排和步态步速。彩排当日，中国方阵以庄严整齐

的步伐和挺拔的身姿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其他方阵的赞誉，

成为当天红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和平是俄民众最大心愿

除了阅兵式外，红场周围还举行了其他胜利日庆祝活

动：列宁图书馆地铁站旁展出了斯大林-2、斯大

林-3、T-34 等经典苏军坦克和车辆；克里姆林宫

沿河路上的展板展示了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老照

片；红场旁边的新闻中心内展出了当时苏军士兵

写给亲人的信件原稿；人们的身上、背包上和车上

都挂上了圣乔治丝带，各种活动现场随处可见青

少年和儿童。在俄罗斯人看来，“5·9”阅兵最大的

意义不是展示那些先进武器装备，也不是为了炫

耀武力，而是让年轻一代永远铭记历史与那代人

做出的巨大牺牲，珍视并保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这或许就是俄罗斯人如此重视“5·9”胜利日，并全

身心参与其中的真正原因。

（科技日报莫斯科5月8日电）

激 情 飞 扬 的 节 日 盛 会
——俄罗斯红场阅兵彩排观礼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亓科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彩排中列队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