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决心”号2月10日电（记者张
建松）地幔封存着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碳。通

过大洋钻探，我国科学家首次在南海发现岩

石圈“脱碳换骨”的秘密：南海地幔深部存在

一种高度富碳的新型岩浆，可在岩石圈的作

用下“脱碳”，连续转化为碱性玄武岩。近日，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已在线

刊登了这项最新发现。

研究全球碳循环，对于理解大气圈层的

二氧化碳浓度及变化趋势至关重要。这一新

发现打开了揭秘地球深部碳循环一扇新的窗

户，将大大推动有关深部碳对岩浆活动、地表

环境的影响等相关研究。

据这项研究负责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张国良研究员介绍，2014年，在第二次南海大

洋钻探 IODP349 航次中，成功钻取到火山角

砾。科学家对这些珍贵样品进行了深入研

究，证明了这是一种新型的、硅含量很高的碳

酸质母岩浆。这种岩浆从深部地幔上升并和

岩石圈相互作用后，脱“碳”换骨，就变成了很

常见的碱性玄武岩。

碳酸岩作为一种岩浆，早已被科学家发

现过，但其硅含量很低，与实验室里推算的原

始高硅碳酸岩岩浆相矛盾。因此，科学家推

测：也许已发现的低硅碳酸岩岩浆并不是地

幔直接产生的，而很可能是由富碳酸岩的母

岩浆演化而成。

“通过在南海深部钻探，首次发现硅含量

很高的碳酸盐母岩浆，证明了科学家的推

测。”张国良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类型岩

浆，构成了一个从富硅碳酸岩至碱性玄武岩

的连续变化，出现了一个过去未想到的事实：

碱性玄武岩可以由碳酸岩母岩浆演化而成。”

业内专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进一步认

识二氧化碳在岩浆起源和演化中的作用，也

具重要科学意义。

南海岩石圈“脱碳换骨”奥秘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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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美国一份新的太空计划近日被外媒披

露。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 NASA（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顾问团在政府文件中写道：

希望在 3年内将人类送往月球轨道，NASA 未

来的工作中心则是增强人类在地球与月球之

间的活动能力，而不是冒险前往更遥远的太

阳系深处。这引起了外界猜测：美国是否会

重启“星座计划”？

“星座计划”由布什政府提出，于 2005 年

开始实施，计划研制一系列新的航天器、运载

火箭以及相关硬件，帮助美国人在 2020 年重

返月球，进而飞向火星。奥巴马上任后取消

了这项计划，提出 2025 年登陆小行星，2030

年将人类送上火星。

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社执行总编

庞之浩表示，美国还没有宣布新的深空载人

战略，但回归星座计划的可能性比较大。

庞之浩介绍，美国原本就计划在 2021年，

用新研制的太空发射系统（SLS）发射猎户座

飞船，实施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现在看来这

项计划可能会提前实施，凭借美国现有的技

术基础也不难实现。但他认为，如果美国要

重新实现载人登月，在保障投入的前提下，至

少还需要 5年到 10年时间。

他说，虽然美国人曾经登月，但那是在特

殊情况下动用举国之力开展的工程探险。如

今虽然航天技术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载人

登月仍是非常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很多条

件都不具备。

1969年 7月，美国用土星 5号火箭运送阿

波罗 11 号飞船，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截至

目前，土星 5 号仍是人类用过最大的运载火

箭，总推力超过 3400 吨，月球轨道运载能力

45 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118 吨。随着阿波

罗计划终止，美国暂时没有如此大推力需求

的航天任务，土星 5 号生产线于 1970 年关

闭。直到 2011 年，NASA 确定了 SLS 的设计，

将其作为土星 5号的继任者。

庞之浩表示，SLS 分为两个阶段，一阶火

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 70 吨，只有土星 5

号的一半多点，而且计划明年才能首飞。二

阶火箭运载能力超过了土星 5号，但要投入工

程应用还需更长时间。

近年来，风头正劲的猎鹰九号火箭，暂时也

无法承担载人登月重任。庞之浩说，即使是新

研制猎鹰重型火箭，运载能力也不到土星5号的

一半，而且现在也没有首飞。SpaceX公司虽然

提出了“超级猎鹰”方案，那更是遥远的事。他

认为，猎鹰九号连近地载人任务都没实施过，其

目前首先要解决可靠性问题。（下转第三版）

特朗普要让人类重返月球

美国或将重启“星座计划”

1952 年，英国科学家霍奇金和赫胥黎

发 现 了“钠 离 子 通 道 ”（以 下 简 称“钠 通

道”）。然而，两位科学家不曾想到，直到今

天才弄明白钠通道的原子结构。

65 年后，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研究

组，用名为冷冻电镜的“照相机”，为钠通道

拍下第一张“3D 照片”。2月 10日，照片登

上《科学》杂志。该团队在线发表论文《真

核生物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的近原子分辨

率三维结构》，首次报道了真核生物电压门

控钠离子通道的 3.8Å分辨率的冷冻电镜

结构。

“实际上，钠通道位于细胞膜，就像车

库入口的电动门。这扇门只允许一种车

‘钠离子’进入。电压就是门禁开关，电压

一变，控制信号变了，于是门打开或者关

上。”论文第一作者、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在

读博士申怀宗向记者解释，这次拍的照片，

是“关门”状态的钠通道。

这道电动门，传送什么呢？

“钠通道的作用好比烽火。”申怀宗说，

人的感觉和行动都受大脑“司令部”控制，

大脑发出“指令”，经由神经网络进行传

输。信号传递，就像古代作战用烽火传达

军情。“接到指令，钠通道便会点火，一站接

一站，将信息传递下去。”

钠通道的异常，会导致一系列与神经、

肌肉和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比如，癫痫就

是大脑明明没发指令，钠通道却‘点火’，让

肢体做出动作。”申怀宗介绍，还有些无法

感知的痛觉，患者有了病状，钠通道却没做

反应，让人无法察觉身体的异常。

因此，钠通道成为学界热点，也是国际

制药公司的研究靶点。

传递“烽火”，如果说钠通道是“点火”，

那么钾通道就是“灭火”，负责取消信号。而

早在1998年，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罗德里克·
麦金农教授就获得首个晶体结构的钾离子

通道，并以此荣获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

可轮到钠通道，却迟迟未有进展。

获取蛋白和解析结构，在申怀宗看来，

是两道高高“路障”。他向记者解释，首先

获取蛋白样品难。真核生物钠离子通道蛋

白全长包含约 2000 个氨基酸，很难对其像

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那样进行大量的体外

重组表达；内源钠通道通常含量极低，很难

像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那样从生物组织直

接纯化出足够的用于结构解析的高质量蛋

白样品。

其次，钠通道是由一条肽链折叠而成，

具有假四次对称特征。与同源四聚体的钾

通道相比，钠通道很难结晶或者利用冷冻

电镜技术获取结构；它们又不像钙通道那

样与辅助亚基形成较大分子量的稳定复合

体，从而增大了利用电镜技术解析结构的

难度。

最后，真核钠通道包含有比较多的柔

性区域，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翻译后修饰，

这都对其结构解析构成很大挑战。

解出这道难题的，是一支 80、90 后团

队，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年轻面孔背后，

沉淀着 10年的积累。2007年，颜宁教授带

队建立实验室，那时起即开始了对钠离子

的攻坚。2012 年，团队首次获得进展，在

《自然》报道了来自一种海洋细菌的钠离子

通道 NavRh 处于失活状态的晶体结构。

此后，颜宁课题组又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

真核生物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 Cav1.1 的

高分辨率结构。

十年铸剑，终等来这张期待已久的

照片。 （图片由申怀宗提供）
（科技日报北京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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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1日至 12日，由中国科学院人才交
流开发中心主办的2017年国家部委人才联合
招聘会暨国展春季人才招聘会在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国家部委单位、高新
技术企业等近 2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 6000余
个工作岗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

图为招聘会上的科技型企业受到众多应
聘者关注。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企招聘
人气旺

要说 2017 年科技界的大事，院士增选应

该算一件。

新年伊始，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先

后发布相关消息，开启了 2017 年院士增选

的大幕。尽管较之以往，两院在这一事情上

非常低调，社会反应也比较平淡，但由于院

士在我国科技界的极端特殊地位和院士资

源的高度稀缺性，依然有说说的必要，特别

是两院都强调的“确保院士增选风清气正”

这个问题。

平静中的不平静 两
院分别敲警钟

这 次 院 士 增 选 ，中 国 工 程 院“ 先 声 夺

人”。除了 1 月 2 日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工程

院还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

选工作实施办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 10 份文件，介绍了相

关工作细节及“注意事项”。

其中，有关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的几

条引人注目：候选人材料存在弄虚作假，候选

人及其所在单位、部门为其当选进行助选、拉

票，干扰增选工作的，终止其当次候选人资

格，在相关学部范围内进行通报；情节严重

的，除终止当次资格外，还将取消其下一次被

提名资格，直至取消终身提名资格，并记入诚

信档案。

工程院还以院党组名义公布了《致全

体院士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强调，近年

来，一直有关心工程院发展的各方人士反

映，有的候选人所在单位通过各种方式与

院士“联络感情”；有的候选人想方设法“慰

问”和“看望”院士，这些现象均有“助选”

“拉票”之嫌，在广大科技人员和群众中造

成了不好的影响。

公开信还以院党组名义“重申”了几条

“院规”：全体院士要旗帜鲜明地抵制院士增

选中的一切不当和违规行为；对于不当和违

纪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按照处理办法进行

严肃处理，等等。

工程院党组还郑重声明：院士要从“从

严治党”的政治高度，严守院士增选工作的

纪律规定，“努力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院士

增选环境”。

以如此高的站位、如此强的责任感、如此

鲜明的态度和如此明确的铁律，营造风清气

正的院士增选环境，工程院真是拼了。

相比之下，科学院堪称淡定。在媒体发

布的消息中，科学院着重强调了几条：本次增

选延续“去行政化、去利益化”的院士制度改

革精神，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

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

选人等。 （下转第三版）

院士增选，如何做到风清气正

初闻王林死讯,有些讶异和感怀，从长袖

善舞的“大师”到锒铛入狱的神棍，再至今日，

此人竟以如此普通、甚至有些凄凉的方式告

终。人们常用一个特别浅显的理由拆穿那些

徘徊在寺庙道观外，欲替人消灾解难、指点迷

津的算命先生：真有本事还会蹲在这儿给人

算命吗？现在，王林用最后的生命揭示了这

种荒诞，“能医不自医”，门庭若市的大骗子和

蹲点混饭吃的小忽悠，并无本质区别。

吃瓜群众围观王林现象，难掩智商优势

的快感，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连普通人都

嗤之以鼻的乡村级戏法，居然网罗了一票政

商界娱乐圈名人——所谓精英，竟缺乏基本

的科学素养，思考能力令人质疑。当然，其中

可能有人只为结交权贵而来，并非真信鬼神

之说。但若非一众科学素养低下的社会名流

成就了一个广阔的迷信市场，神棍又如何以

“大师”的面目出道？

自古，秦皇求仙，汉武炼丹，对于神仙方

术，我们原本就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再加

科学在近代中国并不是原发性的，也因此，

作为舶来品的赛先生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常

遇到各种掣肘。在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社

会，“装神弄鬼”自然就有了生存土壤。虽

然，王林的“信徒”里也不乏具有相当知识水

平的业界大腕儿，但跻身“圈子”究竟是为结

交权贵，还是盲目地宁信其有，恐怕只有他

们自己知道。

公众人物的交际品位和格调能够反映

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态。科学精神的缺失，常

使荒谬藏匿于不经意的寻常模样之下，一旦

被揭穿，才令人惊觉怎能愚昧如此！这次搬

小板凳围观神棍栽跟头、名人出洋相的吃瓜

群众，难保不会成为下一个反科学事件的当

事人。

有人说“大师”的离世应称之为“仙逝”，

即舍弃肉身，得道升天，说不定能烧出舍利

呢！这固然是揶揄，但不排除有人真会相

信。至此，肉身虽灭，但王林还活在一些人

心中。

科学精神缺失催生了王林现象
科技观察家

杨 雪

贾南珍

科技日报哈尔滨2月12日电（记者李丽
云 通讯员赵焕卓）记者日前从黑龙江省科技

厅获悉，黑龙江省科技厅和黑龙江省财政厅

于近日发布《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

（试行）》（简称《办法》），科技创新券将于今年

3 月上旬正式启动并面向社会发放。科技创

新券年度兑现总金额达 2000万元。

《办法》坚持“普惠性”原则，将创新券申

请门槛降到最低，科技型中小企业均有申请

和使用资格。同时坚持市场主导，将加盟黑

龙江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的 828 家服

务单位作为资源供方，将 4805 台（套）大型仪

器，3.63 万项检测项目及技术创新服务项目

摆上平台“货架”，企业等需求方可自由与服

务单位对接。

《办法》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补助方

案，帮助省内规模较小、技术能力较弱的创业

初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降低创新创业成本，轻

装上阵加快发展。

《办法》强调，创新券支持对象为在本省

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要求，与提供技术服务单

位无隶属、共建、产权纽带等关联的中小微

企业。

《办法》优先支持科技人员、大学生、农

民、城镇转移就业职工等黑龙江鼓励的四种

创业人员创办的中小微企业，且通过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及入驻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

化器者。

创新券支持利用共享平台加盟单位各类

科技资源开展的委托开发、合作研发等研发

设计，新产品检测、产品性能与样品测试等检

测及技术解决方案、科技咨询等技术服务。

《办法》要求，创新券采取事前申请、事后

补贴形式，企业每年可申请最高 20 万元额

度。政府按企业使用创新券购买技术服务实

际发生费用金额的 5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

资金 10万元。

黑龙江科技一号文聚焦创新券

“钠离子通道”三维电镜结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