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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记者刘霞）据

英国《独立报》3 日报道，美国天文学家们宣

称，他们发现了一个距离太阳系很近且“极为

类似”的恒星系统，该恒星系统将有助于我们

理解地球及其他邻近行星的形成历程。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了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红外天文学平流层

观测台（SOFIA）”拍摄的数据。他们从该望

远镜拍摄的遥远恒星的图片细节中，挑选出

了与这颗恒星有关的红外数据。

研 究 表 明 ，这 颗 看 起 来 类 似 太 阳 的 恒

星 是 波 江 座 第 五 恒 星（Epsilon Eridani），年

龄仅为太阳的五分之一，距离地球约 10 光

年，是所有包含“年轻版太阳”的星系中离

地球最近的，因此，有助于我们研究太阳的

演化历程。

论文作者、天文学家马西莫·马伦戈表

示：“波江座第五恒星拥有一套行星系统，

其 行 星 系 统 目 前 正 经 历 巨 大 的 变 动 。 太

阳 系 年 轻 的 时 候 也 发 生 过 这 些 巨 大 的 变

动，彼时，月球上的环形山已形成大半；地

球上的水汇聚成海洋；地球的宜居环境也

已被‘设置’好。”

他们发现，这颗恒星被一个内盘和一个

外盘环绕，两盘之间存在一个似乎由行星造

成的巨大鸿沟。马伦戈解释说：“我们现在能

很自信地说，这颗恒星的内带和外带被分开，

中间的裂缝很有可能由行星造成。我们迄今

还没有探测到这些行星，但我们确信它们存

在，将于 2018 年 10 月发射的詹姆斯·韦伯望

远镜或许能看见它们。研究这些行星将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地球以及周围行星的遥远

过去。”

类似早期太阳系的恒星系统现身
有 助 于 理 解 地 球 及 其 他 行 星 形 成 历 程

2020年的火星将宾客盈门，它将“结识新

朋友，不忘老朋友”。但若不精心谋划，仔细

打算，可能会因接待窗口时间有限造成通信

网络的严重拥堵。

美国太空新闻网 3 日报道了这颗红色星

球面临的窘境——各类航天飞行器发射后需

要开展大量遥测和跟踪，但多国发起的多项

火星任务，将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地面跟踪网络带来巨大压力，其作为国际

合作伙伴的能力也将受到挑战。

火星任务列表很长

现在，让我们细数一下 2020 年的火星任

务——

NASA 的火星 2020 漫游器、欧洲空间局

（ESA）的 ExoMars2020 漫游器和平台、中国的

轨道器/着陆器/流动站、阿联酋的希望轨道

飞行器、印度的火星轨道任务-2，以及美国私

营航天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

“红龙”火星着陆器。

除了新来的访客，原本已在火星轨道上

的其他任务，包括 NASA 的“奥德赛”轨道飞

行器、火星气氛和挥发性演变任务（MAVEN）

轨道飞行器，欧空局和印度的“火星快车”及

追踪气体轨道仪等，都还在按计划运行。火

星上还有 NASA 的“机遇”号和“好奇”号火星

车，以及将于 2018 年登陆火星的“洞察”号火

星地质勘探航天器。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火星探测局

火星中继网络办公室主任查尔斯·爱德华兹

说：“这将是 6个独立的新任务，代表 6个不同

的航天组织，包括 9 个独立的航天器，再加上

目前正在开展的 9个任务。”

深空网络重任在肩

NASA 的深空网络（DSN）是用于与火星

航天器通信的大型无线电天线网络，由 JPL负

责运营，除了为火星及其他深空航天器提供

网络支持，还为在地球轨道运行的航天器提

供帮助。现在，JPL 正在进行详细的研究，如

何更好地处理火星新探测器的涌入。

DSN 项目经理斯提芬·里奇顿介绍说，最

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时段。第一个是 2020年夏

天，届时几乎所有的火星任务都要在这一限

定时间内发射；第二个是 2021年初，火星任务

将全部抵达火星轨道或登陆火星。

虽然 DSN 在规划和应对意外事件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且已做好应急准备，但里奇顿

说：“2020 年面临的火星及非火星任务量庞

大，需要更新现有机制才能更好地提供支持，

所以，我们正在研究新的应急处理程序，以便

适应新情况。”

从哪里寻找中继服务

科罗拉多大学科学院大气与空间物理实

验室主任研究员布鲁斯·亚克斯基认为，这么

多火星任务将引发诸多问题，包括如何处理

从各类航天器传回地球的数据，以及如何同

时处理多家轨道运营商的双向通信。

虽然“奥德赛”仍可能作为通信中继继续

工作，但自本世纪以来，这个在火星轨道上的

航天器已开始逐渐老化。

“MAVEN 有一个固定天线，但并不具备

同时提供中继服务和实施自身科学研究的能

力。”亚克斯基说，“因此，我们希望寻找更多

提供中继服务的航天器。”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参与了支持运营

“奥德赛”和 MAVEN，还拥有处理进入火星

大气层、下降并着陆的经验，比如 2008年 5月

触及火星表面的“凤凰”号。该公司目前正在

努力学习如何更好地为其他任务提供支持。

此外，于 2016 年 10 月进入火星轨道的欧

空局 ExoMars 气体追踪轨道器上，载有两个

NASA 提供的中继设备，该硬件在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进行了测试，确保了火星和地球之

间数据传输的中继兼容性。

处理数据能力有待提升

对于即将到来的 2020 火星通信业务，爱

德华兹说，绝对需要跨国公司整合下载和上

传数据的能力。“关键是 NASA的 DSN与欧空

局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立可以

互操作的空间通信协议。”

目前，DSN 还推出了新技术，能同时跟踪

四个航天器，让更多的任务得到现有设备的

支持。

里奇顿说：“我们还在与非 NASA 火星任

务协调发射或到达时间，尽量避免在短时间

内发生太多航天事件。”

上一个如此高密度任务期是 2003 年和

2004年，虽然顺利完成了诸多任务，但是，“即

将到来的 2020 年—2021 年窗口期绝对不容

小觑，需要严阵以待。”爱德华兹强调。

（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

2020 年，火星窗口严重拥堵
——深空通信网络面临严峻考验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记者房琳琳）
目前，卫星等太空航天器遭遇的电气事故中，

有一半以上找不到具体原因。据美国电气和

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光谱》杂志 4 日报

道，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

发现，速度达每秒数十公里的太空“沙尘暴”，

可能是航天器“罢工”的主因。

发表在《等离子体物理学》上的模拟研究

表明，这些被称为“微流星体”的太空颗粒虽

不足以穿透航天器船体，但当它们发生撞击

时，微流星体会蒸发成等离子体，从而产生对

航天器具有潜在威胁的射频辐射脉冲。

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家在研究超高速冲

撞过程时发现，如果微流星体运动足够快，就

会产生辐射，但没有人真正了解它们从哪里

来，其背后的物理机制是什么。

此次，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理论：太空

中散布着的微流星体以每秒 40 公里—50 公

里的速度运动，这个速度超过了国际空间

站轨道速度 5 倍以上。当颗粒进入卫星等

航天器，会蒸发成等离子体。但它接下来

的行为不同寻常——随着等离子体云不断

扩大，其中的离子和电子彼此作用，产生了

辐射脉冲。

这一发现令人不安。许多空间灰尘颗

粒比预测模型中的尺度要大许多，速度也

更快，其产生的脉冲远远超过航天器设计

的承受能力。由于产生有害脉冲的等离子

体很小，且在数微秒内消失，所以，每一个

航天器都不能幸免，敏感的组件都可能受

到冲击。

目前，该研究团队正在努力创建一个真

正能在轨运行、专门测试真实数据的立方体

航天器 Morgana。未来进行星际旅行是人类

的梦想，但在当下，解决微流星体的冲击似乎

是最紧要的课题之一。

不仅地面上的人们在张嘴“吃”沙尘，轨

道上的卫星也会备受太空颗粒的困扰。太空

气象对各类航天器的影响可能远超预期，这

也是天文学家和工程师们的重要课题——因

为要确保正在服役的火星车以及未来的载人

设备适应火星，那可是会刮全球性沙尘暴的

地方。

注意！太空“沙尘暴”正威胁航天器安全
撞击后将产生大量有害脉冲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处DSN天线。
▼在火星轨道执行任务的MAVEN飞行器。

图片来自网络

近日，在芬兰科特卡港，“天乐”号货轮在码头装货。
中远海运芬兰公司总经理陈锋告诉记者，纸浆板比较娇

贵，客户前几年对中国货轮运输纸浆的能力抱有怀疑。
2016年春天，局面有了转变。中远拥有了最新设计建造的8
艘天字号多用途货轮，这些货轮采用直筒式货舱和可调节隔
板，并搭载了百吨重吊，特别适合装载纸浆。从2016年夏天
开始，中远货轮开始定期停靠芬兰装载纸浆，标志着这家国
字号海运集团从此进入世界纸浆海运领域。

新华社记者 李骥志摄

改进船舶设计
服务海上丝路

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 （记者聂翠
蓉）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3日报道，在上

周举行的欧洲临床生物学和传染病会议

上，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提交的艾滋病研究

最新数据表明，携带艾滋病病毒（HIV）的

癌症患者在接受骨髓移植后，产生的免疫

应激反应能够将病毒彻底清除。这一研究

结果为战胜艾滋病提供了全新视角。

10 年前，一位名叫蒂莫西·布朗的白

血病患者在接受骨髓移植治疗后，体内的

HIV 意外地被彻底清除，他也成为目前世

界上唯一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科学

界认为，布朗体内 HIV 彻底清除应归功于

骨髓捐献者携带的 CCR5 基因变异，该基

因变异能天然抵御 HIV，移植后赋予了布

朗同样的能力。

此次，西班牙 IrsiCaixa 艾滋病研究所

和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科

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公布的数据显示，另

有 6 位跟布朗一样身患血癌的 HIV 携带

者，在骨髓移植两年多来体内也检测不到

病毒了。他们下一步会让这 6 人停止服

用抗艾滋病药物，以检测其体内 HIV 是否

彻底清除。

不过，6 人中只有一位的骨髓捐赠者

带有 CCR5 基因变异。研究人员认为，是

器官移植中普遍存在的抗宿主反应“杀死”

了患者的免疫细胞及其体内的 HIV，因为

这 6人在骨髓移植后都患上了移植物抗宿

主病（GVHD）。

研究团队报告称，共有 23 位艾滋病患

者通过骨髓移植手术来治疗血癌，他们中

的一半已经因移植物抗宿主病死亡。因

此，即便移植后抗宿主反应确实被证明有

效，医生们也不愿故意诱导这种致命性副

作用。

IrsiCaixa 艾滋病研究所的贾维尔·马

蒂勒兹-皮卡多表示，他们会继续研究抗

宿主反应潜在的机理，开发出不用骨髓移

植就能治愈艾滋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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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 （记者房琳
琳）《科学》官网 3日报道称，美国伊利诺伊

理工大学科学家用一种被称为随机森林的

机器学习统计模型，对 1816年到 2015年美

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预测，准确率高于

70%，较知识渊博的法律专家（预测准确率

为 66%）更胜一筹。

用计算机算法预测法官行为并不稀

奇。2011年，西班牙学者在一项研究中，使

用 1953 年到 2004 年任意 8 名法官的投票，

来预测同一案件中第9名法官的投票，准确

率为 83%；2004年，美国学者使用 1994年以

来一直在法院工作的9名法官的判决，来预

测2002年案件的判决结果，准确率为75%。

而伊利诺伊大学理工学院法学教授丹

尼尔·卡茨的团队利用最高法院数据库，为

每个投票标注了 16 个特征，包括法官任

期、诉讼发起法庭、口头辩论是否被听到

等，创建了最先进的算法。

该模型先学习了 1816 年到 2015 年最

高法院案例特征与裁决结果之间的关联，

然后按年份研究每个案例的特征并预测裁

决结果，最后被“投喂”关于该年份裁决结

果实际信息的算法升级了预测策略，并继

续进行下一年的预测。

结果显示，对于 28000 项判决结果及

24 万张法官投票，新模型算法预测的正确

率分别为 70.2%和 71.9%。相关研究文章

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

报道称，律师最有可能率先将新算法

付诸实践，他们可以将不同的变量插入模

型，以获得想要的参考信息；投资者也可根

据预测分析，对有较大获胜可能的公司投

资；而上诉人则可以根据获胜几率判断是

否再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人 工 智 能 测 官 司 输 赢 胜 过 专 家

科技日报北京5月4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 2 日发表的一篇气候

科学分析文章报告称，1998年到 2012年间

的“全球变暖间歇期”，不会改变我们对人

类行为如何影响气候长期变暖的理解。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科学家伊瑟

林·梅德霍及其同事综述了过往文献，并对

人们自所谓的“间歇期”以来收集到的各种

模型和观测证据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这一

时期（1998年至 2012年），地表温度似乎没

有像气候模型所预测的一样上升，一些模

型也似乎与观测证据出现了矛盾。这一现

象使人们对有关气候系统的现有认识产生

了怀疑——至少在一些地方引起了怀疑，

包括我们对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和自

然变化率的理解等。然而，作者发现，分歧

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不同的数据集、不同

时期和对间歇期的不同定义导致的。他们

表明，通过对模型和观测结果的适当处理，

这种差异是可以被调和的。

更近的观测结果表明，虽然经历了

明 显 的 间 歇 期 ，但 全 球 气 候 仍 在 变 暖 ，

2015 年 和 2016 年 是 有 记 录 以 来 最 温 暖

的两个年头。论文作者总结表示，间歇

期与我们目前对气候系统的整体理解并

不矛盾。

在本论文相应的新闻与评论文章中，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詹姆

斯·里斯本表示，从这项有关间歇期的研究

中，科学家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对于

人们提出的某一现象，必须有明确的定义

和可量化推广的记录。要想得出有关反常

气候事件的结论，科学家的定义本身必须

像研究工具一样经过精细打磨。

模型与观测间差异可以调和

“间歇期”不会改变气候长期变暖趋势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4 日电 （记者李
钊）4 日，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及社科文献出版

社共同举办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

（2017）：大国关系与地区秩序》发布会暨学

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这是中国社科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院连续第 7年对中国周边安全

形势作出系统评估。

本书重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

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面临的新挑战。与

会专家认为，大国互动持续深化，竞合态势

加速分化。一方面，中俄、美印、美日的战

略合作加速发展；另一方面，美俄、中美大

国间竞争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日益加剧。

竞合分化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日益崛起，尤其是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

济影响日益上升并外溢；二是以美国为代

表的守成大国为维护传统霸权在政治与经

济领域的纵横捭阖。

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

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新旧矛盾的交汇

点。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

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日益得到国

际社会的认同，朋友圈不断扩大。以中国

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

起，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

要变量。

专家表示，2017 年，大国博弈的总体

趋势不会改变，美国亚太政策的不确定为

中国提供了“窗口期”，但这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中国在坚定维护自身国家主权安全

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

建合作共赢的周边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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