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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东京7月19日电 （记者陈超）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国际联合研究小组

利用最新计算机模拟，成功再现了大约 340

年前爆发的超新星残骸仙后座 A 中钛和镍的

放射性同位素空间分布。由于这种分布能直

接反映中子星爆炸的情况，有助于解开“超新

星爆发”之谜。

质量超出太阳 8 倍以上的大质量星诞生

之后，经过数百万年稳定进化，星体中心大部

分由铁形成核。核的质量超过太阳质量1.5倍

后，就会由其自身重力作用发生塌缩，形成半

径约 10公里的“中子星”。诞生初期的中子星

密度大于原子核，温度可达到 5000亿摄氏度，

产生大量质量近乎为零的基本粒子中微子。

引发超新星爆发的物理过程是 50 年来

的未解之谜。关于爆发机理最有力的一种学

说认为，热中子星内部释放的中微子的一部

分被周围气体吸收，使气体被加热。通过“中

微子加热”气体出现激烈运动，就如烧开的水

壶盖子被喷飞一样，激烈的气体“泡”引发了

超新星爆发。

此时释放出的热物质中，有合成的钛与镍

的放射性同位素钛 44（质子数 22、中子数 22）

和镍 56（质子数 28、中子数 28）等重元素，之后

钛 44 衰变为钙（质子数 20）的稳定同位素，镍

56衰变为铁（质子数 26）的稳定同位素。衰变

热导致超新星持续数年发出耀眼光芒。

中微子加热“煮沸”的气体，其冲击波呈非

球对称型扩散。迄今为止，已观测到多数超新

星残骸释放出的大规模“非对称性”冲击波。

研究小组对钛 44 和镍 56 等重元素合成

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子星受到的冲击

越强，钛 44与镍 56的空间分布的非对称性越

大。这是由于它们是在超新星的最深部位，

即中子星近旁产生，因此空间分布最直接反

映爆炸的非对称性。

研究小组今后将验证更多年轻超新星残

骸的中微子加热爆炸模型，以期能揭示超新

星爆发的机理。这一成果刊登在近日出版的

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仙后座A放射性同位素分布“重现”
揭示超新星爆发或由中微子加热引发

尽管长期以来都是合作愉快的“甲方乙

方”，但在火星登陆一事上，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似乎要展开首次太空竞赛了。

NASA 官员近日宣布，他们无法在目前

的预算水平条件下，实现人类前往火星的目

标——资金的制约意味着 NASA 不得不修改

原本计划在本世纪 30 年代完成的火星任务，

于是有专家认为，SpaceX 此次大有机会击败

NASA。

十六年内踏上火星

2015 年，NASA 曾公布了一份人类登陆

火星的详细计划书。报告长达 36 页，把登陆

火星分为“三步走”，并声明虽然面临诸多挑

战，但都“可以克服”，因为——美国“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将宇航员送上火星”。

这三阶段包括：最先进行的人类健康

和行为的测试、研发种植食物和循环利用

水的生命支持系统、在国际空间站里进行

3D 打印等；第二步预计在 2018 年启动，发

射新的“猎户座”太空飞船以及史上最强大

的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最后则是在

火星表面和飞船中进行的项目，据称这种

飞船应能够从火星获得制造燃料、氧气和

建筑材料的资源，以便在数年内支持宇航

员生活和工作。

今 年 3 月 21 日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向

NASA发话，要在 2033年之前让人类“真正触

及”火星。于是 NASA 再次细化了之前的各

步骤。虽然难点不少，但 NASA 一贯过硬的

技术实力让人们相信它可以在 16 年内实现

目标。

其实，NASA 真正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

缺钱。

每项任务都要砸钱

就在几天前，NASA的载人航天主管格斯

滕迈尔在美国航空航天研究所会议期间宣布：

NASA无法在目前条件下，实现人类登陆火星

的目标。原因在于，现有预算水平不足以让他

们研制出能在火星上使用的表面系统。

格斯滕迈尔认为，在这份计划里，飞行、

登陆和降落对他们而言每一项都是无比巨大

的挑战，换句话说，每一项都要用钱砸。

这个表态算是很明确了，但仍有人对

NASA 的火星计划持乐观态度。乔治华盛顿

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的约翰·洛斯登认为，现

在虽然看似悲观，但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

变化。NASA 的主管也可能试图对白宫施加

压力，让政府拨出更多的资金。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8年为 NASA提出

了 191 亿美元的预算，几乎与他的前任奥巴

马批准的 2017年经费 193亿美元一样多。预

算提案支持 NASA 的空间探索项目，但削减

了一些其他方案，如教育办公室和一些环境

科学任务。

不过，在NASA人眼中，光景已是大不如从

前。据今年4月份数字显示，NASA现在的资金

预算尚且不到美国国家预算的0.5%，而在阿波

罗登月计划时代，其资金预算占到了4%。

SpaceX会抢先吗？

虽然 NASA 目前受到预算掣肘，但一些

私 人 航 天 公 司 ，如 SpaceX 和“ 火 星 一 号 ”

（Mars One）都已经宣布了实施火星移民的

意图。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本月宣

称，或在今年 9月的国际宇航大会（IAC）上公

布 SpaceX 火 星 计 划 的 相 关 情 况 。 目 前 ，

SpaceX 已经将 2018 年设为无人飞船登陆火

星的最后期限，而载人飞船登陆火星的目标

是 2025年。

这个时间点明显早于 NASA。

一直以来，NASA 与 SpaceX 都被认为是

同一阵营的伙伴——NASA 作为甲方将近地

轨道任务外包，SpaceX 作为乙方，手握官方

订单，出色执行任务。SpaceX 创立 15 年来，

为航天业创造了许多惊人的奇迹。尽管也会

有事故发生（如火箭爆炸事件），但 SpaceX 最

后 漂 亮 地 走 出 困 境 ，而 且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NASA 也给予了相当多的扶持和肯定。而现

在，在人类登陆火星事业上，已经有不少人认

为，SpaceX会抢在官方机构的前面。

但约翰·洛斯登认为，无论谁先到达红色

星球，都必须等待至少 20 年，本世纪 30 年代

末或 40年代初才是一个可靠的时间点。

前路漫长，且走着瞧。

（科技日报北京7月19日电）

当战友变对手，谁更胜一筹？
——NASA与 SpaceX之间展开火星任务对抗赛

本报记者 张梦然

7 月 18 日，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

CA）派遣的日本专家、农学博士山下市二

第 15次来到宁夏。

“没有用侧条施肥技术之前，我们的水

稻要么长‘疯了’，要么长‘乏了’，营养一会

儿过剩一会儿又不够。”在郁郁葱葱的水稻

田旁，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黄沙窝

村村支部书记王万智和山下市二在交流。

王万智说，4年前，自从用了这个技术，

播种和施肥一次播施，后期三次追肥也免

了，省工省力省肥，村民都把这个好技术称

为“傻瓜”技术。

侧条施肥技术，在日本已使用 30 余

年，如今日本有 70%的水稻田使用这项技

术。这也是山下市二自 2004 年来中国后，

为中国精挑细选的成熟环保型农业实用

技术之一。

从学习到互补

“2002 年 6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中日农

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投入运行，这是迄今

为止启动的最大中日农业科技项目。中心

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引入日本先进环保

理念和农业技术，促进科技人员交流，组织

中日两国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攻关，共同

解决双方关注的农业问题。”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中

日农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燕

卿研究员介绍说。

2004 年，快到退休年龄的山下市二经

过层层选拔，成为该项目第二任日方长期

专家组组长。从此，13 年间，有 7 年的时间

山下市二在中国长期驻守。在中国农科

院，他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忙

碌的工作。

“最初来到中国，我们从日本仔细筛选

了已成熟、成型的环保型农业技术来引进，

初衷是让中国在环境、土壤保护上汲取日

本的经验，不再走弯路，那时候主要以中方

学习日方技术为主。”山下市二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

13 年过去了，今年 72 岁的山下市二表

示，如今，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

中国的经济、科研实力，还是科研人员的勤

奋努力，都和日本旗鼓相当，中日之间的合

作越来越从学习走向互补，中国先进的节

水技术就令他印象深刻。

侧条施肥技术引进宁夏后，科研人员

不断引进、吸收、消化、改良、创新。“我们将

在水稻插秧技术取得的经验延伸至水稻旱

播和玉米粮食作物，试制成功了水稻旱穴

播、水稻保墒旱直（穴）播、玉米侧条施肥机

械，还自研出相配套的控释肥料。”宁夏农

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

芳说。

经过中日双方专家的努力，该技术在

宁夏与农民常规施肥相比，将肥料用量降

低 20%—40%，氮肥利用率提高 8—10 个百

分点，每亩节本增效 200—300元，水稻整精

米率和食味品质也得到提高。如今，该技

术已在宁夏、黑龙江、江苏、安徽、辽宁等地

累计推广数十万亩。

合作不可替代

“从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

的科技合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就从未

间断过。通过科技合作，促进了两国的经

济和人员的交流，密切了两国人民的友好

关系。”回顾中日科技合作的历程，科技部

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办公室负责人深有

感触。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上

世纪 80 年代，中日科技合作迎来高潮，知

名的中日 JICA 渠道技术合作就诞生于此

时。迄今为止，通过 JICA 渠道落实各类合

作项目 560 多项，日方派遣专家近万人，中

方赴日技术培训 35000 多人次。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技术飞速发展，中日科技

合作迎来了新机遇，日本科技振兴机构

2014 年启动了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计划，

中国科技部也在 2016 年启动了中日青年

科技人员交流计划。

中日隔海相望，文化相通，日本大量的

实用技术非常适合中国市场。在中日技术

合作事务中心看来，中日科技合作有着独

特的不可替代性。

对此，山下市二也深有体会，“比如，日

本拥有很多先进的小型农业机械，在日本

已处于饱和状态，就很期待能进入中国市

场。”他说，和政治相比，中日科技合作和经

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日方也很欢迎中日之

间的科技合作和交流。

“每次联系，日本科研机构都非常热

情、非常愿意接受中方专家来研修，还未有

过拒绝。”山下市二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

飞，中日两国的科技合作将更为紧密，尤其

在环保和养老领域更是大有可为。

（科技日报宁夏银川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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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市拍摄的运
9E军用运输机模型。

第 13 届莫斯科国际航空航
天展览会 18日在莫斯科郊外的
茹科夫斯基市拉开帷幕。在为期
6 天的航展期间，26 个国家和地
区的79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集中
展示数千项研发成果或设计方
案，寻找项目伙伴并洽谈合作。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9日电 （记者房琳
琳）物 理 学 家 组 织 网 19 日 报 道 称 ，英 美 跨

国团队已经用理论和实验方法，成功将周

期 表 中 的“ 绿 色 元 素 ”铋 应 用 在 低 成 本 太

阳能电池上，光转化效率达目前市场最高

水平，且避免了铅基电池的毒性。这一重

大 进 展 发 表 在 最 新 一 期 的《先 进 材 料》杂

志上。

目前覆盖在屋顶上的大多数太阳能电池

的主材料是硅，虽然其在光与能量的转化方

面效率较高，但必须确保非常高的纯度，才能

进行密集的能量转化，但这一特性使其生产

成本居高不下。

过去几年中，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相似

或更好的替代材料，其中最有希望的组合是

“混合卤化铅钙钛矿”，它具有便宜、易于生

产、像硅一样高效等优势，似乎能够引领太

阳能电池领域的革命。然而，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在科学界一直有争议，原因在于这类电

池中的铅物质可能对人类、动物和环境构成

切实的危害。为此，全球从事太阳能电池材

料研究的科学家，始终没有停止寻找新的无

毒材料，希望可以替代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

的铅。

此次，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

室和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

队发现，在周期表中与铅毗邻的铋，或许可以

取而代之。它虽为重金属，但属性无毒，是一

种“绿色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个人护

理用品和药品。

研究团队的成果显示，碘氧化铋在空气

中可以保持稳定长达 197 天，较铅卤化钙钛

矿有明显改善。科研人员认为，基于铋的太

阳能电池元件，可以使用常规的工业技术进

行低成本和规模化制造。

无毒材料让新太阳能电池脱毒
“绿色元素”铋可替代其中的铅

科技日报联合国7月18日电（记者冯
卫东）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在 1963 年创建的“食品法典委员会”于 17

日至 22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四十届会议，与

会成员考虑通过一系列新的国际食品标

准，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并促进开展公平的

食品贸易。

粮农组织与世卫组织发表媒体通报

称，来自 120 多个国家的 600 多名代表此次

齐聚日内瓦，参加“食品法典委员会”第四

十届会议，将对 50 项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以

及 30 多项新的工作建议进行讨论，并对现

行法典的文本进行更新。

据介绍，大会当天首先通过了有关“动

物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的最新标

准，分别对牛肉中的伊维菌素、鸡肉等禽类

食品中的拉沙洛西钠以及三文鱼中的氟苯

脲的残留量进行了明确设定。同时，各国

代表同意对《新鲜水果和蔬菜卫生操作规

范》进行修订，强调所有食品的生产、处理

和准备过程都涉及各种风险，但可以通过

遵循良好的农业和卫生措施来减少，以帮

助控制微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最大限度

地减少食源性疾病影响消费者或对公共卫

生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食品法典委员会”还通过了有关《营

养标签准则》的编辑修改，其中包括维生素

D 和 E 的营养参考值修订，并批准了有关

“预防和减少大米砷污染操作规范”的拟议

草案。此外，依据《2014—2019 年战略计

划》，食典委将对一系列新工作提案进行审

议，其中包括鱼类中甲基汞最高含量、修订

《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抗菌素耐药性操作

规范》、食品中不经意出现的低水平化学物

风险分析准则、减少精炼油及相关产品中

化学污染物的操作规范，并修订《特定植物

油标准》，其中将涉及核桃油、杏仁油、榛子

油、阿月浑子油、亚麻籽油和鳄梨油等。

自 1963 年以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

世卫组织的推动下，《食品法典》已经成为

消费者、食品生产者和加工者、各国食品管

理机构和国际食品贸易的全球参照标准。

50项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即将出台

▲SpaceX公司设想的用于到达火
星的“红龙”飞船。

◀ NASA 登陆火星计划的第三阶
段。 图片来自网络

·通过科学任务铺平通向
火星之路

·演示进入火星范围、降
落、着陆并利用火星资源

·指导机器人绕火星旅
行，展示样本

·在 21 世纪 30 年代早
期，将人类送上火星轨道

到达火星

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
展览会开幕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