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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近日消息

称，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发表言论，督促

各国尽快开展登陆月球及火星的计划。他

认为向太空扩散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的未来，

新太空计划也会激励年轻一代对天体物理

学和宇宙学的兴趣，而人类未来的生存应

“走向太空”。

此前一则“霍金再发警告不要登月”的谣

言广为传播，不过这并非霍金所说的话，而是

以讹传讹。实际上，日前在挪威特隆赫姆市

举行的斯塔尔马科学艺术节活动上，霍金强

调了他对于太空探索的观点：希望各国尽快

开展实现登月以及探索火星计划。

霍金呼吁，世界大国应在 2020年登月，同

时在 30 年内建立起月球基地，在 2025 年实现

派遣宇航员前往火星。他认为这是会彻底改

变人类未来的计划，各国团队在一个共同目

标上互相竞争，一起面临共同的挑战。而一

项雄心勃勃的新太空计划，将会激励年轻一

代对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等领域的兴趣。

与此同时，霍金还肯定了人类应对气候

变化和全球变暖的重要性。他指出，美国总

统特朗普为全世界的气候变化进程做出了一

项最严重、错误的决策。霍金称，之所以太空

旅行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地球

面临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危险。

霍金表示，人们正耗尽空间，解决之道就

是前往“其他世界”，现在是探索太阳系的时

候了，向太空扩散出去才是人类进行自我挽

救的唯一方式。

据 BBC 文章称，欧空局局长已表示 2024

年建成月球基地以替换国际空间站，并与俄

罗斯合作发送探测器，以评估月球基地的潜

在地点。中国也设定了向月球派遣宇航员的

目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目前没

有计划重返月球，更侧重在 2030 年将人类送

上火星，但如果其他空间机构合作建立月球

基地，NASA也很难置身其外。

其实就算霍金不催促，各国科学家也不

会放慢探索太空的脚步。NASA 已经计划在

2030 年登陆火星，欧空局计划在 2024 年建成

月球基地，中国科学家也不甘落后：今年下半

年，嫦娥五号将从月球取点“土特产”回来，

2020 年中国将发射首个火星探测器，此外木

星和远空间小行星也是中国深空探测的重要

对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依我所见，我们

还是多为科学家加加油吧！

霍金督促各国尽快登月及探索火星
欧空局已表示 2024 年建成月球基地

6 月 24 日 5 时 45 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

溪镇突发山体垮塌灾害，经专家现场踏勘初

步分析，这是一次降雨诱发的高位远程崩滑

碎屑流灾害，垮塌山体为当地新磨村新村组

富贵山山体，塌方量约为 800万立方米。截至

25日 14时，灾害已造成 62户被埋、93人失联。

地处龙门山断裂带的叠溪镇，位于岷江

流向成都平原大拐弯的高山峡谷处，当地山

体多发垮塌和滑坡现象。该地区曾于 1933年

发生 7.5级叠溪地震，并诱发大型滑坡——堰

塞湖灾害链，堰塞湖一直保留至今。2008年，

汶川地震也曾在该地区诱发多处崩塌、滑坡

等次生山地灾害。此次滑坡有何特点？成因

是什么，与此前地震灾害有何关联？未来这

类地质灾害能否预警？25 日，科技日报记者

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以及中科院山地

所的专家等。

长期、多因素交叉形成灾害

山体滑坡是指山体斜坡上某一部分岩

土，沿着一定的软弱结构面（带）产生剪切位

移而整体地向斜坡下方移动的作用和现象，

俗称“走山”，是常见地质灾害之一。

“川西地区地震是很频繁的，滇西地区地

质构造活跃，平均每 10 年就发生一次六七级

的地震。川西地区每 20年就有一次六七级的

地震。”卢耀如认为，川西和滇西两个地区有

互补的情况。滇西地区地震活跃的时候，川

西地区地震就弱一些；川西强的时候滇西就

弱一些。这次茂县的滑坡，实际上是 1933 年

叠溪大地震和 2008年汶川大地震复合造成的

隐伏灾害的效应，是青藏高原板块挤压运动

的结果。

四 川 省 地 质 灾 害 应 急 专 家 裴 向 军 称 ，

目前已证实，滑坡所处的叠溪镇松坪沟就

是 1933 年叠溪地震一个断层通过的地方，

“这场地震对当地斜坡的损伤，比汶川地震

更严重”。

事故发生后，率先赶赴灾区现场勘查的

中科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何思明说，“滑

坡灾害不是单一因素导致，而是长期、多因素

交叉形成的自然过程，包括地震等地壳运动

的内动力，及降雨、冰雪融解等外动力”。

“表面看完整的石块，它的下面可能有分

层或裂隙。”关于地质灾害长期积累的过程，

灾害发生期间正在茂县开展科学考察的中科

院成都山地所副研究员陈华勇说，岩层遇到

地震等外界因素后变得松动，再经雨水渗透，

降低岩层间摩擦阻力，就会打破原有静止状

态。“或者是多次降雨等积累因素，反复冲击

岩层原有机构，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就会启动

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下转第三版）

警报，能否在灾害到来前拉响
——院士专家谈茂县山体垮塌成因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迄今为止，海尔集

团累计提报“防电墙”等国际标准制修订提

案 43项，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 365项。海

信集团共主持和参与了 LED 液晶背光分

规范国际标准等 31 项国际标准的制定。

截至目前，全市企事业单位提出国际标准

提案 80 余项，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 700 余

项，行业标准 900余项，获得国家标准创新

贡献奖 23项。

这是青岛市实施“标准化+科技创新”

战略带来的成果。

“青岛标准”的魅力何以尽情绽放？青

岛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纪家栋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我国第一个

提出“标准化+”的城市，青岛市全面实施

技术标准战略，健全“标准化+科技创新”

互动支撑机制，引导科技、产业等各类资源

积极参与技术标准研制与应用，建立健全

新型技术标准体系，促进发展动力转换，提

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顶层设计：“事事有
依据、处处有标准”

发挥政府在实施技术标准战略中的引

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完善政策环

境，引导产学研用等各方面加大投入，推进

创 新 性 、引 领 性 技 术 标 准 研 制 与 应 用 。

2015 年 12 月，青岛市委关于《青岛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提出实施“标准化+”战略，将标准化贯

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以标准化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城市治理现

代化，形成“事事有依据、处处有标准”的格

局。截至 2016年底，青岛市共对 1757个标

准化项目进行了 5288.6 万元的资助奖励。

崂山区通过实施“133 计划”“十百千工程”

和“标准化进千企行动”，在产品质量安全、

产业优化升级、自主创新、社会管理、公共

服务、服务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建立起较完

善的标准体系，提升了标准化应用水平；建

设好一个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承担国

际、国家标准化技术组织（TC/SC/WG）数

量达到 3 个以上，组建团体（联盟）标准组

织达到 3 个以上；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际

标准 10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00 项以

上，引进培训标准化专业人才 1000 名以

上。全区主要工业产品 90%以上采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生产，优势农产品标

准化实施率达到 90%。

破除科技创新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

的障碍，为技术标准创新发展提供动力，

发挥科技创新在技术标准工作中的引领

作用，全面提升技术标准水平。由青岛市

质监局等部门起草的《青岛市“标准化+”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为全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标准

化+先进制造业”“标准化+现代服务业”

“标准化+科技创新”“标准化+行政管理”

等重点领域明确重点标准研制、标准体系

构建、青岛标准样本打造等重点工作，使

标准化不断从科技经济层面向社会治理、

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政府管理层

面拓展。

“标准化+”是促进科
技创新的“助推器”

为了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下好“先手

棋”，青岛市在标准上“发力”，通过标准抢

占产业制高点，争夺行业话语权，实现了从

“跟跑者”向“并跑者”甚至“领跑者”转变。

作为国家科技成果评价试点中唯一的计划

单列市，青岛市围绕“建立市场导向的科技

成果评价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方面的作

用，由技术拥有方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评

价机构对成果进行独立公正评价，真正由

市场“唱主角”，形成了科技成果评价的“青

岛模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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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朱广平 邹争春 记者陈
磊）成年心肌细胞是不能再生的细胞，这一被

写入医学教科书的认知有望被彻底颠覆。第

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曾春雨

的科研团队，用最新的实验结果直观地显示

了成年心肌细胞不但具备再生能力，而且通

过调控后其子代细胞还具备收缩功能。该团

队的心肌再生课题组王伟副教授等人历时 6

年攻关，于 6 月 23 日在国际心血管领域期刊

《循环》上在线发表此成果。

在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的发生过程中，心

肌细胞的丢失是主要的病理过程。目前的药

物、介入支架、冠脉搭桥手术等临床治疗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病情，但并不能逆转疾

病的发展。然而，心肌细胞与神经细胞、骨骼

肌细胞都被视为不具有再生能力或再生能力

极弱的细胞，被医学教科书定义为永久性细

胞，一旦损伤则永久丧失，“心肌再生”被认为

是不能实现的梦想。

课题组在解决体外成年心肌细胞培养的

关键技术后，利用活细胞工作站，直观显示了

心肌细胞分裂的全过程，并对其增殖分裂的

机制展开研究。用适当的条件诱导，让心肌

细胞具备较强的增殖能力，其增殖比率达到

7.0%，比国外研究的 0.5%提高了 14 倍。实验

中还发现，终末分化的双/多核心肌细胞与单

核心肌细胞的增殖能力基本相似，改写了既

往学术界“只有极少数幼稚的单核心肌细胞

有增殖可能”的观点。课题组在细胞实验和

动物实验中进一步发现，这些终末分化心肌

细胞是以“去分化—增殖—再分化”的过程再

生出新的心肌细胞。

曾春雨介绍，该研究揭示了成年心肌增

殖的生物学特征和心肌内源性再生的重要途

径，并探明了心肌再分化的具体分子机制，为

临床治疗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带来曙光。

颠覆教科书 成年心肌细胞能“再生”获证

本报记者 盛 利 谢 宏

科技日报长春 6月 25日电 （记者付丽
丽）北国春城，绿树掩映，24 日—25 日，这里

迎来了一场科技工作者的盛会。由中国科

协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九届

中国科协年会在长春召开，主题为“创新驱

动 全面振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

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尚勇主持。

李源潮表示，要加强党对科协组织的领

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科技工作者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要动员科技工作者勇攀世界科

技前沿，服务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科技与产

业有机融合。要大力宣传黄大年先进事迹，

组织科技工作者学习弘扬他的爱国情怀、敬

业精神、高尚情操，坚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创新自信。要有序推进承接政府转移职

能改革，为科技工作者搭建更广阔的创新创

业平台。

为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批 示

精 神 ，在 科 技 界 树 立 创 新 争 先 的 时 代 楷

模，经中国科协、科技部研究，决定追授黄

大 年 同 志 全 国 杰 出 科 学 家 的 荣 誉 称 号 。

开 幕 式 上 ，黄 大 年 同 志 生 前 工 作 单 位 代

表、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黄忠民从李源潮手中郑重接过“杰

出科学家”证书。

开幕式上，李源潮为王旭东等 10 位第 20

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获得者

颁奖，万钢为孙江生等 15位第 20届中国科协

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获得者颁奖。

年会由“会、展、赛、服”四个板块组成，期

间还举行了吉林省党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

会、先进材料创新展览会、海外人才创新创业

项目大赛等活动。110 位两院院士，来自美

国、欧洲、日本等 47 个海外科技团体代表和

17位港澳代表等 2500多名科技人员参会。

110位院士，2500多名科技人员带来科学盛宴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在长春开幕

科技日报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矫阳）6

月 25日，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

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并将于 6月

26 日率先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

虹桥站双向首发，分别担当 G123次和 G124次

高速列车。

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资料显示，中国标

准动车组在研制过程中，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

准、铁道行业标准、铁路总公司企业标准，及专

门为新型标准化动车组制定的一批技术标准，

在涉及的 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

中国中车专家认为，“复兴号”CR400 系

列动车组构建了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先进科

学的高速动车组技术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高

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

化，极大增强了我国高铁的国际话语权和核心

竞争力。

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

“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工程，是国家

重点支持项目。从中国高铁运输需求出发，

采用正向设计思路，开展技术条件和技术方

案设计，并创造了 420km/h 交会、重联的世界

最高纪录。

目 前 ，“ 复 兴 号 ”中 国 标 准 动 车 组 有

“CR400AF”和“CR400BF”两种型号。“CR”是

中国铁路总公司英文缩写，“400”为速度等级

代码，代表该型动车组试验速度可达 400km/h

及以上，持续运行速度为 350km/h；“A”和“B”

为企业标识代码，代表生产厂家；“F”为技术类

型代码，代表动力分散电动车组；其他还有“J”

代表动力集中电动车组，“N”代表动力集中内

燃动车组。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将

根据运输需要，逐步研发“复兴号”CR300 和

CR200 系列中国标准动车组，扩大其在不同

速度等级线路的运行范围。

（图为“复兴号”命名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复兴号”来了，
世界高铁有了
“中系标准”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周
慧）合肥工业大学科研人员在光学测量领

域首次提出的一种分析方法，通过对高阶

标定模型中各组成项对重构结果重要性分

析，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阶标定

模型的计算效率和稳定性的大幅提升。日

前，成果被国际著名期刊《测量科学与技

术》评选为年度亮点文章。

高精度光学三维扫描是目前光学测量

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条纹投影扫

描测量技术凭借非接触式测量、测量速度

快以及测量精度高等优点，广泛应用于逆

向工程、文物保护等复杂曲面几何参数的

精密测量领域。然而，由于条纹投影扫描

测量技术需要通过高阶模型进行标定，在

测量中获取的各项数据在高阶模型中标定

较为困难，从而影响了其测量结果稳定性。

针对这一问题，该校仪器科学与光电

工程学院于连栋教授科研团队，在标定模

型优化、自适应有效点云识别以及相位误

差精确补偿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创新性的解

决办法，从而获取高精度的三维轮廓点

云。同时，该团队首次提出一种确定高阶

标定模型中各组成项对重构结果重要性的

分析方法，可在测量过程中识别并剔除对

重构结果影响微小的组成项，通过优化高

阶标定模型，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提升了

高阶标定模型的计算效率和稳定性。

“传统激光扫描等方法，常用于静态物

体测量，而条纹投影测量技术则可对动态

物体进行测量。”于连栋教授介绍说，“比如

在测量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的变化过程

时，由于被测量物快速变化，其高阶模型的

标定更为困难。而这一成果可显著提升测

量结果的精度、效率和稳定性。”据介绍，这

一成果可广泛应用于高精度光学三维扫描

领域，该团队目前已在条纹投影测量技术

领域申请 4项国家发明专利。

条纹投影测量让逆向工程快速精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