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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8月 22日电 （记者栾海）俄罗斯国

家航天事务集团 22 日确认，该机构决定以苏联航天飞

机所用的火箭技术改进现有火箭发动机，在今后 5年至

7年间研制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 160吨的超重型运载

火箭，这将是全球最大的运载火箭。

俄国家航天事务集团是原俄联邦航天署于 2015年

改组后成立的集团公司，其主要工作是在航天界推行

改革措施，部署研发工作，安排国家订购。按照设想，

俄未来的首批超重型火箭的运载能力将达 120吨，进一

步增强推力后能把 160吨的载荷发射上近地轨道，为月

球考察做准备。

此前俄航天界曾有专家主张全新研制氢燃料的

“安加拉 A5B”型运载火箭，但俄国家航天事务集团与

负责火箭研发的“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商议后认为，研

制“安加拉 A5B”火箭需开发新技术，耗资巨大，因此这

两家机构最终决定舍弃氢燃料火箭研发，转而采用较

成熟的液氧—煤油运载火箭。

“能源”火箭航天集团的总经理索恩采夫表示，为

实施月球考察计划而研制的俄超重型运载火箭，将借

鉴 1988年苏联发射航天飞机时采用的“能源”运载火箭

的技术，当时这种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 100 吨。

“能源”运载火箭中转移出来的相关技术，将用来改进

俄“格鲁什科”科学生产公司制造的 RD－171型火箭发

动机，使其能够驱动新的超重型运载火箭。

上世纪苏联的“能源”和美国的“土星 V”运载火箭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都达到 100吨级，但目前全球已没有

这一量级的超重型运载火箭。

改进发动机 运力过百吨 目标为探月

俄将设计全球最大超重型运载火箭

科技日报东京8月23日电 （记

者陈超）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环境资源

科学研究中心的沼田圭司领导的研

究小组日前发现，海洋性光合成细菌

（简称光合菌）可生产高分子量羟基

酸（PHA）。

PHA 是微生物体内产生的一种

生物塑料，是生物为预防营养缺乏而

储藏碳和能量的贮藏物质。由于

PHA 具有生物降解性和生物适应性

等特征，可以成为以石油为原料的塑

料的替代材料。至今为止，光合成细

菌生产 PHA 的报告中几乎都是淡水

性光合成细菌，此次研究小组首次利

用海水在高盐浓度培养基减少其他

细菌混入的情况下进行了实验。

研究小组首先使用海洋性光合

成细菌红色硫磺细菌 3 株和红色非

硫磺细菌 9 株验证 PHA 生产性能。

他们在缺氮的培养基中添加醋酸和

碳酸氢钠，培养 12 株光合成细菌，然

后用气相层分析仪，对各个菌株在通

常培养基与氮缺乏培养基的 PHA 生

产量进行测定比较。结果显示，3 株

红的硫磺细菌在氮缺乏培养基中

PHA 产量增大，并呈颗粒状存在；6

株红色非硫磺细菌在通常培养基中

PHA 呈高生产量，约为干燥菌体重

量的 20%至 30%。在氮缺乏培养基

中 PHA 产量没有发现大的增加。使

用人工海水培养基对红色非硫磺细

菌 1 株 进 行 PHA 生 产 验 证 试 验 发

现，红色非硫磺细菌在人工海水中没

有发育，在培养基中添加酵母萃取物

后，虽然可见细菌增殖，但未生产

PHA。而在人工海水中添加醋酸作

为碳源，明显发现红色非硫磺细菌生产出 PHA。

有报告称，微生物生产 PHA 分子量为 30 万左右。

但研究小组对光合成细菌生产的 PHA 进行抽取、精制

后进行了 PHA 数平均分子量凝胶渗透色谱法测定，发

现一部分红色硫磺细菌和红色非硫磺细菌合成的 PHA

分子量高出之前报告数值的 2至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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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被誉为华人菲

尔兹奖的晨兴数学奖金银奖颁布，9 位获奖者中，6 位

都在美国高校从事研究。中山大学教授陈兵龙自嘲

他是唯一读书和工作都在国内的“土鳖”。著名数学

家、中科院院士杨乐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奥

数市场，仅北京一年就可创造 20亿的产值。”

对于这样一个用了洪荒之力来学习奥数的国家，

怎样才能培养出一流的本土数学家？

功利奥数和数学无用论

“奥数培养不出一流数学家。”世界华人数学家大

会主席、中科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一语

中的。他和与会的很多数学家认为，带有功利目的的

学习和研究都不可能走太远，要成为一流数学家只能

“为学问而学问”。

现在中国家长对数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喜

欢奥数，是因为有保送机会，但又认为学数学没前途，

于是不要孩子学数学。”丘成桐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

访时说，这完全是误读。美国有杂志曾对不同学科学

生的发展前景进行调查，排名第一是的数学，第二是

统计学。“数学无用论是完全不懂数学的人才会讲。

据我了解，没有一个好的数学理论是没有用的。每个

行业都用得上数学。”

但在中国，数学却并不算受欢迎的科目，包括数

学在内的基础学科近年来在高考招生中频频遇冷，不

敌应用性更强的学科，这让丘成桐痛心疾首。他说：

“现在中国企业有钱了，喜欢在海外‘买买买’。科技

的发展，如果单纯靠并购公司或学别人已经完成的工

作，只会远远落后于科技发达国家。因为科学技术最

后 10%的工作，一定需要很多基础科学在前面引导，而

基础科学的基础就是数学。”

奥数冠军未必成数学家

一位毕业于北京知名小学、小升初却无缘重点中

学的孩子的家长曾语重心长地劝诫记者：“一定要从

小学三年级就让孩子学奥数，但凡重点中学点招的就

没不考奥数的。”

在升学指挥棒下，奥数被捧向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以至于有人曾和王元院士开玩笑说，现在搞奥数

的收入都是他的 50倍。

在人们痛批“全民学奥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

不少曾经的奥数冠军走向了世界数学奖的领奖台。

如，华裔数学家、数学界“诺奖”——菲尔兹奖获得主

陶哲轩，是奥数金牌最年轻得主纪录保持者（13岁）。

那么，学奥数到底是不是培养数学家的一条捷

径？杨乐告诉记者，纯粹依靠奥数培训班灌输的解题

技巧，与成为数学家之间没有正向关系。“关键要看是

否以兴趣为导向，不为升学，靠自己琢磨出的解题思

想和技巧而成长起来，这才对取得数学方面的成就有

所影响。现在奥数许多内容以及强制灌输的学习方

法，对兴趣的养成形成了较大障碍。”

晨兴数学金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伟，曾

因在奥数比赛中取得不错的名次被保送北大数学系，

他在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现身说法：“我读小学时还

没有奥数。一次，老师给了我一本《小学数学能力训

练》。书中‘如何迅速判断一个数被 7 整除和被 3 整

除’等题目，深深把我吸引住了，于是深入地学了下

去。到了中学才接受奥数，但主要还是兴趣。”

学奥数对于研究数学有没有帮助？张伟认为：

“刚开始解题技巧有一定帮助，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更

主要还是兴趣的驱动。”

杨乐呼吁：“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数学兴趣教育，

对他们进行科学思维的训练，启发他们的创新精神，

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就如丘成桐所言“为学

问而学问”，或许才能让更多一流成果涌现出来。

多管齐下培养一流数学家

丘成桐认为，只有中国本土培养更多一流的数

学人才，才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尽管我国每

年也输送学生到海外学习，但希望将来有一批学生

是全部由中国本土培养。”培养第一流的学生，教育

应当贯穿中学、大学、研究生全过程。他举例说，日

本有位研究数论的大数学家，在海外学成回国后，发

现日本当时缺乏好的中学数学教育，于是花了十多

年时间写了 16 本中学数学教科书。“可能中国的数学

家未必会这么做，他们很少愿意花时间在中学生身

上。”

“相比一些应用型的学科，数学并不需要太多资

金，但中国应加大对数学的投入，给予稳定支持，让数

学家能够专注学问。”丘成桐说，“假如边工作还要边

担心能否喂饱小孩，是做不好研究的。”

目前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是丘成桐认为需要

解决的问题。“体制上还有很多束缚，不能让研究员、

教授放手去做。培育能够让科学家自由发展一流学

科的环境，非常重要。”此外，搭建平台多让青年学生

接触到世界一流学者，也是不可或缺的。

“奥数”能否培养出一流数学家？
——专家呼吁数学研究应“为学问而学问”

本报记者 姜 靖

新华社华盛顿8月22日电 （记者林小春）由美

国、俄罗斯、欧盟等共同建设的国际空间站原定 2024

年退役，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员近日表

示，该机构考虑届时把国际空间站移交给私营企业

继续运营。

据美国媒体报道，NASA 负责探索系统开发的

官员比尔·希尔最近在一次关于载人登陆火星的

介绍会上谈及国际空间站的未来命运。“美国正试

图推动近地轨道的经济发展”，他说，“最终，我们

的希望是，把空间站交给一家商业实体或者其他

有商业运营能力的机构，以便研究能在近地轨道

上继续下去。”

希尔表示，移交工作将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进

行，但未透露更多信息。

国际空间站建设始于 1998 年，在距地球表面

约 400 公里高度运行，主要功能是作为微重力环

境下的研究实验室 ，自 2000 年 11 月 以 来 一 直 有

宇 航 员 入 驻 。 国 际 空 间 站 的 设 计 寿 命 一 开 始 只

有 15 年 ，后 来 各 方 一 致 同 意 延 至 2020 年 ，然 后

又 延 至 2024 年 ，原 计 划 在 2024 年 后 让 其 坠 入 太

平洋。

为维持空间站运行，NASA 每年支付约 40 亿美

元，约占航天局总预算的 20％。NASA 现在已把空

间站货运任务交给两家私企，下一步将把空间站载

人任务也交给私企，以把工作重点转向火星，其目标

是本世纪 30年代实现载人登陆火星。

美打算10年后把国际空间站交给私企

新华社伦敦8月 22日电 （记者张家伟）一个效

率极高但外观冰冷的机器人，一个能模仿人类表情

且善于沟通的机器人，你更愿意和哪个一起工作？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人们更喜欢后者。

伦敦大学学院 22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说，该校和

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人员让一台机器人作为家政助

手来帮助志愿者完成一些简单家务。在协助志愿者

煎鸡蛋的过程中，机器人给志愿者传递鸡蛋、盐和

油，而且被设定把鸡蛋掉到地上，并试图去补救这一

失误。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台机器人拥有人一样的外

表，能够做出快乐、悲伤等人类表情，并能用简单的

语言和人互动，它出现失误后会表达歉意，并呈现出

内疚的表情。结果显示，与一台高效的冰冷机器相

比，志愿者更愿意与这个干活慢半拍的不完美助手

合作。

研 究 人 员 说 ，机 器 人 助 手 通 过 模 仿 歉 意 、后

悔等人类表情，能够降低人们对它们工作中失误

的不满，从而加深两者间的信任，这点之所以重

要 是 因 为 人 类 与 机 器 人 合 作 一 个 很 大 的 障 碍 恰

恰是信任。

参与研究的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科斯廷·埃德

说，在完整的性能认证基础上，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

感情表达以及沟通等因素在人类与机器人合作过程

中发挥的作用，就能帮助工程师设计出更好的机器

人助手并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带表情的机器人更受人类欢迎

新华社旧金山8月22日电 美国谷歌公司 22 日

宣布开始正式推送代号为“牛轧糖”的最新安卓 7.0

操作系统，增加了包括扩展表情符号包、多窗口多任

务处理、VR平台支持等新功能。

新操作系统将首先面向谷歌 Nexus系列设备推

送，使用其他手机厂商的安卓用户还需要等待数周

才能更新。不过，首款安装安卓 7.0 的新机将是 9 月

初发布的 LG V20。

安卓 7.0 操作系统增加了 70 多个全新的表情符

号，主要以人形为主，包含不同肤色，让用户在聊天

时有更多选择。

全新的通知系统设计还支持用户直接从通知

中回复信息；新增的多窗口多任务处理让用户可在

“画中画”模式中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并任意调整窗

口大小。

新升级的操作系统也体现了谷歌对虚拟现实应

用的重视。系统中将内置虚拟现实界面，方便用户

戴上谷歌眼镜直接体验这项功能。谷歌此前还宣布

发布了虚拟现实操作平台“白日梦”。

除了老牌安卓操作系统外，谷歌还在酝酿一款

全新的代号为“紫红”的开源操作系统。美国媒体报

道说，这款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全融合，能兼容手

机、个人电脑及各种物联网设备，还能搭载在 ATM

机、GPS等单一目的设备上。

谷歌的竞争对手苹果公司也将于下个月推出新

一代移动操作系统。

谷歌推送新一代安卓系统“牛轧糖”

科技日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张梦然）英国《自

然·通讯》23 日在线发表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证实，剥

夺人类睡眠确实会导致大脑连接发生变化。这种理论

一直难以在人类身上测试，但是这次的新研究使用间

接测量方法分析了大脑的连接变化。

昼夜节律可以使我们感知到地球自转所引发环境的

改变，确保了我们的睡眠，但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人类为何

需要睡眠。理论认为，睡眠可以调节神经元的连接强

度。果蝇实验曾显示，睡眠对其神经元活动有密切关系，

睡眠被长时间剥夺的果蝇，其细胞一致地对重复刺激表

现出响应能力的降低。但是，尽管果蝇和哺乳动物有共

同的基础睡眠特征，这一点仍然难以在人类身上进行测

试，尤其是神经元的连接强度反过来对学习和记忆具有

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方面，更是无法得到验证。

此次，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中心克里斯托弗·尼森

及其同事，对比了 20 名睡了一夜和一夜未睡的受试者

的大脑活动。实验小组以控制运动的大脑区域——运

动皮层为目标，运用磁脉冲刺激受试者大脑内的神经

元。他们发现，被剥夺睡眠的受试者使左手产生肌肉

反应的脉冲强度明显较低，这表明在睡眠不足的情况

下，大脑兴奋性较高。此外，论文作者们发现，在被剥

夺睡眠的受试者体内，神经元的活动依赖性连接变化

较弱。被剥夺睡眠的受试者在记忆单词方面的表现也

不好，而且他们的血液样本中的 BDNF 水平出现下降，

BDNF是已知可以调节突触塑性的信号分子。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揭示睡眠不足

导致大脑连接变化和记忆力差的根本原因机制，同时

也距离人们揭开睡眠的奥秘又近了一步。

睡不够，脑袋真会“不好使”
研究证实睡眠不足将改变人类大脑活动

这是8月2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拍摄的“熊猫宝宝”首日封。
当日，为庆祝旅居马来西亚的大熊猫“靓靓”于去年 8月 18日生下的熊猫宝宝“暖暖”的生日，马来西亚邮政局推出以“熊猫宝宝”为主题的邮票，即日向公众

发售。 新华社发

““能源能源””运载火箭运载火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