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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 轻轻一扫，关注科技日
报。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等候
有品位的你。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靳莹 田宏亮 记

者冯国梧）寨卡病毒在宿主细胞中复制奥秘

揭开。近日天津大学杨海涛团队在《蛋白质

与细胞》（Protein＆Cell）杂志上发表文章,展

示了寨卡病毒解旋酶的晶体结构，解开了寨

卡病毒复制的关键过程和机理。这一成果

对抗病毒药物的开发将起到积极作用。

在研究中，杨海涛团队成功获得了寨卡

病毒解旋酶执行功能和结合底物时的 3D 图

像，并在原子分辨率水平上展示了寨卡病毒

解旋酶、三磷酸腺苷和金属催化离子形成的

三元复合物的空间结构。此外，他们还成功

捕捉到了寨卡病毒解旋酶结合 ATP 以及金

属离子的中间状态。这是首次揭示黄病毒家

族（一种蚊媒病毒，包括寨卡病毒、登革热病

毒、黄热病毒、西尼罗病毒等）解旋酶与天然

底物 ATP结合时的结构。杨海涛说：“通过

对这一结构的分析，可以揭示寨卡病毒解旋

酶如何识别 ATP和金属催化离子的机制。”

为了探究寨卡病毒与其他黄病毒属成

员在复制机制上的差异，研究人员还解析了

寨卡病毒解旋酶与基因组 RNA结合时的复

合物三维结构。他们发现，一个贯穿解旋酶

的通道负责“抓住”RNA。令人吃惊的是，

寨卡病毒解旋酶在结合 RNA后会经历显著

的构象变化，而这种构象变化与登革热病毒

的解旋酶截然不同。

研究指出，黄病毒家族解旋酶在进化过

程中演化出一种保守的分子“马达”，它可以

通过水解三磷酸核苷将化学能转变为机械

能，用于实现病毒复制过程中的“解链”；而

利用不同的“运动”模式，不同病毒成员的解

旋酶又以不同的方式识别并结合基因组

RNA，用于满足病毒复制的需要。

寨卡病毒复制奥秘揭开

7 月 28 日，嫦娥三号着陆器按时进入第 33 个月夜

休眠期，再次刷新国际上探测器月面工作时间的最长

纪录。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了解到，在此前的 33 个月昼工

作期间，“嫦娥三号”开展了“测月、巡天、观地”科学探

测，取得了大量科学数据。同时，研究人员在月球浅表

层地质结构、月基天文观测以及地球等离子体观测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科学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

计，在 SCI、EI 类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100

余篇，重要成果相继发表在《科学》《自然》和《美国科学

院院刊》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带动了国际月球与行

星科学研究和应用发展。

据介绍，“嫦娥三号”开展了着陆区月壤内部与月

壳浅层结构探测。利用首次研制的超宽频带测月雷

达，采用“边走边探”方式，获得着陆区月壳浅层 330 米

深度内的剖面结构特性及地质演化图，这也是国际首

幅月球地质剖面图。利用月球车上全部四台科学仪器

的探测数据的研究，国际上首次揭示了月球雨海区的

火山演化历史。利用粒子激发 X 射线谱仪和红外成像

光谱仪探测数据，发现一种全新的月球玄武岩。

借助月基光学望远镜，利用月球高真空无大气影

响和月球自转缓慢因而连续观测周期长的特点，“嫦娥

三号”在月面上对多个天区实现 3900 多小时近紫外天

文观测，已获得 18.7 万幅图像数据；得到一批重要密近

双星完整的紫外光变曲线，发现仙王座 GK 星是双星快

速物质交流演化中的天体，对检验双星理论模型具有

重要意义；获取了月球外逸层水含量的最新结果，水的

含量比哈勃望远镜的探测结果低 2个数量级，与理论预

期值最为接近，修正了国外得出的月球上有大量水分

子存在的结论。

“嫦娥三号”搭载了国际上首次研制的极紫外相机，

在月面上对地球周围 15个地球半径的大视场等离子体

层进行了极紫外观测，获取1300多幅地球等离子体层图

像数据。首次发现了地球等离子体层边界在磁层亚暴

的影响下发生凸起，一是揭示了太阳活动对地球空间环

境的影响；二是确认了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尺度与地磁活

动强度呈反相关关系，进而提出了等离子体层的空间结

构受到地球磁场和电场约束及控制的最新观点。

自 2013年 12月成功落月并开展巡视勘察以来，“嫦

娥三号”搭载的 8 台科学载荷获得各类数据共计 7TB。

地面应用系统及时向全国上千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发布

了这些科学探测数据、图片和相关视频，极大推动了国

内外认识月球、研究月球和利用月球的探索热情，并取

得了大量创新成果。 （科技日报北京7月28日电）

嫦娥三号成为最“资深”月面探测器
“测月、巡天、观地”33 个月昼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新华社唐山 7 月
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唐山

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

设 40年之际，来到河北

唐山市，就实施“十三

五”规划、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加强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建设进行调

研考察。他强调，同自

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

存 发 展 的 永 恒 课 题 。

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

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

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

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

验，落实责任、完善体

系、整合资源、统筹力

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

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

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四十载励精图治，

新 唐 山 勃 发 英 姿 。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唐山发生 7.8 级强烈地

震，造成 24 万人遇难、

16 万人重伤，百年工业

城 市 瞬 间 被 夷 为 平

地。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全国最大的一次

灾难，给唐山人民生命

财 产 造 成 巨 大 损 失 。

今天的唐山，是在当年

大地震废墟上崛起的

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28 日上午，习近平

一到唐山，即在河北省

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

庆 伟 陪 同 下 前 往 唐 山

地震遗址公园，向唐山

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

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

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

鞠躬。他强调，这次来

唐山，主要是看一看这

座英雄的城市，看一看

这里英雄的人民。40年

前的大地震虽然摧毁了

一个城市，但没有摧毁

唐山人民和全国军民的

坚强意志。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

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

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

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

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

的壮丽诗篇。在同地震灾害斗争的过程中，唐山人民铸

就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

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我们今天要继续弘

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之后，习近平前往唐山市截瘫疗养院。他在康复室看

望正在做康复训练的截瘫伤员，一一了解他们的伤情和康

复治疗情况，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祝他们健康长寿。在

疗养病室，他同因地震伤害截瘫的杨玉芳、高志宏夫妇亲

切交谈。得知他们长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和工作，努力

融入社会、自食其力，习近平很高兴。夫妇俩向总书记赠

送自己新近出版的小说和诗歌集，并即兴朗诵了一首歌颂

解放军当年抗震救灾英勇事迹的诗歌，习近平称赞他们乐

观上进、事迹感人，用行动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活动

室内，10多位截瘫伤员正在开展文娱活动，习近平来到他们

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并欣赏了二胡伴唱《唱支山歌给党

听》。习近平勉励他们说，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

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追

求健康，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习近平指出，大

爱无疆，医者仁心，医护人员要树立把伤残人当亲人的思

想，为伤残人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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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8日电 （记者张梦然）28 日

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旗下《科学报告》期刊的一

项生理学研究显示，与执行近地轨道任务的宇航员

或从未执行过轨道任务的宇航员相比，参加过阿波

罗计划的宇航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这一

发现对超出地球保护性磁层之外的航天飞行有重

要启示。

“阿波罗”计划是美国从 1961 年到 1972 年实施的

一系列载人登月飞行任务，共进行了 6次载人登月，先

后有 12名宇航员对月球进行实地考察，在世界航天史

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而截至目前，除“阿波罗”计划

外，人类所有载人航天都在近地轨道进行，这意味着，

地球磁场阻挡宇宙辐射的作用仍然存在。因此，人们

曾普遍认为，近地轨道任务或短期登月任务不会增加

宇航员患心血管疾病的长期风险。

此次，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迈克尔·戴尔普及

其同事，通过比较 7位阿波罗登月计划宇航员、35位执

行其他航天任务的宇航员和另外 35 位未执行航天任

务宇航员的死因，研究了飞越地球磁层对健康可能造

成的影响。论文作者发现，阿波罗登月宇航员的心血

管疾病死亡率，几乎比未执行此任务的宇航员和近地

轨道宇航员高 5倍。

为了检验这些发现背后的潜在机制，论文作者又

对 44只雄性大鼠进行了实验，以研究模拟失重和与太

空有关的放射线照射对血管系统有何长期影响。结果

表明：对血管系统的影响主要是辐射导致的，与失重无

关。因此，论文作者指出，由辐射导致的血管壁细胞损

伤，可能是宇航员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重大诱因。

当 设 计 未 来 载 人 航 天 任 务 时 ，需 要 考 虑 到 的

宇 宙 中 最 恐 怖 威 胁 ，就 是 由 高 速 基 本 粒 子 组 成 的

宇 宙 射 线 。 若 进 行 长 途 太 空 之 旅 的 话 ，其 辐 射 量

严 重 到 足 以 致 癌 。 众 所 周 知 ，人 类 下 一 个 征 服 目

标——火星的探索过程可能要持续大约两年半的

时 间 。 如 果 不 能 在 开 展

任务之前解决这一问题，

其 或 许 会 成 为 人 类 前 往

太 阳 系 其 他 大 行 星 的 最

大阻碍。

飞越地球磁层增大患心血管疾病风险
这 一 发 现 对 航 天 飞 行 有 重 要 启 示

上图 海南省西沙群岛，“三沙永乐龙洞”航拍图片。中新社骆云飞/视觉中国 下图“三沙永乐龙洞”5—20米深处拍摄的洞内景象。 盖广生摄

静谧的洋面上，突然

出现与周边水域不同的深

蓝色，并在海底形成巨大

的深洞，从高空看，仿佛是

大海的瞳孔。这种现象被

人们称为蓝洞，也被称为

“海洋之眼”。

7 月 24 日 ，经 以 中 国

工程院院士孟伟为组长的

专家组现场探查确认，三

沙市政府正式命名西沙群

岛永乐环礁的海洋蓝洞为

“ 三 沙 永 乐 龙 洞 ”，其

300.89 米的深度被证实为

世界已知最深的“海洋之

眼”，打破了之前由巴哈马

长 岛 迪 恩 斯 蓝 洞 创 造 的

200余米的世界纪录。

去年 8 月至今年 6 月，

三沙航迹珊瑚礁保护研究

所利用声呐旁扫设备、电

子计数铅垂、深海海流仪、

深海水质分析仪、水下机

器人、水下摄影摄像设备

等器材装备，采用科学器

材探测与人工潜水观察测

量相结合的方法，成功探

明蓝洞深度和基本形态。

蓝洞是地球罕见的自

然地理现象，它之所以被

称为“地球给人类保留宇

宙秘密的最后遗产”，一个

重要原因是其科学价值。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

研究所所长余兴光刚从现

场考察回到厦门，他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电话采访

时说，“三沙永乐龙洞”基

本为垂直洞穴，蓝洞口径

为 130 米，洞底直径约 36

米，三沙航迹珊瑚礁保护

研究所已调查发现鱼类 20

多种，此次科学家潜入蓝

洞 20 余米处，亦发现不少

生物，包括少见物种，不排除以后还会发现更多物种。

初步考察结果表明，“三沙永乐龙洞”洞内水体与

外海水不联通，水体无明显流动痕迹，洞内存在原生态

海洋生物群落。余兴光推测，这或许跟蓝洞内的特殊

生态环境有关。

此外，据初步调查监测结果，蓝洞深处是低氧或缺

氧环境，又缺少阳光，支撑海洋生命存在的机制仍待探

讨，特别是缺氧状态下的微生物群落、微生物基因都是

值得探索的课题。蓝洞形成的地质成因、地质变迁过

程、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蓝洞生态系统与周边海域生态

系统的关系都亟待探索研究。

几年前，有国外科学家宣称，在巴哈马群岛深海蓝

洞中的微生物可能非常类似于冰冷木卫二上的微生物。

当时潜水科学家在巴哈马群岛的三个蓝洞海洋深

渊中发现微生物热区，其中多数微生物物种都是新物

种。但科学家发现这些微生物能够以硫化合物为食，

例如硫化氢，这是一种对于多数物种有毒的物质。

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新物种微生物不仅使研究人员

对地球极端环境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还让他们瞄向

了外星球的奇特生命形式，因为类似的环境也存在于

木卫二和土卫二冰冷表面之下的海洋深处。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成功探明蓝洞深度和基本形

态的三沙航迹珊瑚礁保护研究所是一家民间研究机

构，之前国家综合海洋研究单位尚未深入进行蓝洞探

究。余兴光预测，“三沙永乐龙洞”的命名，必然吸引一

批探险者、游客前来，如何尽量保护蓝洞的原生态系统

不被破坏，如何尽快加强蓝洞可持续研究，都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科技日报北京7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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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王怡）28 日出版

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 2016新星榜”显示，在全球 100

家科研产出增加最多的科研机构中，有 40家来自中国，

其中 24 家自 2012 年以来科研产出增幅超过 50％。美

国作为全球高质量科研论文的第一大贡献国，在这一

榜单上排在中国后面，居第二位，有 11家科研机构进入

100强之列。英国和德国分别有 9家和 8家机构上榜。

“自然指数 2016 新星榜”前 9 位均为中国科研机

构，中国科学院居首位，另外 8家中国机构紧随其后，包

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苏州大学。

自然指数创始人大卫·斯文班克斯认为，中国高质

量科研产出有极大的增长，并且目前的增长轨迹非常

稳定。

自然指数报告显示，过去 4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自

然指数中科研产出增加最显著的国家，无论是总体上，

还是自然指数所追踪的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与

环境科学这四门学科都呈现相同的趋势。

自然指数 2016 新星榜出炉

40家中国科研机构进入全球1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