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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腾讯科技消息，根据相关研究人员介绍，打造新型空间运输系

统的目的在于减少入轨费用，比如一些体积较小的货物、补给物品就

可以利用超级弹弓直接弹射进入轨道，不需要价格昂贵的火箭发射

系统。

这项工程主要通过离心和电磁原理对物体进行加速，不断增加

的旋转圈使有效载荷达到可脱离地球的速度，而且物体的外形需要

被设计成升力体结构等空气动力学模块，比如飞镖的模样，可以划破

空气直接进入地球轨道。负责本项研究设计的技术公司称之为“太

空铁路”，并投资 25万美元进行研究，目前研究小组已经建造了一个

直径一米的原型机，进行实物模拟，下一步研究小组将研制出直径为

五米的验证机，可以将一个 0.5公斤重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

有研究人员认为使用超级弹弓将物体弹射进入轨道太疯狂了，

几乎不可能完成，形象地说这是直接将物体“扔”出地球，如果该计划

成功，将预示着一个新的太空时代来临。

飞出地球新方式
弹弓直接将物体

“扔”出地球

绒毛鲨一般总是非常低调，它们在岩石海底的裂隙间穿行以躲

避捕食者。这类鲨鱼通常生活在水深超过 500 米的水域，因此可以

非常轻易的融入海水的一片漆黑之中，潜水者们罕有机会能够一睹

其真容。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科学家们却发现它们中的一类，即东

太平洋绒毛鲨，其皮肤下的特殊荧光蛋白质使其能够在蓝光作用下

发出一种明亮的绿色荧光。蓝光是太阳光在水体中传播时被吸收最

少的光线，因此可以抵达最大的深度。这种现象属于生物荧光的一

类，人们认为这种荧光应该是作为不同鲨鱼个体之间进行相互交流

的手段。

这一研究团队首先发现了 180多种鱼类身上存在的生物荧光现

象并据此提出一项理论，认为动物们可能是借助这种功能实现伪装

以及寻找伴侣。

此前人们只在珊瑚和水母的身上发现过生物荧光现象，并且借

助荧光标记法的应用，科学家们得以追踪细胞的工作方式，这项技术

提升了研究人员对艾滋病，癌症以及阿尔兹默症等病症的研究工作。

绿色荧光鲨鱼
利用生物荧光

识别身份寻找伴侣

逆行性失忆是指无法唤起已经建立起来的记忆。在人中，失忆

与人遭受的脑部创伤、阿尔茨海默氏症以及其它一些神经系统疾病

有关。失忆时“丢失”的记忆是彻底的被抹掉了，还是仅仅是无法提

取出这些记忆，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定论。

据新浪网报道，日前，RIKEN-MIT（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麻省理

工学院）神经环路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

表了一项研究成果，通过小鼠的记忆实验，这项研究发现“丢失”的旧

的记忆痕迹仍然保留在失忆的大脑里，并且通过激活与这些记忆相

关的细胞信号通路，能够“找回”这些“丢失”的记忆。这项研究成果

对记忆的本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我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利根川进介绍说，“在逆行性失忆

时，过去的记忆可能并没有被抹掉，而只是‘丢失’了，无法被提取出

来。这些发现让我们对记忆多了些许理解，并且激励我们对记忆及

其临床恢复的生物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小鼠“失忆”
并非记忆被抹掉
只是无法提取

科技日报讯 （卓越 记者马爱平）近

日，“2015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行业年会暨庆

祝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成立 30周年

大会”在京举行。2015 年度地板行业“产品

质量与售后服务双承诺”30 家企业名单揭

晓，融汇版图地板连续十五年蝉联此殊荣。

据了解，自 1996 年品牌创立至今，融汇

版图地板秉承质量与服务就是品牌生命线

的企业理念，在产品自主研发和服务规范

化建设中不断勇于尝试、开拓创新，近二十

年间，融汇一直作为国内地面装饰潮流的

风向标，代表着建材行业售后服务的高水

准，融汇人的执着与坚守，成就了中国地板

行业的金字招牌。

据悉，“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双承诺”

30 家评选，是由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

会主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的行业性自律活动。

融汇版图蝉联中国地板“双承诺”殊荣

科技日报讯 （记者瞿剑）近日，英文电

力学术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

系统学报》在京正式创刊。

该刊主办单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是中

国科协旗下历史最悠久的学术团体之一，是

国内电力科技事业的权威学术机构，拥有电

力工业最丰富的学术资源、人才资源和国际

合作资源。

该刊邀请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舒印彪担

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他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

我国电力工业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创新引领

的跨越：在输配电领域、发电领域以及新能源等

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国际标准上，我国电

力行业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电气与电子

工程师学会（IEEE）等国际组织申请国际标准

26项，获批立项21项，显著增强了我国在世界

电力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些成绩，为我

们办好这份学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报》（英文）创刊

科技日报讯（记者付丽丽）“象辑科技

年底将推出气象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公众不

同的需求。”日前，在象辑科技携手华风集团、

亚马逊AWS打造中国气象服务云发布会上，

该公司CEO邱珩说。

邱珩表示，传统气象1.0时代的气象服务

模式是单向且生硬的，交互性不强。气象2.0

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大数据的挖掘和云平台的

应用，具体为：实时互联、人工智能、按需定制和

跨界挖掘。通过移动互联，极大提升了多向交

互性，产生更多直达人心的产品和体验，为各行

业气象风险规避和效益发掘提供可能。

据了解，象辑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气象服

务的高科技公司，以天气和气候为入口，依

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减少气候影响对企业造

成的损失。此前，曾打造了中国逐公里、逐

小时气象服务平台，并推出天气应用 APP

“天气家”以及“天气家”指挥气象套件。

象辑科技将推出气象按需定制服务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雪）为纪念麋鹿回

归三十周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和中国

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日前在北京举办了生态

文明与绿色经济发展暨麋鹿回归三十周年

纪念活动。

中国绿发会的前身是中国麋鹿基金

会。1900 年，北京皇家猎苑毁于战乱，麋鹿

自此在中国本土绝迹。随后，英国贝福特公

爵先后收养了流落到欧洲的、也是世界上仅

存的 18 头麋鹿，以半野生方式放养在他的

乌邦寺庄园。1985 年，乌邦寺庄园主人塔

维斯托克侯爵先后将 38头麋鹿和部分赞助

资金送给中国。为迎接在海外漂泊了近一

个世纪的麋鹿“华侨”回归故里南海子，中国

麋鹿基金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据统计，国内现有

麋鹿近 3000 头，除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外，还

分布于湖北石首、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

及各地动物园等近 40个地方。

麋鹿回归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办

科技日报讯 （记者段佳）近日，以“生

态公园，大美饶阳”为主题的“中国饶阳第

三届蔬菜葡萄节”在饶阳农产品展览交易

中心举办。蔬菜葡萄节期间，将开展葡萄

评比大赛、产品展示、现场观摩、观光采摘、

招商推介、项目签约、智慧农业发展论坛、

国家农业公园发展论坛、歌舞表演等一系

列活动。

中共饶阳县委书记贾超绪为中国农学

会葡萄分会会长晁无疾等 25 名县内外优

秀人才颁发聘书。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

会会长翟虎渠和衡水市政协主席王金刚为

中国农民大学（饶阳）科技培训基地揭牌。

本届蔬菜葡萄节第一次加入了慈善义卖环

节，义卖所得募款将全数捐给饶阳县贫困

学生。

河北饶阳举办第三届蔬菜葡萄节

科技日报讯 （记者周维海）日前，2015

年 ITER 项目媒体会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

地区卡达哈什的 ITER 总部召开。本次会

议由 ITER 总部主办，七个成员国家代表以

及来自韩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

国家的多家媒体记者出席了会议。

会上，来自 ITER 总部多个部门的负

责人先后就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即 ITER

计划的原理、进展及目标、特别是安全性等

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报告并回答了与会记

者的现场提问。ITER 计划作为一个国际

大科学工程合作计划，由中国、欧盟、印度、

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七方主导，35 国

共同参与，覆盖人口超过全球一半，是目前

世界上仅次于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大科学工

程计划，由于其研究的受控核聚变获得能

量原理与太阳释放光热相同，故也称为“人

造太阳”。

“人造太阳”ITER计划稳步推进

韩国男士 K 某 5 月 26 日的一次出境，将“中

东呼吸综合征”这一名词彻底推向了中国公众的

视野。

他成为我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确

诊病例，目前已在广东省惠州市进行隔离治疗。

很 多 人 还 对 12 年 前 的 春 天 记 忆 犹 新 。

SARS 突如其来，曾令整个中国措手不及。而

MERS 的病原体，恰恰是 SARS 的近亲。它也是

一种冠状病毒，一度被称作“新型冠状病毒”，直

到 2013 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命名它为“中东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

尽管 MERS 病毒的来源和传播模式并不清

楚，但当前认为，MERS 是由未知的动物宿主或

间接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

现有研究表明，这很可能又是一种人兽共

患病。

从 SARS到 MERS，人兽共患病又来敲门

别说都是动物惹的祸别说都是动物惹的祸

人兽共患病，是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由共同

的病原体引起、在流行病学上又有关联的疾病。

烈性人兽共患病的暴发，曾给人类带来深重

灾难。据历史记载，死亡人数超过 1000 万人的

重大疫病流行次数就曾暴发了 5次。

除了天花病毒被彻底消灭，狂犬病、布鲁

氏菌病还有血吸虫病……这些听起来有些“古

老”的人兽共患病，至今仍在不同程度地发生

和流行。

“旧的不去，新的已来”。高致病性禽流感、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人感染 H7N9 禽

流感、埃博拉出血热还有中东呼吸综合征……新

的人兽共患病在世界范围内接连出现。

“人兽共患病形势严峻。”军事医学科学院兽

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咸柱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目前已被记载的人兽共患病包含了

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能在人和脊

椎动物间发生感染和传播的病原体超过 800

种。值得注意的是，近 30年来“新发”传染病中，

人兽共患病比例超过 75%。

旧的不去，新的已来
能在人和脊椎动物间发生感染和传播的病原体超过 800种，近 30年来

“新发”传染病中，人兽共患病比例超过 75%

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

你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探索那些人迹罕至

之处，尝试各种新鲜事物。你飞越半个地球到达

非洲，被这片神秘大陆深深吸引。你前往莫拉玛

干布森林，并听说那里有一个著名的“巨蛇洞”，

里面盘踞着一种捕食蝙蝠的非洲岩蟒。

进去吧，就应该探险，不是么？

对荷兰人阿斯特丽德·约斯腾来说，进入这

个布满蝙蝠的洞穴，就是生命倒计时的开始。

她感染了马尔堡出血热，这是埃博拉病毒科的

近亲。

很多时候，病毒就在那里，躲在大自然的某

个角落里，与人类相安无事。“如果病毒一直在

自然宿主动物身上，人类不去接触这些宿主动

物，怎么会得病呢？但人的活动范围在扩大，

接触了一些过去不曾接触的野生动物，这些野

生动物携带的病毒有了感染人的机会。”张永

振说。

病毒就在那里，也曾相安无事
如果病毒一直在自然宿主动物身上，人类不去接触这些宿主动物，怎

么会得病呢

大部分时间，病毒与动物宿主相安无事。在

漫长的共同进化过程中，它们和自己的宿主之间

签了一纸“休战协定”。

“每一种病毒都需要宿主，如果它危害到自

己的宿主无法生存，那么病原体自己也就无处可

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宿主一旦改变，较量未知胜负
人类通常一时半会儿难以拿出有效的武器，也就是特异性的治疗方

案，疫苗的研制更是需要时间

2004 年 ，国 际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协 会 引 入 了

“One World One Health”的概念，指出人类健

康与生态系统健康紧密相连，强调野生动物及生

态环境因素对新发传染病疾病的发生和流行至

关重要。

2012 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原题为

《疾病的生态学》，作者在文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

够理解并照顾自然界，就会造成这些生态系统的

崩溃，反过来以我们所知甚少的方式影响到人类

自身，而传染病的演变模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翻译成中文之后，该文题目改为了《流行病

源自大自然的报复》，张永振表示，这个概念一点

也没有错。“人类和微生物(包括病毒与细菌)，其

实都是大自然的成员之一。”侵占动物的栖息地，

损害生物多样性，破坏野生动物食物链，甚至一

些不良的饮食习惯，都可能使得自然疫源性疾病

蔓延到人类身上。

夏咸柱表示，人兽共患病流行风险的增多，

还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

和地区动物以及动物产品跨境移动日益频繁，若

检验检疫不到位，就给疫病传播和流行提供了便

利条件。国际生态旅游成为新的时尚，但如果个

人防护不够，也会增加自然疫源性人兽共患病被

带入人类社会的可能。

疾病蔓延，源自大自然的报复
侵占动物栖息地，损害生物多样性，甚至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都可能

使得自然疫源性疾病蔓延到人类身上

“既然很多疾病的源头在动物，那我们就该

从源头防控。为什么乌拉圭连续几十年没有狂

犬病发生，经验就是对 80%的犬进行了疫苗接

种。”夏咸柱指出，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还未将动

物疫病防控真正上升到公共卫生、人类健康和经

济全局的高度，人兽共患病医学和兽医学也缺乏

必要的沟通和联系。而人兽共患病的防控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统一领导，需要建立人医

和兽医一体化的“大卫生“防疫体系。

“当然，我们还应该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增加卫生部与农业部的疫情联报制度，从法律层

面保障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落实。”夏咸柱说。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防范新型的人兽共患

病，也有简单的做法，就是尽量不要去往深山老

林探险，即使一定要去，也该做好防护措施，因为

你不知道会否“激活”什么病毒；也不要近距离接

触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更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无论是从个人健康还是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说，

都应该去保护野生动物，不要乱抓乱吃。”张永振

补充道。

为了更好地抵御可能不期而至得的动物源

性疾病，科研人员也在主动出击，监测、发现、认

识和研究那些仍然游荡在自然界的病原体。

“对我们已知的病原体，要主动进行监测，发

现它的变化趋势，提前预警；自然界中还有很多

我们不了解的病原体，对这些病原体，我们更得

在它们传播到人类之前发现它们。”张永振表示，

发现、明确新病原体的结构特征，了解其与已知

病原体间的进化关系，可以帮助人类提高应对突

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源头防控，要做的还很多
自然界中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病原体，对这些病原体，我们更得在

它们传播到人类之前发现它们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研究员张永振说。但当病毒从一种宿主转移到

另一种宿主时，停战协定可能失效，战争就随之

就开始。

战争的惨烈程度，跟病原体的致病机理有

关。病毒受体能够跟病毒结合，介导病毒侵入，

并促进病毒感染。MERS 冠状病毒的受体为二

肽基肽酶 4（DPP4）。“这种蛋白在人体内的肺、肝

脏和肾脏等多种脏器内都有分布。”夏咸柱说，

“因而 MERS 冠状病毒除了能引起呼吸系统疾

病，还能引发肾衰竭。”

战争打响了，但人类通常一时半会儿难以拿

出有效的武器，也就是特异性的治疗方案，疫苗

的研制更是需要时间。对于 MERS，专家给出的

预防措施同样也是非特异性的，比如注意个人卫

生，避免接触 MERS 冠状病毒感染者，不与包括

骆驼在内的农场动物及驯养家畜接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