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彩虹”太阳能

无人机近日开展了高空飞行验证，在临近空间

高度成功试飞。有媒体称，这标志着我国成为

继美、英之后第三个掌握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

机技术的国家。

临近空间指距地面高度 20 千米到 100 千米

之间的区域，处在传统航天空间和航空空间之

间。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302 所临近空间无

人机技术研究室主任杨发友向科技日报记者介

绍 ，作 为 独 立 于 空 、天 的“ 第 三 极 ”，临 近 空 间

“上可入天、制天；下可制空、制地”，在遥感、通

信、气象探测等领域具有巨大应用价值和独特

战略地位，已成为各强国争相开发的新兴战略

空间。不过，该区域空气稀薄，并存在低温、辐

照、臭氧等严苛环境条件，常规飞行器无法在

此飞行。好在其风场条件稳定和缓，为飞行器

长时间驻留提供了可能。因此，临近空间超长

航时无人机如同活跃在“第三极”里的精灵，成

为各国大力发展的新型装备。

“临近空间超长航时无人机能补充现有技

术手段能力的不足，有效带动相关领域应用产

业升级。”杨发友介绍，在遥感应用方面，卫星

受作用距离限制，所提供数据的空间分辨率还

不能完全满足应用需求，且存在重返周期长、

运 行 轨 道 固 定 等 问 题 ；航 空 遥 感 手 段 受 限 较

多，机场使用影响、飞行空域与民航航线冲突

等都限制了航空遥感的应用。以临近空间无人

机为平台开展相关业务，与遥感卫星相比距离

遥感成像目标更近，能实现分米级或更高分辨

率的图像信息获取，且使用机动灵活，不受轨

道限制；与航空遥感相比飞行高度远高于民航

航线，且飞行航时长，无需频繁起降，应用受限

很小。

在通信应用方面，常规通信手段的能力在

海洋或偏远区域严重受限，地面基站无法全面

覆盖；通信卫星受通信带宽和使用成本等因素

限制，用户需求无法全面满足。临近空间无人

机可集成通信中继设备，持续执行任务数天，

并发挥飞行高度优势，覆盖百公里以上半径范

围的地面、海面用户，为其提供通信信号接入

服务。

气象探测应用方面，以台风探测预报为例，

为提高台风预报精度，需采用接触式探测获取

台风内部气象数据。台风风眼墙高度在 18 千米

左右，常规飞行器无法飞跃，更无法穿越，难以

获得台风眼内气象数据。临近空间无人机可直

接飞抵台风眼上方，伴随台风飞行，在沿途收集

台风眼内部气象数据，提升台风预报精度。

目前，国外已经发展了十余型临近空间超

长航时无人机，取得了良好效益。

杨发友介绍，在美国，极光飞行科学公司和

通用原子公司分别研制了“帕修斯”和“阿尔塔

斯”等无人机，用于飓风跟踪探测，使飓风的预

报精度提升约 20%。波音公司研制了“秃鹰”无

人机用于广域侦察监视领域，并尝试向预警探

测领域拓展；正在研制的“鬼眼”无人机，瞄准

了战区通信中继应用需求。在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的支持下，航空环境公司研制了“太阳神”

系列太阳能无人机，以满足高空大气环境研究

和高空通信平台等应用需求。面向广域互联网

接入应用需求，谷歌公司正在研制“索拉拉”太

阳能无人机，脸书公司正在研制“天鹰座”太阳

能无人机。此外，英国以验证太阳能动力飞行

的相关关键技术为目标，研制了“西风”系列太

阳能无人机，其最新型号西风-8 无人机已被英

国国防部采购。

在国内，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航工业等

单位开展了不同技术路线临近空间超长航时无

人机的相关研究。其中航天科工集团前期推出

的“飞云”工程，旨在利用太阳能无人机集成空

中局域网设备等通信载荷，为地面、海面目标

提供通信信号接入服务，并可通过换装任务载

荷，拓展能力开展遥感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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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一家名为“生物夸克”的公司宣

称，他们将进行一项“起死回生”的试验，让“临

床脑死亡”的人再次复活，该试验将于未来几个

月内在拉丁美洲启动。

据了解，去年5月，这家公司曾打算在印度进

行这一试验，不过，被印度政府叫停。根据当时

公布的细节，他们的“复活”过程是这样的：首先，

研究人员将在 6个星期内，每两周一次向受试者

的脑部注射提前提取的干细胞。然后，每天用泵

将特制的肽注入受试者脊髓。最后，配合15天的

激光疗法，刺激受试者的脊髓，启动人体自身修

复机能，激活神经细胞生长，同时用核磁共振监

测受试者的神经活动，直至“起死回生”。

如此“科幻”的技术真的有可能实现吗？还

只是天方夜谭？干细胞有没有如此神奇的能

力？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

“脑死亡就等于死亡，死亡再复活就变成

“起死回生”了，这从理论上讲就不可能了。”7月

27 日，北京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殷剑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按照中华医学会和医学的定

义，脑死亡就等于死亡。殷剑表示，干细胞移植

治疗脑死亡，可能是用“脑死亡”做标题吸引人，

不过，对于死亡还是要充满敬畏，起死回生不可

能，要不然就不能称其为死亡。

据《科学美国人》报道，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

疗中心的神经学家阿里安·刘易斯发文对此进行

驳斥，称这种试验几乎就是骗术，完全没有科学依

据，而且给了亲属残忍、虚假的希望。美国神经病

学学会也表示，一旦“脑死亡”被准确判定，至今为

止，从来没有重新获得脑活动的例子出现。

“我们认为决定人寿命的根本因素是神经

元的寿命多长，如果说一个人神经元细胞完全

损伤了，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再注入外来

的单纯物质性的东西能复活，这是臆想，是一个

伪命题。”8 月 1 日，北京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

师王长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

一个人仅仅是受伤，神经元机制还在，比如植物

生存状态的人，植物生存状态和脑死亡是完全

脑死亡不能“起死回生”

据“生物夸克”公司称，他们使用的是从

患者身上提取的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种多能

干细胞。用诱导的多能干细胞可以长出新的

神经细胞以修复受损的脊髓和大脑，日本科

学家用干细胞治疗了一只因为颈部脊椎受损

而致高位截瘫的狨猴，治疗 6 周以后，绒猴已

经能到处蹦跳，接近于它受伤前的正常运动

水平。

王长春介绍，干细胞可以在原来的基础

上再生长出新的细胞，干细胞就是原始细胞，

我们希望能长成神经元，但是我们培养的神

经干细胞，大部分都长成了胶质细胞，胶质细

胞是支持性功能，就像是大楼中，胶质细胞像

是打扫卫生端茶送饭的，它起不到决定的作

用，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干细胞也要有选择有

认识，现在最成功的是利用干细胞治疗血液

系统的疾病。

殷剑表示，干细胞治疗瘫痪的实验确实在

做。瘫痪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周围神经导致的

瘫痪，可能是脊髓损伤导致的截瘫，也可能是

大脑一侧病变导致的瘫痪。

对于干细胞治好瘫痪的实验，还要去了解

以下问题：第一，研究的主体，瘫痪的病人被治

好，这其中就涉及到瘫痪的病人是不是很严

重，是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不能恢复；第二，因

为正常的人有很大的自身修复能力，比如，很

多心脏病患者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康复，所以

还要回答瘫痪病人被治好是不是自身修复能

力启动原因造成的；第三，病人康复到什么程

度，能否达到原有的水平，既有从零到一的水

平，也有从一到二的水平，所以医学实验要求

双盲、随机、对照，还需要观察足够长的疗程，

才能判断是否真的“好”了。

殷剑介绍，干细胞用于治疗脊髓瘫痪、脊

髓 的 创 伤 ，好 多 实 验 都 在 用 ，这 个 的 确 有 研

究。理论上认为中枢神经细胞受损之后是不

能再生的，但目前研究认为，比如间充质细胞

进入脑内能否再生一部分，不只是治疗瘫痪在

用，比如说变性病、帕金森病，他们要放一些干

细胞在黑质部分，现在证实干细胞真能活一段

时间，产生一定的效果，但不能说这是未来治

疗的方法。

“现在的问题是干细胞的来源是什么？这

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神经系统的研究最早的

干细胞来源于死去婴儿的胚囊，这就有伦理学

的问题。”殷剑说。婴儿胚囊的干细胞更充沛，

是最原始的，不需要诱导转化，但是理论上讲

做不了那么多，因为干细胞特别脆弱，不能培

养，治疗一个帕金森病人需要至少 100 个死婴

的胚囊，并不具备推广使用的可能。

干细胞来源问题尚未解决

欧家骏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第二看台

据国外媒体报道，最新发布

的一张木星“大红斑”照片带我

们从近处一窥这场太阳系中最

剧烈的风暴。这张照片由朱诺

号探测器拍摄，并由科学家比约

恩·约翰逊做了自然色彩处理，

以模拟它在人眼中的效果。朱

诺号利用其上搭载的“JunoCam”成像仪拍摄这张照片时，距木星云

端约 13917 公里。“这张真实色彩照片展现了从朱诺号的角度看去、

大红斑和周边区域在人眼中会是怎样一番情景。”NASA 解释道，

“大红斑内部和四周的剧烈风暴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汤姆·莫马利

（Tom Momary）发表了这张照片，题为“一瞥大红斑……利用色彩

增强技术展现丰富细节。”仅仅几周前，NASA 刚刚发布朱诺号从大

红斑上空经过的历史性飞越中拍下的首批照片。一年来，朱诺号探

测器一直在监控木星的表面状况。

木星大红斑照片
一窥太阳系中
最剧烈风暴

水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顽

强的动物，它们在没有食物和水

的情况下可能存活 30 年时间。

目前，科学家最新分析揭晓了水

熊长寿秘密在于它们的 DNA。

这项最新发现表明，水熊拥有特

殊蛋白质，能够快速替换体内损

耗的水分，并修复受损细胞，致使这种动物接近于不可毁灭状态。水

熊是一种微生物，其显著特征是有能力抵御干燥环境，当几年之后再

次补水仍能复活过来。

科学家在之前研究将水熊冰冻在冰层之中，暴露在放射线之下，

甚至将它们发送至太空，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水熊仍能复活。近期

研究显示，水熊 DNA 兼具动物和细菌成分，使它们成为“弗兰肯斯

坦”混合体。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日本庆应大学的研

究人员仔细研究了两种水熊物种的 DNA 代码，水熊体长不足 1 毫

米，其体形太小，无法残留化石证据，但是使用这种最新基因组，科学

家能够分析这种 DNA使水熊处于动物生命树中的何种位置。

他们发现水熊混合了 5种同源基因，大多数线虫失去了这 5种基

因。这要么是巧合，要么是进一步证据表明水熊和线虫具有密切关

系。这也可能鉴别出水熊使用该基因抵御干燥产生的副作用。科学

家研究了干燥过程哪些基因被激活，并发现了一组蛋白质，它们似乎

能取代细胞失去的水分，这将有助于保护水熊微观结构，直至水熊再

次获得水分。

神秘DNA
使水熊无水无食物
仍存活30年

趣图

根据一项针对全球高收入

国家开展的大规模历史医学调

查数据分析，这些地区男性精液

里的精子含量似乎已经下降到

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地步。

一个国际研究组对过去开

展过的 185 项精液精子含量调查

数据进行重新梳理，结果发现在部分高收入国家，包括北美地区，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的部分国家，从 1973年到 2011年期间，这些地

区的男性精液精子含量下降了 52%，从每毫升精液含有大约 9900 万

个精子，下降到大约每毫升 4700 万个精子。同时，这个由以色列希

伯来大学的哈盖·列文（Hagai Levine）教授领衔的研究组也对他们所

称的“其他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些国家包括南美洲、亚洲和非

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结果显示在这些国家，类似的情况基本没有

观察到，当然这里面也可能存在误差，因为来自这些地区的研究数据

相对较少。

研究组在《人类生殖学快讯》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研究结果，引

发世界关注。列文和同事们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显著的下降趋势

意味着将有更多发达国家的男性精液数量下降到难以使女性受孕

或者无法使女性受孕的地步。这项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公共医学政

策参考价值。

男性精子
数量下降50%
人类将会灭绝？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两种情况，植物生存状态的人是活的，自主呼吸

生命体征是稳定的，是有脑电活动的，如果把这

种情况定义为死亡然后治疗这完全就是一个伪

命题。

殷剑介绍，脑死亡第一必须深昏迷，第二不

能自主呼吸，这两点是判断脑死亡的基础条件，

病人必须得深昏迷，对疼痛无反应，叫不醒；第

三点就是脑血流的情况，用超声波检查或用造

影的方法证明脑血流不能到脑内，等于说脑子

没血了或者无有效血流；再证实脑电波活动消

失，用脑电图连续扫描 30分钟以上，脑电图显示

电静息；再加上短时项的诱发电位，比如，正常

人受到电极刺激，大脑会记录一些信号，大脑的

反应信号会告诉你的手躲避，脑死亡的病人在

脑部的通路，用电信号的方法记录不到，这就证

明这种通路因为某种原因断了。此外，对于电

极刺激，还要再增加臂丛的点来证明不是电极

接的有问题，臂膀可以接通电流，说明臂膀这段

神经是通的，但头部这段不通，证明出现问题的

部位在头部。

“这个证明的逻辑性很强，它有三个辅助证

明手段，既有主动的，不能思维没法收到电信号

的依据，没有生理的血供要求，也没有被动刺激

反应。”殷剑说，“被动刺激无反应是装不出来

的，比如吃药、伪装，吃药和伪装的人都会有反

应，这三种方法都呈阳性，才能证明脑死亡”。

让让““临床脑死亡临床脑死亡””患者复活患者复活？？专家称专家称——

干细胞没那么万能干细胞没那么万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