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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聂翠
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航

天飞行中心科学家在 10 日出版的《地球物

理学研究通讯》杂志发表论文，公布其“火

星大气与挥发演化任务”（MAVEN）探测器

最新结果：火星大气上部存在金属离子层

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种与地球大气电

离层类似的永久存在。这是第一次有确凿

证据表明金属离子持久存在于地球以外的

另一个行星上。

科学家们之前通过火箭、雷达和卫星

等 已 经 发 现 地 球 上 空 大 气 中 的 金 属 离 子

层，并通过射频信号反射间接证明太阳系

内其他星球也存在金属离子层。最近两年

多来，MAVEN 探测器利用携带的中性气体

和离子质谱仪，在火星上层大气中连续探

测到铁、镁、钠等金属离子。论文主要作者

约瑟夫·格列波斯基表示：“如果说 2014 年

赛丁泉彗星近距离掠过火星时，MAVEN 检

测到的金属离子是偶然性事件，那这些年

的持续监测结果证明，我们首次在地球以

外的另一个星球大气中直接探测到金属离

子的永久存在。”

研究人员还发现，火星大气金属离子

行为方式和分布与地球离子层完全不同。

他们解释说，地球内核产生的强大磁场遍

布 整 个 地 球 ，这 个 强 大 磁 场 和 离 子 风“ 协

作”，迫使金属离子呈现层状分布，但火星

只有来自某些地壳区域的局部磁场，因此

其金属层呈区域性分布。

火星金属伴随持续不断的流星雨（陨石）

来到火星“安家”，这些陨石进入大气层后，其

内的金属原子会挥发、电离并留在大气中。

这些金属离子可用来推测火星电离层中的大

气活动，帮助科学家揭开火星大气为何正在

消失，从而将这个数百万年前支持生命存在

的世界变成如今的寒冷荒漠。

格列波斯基表示，通过观测火星电离层，

还可以比较地球和火星完全不同环境下的陨

石离子，更好地预测星际尘埃对太阳系内其

他星体大气的影响，并有助于对离子层和大

气层的化学性质展开深入研究。

以前大家就猜，既然流星雨袭击整个太

阳系，那所有星球的大气里都会有金属离子

层；而且探测器发信号给地球发回信号，也会

被一些星球上的大气层干扰，暗示了金属离

子的存在。但直接测出金属离子还是第一

次。以后监测金属离子运动，能提供给我们

更多外星球大气的信息。

NASA：火星大气存在永久性金属离子层
行为方式与地球离子层完全不同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聂翠
蓉）美国《分子治疗》杂志近日刊登了美国天

普大学华人科学家胡文辉等人的最新研究成

果：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从多靶点高效剔

除了一种人源化小鼠多个器官组织中的人类

艾滋病病毒，推动基因疗法治疗艾滋病向人

体临床试验迈出重要一步。

在之前的研究中，胡文辉团队已成功利

用基因编辑技术，有效清除了体外培养的人

类细胞系、艾滋病患者体内取出的 T 免疫细

胞以及转基因小鼠体内的艾滋病病毒。

新研究更进了一步。他们首先向小鼠体

内移植人体骨髓（B）、肝脏（L）和胸腺（T）组

织或细胞，“重编程”出人源化 BLT小鼠，使其

具有与人类一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其潜伏

方式。然后，以腺相关病毒（AAV）作为载体，

把有“基因魔剪”之称的 CRISPR／Cas9 基因

编辑工具运送到潜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源

化 BLT 小鼠体内。2到 4周后，他们对小鼠多

个器官组织进行检测后发现，艾滋病病毒基

因组被有效切除。

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基因具有“善变

性”，胡文辉团队这次提出了一种新思路，

用多靶点基因编辑取代单靶点，以遏制病

毒逃逸。他们针对艾滋病病毒转录区和结

构区设计了 4 个向导 RNA（核糖核酸），引

导 Cas9 酶到预定位置实现多靶点切除，显

著 增 加 了 艾 滋 病 病 毒 的 剔 除 效 率 。 运 用

“ 基 因 魔 剪 ”剔 除 艾 滋 病 病 毒 还 有 一 大 优

点：不影响靶细胞的存活和功能，即“只杀

病毒不杀细胞”。

胡文辉表示，目前，基因编辑疗法尚不能

100％清除动物体内的艾滋病病毒，但能够显

著降低潜伏的病毒数量，因此它与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组合，将不失为一种有希望的艾滋

病治疗策略。

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剔除小鼠艾滋病病毒

4 月 11 日，中国第 33 次南极考察队乘坐

“雪龙”号返回上海，结束了历时 161天的科考

旅程。从 2016年 11月 2日出发到 2017年 4月

11 日返回，考察队先后在长城站、中山站、泰

山站、昆仑站进行了海陆空立体协同考察，取

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

第 33 次南极考察队队长、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副主任孙波向科技日报记者记者介绍，

“雪龙”号本航次安全航行 3.1万海里，在罗斯

海鲸湾水域雪龙船抵达最南纬度 78°41′，

刷新了全球科考船舶在南极海域到达的最南

端纪录，获取了大量航海数据和资料，在世界

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他表示，此次科考亮点多多，“雪鹰 601”

的业务化飞行，深冰芯总进度突破 800米大关

等成果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上天：“雪鹰601”创南
极航空史第一

孙波提到的“雪鹰 601”是我国首家极地

固定翼飞机，固定翼飞机在南极考察，特别是

内陆考察中发挥着快速运输、应急救援等重

要保障作用。此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德国、

英国在南极拥有此种多功能固定翼飞机。

本次考察中，“雪鹰 601”执行任务 115天，

累计飞行距离超过11.5万千米。更重要的是，

它成功起降南极冰盖最高点——昆仑站，这是

南极航空史上，该类机型首次在该区域起降。

孙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考察期间，飞机实现

了业务化飞行，利用 7套全球最先进的机载遥

感设备，在飞行沿线开展冰雷达、重力、航空摄

影测量等多项航空遥感观测，共完成科研测线

18 条，总计航程 31880 千米，完成了东南极 30

万平方千米的地球物理调查，拓展了我国在南

极大陆的数据获取范围，这标志着我国在南极

航空遥感领域迈进世界先进行列。

入地：深冰芯钻探突
破800米大关

孙波介绍，考察队采用高精度的调查方

法，开展了海洋、大气、地质、环境、冰川等 23

项科学考察项目，共采集 1198个数据及样本，

新增加 21 个长期监测点。而最让他骄傲的

是，深冰芯钻探突破 800 米，获取到了 12 万年

前气候变化的数据。

有着白色沙漠之称的南极内陆，降水量

低，冰雪累积速度非常慢，数千米厚的冰盖可

能记录了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地球气候变

化。因此，南极内陆深冰芯被称为地球古气

候的“年轮”，可以在最短的深度内，获得最多

的年份信息。然而钻取冰芯从浅到深，600米

到 800米是最难攻坚的一段复杂冰层，我国科

学家从 2009 年开始在昆仑站进行深冰芯钻

探，一直在此领域不断努力。

此次考察中，内陆队配备了9辆雪地车和33

部雪橇，于2016年12月15日从中山站内陆出发

基地出发，行驶1300公里抵达位于南极冰盖最

高点的昆仑站。昆仑站所在的冰穹A地区是南

极内陆冰盖最高点，是公认的理想冰芯钻取

地。队员们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野外作业，极

端艰苦的环境下，最终实现深冰芯钻进深度146

米，总进度突破800米大关。 （下转第三版）

第 33 次 南 极 科 考 队 归 来

刷纪录创历史，“雪龙”此行不简单
本报记者 李 艳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禾）以“我国大气

污染成因与控制”为主题的第 S33 次香山

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 4 月 9 日—10 日在北

京举行。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会上指出，按照对

大气污染成因与防控“直接排放→间接污

染→水土气循环互动作用”三阶段污染成

因研究和治理的思路，多年来对直接排放

的机理研究、监测预警、技术创新和装备研

发及产业化应用，有力支撑了“大气十条”

的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把

大气污染防治研究和循环污染治理作为

“科技创新 2030—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重

大工程”重要内容，以科研成果指导工程建

设，为打好蓝天保卫战发挥科技创新引领

和支撑作用。

我国大气污染演变规律和来源成因十

分复杂。在 973 计划、863 计划、科技支撑

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环保公益性行业专项和中科院先导项

目等一批科研计划支持下，提出了区域大

气复合污染机制的框架，在大气污染若干

核心科学问题上取得了理论创新等。

万钢谈到阶段性成效时说，针对农业化

肥、畜禽粪便等释放的氨氮、甲烷等气体对

大气造成的间接污染成因与机理，也进行了

深入研究和部署。“十三五”期间要着力解决

基于水土气互动作用的循环污染问题，强化

水—土—气协同治理、工—农—城资源协同

循环、区域环境协同管控，构建科学管用的

技术、标准和政策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示

范工程，形成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的系统解决

方案，支撑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万钢强调，大气污染防治科技工作要

处理好四方面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不同阶

段科研梯次布局间的关系。要继续坚持和

细化对直接污染源及其治理研究，同时增

强前瞻性和引领性，对农业化肥施用等间

接排放和更大范围内水土气循环作用进行

深入研究并做好进一步规划，形成支撑当

前急需与引领长远的梯次科研布局；二是

要处理好不同污染类型与不同科研手段之

间的关系，当前直接污染、间接污染和水土

气循环作用以及气象、气候等条件变化不

断复合，需要不断丰富完善监测、模拟等科

研手段；三是要处理好科技研发与资源成

果共享的关系，要加强研发资源和成果共

享，继续推进环保、气象部门和高校、科研

院所的监测仪器设备和数据共享，服务科

学研究，支撑决策部署；四是要处理好科研

与科普的关系，要加强科学普及和社会宣

传，科学家们要将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成

果和显著成效向公众进行科普，提高公众

认识。

万钢还表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先

后出台大气、水和土十条，以及产业结构升

级、三去一降一补等政策，都为大气污染治

理作出巨大贡献。要科学分析、全面总结

近年来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的成果，前瞻研

究未知因素，以形成社会共识，提升全民意

识，共同为打好蓝天保卫战，建设生态文明

而不懈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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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已正式印发，我国将于 2020 年前结合试点进

展情况，研究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该

方案划定了总面积 27134 平方公里的国家公

园范围，将国家公园划分为岷山片区、邛崃

山—大相岭片区、秦岭片区和白水江片区。

其中位于四川的两个片区占地 20177 平方公

里，占整个国家公园面积的 74.4%。公园该怎

么建？建这个公园有哪些重要意义？11 日，

科技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根据 2015 年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

示，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 1864 只，栖息

地面积 258 万公顷，相比第三次调查，大熊

猫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分别增加 16.7%和

1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熊猫的保护

是乐观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

中心主任侯蓉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野

生大熊猫面临严峻的生存环境，栖息地大片

破碎化、连通性差，目前大熊猫种群已退缩

到六大山系，被分割为 33 个局域种群，其中

22 个熊猫个体数量小于 30 只的种群有灭绝

风险。

而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将增强

大熊猫栖息地的联通性、协调性、完整性，推

动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实现种群稳定繁衍。

按照《试点方案》，即将建立的大熊猫国家公

园包括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科普游憩

区、传统利用区 4 个功能分区，其中核心保护

区覆盖现有的 67 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涉及

大熊猫及区内 8000 多种野生动植物。可以

预见，公园建成后大熊猫将实现在大片连块

栖息地“自由漫步”。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范围，不仅涉及川

陕甘 3 省十几个市州，还涉及数量众多的世

界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风景名胜区等。针对其中牵扯地域

广，区内情况复杂，管理机制体制还须进一

步明确等问题，侯蓉表示，大熊猫国家公园

管理体制亟待尽快完成顶层设计，以利工作

落实推动。

“四川十分重视大熊猫的栖息地保护，早

在 1963 年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大熊猫自然

保护区。大熊猫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

护，而保护最有效的载体是原生态的自然栖

息地。”四川省林业厅厅长尧斯丹说。

（科技日报成都4月11日电）

国家公园：让大熊猫“诗意地栖居”
本报记者 盛 利

4月 11 日，大熊猫“星雅”和“武雯”离开
位于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启程赴荷兰参加科
研合作。这是 2008年后，大熊猫首次走向世
界。图为在卧龙神树坪基地拍摄的“武雯”。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星雅、武雯
出国“搞科研”

科技日报北京4月11日电（记者陈瑜）记

者11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在完成第一航段样

品、资料等验收和人员轮换、设备检修、淡水燃

油补给等工作后，“向阳红 09”船搭载“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及来自 15家单位的 96名科考队员

从三亚启航，奔赴南海调查区开展科学调查。

据了解，第二航段“蛟龙”号肩负着在南海

北部开展1000米级多金属结核采集系统海试区

的选划、获取多金属结核采矿试验工程所需海底

地质、深海环境参数等任务，同时将开展选划区

域的相关环境基础数据收集，这将为构建海洋采

矿环境评价体系提供支撑，同时为我国今后参与

国际海底采矿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奠定基础。

“蛟龙”号在此航段的另一大任务是获取

南海北缘洋—陆转换带以及遗迹扩张中心高

精度地形地貌数据、岩石、生物等样品，这为深

入研究该区域微生物、大型生物等的群落组

成、分布规律，以及南海初始岩石圈裂解过程、

海底扩张及扩张后地质过程的深部机制等前

沿科学问题提供坚实支撑。

“蛟龙”号再赴南海

详情请扫码看视频

科技日报瓮安 4月 11日电 （记者张
晔）11 日，记者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殷宗军博士、贵州省瓮安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桂国全的陪同下来到贵州

瓮安北斗山磷矿，深入矿区查看化石保护

点的现状。当车辆行驶到十二线地区时，

正好遇到瓮安县国土局局长吴广文和贵

州黔源地质勘查公司专家在进行现场定

坐标划界。

在 2 号平洞地区，殷宗军按照中科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朱茂炎研究员发来

的图片找到一个新发现的化石点，桂国全

告诉记者，这里属于县磷化公司，已经停止

露天开采。

最后，记者驱车来到瓮安磷矿北斗山

矿区与瓮福集团穿岩洞矿区交界处，这里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瓮安生物群首批

化石的地区之一，2008 年，各方在此立碑

纪念。然而，由于采矿导致的地质灾害引

起山体垮塌，这个化石点已经完全被碎石

覆盖。碑石虽然被抢运出来，但“动物世

界黎明的无字天书”碑文已经残缺不全，

石碑底座丢失，据殷宗军介绍，原来的底

座上还有钢板制作的化石图片。根据瓮

安县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协商，双

方将在北斗山矿区选择若干化石点进行

划界保护，今天记者查看的三个点都已进

行现场勘测。

贵州瓮安化石挖掘事件最新进展——

保护点已开始现场勘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