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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新华社悉尼1月 2日电 学界普遍认为

野猫是造成澳大利亚野生哺乳动物数目减

少的罪魁祸首，但对于其来源却存在争议。

最近的两项新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野猫主

要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与其他大陆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没有大

型食肉动物，啮齿类和有袋类动物是最主要

的野生哺乳动物。野猫“移民”后没有天敌

和竞争者，不断繁殖，严重威胁了本地动物

的生存。科学家希望通过发现野猫的来源

和确切登岸时间，为控制野猫提供更加准确

的科学依据。

德 国 法 兰 克 福 森 肯 贝 格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气 候 研 究 中 心 一 个 研 究 小 组 ，选 取 了

266 只 生 活 在 澳 大 利 亚 大 陆 及 其 附 近 岛

屿野猫的线粒体 DNA（脱氧核糖核酸），

并 与 欧 洲 和 亚 洲 猫 的 基 因 特 征 进 行 对

比 。 结 果 显 示 ，绝 大 多 数 澳 大 利 亚 野 猫

是 欧 洲 种 ，只 有 生 活 在 圣 诞 岛 上 的 野 猫

可能有亚洲血统。这项成果刊登在新一

期 英 国 科 学 杂 志《BMC 进 化 生 物 学》网

络版上。

另 一 项 研 究 由 澳 大 利 亚 默 多 克 大 学

的 彼 得·斯 潘 塞 博 士 带 领 团 队 完 成 。 该

研究小组在新一期美国《遗传杂志》上报

告说，他们分析了从 830 只澳大利亚野猫

体内提取的基因信息，初步确定，这些野

猫的先辈数百年前随欧洲移民登陆澳大

利亚。

为了控制野猫的危害，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岛部分地区已建立无猫区。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也提出了捕杀 200 万只野猫的“灭

猫计划”，但这一计划遭到动物权益保护组

织的反对。

澳洲野猫是欧洲“移民”后裔

据新华社旧金山1月1日电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首

次在微处理器集成电路芯片内融入光子元件，为创制高

速低功耗计算机处理器探索途径。

这一处理器采用简化指令组计算机（RISC－V）架

构，包含超过 7000 万个晶体管和 850 个光子元件，而且

是在一座现有芯片工厂内制作，显示出相关工艺与现有

生产程序可以兼容。

这项研究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

院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研究人员合作实施。项

目专家介绍说，上述微处理器芯片呈长方形，各边尺寸分

别为3毫米和6毫米，其中光子元件充当输入／输出端口。

“这是一个里程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系副教授弗拉迪米尔·斯托亚诺维

奇说，因为“这是第一个用光线实现与外部世界（数据）

通信的处理器”。

光学通信与电子通信相比，有带宽大、功耗低等优

势。光学通信迄今已极大改善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

数据通信，即计算机网络通信，但把这些效能引入计算

机内或计算机微处理器芯片内部并不容易。

商业化大规模电子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复杂、设备

昂贵，所以研究人员着力降低在芯片内引入光子元件

所需增加的成本以及可能导致的残次品率。所以，他

们在蚀刻环形调制器、光探测器、垂直耦合器等光子元

件时尽可能地利用硅锗晶体管、多晶硅和单晶硅层的

特性，以晶体管的管体充当波导管。

该项目的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

文说，运行各种计算机程序的结果显示，这一芯片内的

数据通信带宽为每平方毫米 300千兆比特，相当于市场

上现有“纯电子”微处理器内通信带宽的 10至 50倍。

测试结果还表明，这一芯片内光子输入／输出端口

的功耗是每比特1.3微微焦耳，即传输1兆兆比特数据仅

消耗电力 1.3 瓦。依照美国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的说

法，美国所有数据中心 2013年合计耗费电力大约 910亿

千瓦小时，相当于全美当年总体电力消耗的约2％。

2015 年，这种技术应用前景在美国已催生了两家

初创企业。

微处理器中融入光子元件
为创制高速低功耗计算机处理器探索途径

竞华电子（深圳）有限公

司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

有 4 年时间了。作为一家台

资企业，竞华电子是深圳首批

投保环责险企业。尽管近年

电子行业利润一降再降，污水

处理设施一直运行良好，但企

业环保负责人张总依然认为，

投保环责险不但增强企业抗

风险能力，而且是“花最少钱

获得最好效益的方式”。

在我国，像 张 总 这 样 积

极而坚决投保环责险企业并

不普遍。特别在 2015 年 1 月

1 日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以

来，部分试点省份出现了投

保企业数量、金额不升反降

的困境。

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

2015 年全国投保环境污染责

任 保 险 的 包 括 17 个 省 份 的

近 4000 家企业，涉及重金属、

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

处置、电力、医药、印染等行

业。而 2014 年 12 月 4 日，环

保部公布的年度投保企业名

单 覆 盖 了 22 个 省 份 近 5000

家企业。

前不久在深圳召开的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深化和

创新研讨会上，江西省环保厅

法规处处长林文说，江西自

2013 年年底开始，选取了 61

家企业参加试点，除 7 家停

产，31 家投保了环责险，保费

512 万元，保额 3.76 亿元。“目

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企业续保，

可以说这项工作基本停滞”。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林翰章说，2015 年 10

月，深圳有 300 多家企业投保

了环责险，保费 900 多万元、

保额将近 5 个亿。“这离环保

部对我们试点城市的要求，有

较大差距”。

林文认为，企业不愿续保

的主要原因是“强制试点无法可依”。

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沈晓悦对林文的

说法表示赞同。她说，新《环保法》明确“鼓励”投保环责

险。不过，由于是“鼓励”而非强制实施，2015 年投保企

业数量有了一定萎缩。

2007 年，我国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环责险试点。

2013 年，中国保监会、环保部联合发文将试点范围扩大

到全国。同年，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

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涉重金属企

业”等高危行业启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企业是

否投保，直接关系到其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建设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等。

沈晓悦说，《指导意见》作为部门文件，影响是有限

的。另外，环保部门也心存疑虑。一般行业的环境事故

发生率仅 5%，但“涉重金属企业”等高危行业的环境事

故发生率可能高达 20%以上，如果在这些行业都推行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保险公司能否接得住盘”？

林文说，从试点情况看，投保企业对环责险承保方

案、理赔手续、理赔率等并不满意。目前很多产品对污

染间接、生态的损失都不予承保，客户体验差，也降低了

企业投保意愿。

当前，环保部正在起草新《关于深化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环保部政研中心副研究员李萱

说，《意见》主要包括：引导开展风险评估、创新产品与服

务、规范中介市场。完善保险事故损害鉴定与赔偿机

制；提高理赔服务与管理水平，保险公司提供增值服务，

加强风险管理；联合司法部门建立合同纠纷解决的快速

通道，能快速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等。

环保部称，希望以此推动环责险工作不断深化，为

防范环境风险、及时救济污染受害者发挥更大作用。

（科技日报北京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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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策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园园）据 美 国 杜 克 大 学 官

网 消 息 ，该 校 科 研 人 员 近 日 使 用“ 基 因 剪 刀 ”

（CRISPR）基 因 编 辑 技 术 治 疗 了 一 只 患 杜 氏 肌 营

养不良症的成年实验鼠。这是科研人员首次运用

这种技术治疗成年哺乳动物的基因疾病。这种治

疗方法也有潜力应用于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人

类患者。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源于身体生产抗肌萎缩蛋白

的能力出现问题。抗肌萎缩蛋白的生产由包含 79 个

外显子的基因决定，一旦一个外显子出现突变，抗肌

萎缩蛋白就无法生产，继而肌肉就会发生萎缩并逐渐

恶化。该校科研人员之前曾运用 CRISPR 技术修正

了来自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患者的人工培养细胞的基

因变异，不过在将完好的细胞传递回肌肉组织时遭遇

诸多难题。

在最新研究中，科研人员使用了一种叫做“腺

相关病毒”（AAV）的非致病性载体传递基因编辑系

统——AAV不会致病，在担当传递基因的角色时十分

有效。他们先将 AAV中有害的和可复制的基因移除，

取而代之的是其设计的新的 CRISPR/Cas9 系统。这

一基因治疗工具可以剪除实验鼠抗肌萎缩蛋白基因

中发生突变的外显子，然后让实验鼠的自修复系统将

剩余的基因部分缝合到一起并生成能够正常工作的

基因。

研究人员将基因治疗工具注射到实验鼠的腿上

之后，实验鼠的抗肌萎缩蛋白得以修复，而且腿部肌

肉力量得到增强。此后，他们又将基因治疗工具注

射到实验鼠的血液系统以抵达所有肌肉群，结果显

示实验鼠全身肌肉得到部分修复，包括其心脏部位

的肌肉——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心力衰竭往往

是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患者的主要死因。

自 CRISPR“基因剪刀”的名号叫响，业界脑洞打

开，从改造蚊子到剪除 HIV，从编辑胚胎到治疗遗传

病，似乎每天的科技新闻里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去年

年末，美国学者先后公开宣称，要在今明两年分别用

它治疗人类特定基因缺陷造成的“血友病 B”和“莱伯

先天性黑蒙罕见眼疾”两种遗传性疾病。研究人员对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在成

年实验鼠身上的探索，

也是最终让该技术成功

“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一

步。当然，最终还得“别

看广告看疗效”。

“基因剪刀”有望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逐年增加，2014 年达 17860 万

吨，比 1979 年增长 7.12 倍。多年来，垃圾无害化治理

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停滞在“最后一公里”。这种状

况引发了一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制约着城市

化进程及其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宋国君教

授指出，生活垃圾，若不采取有效减量化措施，估计

“十三五”末期，到 2020 年，我国 288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辖区的生活垃圾清运总量将高达 2.55亿吨，无害化

末端处置将支出 1075.03亿元。

有学者称，就现有的技术、管理手段来看，解决生活

垃圾问题是可行的，像德国、日本等国家已有效解决了

这个难题。而我国城市在垃圾无害化治理方面的技术

和管理手段应用，为何举步维艰？多措并举，多管齐下，

跨越垃圾治理“最后一公里”门槛是可行的。

专家为此开出系列“方剂”不妨一试：大力推广应

用先进技术；垃圾源头分类须强制推行，有必要介入适

当的经济惩戒手段；垃圾管理领域应颁发特许经营，通

过市场机制交给专业负责人去做；推行焚烧厂和填埋

场排污许可证制度，防止二 恶口 英排放；广大公众随时参

与监督，有径可查垃圾回收去向或焚烧成本细目。

垃圾治理须跨越“最后一公里”
华 凌

■科技观察家

科技日报讯 （记者游雪晴）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一

届深圳脑科学论坛上，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吴劲松

教授感受了明星般被追捧的滋味，许多与会者当即表

示了进一步合作的愿望。这除了他的大会报告“脑功

能定位在神经外科的应用”精彩生动，更是由于作为神

经外科临床医生，他有太多脑病资料可以用来研究。

不少与会专家认为，我国脑科学研究应充分利用脑病

患者与病种资源的优势，让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相互

促进，做出有特色的工作，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复旦大学杨雄里院士，是我国

脑科学研究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推动者。他介绍

说，2013 年美国宣布启动脑科学计划之后，欧盟、日本

也纷纷推出了各自的脑计划项目，我国的脑科学计划

已经几轮的讨论，呼之欲出。

目前，我国社会正面临高速发展相伴的脑健康问

题，例如：社会压力加大诱发情感情绪和认知发展障

碍、老龄化步伐加快使神经变性病大幅增多、环境污染

加重先天性和发育期神经缺陷等。另一方面，我国有

包括众多家系的脑疾病人群，这对大规模病人组织样

本库和脑影像数据库的建立、大规模致病基因和生物

标记物的筛选非常有利。

我国不仅非人灵长类脑疾病模型已经处在世界领

先地位，而且初步建立了多个非人灵长类的研究基地和

相应的基因操作技术体系。在脑细微结构解析技术、脑

网络分析技术、单细胞基因操作技术、认知抉择机理等

方面，我国也已经取得突破并居于国际前列。因此这种

基于临床资源优势的研究，将成为我国脑科学计划的重

要特色。

本次深圳脑科学论坛的发起人之一、深圳大学谭力

海教授所作的学术报告《人脑语言功能区的定位和术中

保护》，是他的团队与多家医院临床医生合作研究的成

果。“希望中国脑科学研究计划，可以更多更好地与临床

资源优势结合，做出有自己特色的工作。”谭力海说。

专家：我国脑科学研究应发挥临床资源优势

2日中午，微信朋友圈

被“林口地震”瞬间刷屏。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

定，当日 12 时 22 分在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

（北纬 44.8 度，东经 129.9

度）发生 6.4级地震，震源

深度 580 千米。大约 14

点左右，来自林口县官方

的消息称，当地无震感，

暂无伤亡报告。

一场看起来级别很

高的地震，为什么当地全

无震感？这次地震还会不

会有余震？会不会带来破

坏……针对这些人们关

心的问题，科技日报记者

连线专家进行了解读。

林口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林葳葳告诉记者：

“林口县城及其他所辖各

乡镇均无明显震感，也未

接 到 各 乡 镇 的 伤 亡 报

告。”与林口相邻的海林

同样无震感报告。

“这次地震是深源地

震，能量传递到地面时已

经很微弱，地震仪器可以

观测到，但人的感觉很

小，几乎感受不到。之后

即使再有小震余震，也不

会影响到地面，无需恐

慌。”中国地震局工程力

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山有

解释，“林口县所处区域

恰好是太平洋板块与欧

亚板块交汇区域，是我国

深源地震频发地区。深

源地震一般不会造成较

大灾害。”

此次发生地震的林

口县位于黑龙江省东部

地区，地处张广才岭、老

爷岭和完达山脉交界处，

隶属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在人们印象中，东北

是地震较少光顾的安全地

带，对于林口这次6.4级地

震，很多网友表示吃惊。

“人们觉得东北地震

较少，是因为浅源地震

少。实际上，黑龙江省林

口县、吉林省汪清县附近

发生过好多次深源地震，

最深一次达 600 多千米，

超过林口这次地震。”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蒋海昆说。

“深源地震多发生在板块交汇区域以及深海沟附

近，多发生在我国东北、西南边界地带。我国大陆内部

主体地区很少发生深源地震，内陆发生的都是 70 千米

以内的浅源地震。通常深源地震与浅源地震机制不一

样，深源地震发生余震的可能性很小。”蒋海昆为担心余

震者补了一颗“定心丸”。

人们通常认为，5 级以上的地震就很可怕了，这次

6.4 级地震却对人毫发无伤，地震震级和破坏性之间究

竟有何关联？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蒋海昆介绍了三个概念：“地

震震级是指地震能量释放的一个量度。林口地震中 6.4

级指的就是地震震级。地震烈度是指地震对地表的破

坏程度，离震中越近烈度越大，反之烈度越小。而震源

深度是用来判定地震位置的。经度、纬度、深度三个数

值确立一次地震的三维坐标。”

“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但可以有很多个地震烈

度。地震烈度一般是针对浅源地震导致的地面上的损

坏程度而划分的。浅源地震震中的烈度最高，距离震中

越远烈度越小。在地震救援时常常要参照地震烈度的

大小而采取不同救援措施。这次林口地震地表无震感

无破坏也就无需划定相应的烈度。”李山有说。

李山有介绍，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处于林口县境

内，根据中国地震局《地震名称确定规则》，被正式命名

为“2016年 1月 2日黑龙江林口 6.4级地震”。

（科技日报哈尔滨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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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8时30分，山东省气象台发布2016年第一个霾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全省大部地区已出现中度以上霾天气。图为市民在济南泉城广场上游玩。 新华社记者 冯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