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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上海 12月 23日电 （记者唐

先武）23 日，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战创伤

急救中心主任许硕贵教授及其团队，利用课

题组自主研发成功的“天眼”激光定位导航

仪，顺利为一患者取出扎入跟骨内的绣花

针。手术历时 17 分钟，完全微创，伤口直接

胶水粘合。这表明用激光定位导航创新技

术取出人体内金属异物更快捷、更轻松。

据许硕贵介绍，很多钢针、枪弹、铁砂铁片

等金属异物侵入患者体内很深，医生既看不到

又摸不着，常常进退两难：想要取出，不知道切

开组织后能否顺利找到异物；如果不取，既对

患者造成心理不适，还容易引起感染。如果金

属异物极其微小，又在肌肉的深部或脏器、血

管、神经附近，手术取出不但切口大、花费时间

长，而且成功率小，极有可能进刀后什么也找

不到，引起患者长期甚至终生痛苦。

针对临床实际，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战创伤急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全力打造“精

准战创伤救治”模式。其中，微创激光导航

技术是许硕贵课题组历经 8 年研制成功，为

国际首创新技术，可为战时创伤的快速准确

救治提供有力支持。该技术核心就是激光

定位导航仪，人体 X 线透视图像上的任意一

点，都可以在红色激光束引导下，选择安全

的路径到达，精度可达 1 毫米，可谓是“自动

取弹片机”。在它的辅助下，取弹片、取异物

变得异常快捷而轻松，也使微创精准外科技

术操作成为可能，包括微创激光导航腔镜技

术、椎弓根穿刺术、活检术、注射术等。

许硕贵介绍说，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与机器

人技术结合，这项技术将为手术机器人装上“天

眼”，使机器人微创操作精准可行，从而引领微

创技术的新方向，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

激光定位导航微创手术实现“探囊取物”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张梦然）本周

出版的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3 日公布的一则行星

科学论文中，中国与美国科学家报告发现了月球表面

的一种新型岩石，在过去的月球探测任务和月球陨石

研究中均没有被采样过。

“嫦娥三号”探测任务是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

的无人登月探测器，也是继 40 年前阿波罗月球探测

计划（美国从 1961 年到 1972 年组织实施的一系列载

人登月飞行任务）和“月球号”（苏联第一个月球探测

计划中所使用的空间探测器的名称）系列探测器以

后，首次着陆在月球表面的探测器。其由着陆器和月

面巡视探测器（又称“玉兔号”月球车）组成，而着陆器

的位置接触到了一片此前从未详细研究过的、火山活

动形成的地面。

虽然通过月球轨道探测器的测量已经让科学家

们得以窥视月球上存在一系列火山岩石类型，但是一

直以来，人们都无法直接对它们进行取样分析。而

2013 年，“玉兔号”月球车在穿过雨海的紫微撞击坑

附近时，进行了采样。

中国山东大学空间科学研究所凌宗成和他的研究

团队，以及华盛顿大学麦克唐纳空间科学中心的研究人

员，在此研究中报告了第一批来自“玉兔号”月球车身上

仪器的新发现。研究人员表示，大约在29.6亿年前形成

的这个相对年轻的月球区域，有着独特的矿物学特征，

这意味着“玉兔号”月球车发现了一种过去月球探测任

务和月球陨石研究中都没有采样过的新的玄武岩。

“嫦娥三号”的着陆器着陆位置特别选择了这个

相对年轻的熔岩流形成的地区，但又靠近一个撞击

坑。因为撞击可以带出新鲜的地质材料到月球表面

上。对于一个过去没有被仔细探索过的月球区域表

面来说，这是一次开拓性的探测，可以帮助人们加深

对月球上近期的一些火山活动的了解。

发现新型岩石，对分析月球表面成分构成，甚至

研究宇宙起源都有重要价值。中国的航天事业，已不

再是“绕落回”的技术验证，而进入发现和探索的新阶

段。“嫦娥”和“玉兔”承载着中国人探索“广寒宫”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真正打破了 20 世纪以来只有美苏两

个国家对月球探测的垄

断局面。当前，“玉兔

号”已成为在月球“活”

得最久的人造探测器，

它一定能够不断给我们

带来惊喜与骄傲。

“玉兔号”发现月球上的新型玄武岩
有助加深对月球近期火山活动研究

新华社“决心”号 12 月
23日电 （记者张建松）连日

来，“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停泊

在西南印度洋中脊海域，巨大

的钻杆夜以继日地旋转，从海

底钻取岩芯，目前已钻取上百

米深。

为了研究地壳、地幔的构

造，揭示地球系统演化历史，

多国科学家正在实施为期十

年（2013 年至 2023 年）的新一

轮 国 际 大 洋 发 现 计 划（IO-

DP）。现阶段科考的主要方

式是用美国“决心”号钻探船，

钻取深海海底的岩芯和沉积

层样品。

本航次大洋钻探的一个

重要科学目标，就是通过研究

岩芯中的微生物，探寻下地壳

和含水的地幔中是否存在生

命，生命的极限形式是什么。

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星球，

地球上的岩石圈、水圈、大气

圈和生物圈，通过物质、能量

和生命的流转交换，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但人类对地球内

部的生物过程还缺乏认知。

“深部生物圈”的发现，是

大洋科学钻探取得的最重要

成果之一。通过钻取岩芯样

品，科学家发现地球生物圈不

仅分布在地球表层，还向下延

伸至深海沉积物和岩石圈。

深部生物圈的微生物处于高

温、高压等极端特殊的环境

中，具有嗜热或嗜冷、嗜压、嗜

盐、嗜碱、嗜酸等不同的生物

特征。它们常年深埋地下，新

陈代谢极其缓慢，有的物种已

存活了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

年，向人类展示了完全未知的

基因库。

深入研究地球的深部生

物圈起源和演化、微生物的生

长机理、深海环境改变如何影

响微生物总量、微生物如何影

响全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等一系列科学问题，既可使人们对地球上的生命演

化、人类起源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可为探寻太阳

系中其他星球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提供线索。

通过大洋钻探，科学家目前已在海底1600米深

的沉积物中发现了微生物。地球内部的深部生物圈

会不会更深？地球深部的生命极限形式是什么？地

球上的生命禁区如何界定？这些都是 2013 年至

2023年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面临的科学挑战。

目前，“决心”号正在执行的“SloMo”计划，致

力于在西南印度洋中脊“亚特兰蒂斯浅滩”通过 3

个航次的钻探，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穿地球壳幔边

界，获取岩芯样品和科学数据，以检验“在慢速、超

慢速扩张脊下方的莫霍面代表了地幔的蚀变边界”

的假说。如果这一科学假说成立，将会大大推进地

球深部生物圈的研究。

据专家介绍，海水渗入地幔后，会与橄榄岩发

生反应，使橄榄岩产生蛇纹石化。蛇纹石化的过程

会产生氢气和甲烷，单细胞微生物可利用这些气体

进行新陈代谢。如果证实莫霍面就是蚀变的橄榄

岩和未蚀变的橄榄岩之间的界面，也就意味着地球

内部发生的生物过程规模此前被大大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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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12月 23 日电
（记者李华梁）中国核动力研究

设计院和中核控制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华龙一号先

进堆芯测量系统顺利通过技术

验收。这标志着中国首个具有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

站 堆 芯 测 量 系 统 自 主 研 制 成

功，华龙一号关键设备国产化

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这是记者 23 日从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了解到的。中国

华龙一号堆芯测量系统技术研

究是中核集团重点科研项目之

一，研制工作于 2012 年启动，最

终整个系统包含堆芯中子通量

测量信号处理系统、堆芯冷却

监测系统信号处理设备、堆芯

中子－温度探测器组件、压力

容器液位测量探测器等设备。

据介绍，反应堆运行时，该

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堆芯中子通

量分布、温度和关键点水位的

信号，并通过信号收集实时计

算出堆芯三维功率分布。而在

反应堆发生超设计基准事故和

严重事故时还能测量出堆芯内

的温度和关键点水位信息，大

大提升了华龙一号反应堆堆芯

的监测能力。

与此同时，华龙一号的堆

芯探测器组件不再从压力容器

底封头引出，而是通过堆内测

量机构结构从反应堆压力容器

顶盖引出，大大降低了堆芯融

化和泄露概率，提高了华龙一

号反应堆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今年 8 月下旬，华龙一号先

进堆芯测量系统的计算软件及

测试机柜部分获得了国家核安

全局发布的民用核安全设备设

计和制造许可。目前，堆芯中

子—温度测量探测器组件和堆

芯液位测量探测器组件取证的

试验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标志着华龙一号先进堆

芯测量系统已基本具备生产应用能力，为华龙一号国

内外首堆工程的设备供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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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

央文明办、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部、文化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 12 部门印发决定，通报表

扬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50 个先进集体和 100

名先进个人。

“三下乡”活动开展 2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科技、卫生服务活动在广大农

村蓬勃开展，内容更加丰富，渠道不断拓展，形式日

益创新，为农民群众办了大量好事实事，成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响亮品牌，成为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

民心工程。

在“三下乡”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这些先进典型坚持面向农村、惠农利农，把满

足需求与提高素质结合起来，把提供服务与教育引导

结合起来，深入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一线，宣传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送图书报刊、电影戏剧、文艺演出，开

展科技咨询、传授实用技术、普及法律知识，看病治病、

送医送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农民群众的心坎

上。通报表扬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动“三下乡”活

动扎实深入开展，对于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一步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健康素质，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

入全面小康社会，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科技部、中国科协等12部门印发决定

通报表扬“三下乡”活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172项，260亿立方米，7800多万亩。

这是国务院去年召开常务会议提出的三个数字。

具体来说，就是在 2014 年、2015 年以及“十三五”期间，

分步建设纳入规划的 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实现农业节

水能力 260亿立方米，增加灌溉面积 7800多万亩。

“人多、地少、缺水”，众所周知，我国农业面临严重

挑战。如何化解难题，成为保障农业安全的当务之急。

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里，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设施工程部主任郭文忠研究员认为，水

肥一体化是现代农业突围的重要路径之一。多年来，

他和一群专家，为了提升我国水肥一体化智能化水平

而努力着。

“三笔账”坚定科研路：不做
简单的“时间控制器”

为了说明我国水肥一体化现状，郭文忠给记者算

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水肥一体化的“节约账”。

“水肥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高效节水节肥技术，

主要根据土壤特性和作物生长规律，利用灌溉设备同时把

水分和养分均匀、准确、定时定量供应给作物。”他说，“与

传统水肥管理方式相比，该技术在设施蔬菜上可增产

15％—25％、节水30％—40％、节肥40％—50％。”

第二笔账：我国“用水用肥账”。

“农业年用水约 3600 亿立方米，缺口达 300 亿立

方米以上，灌溉水生产效率 1 千克/立方米，仅为美

国、以色列等国的 1/2。 （下转第八版）

互联网+农业会改变什么？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水肥一体化上的探索

通讯员 蔡万涛 本报记者 韩义雷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怡 谢开飞 通讯员黄献光）
武汉大学李绍清、福建农业科学院赵明富、中科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储成才和李云海以及中国农业科

学院朱旭东等科学家分别组成的三个科研团队，近日

发现了一种调节水稻籽粒大小和产量的新分子模块。

三个科研团队的三篇独立论文于 12 月 22 日在线发表

在本周《自然·植物》学术期刊上。

根据研究成果显示，三个研究团队采用了不同

的 方 法 来 使 生 长 调 节 因 子 受 到 了 小 核 糖 核 酸 分 子

miR396 的抑制，而这两者在一起控制了水稻籽粒的

大小和数量，这表明它们可能是未来显著提高作物

产量的关键。

通常增加水稻产量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植物

上花或者是穗的数量，从而增加籽粒的数量；二是增加

每粒水稻的大小。李绍清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在杂交

水稻中 miR396的表达被抑制，进而使其于生长因子六

（GRF6）的表达激活了一种植物激素的生物合成与信

号传递促进水稻穗的形成。

在另外两个科研团队的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

了两种形式的生长因子四（GRF4）都能显著增加籽

粒 重 量 。 他 们 发 现 这 两 种 形 式 的 生 长 因 子 四 都 包

含 突 变 ，这 些 突 变 让 它 们 对 于 miR396 的 抑 制 不 敏

感 。 储 成 才 及 其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生 长 因 子 四 的 表 达

增加会激活另一种类型的植物激素反应，从而进一

步 增 强 籽 粒 的 发 育 和 增 加 籽 粒 的 大 小 。 李 云 海 及

其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生 长 因 子 四 也 通 过 和 转 录 共 激 活

因子（帮助激活基因表达的蛋白质）的互动增加籽

粒的大小和重量。

三个研究团队都找到 miR396 和生长因子的模块

通过多个分子通路调控谷物产量。研究人员表示，虽

然生长因子六与生长因子四都受到 miR396的调控，但

这两者增加谷物产量的方式不同，这将有助于指导未

来选育水稻高产品种。

赵明富介绍说，水稻产量由分蘖数、穗粒数和粒

重三要素所决定。然而在实际育种工作中，这三者

间却存在非常强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当某一个要

素增加时，另外两种成份就会呈现减少现象，这也是

水 稻 育 种 面 临 的 一 大 难 题 。 研 究 团 队 通 过 生 理 生

化、遗传学等手段，详细研究了 GL2 调控水稻籽粒大

小的分子机制，发现了重要植物激素——油菜素内

酯调控籽粒大小的特异性分支途径，诠释了调控水

稻籽粒大小的分子机制，突破了决定水稻产量三要

素（粒重、分蘖数、穗粒数）同时具有正向效应的育种

难题，为水稻高产 育 种 ，提 供 了 非 常 难 得 的 育 种 材

料 和 基 因 资 源 。 若这项成果得到大面积转化应用，

按照小区增产平均值 11％来推算，预计每年的增产

潜 力 将 使 我 国 水 稻 增 产 2300 万 吨 ，全 球 水 稻 增 产

8074 万吨。

水稻产量调控“密码”破解
若成果转化应用，我国水稻或将年增产2300万吨

由上海四平路街道与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共同主办的“四平空间创生行动”日前开启为期3个月的展示。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新颖规划和设计，拓展老旧社区的功
能，给予生活其间的居民更多人文关怀。图① 12月22日，虹口区四平街道，用木板搭建的小木屋可为小朋友提供玩耍的空间。图② 这个名为“家·园”的社区空间，将室
内家居空间置于室外，形成让路人能休息片刻的积极空间。图③ 市民在这个艺术家绘制的运动“平面空间”内锻炼身体。 新华社发（袁婧摄）

③③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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