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房琳
琳）据《科学美国人》官网 19日报道，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同时发布报告称，2016年是现

代历史上最热的一年。两份报告同时表明，

全球年平均气温纪录连续第三年被刷新，全

球气候持续变暖的长期趋势不容忽视。

NOAA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平均气温为

14.84℃，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0.94℃，是自1880

年有气温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NASA的报告

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数值略有差异，

但同样得出了2016年是史上最热年份的结论。

另据报道，戈达德空间研究所负责人加

文·施密特在电话记者会上说，尽管这些报告

的年度气温数据存在细微差异，但都“捕捉到

同样的长期信号”。总体而言，史上最热的年

份基本都发生在过去 35 年里，其中史上最热

的 17 个年份有 16 个出现在 21 世纪，并且自

2001年以来，全球最热年纪录已被打破 5次。

从全球分布看，2016 年创下高温纪录的

地区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美国东部大部分

地区、南亚部分地区等；从海冰面积看，2016

年北极平均海冰面积为 1015 万平方公里，成

为有史以来最小值，其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

水平的 2倍至 3倍，快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

根据施密特的模型，连续 3年刷新气温纪

录，约 10％的贡献来自厄尔尼诺，90％源于人

类活动，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

世界气象组织、英国气象局等机构同日

也发布了类似报告。

这项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此前数据显示，

2016 年前 8 个月分别都打破了同期单月最高

气温纪录。真正有趣之处在于报告发布的时

间点——距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仅

两天。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特朗普上任后美国

气候政策有变，进而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的努力。因此，最热年报告的发布，除了客

观描述气候变化，也成为世界各国采取应对行

动的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全球变暖不因个

人意志改变，谁也不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2016：现代历史“最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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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春1月19日电（记者李双溪
孟含琪）记者从吉林大学了解到，经10余年技术

攻关，吉林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陆域天然气水合

物冷钻热采关键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空白，

前不久获得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分布于深海

沉积物或陆域永久冻土中，是由天然气与水在

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结晶物质。其

燃烧后仅会生成少量的二氧化碳和水，污染比

煤、石油、天然气小很多，但能量高于煤、石油、

天然气十倍。并且，可燃冰储量巨大，据估计

天然气水合物中所含有机碳的总资源量相当

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总量的两倍，被

国际公认为石油、天然气的接替能源。

2004年，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

质调查局的资助下，吉林大学开展陆域天然气

水合物钻采项目研发，副校长孙友宏带领研究

团队，在国际技术垄断、缺少参考资料的条件

下，自主研发，集合了地质学、地质工程、热学、

仿生学、化学和材料学等多个学科的共 30 多

名科研人员组成可燃冰钻采的“国家队”。

经过 10 余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攻克了

高海拔和严寒地区施工等多项技术难题，成

功研发了国内外首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水合物冷钻热采关键技术。与国际上通用的

“被动式保压保温取样”钻探原理不同，新技

术首次提出“主动式降温冷冻取样”原理，发

明了钻井泥浆强化制冷方法、水合物孔底快

速冷冻取样方法和高温脉冲热激发开采技

术，主要技术指标超过国外同类技术。

在海拔 4000 米的青海省木里盆地，科研

团队利用该技术首次钻获了我国陆地天然气

水合物实物样品，并成功实现了陆地天然气

水合物试开采，打破了国外水合物钻探取样

技术的垄断，填补了我国陆域天然气水合物

钻采技术的空白。

我科学家发明可燃冰冷钻热采技术

新华社日内瓦 1月 18日电 （记者霍小
光 李忠发 骆珺）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

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

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

当地时间 18 时许，习近平在第 71 届联合

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陪同下步入万国宫大会厅，全场起立，热烈鼓

掌欢迎。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勒主持。古

特雷斯致欢迎辞，感谢习近平主席莅临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并发表重要演讲，称赞中国是

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可

持续发展等事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

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

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回首过去 100多年

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

展。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

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

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

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习近平强调，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

标。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

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

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

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

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

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平等参与决策，

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

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

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

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

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各国和国际司法

机构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应该确保国际

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

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

荡”。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命运

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

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

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我们应该秉承中

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问题

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

习近平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

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

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自然—生物技术》发言人 19 日发表

关于“利用 NgAgo 进行 DNA 引导的基因

组编辑”论文的最新声明。声明称，针对韩

春雨等人论文的担忧，《自然—生物技术》

将尽可能仔细和负责任地调查。自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发布德国弗莱堡大学细胞和

基因治疗研究所教授 Toni Cathomen等人

的通讯文章和编辑部关注以来，期刊获得

了与 NgAgo 系统可重复性相关的新数据，

在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需要调

查研究这些数据。

此前的 2016 年 11 月 29 日凌晨，《自

然—生物技术》发布了“编辑部关注”，并

发表 Cathomen 及同事的通讯文章《利用

NgAgo 未能检测到 DNA 引导的基因组编

辑》。声明称，已考虑过所有关于韩春雨及

同事原著论文的评论。在任何情况下，如

果一篇论文在发表后遭到批评，《自然》都

会对各种批评进行审慎和全面的评估，此

次也不例外。

《自然—生物技术》当时发表三个团队

的实验结果，他们都设法去重复韩春雨及

同事发表在原论文中的结果。《自然—生物

技术》表示，将继续与原论文的作者保持联

系并为他们提供机会，以在 2017 年 1 月底

之前完成其调查，届时会向公众公布最新

进展。

同一天，河北科技大学官网刊发消

息称，该校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与丹

麦 诺 维 信 公 司（Novozymes A/S）就

NgAgo 技术的应用与开发达成合作，并

签署协议。

文中提到，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

术研究中心积极推进以 Argonaute 核酸酶

为核心的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及其相关知识

产权的转化和应用。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

专利主要由美国持有，韩春雨团队发现的

基因编辑工具 NgAgo-gDNA 为基因编辑

技术提供了新的选择。NgAgo-gDNA 基

因编辑技术工具在诺维信公司的真菌表达

系统中已经展现出潜力。诺维信公司对进

一步开发 NgAgo 基因编辑技术并将其应

用于新产品的开发有浓厚兴趣。

报道还提到，诺维信公司与河北科技

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在上述技术的

合作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方面签署了合作协

议。针对具体合作事务，双方一致同意，在

已 达 成 合 作 条 件 的 前 提 下 共 享 各 自 的

NgAgo 技术成果，并在未来共同致力于该

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双方对尽快合

作推动该成果的产业化充满信心。

据了解，诺维信公司是全球工业酶制

剂和微生物制剂的主导企业。另外，迄今

为止诺维信已经连续十多年在道琼斯可持

续发展指数方面处于领导者地位。

（科技日报北京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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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史俊斌 通讯员王恺）
由西北工业大学与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制动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碳陶刹车盘产品，日前

成批量装备部队 7个飞机机型，使我国成为国

际上第一个率先使用碳陶刹车盘的国家，标志

着中国飞机刹车技术跻身于世界领先水平。

上世纪90年代，飞机碳陶刹车技术在国际

上刚刚兴起，各发达国家均纷纷投入巨资研制，

收效甚微。该产品的研制，源于2004年西北工

业大学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的陶瓷基复合材料

制备技术与我国飞机碳刹车核心企业的西安制

动联手。历经12年的攻关，上万次的台架试验，

共突破了三大关键技术，形成了5个重大技术发

明点，获得了19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在国内属

首创，站在2016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领奖台。

该碳陶刹车盘与上一代刹车盘相比，静摩

擦系数提高 1—2 倍，湿态摩擦性能衰减降低

60%以上，磨损率降低50%以上，使用寿命提高

1—2 倍。生产周期降低 2/3，生产成本降低

1/3，能耗降低 2/3，性价比提高 2—3倍。价格

也仅相当于国外同类产品的 50%—60%，是目

前国际上发现唯一能在1500℃高温环境下，各

项物理性能不发生衰减的材料。推广应用后，

每年可为我国民航客机节约成本3亿元左右。

中国飞机碳陶刹车盘技术世界领先

声东击西、诱饵模式、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人类战争中的兵不厌诈竟然会在低等

生物体中上演。1 月 13 日凌晨，美国《科学》

杂志以研究长文形式在线发表南京农业大学

王源超教授团队的一项关于作物疫病发生机

制的突破性成果，揭示了植物与病原菌的世

界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

疫霉菌引起的作物疫病就像“植物瘟疫”，是

农作物生产中危害非常严重的一类病害，19世纪

中期曾引起欧洲的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导致

150万人饿死，几百万人逃亡美洲和澳洲，这场

“爱尔兰大饥荒”曾被称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科学家在研究中观察到，疫霉菌攻击宿主

时，会使出一招瞒天过海的“诱饵模式”（DE-

COY）：疫霉菌在侵染植物早期，向胞外分泌糖

基水解酶 XEG1攻击植物细胞壁，而植物则利

用水解酶抑制子GIP1抑制其活性；在进化的过

程中，病原菌又获得了 XEG1 的失活突变体

XLP1，以诱饵“DECOY”的方式，竞争性干扰抑

制子GIP1，与XEG1协同攻击植物的抗病性。

该研究论文第一作者马振川博士打了个比

喻说：“XEG1相当于疫霉菌攻击植物的常规导

弹，导弹来了植物会启用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

GIP1来抑制其攻击，但有意思的是，疫霉菌会

进 化 出‘ 假 弹 头 ’，即 XEG1 的 失 活 突 变 体

XLP1，这个假弹头虽然本身没有攻击性，但是

它和植物抑制子GIP1的结合能力要高出XEG1

约5倍，即假弹头可以充当‘诱饵’，将作物防御

系统的主要‘兵力’吸引过去，从而保护真弹头

XEG1‘乘虚而入’，攻击作物导致病害发生”。

他们在稍早的研究中，还发现植物能够利

用细胞膜上的受体识别 XEG1，启动基础水平

的抗性，但是病原菌又可以分泌效应子到寄主

细胞内干扰其抗性。“即便是肉眼看不见的病

原菌在侵入宿主过程中，也上演着极其复杂和

精确的‘攻击、防御，再攻击、再防御’的‘军备

竞赛’，对这个过程的深入了解是发展安全高

效病害控制策略的基础。”王源超教授说。目

前，已经发现的疫病菌有160多种，能侵染数千

种植物，是全球粮食、食品和生态安全的重要

威胁。这一发现为开发能诱导植物广谱抗病

性的生物农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病原菌攻击植物时会使出“诱饵模式”
——南京农业大学发现作物疫病发生新机制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付
毅飞）记者 19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获悉，嫦娥五号探测器着陆器推进子系统

正样热试车近日取得圆满成功，同时标志

着该系统热试车完美收官。这是嫦娥五号

研制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据该集团公司五院总体部专家介绍，

新年伊始，嫦娥五号正样研制进入最后冲

刺。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开展嫦娥五号总装

测试阶段各项相关工作，探测器技术状态

和质量受控，计划进展顺利。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此前表示，我

国将在今年12月前后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

实现月球软着陆以及采样返回。这意味着

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的最后一步

即将完成。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

浩介绍，嫦娥五号重达8.2吨，将由我国目前

推力最大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进行发射。

嫦娥五号着陆器推进系统热试车收官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许天颖

1 月 19 日，在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三林
镇的汾河桥附近，挖掘机在抓紧挖河槽导流，
让河水绕过污染点。

记者从山西省运城市新闻中心获悉，截至
19日17时，因交通事故掉入汾河的粗苯贮罐
在完成罐体切口后，罐内粗苯顺利倒罐并打捞
上岸，影响汾河水体的污染源彻底消除，相关
部门正在对泄漏的粗苯量进行测算。

1月18日9时许，在新绛县三林镇汾河桥
上，一辆装载约 25吨粗苯的罐装货车在发生
交通事故后撞断围栏掉入汾河，因车体倾斜，
有部分粗苯泄漏。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新绛粗苯泄漏事件后续：

让河水绕过污染点

中国科考船“海洋六号”日前在南极
半岛海域首次进行箱式取样，从海底获
取 71千克的沉积物样品。上图为所获
生物样品，其中多数为冷水珊瑚（1 月
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攀摄

来自南极海底的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