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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10日电（记者房琳琳）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今后将不必只依靠不完整的

人口普查数据发放麻疹疫苗了。《自然》官网10

日报道称，由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日前交

付尼日利亚政府的、基于卫星图像建筑物的分

析详图中，对当地人口分布做出了明确标示。

盖茨基金会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研究人员一起，制作了尼

日利亚北部各州首个高分辨率地图，还将于

下月公布第一张全尼日利亚人口地图，进一

步完善自 2006 年以来未纳入人口普查的人

口数据。这是利用遥感卫星数据结合计算机

最新算法的应用项目之一，能以前所未有的

精确度，在全球各地绘制人类定居点，并能更

好地用于管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自然资

源，以及改善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

研究人员已为绘制这类地图积累了 20

年的技术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末，橡树岭开

始利用卫星图像改进估算人口数据的方式，

并在几年间创建了美国白天和夜间地图，描

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轨迹。过去几年，

更好的算法和更高级的计算能力使这种方法

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应用。

欧洲委员会意大利 Ispra联合中心遥感专

家马迪诺·皮塞尔斯说：“卫星数据一直存在，

但没有人能深度处理。从 2014 年开始，我们

利用美国陆地卫星图像绘制了全球定居点详

图，分析了从 1975年以来的图像，并利用欧洲

哨兵卫星数据，发行了按年度更新的地图，分

辨率仅为 10 米。”同年，脸书等社交媒体巨头

购买了 30 个国家的半米分辨率商业卫星图

像，结合哥伦比亚大学此前开发的识别人造结

构算法，也开始了重塑人口普查数据的工作。

橡树岭城市动力学研究所负责人布德汉

卓·哈德瑞说：“如果不知道特定区域有多少人，

就不能有组织地实施改变人们生活的计划。”报

道称，开展这类基础性工作，可为未来几年向尼

日利亚运送疫苗的慈善工作节省约10亿美元。

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以提升全人类

福祉为目标，而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科技进

步，绝不仅仅包括生命科学和医学。以 3D

打印为重要手段的新材料工艺，可以制作

身体软组织替代品；以可穿戴电子设备为

代表的下一代移动诊疗方法，可以实时监

测人体健康指标……现在，科学家在卫星

图像中挖掘出特定区域人口数据，让公共

卫生事务决策更有的放矢，节省了成本、提

高了效率。你挖或不挖，数据就在那里，盖

茨基金会激活数据为特定目标所用的思维

方式，值得学习。

“深挖”卫星数据，精准绘制人口地图

5月 7日，洞庭湖内最大矮围——下塞

湖矮围节制闸启动爆破拆除，三万余亩湖

面将回归洞庭湖。这一有望增强高洪水位

时河道行洪功能的“拆围”，获得了人们的

点赞与叫好。

洞庭湖很“自然”，是我国首批国际重

要湿地，为珍稀候鸟、洄游性鱼类及江豚

等珍稀水生动物的栖息地。洞庭湖很“江

湖”，为我国最典型的兼蓄、泄功能的通江

湖泊。洞庭湖也很“亲民”，是著名的“鱼

米之乡”，在湖南经济发展中具举足轻重

的地位。

不过，近十多年来，洞庭湖也不太“清

净”。水体富营养化趋势加重、湿地生态系

统受损。更甚的是，洞庭湖江豚等珍稀物

种生存堪忧，洄游性或半洄游性鱼类资源

急剧减少……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因素，

就有外滩围网、洲滩开垦等竭泽而渔的“圈

湖”乱象。

因此，洞庭湖“拆围”，系民心所向。但

有专家指出，“矮围”拆除不应“简单粗暴”，

需区别对待。

去年 8 月，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

究所洞庭湖湿地站站长谢永宏，在获悉湖

南省拟拆除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浅水湖泊挡水矮堤一事后，向岳阳市

人民政府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保围”信。这

次听说要“拆围”，他忧虑了。

谢永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保护区

内 核 心 区 的 生 态 地 位 不 可 替 代 。 2008

年起，中科院与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共

建了洞庭湖湿地生态研究站，以期合力

推 进 湿 地 和 生 物 的 多 样 性 保 护 。 建 矮

围 ，就 是 为 了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和 候 鸟 保

护。与其它矮围有本质区别，不应列入

“拆围”范围。

“拆除这里的矮围，对洞庭湖生态保护

并无积极作用，还会导致越冬水鸟赖以生

存的湿润泥滩及浅水湖泊等生境丧失，最

终导致越冬水鸟种类及种群数急剧减少，

甚至灭绝。”谢永宏说。

矮围在广阔的洞庭湖区域，随处可

见。目前，主要存在三类矮围。一是渔

民为捕捞湖中自然鱼类而建的矮围，对

湿 地 和 水 资 源 破 坏 性 大 。 二 是 上 世 纪

60—70 年 代 建 的 血 防 灭 螺 用 矮 围 。 三

是 起 源 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后 期 自 然 保 护

区 为 候 鸟 和 栖 息 地 保 护 而 建 的 矮 围 。

面积不大，但对湿地保护作用大。在谢

永 宏 看 来 ，第 一 类 必 须 拆 ，第 二 类 随 其

功 能 消 失 也 可 拆 除 ，但 第 三 类 矮 围 ，则

应予以保护。

矮围拆除后，能否重现原来的“八百

里洞庭”？谢永宏和亚欧水资源研究和

利用中心主任张灿明等专家，则表示“呵

呵”了。专家称，历史上的八百里洞庭，

对 应 着 6000 多 平 方 公 里 的 湖 面 。 而 现

在，很多土地已成良田或发达农业区，既

不属矮围，也不可撤除。“矮围撤除主要

重在恢复湖区自然属性，提升其生态服

务功能。”张灿明说。

另 一 个 问 题 ，也 让 专 家 颇 为 忧 心 ，

即三峡工程运行后形成的洞庭湖新“江

湖 关 系 ”。 谢 永 宏 介 绍 ，新“江 湖 关 系 ”

的 变 化 体 现 在 ，洞 庭 湖 退 水 提 早 ，水 位

下降引起洲滩出露时间提前；区域植被

带整体下移，功能性植被苔草地面积萎

缩 严 重 ；泥 沙 含 量 大 幅 减 少 ，洲 滩 难 再

发 育 ；沉 水 植 被 退 化 严 重 ，部 分 区 域 消

失等等。

究其原因，三峡大坝蓄水与洞庭湖区

进入少雨干旱的气候期重合，是主要因素，

这导致了洞庭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

延长、水位持续偏低的“后三峡”时代。加

上湖区湘资沅澧四水上游水库蓄水，可能

形成南北夹击截流的严峻态势，洞庭湖面

临低水位危机及水文生态时空格局紊乱危

机的隐忧。对此，张灿明称，应对新“江湖

关系”，亟须优化流域总体规划和水资源科

学配置，特别是三峡水库调度运行方案，要

以尊重自然、生态优先为原则。

（科技日报长沙5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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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在和校长老师合影之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刘慧和其他三名学生一

起步入了“月宫一号”实验舱。在这个不与外

界发生气体交换的密闭空间，为期一年的“月

宫 365”计划正式开启。这项实验要解决的问

题是，未来载人深空探测，宇航员在高闭合度

装置中如何实现自给自足。

“月宫一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的

国内第一个、世界第三个空间基地生命保障

地基综合实验装置。它由一个综合舱和两个

植物舱组成。综合舱面积 42 平方米，高度

2.5 米，每个植物舱面积 50—60 平方米，高度

3.5 米。综合舱中包括 4 间卧室、饮食交流工

作间、洗漱间、废物处理和动物养殖间。2014

年成功进行了我国首次长期高闭合度集成试

验，密闭试验持续了 105天。

“生物再生式生命保障技术”是当今世界

上最先进的闭环回路生命保障技术，是未来

月球、火星基地等载人深空探测所需的十大

关键技术之一，且由于其难度和复杂性高而

优先级最高。“月宫一号”正是为了研究和验

证相关技术而建的实验装置。

通俗来讲，“月宫一号”是一个能与地球

媲美的“微型生物圈”。“目前的神舟飞船系统

都是在近地轨道飞，宇航员的物资都是携带

上去的。”“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刘红说，由于

成本和技术因素，将来人类在月球、火星等深

空建立基地时不太可能靠携带物品来满足生

活，那就可以通过建立这样的高闭合度装置，

实现自给自足。

刘红介绍道，在上次实验基础上，“月宫

一号”的软硬件都进行了升级，“月宫 365”计

划的主要目的是明晰在不同代谢水平的成员

组合变换、遭遇超高负荷冲击及停电故障等

情况下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的鲁棒性，进

一步验证和完善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调控技

术，并研究该生物系统的可靠性评价方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院士说，这次

大科学实验室将为我国载人深空探测的生命

保障研究提供更加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以前国际上进行的都是植物和人两生

物链环的人工生态系统实验，我们发明的是

世界上第一个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四生物

链环的人工生态系统，这次实验是目前世界

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

障系统实验。”刘红说。

闭合度最高意味着什么？“比如一个人需

要 100 公斤食物，有 97 公斤可以通过这个系

统来满足，那么闭合度就是 97%，这也是我们

上次实验达到的目标，当时这已经是最先进

的水平，这次我们希望能达到 98%。”刘红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

本次实验为 4 人 365 天，舱内实验志愿者

共有 8 名，分为 2 组，设置 3 班。1 组值第一

班，持续时间 60 天，2 组值第二班，持续时间

200 天，1 组再值第三班，持续时间 105 天。也

就是说，除了带一些肉食、佐料以及需要给植

物补充的营养液外，舱里的四人团队要完全

依靠舱内物资生活。

志愿者在里面都吃些什么呢？“粮食作物

有小麦、大豆、花生、玉米、油莎豆，蔬菜有十

几种，水果有草莓。”志愿者刘光辉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他们需要将小麦磨成粉，再制作成

食物。记者在“月宫一号”的宣传册里看到，

黄粉虫也是一种食物，可以炒熟食用，也可以

磨成粉加到面粉里制作成面包。记者在舱外

看到，为了这次“月宫 365”计划，舱内提前种

植的植物长势喜人，都可以食用了。总之，有

了这套装置，以后前往火星的人们再不用像

马特·达蒙那样艰苦地种土豆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志愿者的选拔主要

看身体、心理素质以及学生的科研方向与“月

宫一号”里各项试验的契合度。

（科技日报北京5月10日电）

365天，在封闭的“月宫一号”里如何生活

据媒体报道，5月9日，美国华盛顿州汉福

德核工厂 6名员工在地面例行检查时发现，存

放大量放射性物质的核废料通道出现坍塌。

汉福德联合信息中心副总新闻官对当地

媒体表示，塌方面积仅限于汉福德核工厂一

小块区域，虽然该设施确实存有放射性物质，

但厂区辐射监测机器人已及时部署，实时监

测空气和土壤是否有放射性泄漏。

美国能源部表示，塌方面积约为 37 平方

米，距地表 2.4 米深，塌方导致上方土地下陷

0.5 米至 1.2 米。当地有关专家表示塌方原因

很可能是外部道路施工产生地表共振导致。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初步判断，这应该

是一般的工程事故。”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

家谨慎表示。

据了解，汉福德核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

州，是美国上世纪曼哈顿工程三个主要项目之

一，也是美国第一个钚生产基地，主要为美国

的核武器提供钚材料，属于美国的高度机密国

防工程之一。上世纪40年代投入运行直至70

年代逐步停产退役，该工厂累计处理 93000吨

生产堆乏燃料，提取了大量铀钚材料。目前该

地区的核材料生产活动已基本停止，主要是从

事一些研究活动，对原有的核设施进行退役治

理并对各种放射性废物进行处理或处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该专家表示，当前

我国正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除了新建包括核

电在内的核设施外，还在对老旧或停产的核设

施进行退役治理。他认为，该事件提醒大家，

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同时，及时稳妥地做好

老旧核设施的退役治理工作同样重要。“不能

只注重具有经济效益的新设施建设，对寿命到

期或老旧的核设施更有必要加强安全管理。”

据了解，我国发布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

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已对核设施退役与废物

治理做出明确要求。

该专家同时特别强调，涉核话题高度敏

感，任何意外都会引发公众猜疑。比如今年 2

月，法国一座核电站机房发生爆炸，这起不会

发生任何放射性物质泄漏的技术事故同样引

起公众极大的关注。他认为，除了及时、准确

发布消息，还应加强核设施有关信息的透明

发布。 （科技日报北京5月10日电）

针对美国汉福德核工厂坍塌事故，专家表示：

老旧核设施“安全退役”应以此为鉴
科技日报记者 10 日从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通信卫星事业部获悉，以我国新一代大型

卫星公用平台——东方红五号为基础研制的

实践十八号通信卫星，将于近期奔赴文昌卫星

发射中心，开展升空前的最后准备。近年来，

我国已有数十颗通信卫星进入太空，连成一条

“太空丝路”。它们的“星光”照耀了全球 60%

的陆地，惠及全球 80%的人口，为“一带一路”

及周边地区发展作出了贡献。

2007 年 5 月，五院研制的尼日利亚一号

卫星成功发射，实现了中国整星出口“零”的

突破，也帮助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太

空梦想。2008 年 10 月，委内瑞拉一号卫星成

功发射，成为带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发展的

重要引擎。

2014 年 ，五 院 迅 速 响 应“ 一 带 一 路 ”倡

议，其研制的亚太九号卫星于 2015 年 10 月

成 功 发 射 后 ，与 亚 太 五 号 、六 号 、七 号 、9A

等通信卫星，形成“自西向东排开，从印度

洋至马六甲海峡再至南海海域”的态势，把

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卫星通信服务连为一

体，实现了对“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区域的

基 本 覆 盖 。 老 挝 一 号 卫 星 自 2015 年 11 月

发射升空后，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提升互

联 互 通 水 平 起 到 重 要 作 用 。 2016 年 1 月 ，

白俄罗斯卫星发射成功，实现了对“一带一

路”另一端——欧洲经济圈的区域覆盖。

2016 年 8 月天通一号 01 星的发射，拉开

了我国自主建设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序幕。

该卫星与地面移动通信系统共同构成通信网

络，可为我国及周边等相关地区，以及太平洋、

印度洋部分海域的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移动

通信服务。

今年 4 月，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实

践 十 三 号 发 射 成 功 ，能 让 用 户 随 时 随 地 接

入 互 联 网 。 后 续 我 国 还 将 发 射 实 践 十 八

号 、中 星 18 号 、亚 太 6D 等 卫 星 ，形 成 高 通

量系列化卫星组网运行。通信卫星性能和

水 平 的 提 升 ，将 促 进 我 国 与 世 界 的 进 一 步

互利合作。

（科技日报北京5月10日电）

我通信卫星全方位

服务“一带一路”

科技日报邵阳 5月 10日电 （记者俞慧
友 通讯员马晶 叶飘 彭毅）10 日，记者从湖

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资源冷杉人工繁

育科研团队获悉，该团队成功培育并出苗“植

物活化石”资源冷杉 800余株。

这是我国几十年间，首次实现资源冷杉

人工繁育出芽率多为零的突破，对壮大资源

冷杉种群数量，研究北半球植物区系发展演

变、生物多样性以及冷杉属植物的系统演化

等具重要科研价值。

资源冷杉为我国南岭山地新发现的冷杉

树种，是我国特有的第四纪冰期遗留下来的

“植物活化石”。

作为我国珍稀濒危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冷杉主要生长于海拔 1500—1850 米

的针阔混交林中。邵阳城步县资源冷杉人工

繁育科研团队负责人陶志胜介绍，资源冷杉

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生长约 30 年才成熟，

此后每 3年至 5年挂果一次，且所挂球果数量

极少。其中，种子中的种胚还多不发育，多为

空瘪膜状物，因此，很难天然更新。

据国家林业网数据统计，资源冷杉目前

存世量不足 600 株，仅分布于广西资源县银

竹老山、湖南城步县二宝顶、湖南新宁县舜皇

山以及湖南炎陵县桃源洞。作为资源冷杉国

内分布区之一的城步，现存已不足 10 株。人

工繁育如不能取得突破，将导致资源冷杉种

群衰退严重。

城步县资源冷杉人工繁育科研团队历经

了近两年科研实验，截至目前，已有 800 余株

幼苗出土且生长正常。“这 800 余株幼苗极其

珍贵，它比植物界‘大熊猫’银杉还要珍贵。”

陶志胜说。

“植物活化石”资源冷杉实现人工繁育零突破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本报记者 陈 瑜

本报记者 付毅飞

5月 10日上午，“月宫 365”计划入舱仪式
在北航“月宫一号”实验室举行。继 2014年 5
月成功完成 105天我国首次长期高闭合度集
成实验后，“月宫 365”计划将利用我国第一
个、世界第三个空间基地生命保障地基综合实
验装置“月宫一号”，进行为期365天多人次更
高闭合度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综合实验。

图为志愿者进入“月宫一号”舱内后，向人
们挥手道别。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再见！

我上“月宫一号”了

5月 8日下午，日头正盛，南海依然平静。

在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368 航次的第二站位，实施南海钻探的

“决心”号科考船已经在此作业近 20 天。它的钻管一节一节相

连，深入到海面以下 3800 米处，还要穿过厚厚的沉积层，并继续

往下，直到收获基底岩石。 本报记者 张盖伦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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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