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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家

■最新发现与创新

7 月 10 日至 11 日，北

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召

开。会议深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

精神，学习贯彻《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要》，谋划加

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

居之都。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强调，有序疏解非首都功

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是一场重大深刻的改革，必

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坚

克难过程，也是一场充满机

遇和挑战的“大考”。他指

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不

移地把贯彻落实《规划纲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全市工作的头等大事，

全力打好有序疏解非首都

功能这场攻坚战。

首都聚集着大量的优

质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

是北京的，更是属于全国

的。郭金龙坦言，当前，北

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

“大城市病”问题，已经成为

我们不能释怀的最大焦虑。

郭金龙说，落实城市战

略定位，解决北京“大城市

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

能，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能

为先导和突破口。一要坚

持“控”与“疏”双管齐下。

在“控”方面，要制定更加完

善严格的产业限制目录和

人口调控目标。《规划纲要》

中明确了 2300万的人口控

制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坚决

守住的底线。在“疏”方面，

要遵循疏解规律，把握节

奏，加强配合，协调好利益

关系，使疏解工作有序有

效。二要坚持市场与政府

两手用力。善于运用市场

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

强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

形成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

应的治理体制和机制。三

要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

进。在把功能和产业疏解

出去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

水平。当前要聚焦推进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重点领域，力

争率先取得突破。

郭金龙强调，要认真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进一

步提高北京发展和管理水平。要把搞好服务体现

在北京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中实现北京自身的发展；必须始终立足于资源环境

承载力，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

途径；城市布局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城市增

长边界和生态红线划定后，要加快探索建立相应的

保障和实施机制，决不能成为一条可以随意触碰的

“虚线”。要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市行政

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

他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

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

系，推动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

技创新高地，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

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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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升级换代与耐药菌株的不断涌现，

恰如“魔”与“道”斗法，也像是展开军备竞赛的冷战

双方，一直都不曾罢手。

平衡不断被打破。近日传来好消息：中科院武汉

病毒研究所危宏平团队研发出一种噬菌体裂解酶，能

快速杀灭各种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菌），且不易产生耐药性（见科技日报 7月 11日 1版报

道）。年初《自然》杂志亦有报道，一种名为泰斯巴汀

的新型抗生素，通过破坏细菌细胞壁内的脂类发生作

用，可杀灭 MRSA等多种致命病原菌，有望成为未来

一段时间里人类抵御细菌耐药性的“超级武器”。

在过去几十年里，病原菌获得耐药性的速度远

快于我们研发新抗生素的速度。2014 年 4 月 30 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监测报告，称“抗生素危机将比上

世纪 80年代的艾滋病疫情更严重”。据该组织披露：

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致命传染病之一的结核病如今

仍在肆虐，全球每年报告新增病例约 900万例。而在

这些新增病例中，耐多药结核病所占比例越来越

高。在我国，每年 100 万的新发病例中，超过 10%都

是耐多药结核病。

在耐药菌渐渐“刀枪不入”背后，凸显的是抗生素

滥用、治疗方案不合理、用药行为不充分等问题。我国

是抗生素使用大国，人均使用抗生素的剂量是美国的

十多倍，有些病人因为病原菌耐药性过高，使用多种抗

生素都无效，仅仅普通的细菌感染就可能会导致死亡。

“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我们恐怕不能单纯寄希

望于科技进步不断造就“不会产生耐药性的药物”，

而应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作为，在医疗保健和农业生

产领域正确地使用抗生素，同时大力加强对抗生素

销售、使用及管理的监控。 （下转第三版）

是打破了平衡，还是一劳永逸？
——评抗菌新药与耐药菌株的最新较量

尹传红

科技日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华凌 游雪晴）一

份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召开的 2015年国家天文会议上

公布的研究报告发出警告，2030年太阳将“休眠”，可能

导致地球气温骤降，“小冰河期”或许将来临。

该研究开发出的预测太阳活动周期的新模型显

示，在 2030 年和 2040 年之间的太阳周期活动会互相

抵消，这可能导致“蒙德极小期”（The Maunder Mini-

mum）现象出现，即约在 370 年前曾引起泰晤士河多次

冻结的一个“小冰河期”。

太 阳 活 动 周 期 是 太 阳 黑 子 数 及 其 他 现 象 的 准

周期变化，大约 11 年为一个周期。它会引起地球空

气 中 、地 面 上 一 些 物 质 的 变 化 ，甚 至 可 能 改 变 气

候 。 1645 年 —1715 年 是“ 蒙 德 极 小 期 ”。 在 此 期 间

太阳活动非常衰微，持续时间长达 70 年。此时也恰

好是地球的“小冰河期”，但两者是否有关联，仍然

没有定论。当时在寒冷的冬季，英国大部分河流都

冻结了，当代油画显示人们甚至能够穿着旱冰鞋横

穿泰晤士河。

据英国《每日邮报》《独立报》7 月 10 日报道，这一

研究是由英国诺森布里亚大学瓦伦蒂娜·扎尔科夫教

授 在 英 国 皇 家 天 文 学 会 于 威 尔 士 兰 迪 德 诺 召 开 的

2015 年国家天文会议上公布的，勾勒出太阳两个层面

的发电机效应：一个靠近太阳表面，另一个深入太阳

内部的对流区。预测太阳活动将在 2030 年左右减少

60%，届时地球很有可能进入 1645 年曾发生过的“小

冰河期”。该项研究也有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英

国赫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

研究发现，在太阳活动 2022 年达到顶峰的第 25 周

期，这对来自不同层面的电磁波会逐渐相互抵消。而

在进入涵盖 10年的第 26周期（2030年—2040年），这对

电磁波变得完全不同步，导致太阳活动显著减少。

扎尔科夫说：“在第 26 周期，这对波恰好互为镜

像，即同时达到峰值，但在太阳的相对半球。它们的

相互作用具有破坏性，近乎相互彻底抵消。我们预测

这将引发与‘蒙德极小期’性质相同的效应。”

实际上，当电磁波大约在同相位时，它们会表现

出强烈的相互作用或共振，从而产生很强的太阳活

动；它们处于相位差时，太阳活动性极低。当它们完

全相位分离，我们地球上便处于 370 年前发生的“蒙德

极小期”情形了。

新模型使用了在加利福尼亚威尔考克斯天文台磁

场观测的被称为“主成分分析”的技术。研究人员检测

了 1976—2008 年期间三个太阳周期的磁场活动。此

外，比较了另一个表明太阳强烈活动的标志——太阳

黑子平均数的预测。结果发现所有的预测和观察几

乎吻合。

使用这个新开发的模型得出的预测结果是否准

确？国家天文台的王华宁研究员认为，太阳是个非线

性系统，预报太阳活动并不容易。“扎尔科夫教授此次

在学术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希望可以尽

快读到他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这样可以

更多了解新预测模型的一些情况”。

至于地球是否会因太阳活动减少而进入“小冰河

期”，长期进行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北京大学教

授钱维宏告诉记者，“太阳活动是影响地球气候系统

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自然的力量会远远大于人类活

动的影响。”钱维宏几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的一项研究

表明，新世纪之初，地球已经处于增温的停滞期，之后

全球气温将进入了逐渐下行的周期。在 2030 年—

2040 年前后，达到这一降温周期的谷底。

一份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议公布的研究报告称

太阳 2030年将“休眠”可能导致地球气温骤降
有专家认为气候的决定因素是自然力量

倒霉的老渔夫圣地亚哥 84 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

第 85 天，他又向 40 英尺的海水深处放出鱼饵。这是美

国作家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中的一个情节。

鱼饵沉到 40 英尺水下，鱼线肯定不止 40 英尺，因

为它在水中是斜的。科学家们在海洋科考时也会碰到

此 种“ 情 形 ”：向 5000 米 的 海 底 放 缆 绳 ，都 放 出 去

7000—8000米了，依然不到底，因为船在随着海风漂。

不过，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有一艘科考船能做

到不“随着海风漂”，它在海上能“站得住”。这就是科

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现在，科学号正在西太平洋的马努斯水域劈波斩

浪，执行海底热液探测任务。在它 5 月 6 日离开青岛码

头远航前，科技日报记者登上了这艘神秘的科考船。

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大洋

海风轻轻地吹。

在青岛南姜码头，上白下红的科学号静静地休卧

岸边。这艘船的建造，是我国“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项目。

世界上海洋科考船数量居前几位的是美、日、英、

德、法等发达国家。进入新千年以来，这些国家又相继

建成并交付使用了新的海洋科考船。这些船的设计突

出多学科综合探测研究的特点，装备精良、功能齐全，

具备强大的深海大洋立体探测与同步作业的能力。相

比之下，我国科考船则是数量少、船舶老旧、功能落后、

作业效率低、配套不完善，难以满足当前日益发展的多

学科综合考察，特别是深远海综合考察的需求。为了

使我国在海洋科学特别是深海研究这一世界科技前沿

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实现我国从浅海走向深海、从近海

走向大洋的战略目标，2007 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我国

新一代深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学号）的立项，总

投资近 5.5亿元人民币。

科学号 2010 年开始建造，2012 年 9 月正式交付使

用。依靠自主创新，科学号具备了全球航行能力，实现

了集多学科、多功能、多技术手段为一体，满足海洋科

学研究多学科交叉，特别是深海大洋研究的需求目标。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热带西太平洋海

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首席科学家孙松说，自 2013 年 1 月投入试运行以来，科

学号多次赴深海大洋，圆满完成了深海海底油气资源

形成机理、深海极端环境调查、大洋环流系统与气候变

化、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及生物多样性、大洋生态系统与

碳循环、洋中脊与大陆边缘热液系统及地球深部过程

的科学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在南海探测了海

底冷泉区域，在冲绳海槽热液区发现存在着大量的热

液硫化物矿床。

目前，科学号已出海 9 次，行程 6 万多海里，最远到

达过西太平洋的雅浦海山。今年 4 月 24 日，科学号通

过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项

目的国家验收。

高精度定位和控位

从船舷的左侧拾阶而上，记者登上了这艘 4000 吨

级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甲板、船舱、船桅、驾驶台，

船尾的作业操控支架尽收眼底。

科学号的“科学”体现在哪儿？

作为科学号建设项目的总工艺师，现任科学号船长的

隋以勇耐心地给记者科普：“科学号船尾部的吊舱式舵桨

全回转电力推进系统，是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推进方式之

一，也是被科学号国家验收委员会认定的‘首次在科学考

察船中采用吊舱式电力推进’。” （下转第三版）

科学号科考船：中国梦从大洋起航
本报记者 李大庆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7 月 10 日，在

湖北咸宁市对桑德集团“电渗透污泥高干脱

水技术”技术成果鉴定会上，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副院长王凯军教授等认为，该技术为污

泥减量提供了新技术和设备。

市政污水厂处理后产生的污泥，含水率

高达 80%—95%，并富含有机质、易腐败、产

恶臭，有病原微生物和重金属等污染物，处

理处置不当就会成为二次污染源。

“该技术由桑德旗下湖北合加、海斯顿

联合开发，将电渗透和板框压滤相结合属国

内首创，污泥高干脱水技术整体水平达国际

领先。”王凯军说。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孟龙说，脱水干化是污泥处理处置的关

键，也是难题。电渗透污泥高干脱水技术

是把污泥置直流电场中，使污泥颗粒和水

分分别向阳、阴极定向迁移，外加挤压过

滤，实现固液分离，能脱除污泥的间隙水、

毛细水、吸附水等。根据不同用途，污泥含

水率降至 40%—60%，并无需投加任何化学

药剂。

“该技术运行成本约97元/吨，但现在最常

用的隔膜压滤脱水运行成本达 116元/吨，其

他技术的更是高达 205—257 元/吨。”孟龙

说，该技术能杀灭病原微生物、去除部分重

金属，所产泥饼异味小；使泥饼低热值大幅

提升，无需加煤等燃料就能焚烧，回收热能。

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总工李艺

表示，该技术稳定性、电能转换效率高、工艺

系统简单，可与现有常规脱水设备直接衔

接，不用配套庞大加药系统，占地面积小，操

作管理方便，为污泥后续处理处置和利用提

供了保障。

污泥无害化处置利用有了新技术

科学号科考船。 左上图 科学号携带的深海机器人——发现号无人缆控潜水器（ROV）。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供图

新华社天津7月 12日电 （记者周润健）高性能计

算机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体现。曙光公司总

裁历军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继千万亿次超级

计算机曙光“星云”之后，“十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

7000 已开始研发。

历军介绍说，曙光 7000 是曙光公司为适应未来市

场需求设计的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从处理器、高

速通信网络、大规模存储系统、系统软件到应用软件

全面采用自主技术，安全可控。

“曙光 7000 不是通用机，它是为某种应用而量身

定制的大型机，要想‘吃透’应用，难度很大，周期会很

长。”历军说。

历军同时表示，作为国内高性能计算机领军企

业，近年来，曙光公司一直注重高性能计算的应用，并

正在逐步向云计算服务提供商迈进。转型后，曙光将

成为“信息+数据管理”服务供应商，并通过合作伙伴

形成应用生态系统，构建覆盖全国的信息化、大数据

管理服务网络。

“截至目前，曙光已经在无锡、深圳、重庆等全国

10 个城市建设了云计算中心试点。从试点的效果来

看，确实给城市的管理能力带来了大幅度提升，发挥

了重要作用。”历军说。

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等机构为技术依托的曙光公司，

成立于1996年，实现了国产高性能计算机的产业化生产，

构建起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服务器产业链。2008

年，该公司推出了我国首款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十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 7000开始研发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林晖）随着“三

伏天”的到来，我国中东部地区也将迎来大范围高

温天气，中央气象台 12 日晚拉响高温黄色预警。

中 央 气 象 台 监 测 显 示 ，12 日 白 天 ，京 津 冀 等

地 的 气 温 便 已 迅 速 上 升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大 部 、

河 南 西 北 部 、湖 北 西 部 、重 庆 、四 川 东 部 及 华 南 中

东 部 等 地 气 温 有 35 至 37 摄 氏 度 ，其 中 北 京 东 北

部 、河 北 中 部 局 地 有 38 至 39 摄 氏 度 。

预 计 13 日 白 天 ，高 温 范 围 还 将 有 所 扩 大 ，华

北 大 部 、黄 淮 、江 淮 西 部 、江 汉 、江 南 中 西 部 、华 南

大 部 以 及 重 庆 、陕 西 关 中 等 地 有 35 至 37 摄 氏 度

的 高 温 天 气 ，其 中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中 南 部 、山 东

西 部 、河 南 中 北 部 等 地 的 部 分 地 区 可 达 38 至 40

摄 氏 度 。

据 了 解 ，5 月 中 旬 以 来 ，华 北 大 部 、陕 西 北 部 、

山 东 北 部 及 山 东 半 岛 等 地 降 水 偏 少 ，大 部 地 区 累

计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5 至 8 成 。 目 前 ，陕 西

北 部 、山 西 中 部 、河 北 大 部 、京 津 地 区 、山 东 北 部

及 山 东 半 岛 等 地 存 在 中 度 以 上 气 象 干 旱 ，其 中 陕

西 北 部 、山 西 中 西 部 、河 北 东 部 、山 东 北 部 等 局 地

有 重 旱 。

中东部开启“烧烤模式”
中央气象台拉响高温黄色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