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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9日电 （记者房琳
琳）据《科学美国人》官网报道，一项最新研究

报告称，距离地球 1400 光年的巨大地外星球

WASP-12b，其反照率只有 0.064，能吸收约

94%的可见光，这让它看起来比新鲜的沥青还

黑许多。

发表这份报告的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科

研团队说，相比之下，月球的反照率为 0.12，

地球反照率为 0.37，而太阳系冰冷的土卫二

的反照率高达 1.4。此处用到的反照率被称

为“几何反照率”。另一种常用的反照率量

表，数值范围从 0到 1。

据介绍，系外行星 WASP-12b 的体积大

约是木星的两倍，每 1.1个地球日绕其恒星一

周。超近距离的公转轨道使其成为一个奇怪

的世界。主恒星的强引力将其拉成了一个鸡

蛋形状，温度高达 2600摄氏度。

实 际 上 ，自 从 2008 年 被 发 现 以 来 ，

WASP-12b 已被广泛研究，但 2016 年 10 月，

当泰勒·贝尔和研究组同事再次通过 NASA

哈勃太空望远镜成像光谱仪观察它的时候，

发现它的反照率低得惊人。

声明中说：“虽然还有其他已发现的巨大

热 行 星 极 其 黑 暗 ，但 总 体 来 说 都 比

WASP-12b 要冷，它们吸收光的主要原因可

能是云层和碱金属。但对 WASP-12b而言并

非如此，因为它太热了，分子氢在 WASP-12b

的大气中分解为原子氢，正是原子氢和氦气

共同组成了黑暗星球的轮廓。”

WASP-12b 是第二个用光谱测量方法确

定 反 照 率 的 地 外 行 星 ，另 一 个 编 号 为 HD

189733b的此类星体，似乎是深蓝色的。贝尔

说：“两颗星体的显著差异表明，进行这类光

谱观察非常重要。”虽然 WASP-12b几乎没有

反射可见光，但它本身却散发出波长比可见

光更长的红外光。

遥远的太空中有一颗“黑星星”，这不奇

怪，奇怪的是人类居然能发现它。要知道，十

年前，我们对太阳系外的行星可以说一无所

知。开普勒卫星上天执勤，我们才开始通过

凌日效应发现卫星。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各

种奇怪的行星。太阳系边缘和深空的新奇发

现会越来越多，想想就兴奋。

1400光年外有一颗“黑星星”，很难更黑
能吸收 94%可见光 反照率只有 0.064

20 年前，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批准

设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掀

开了崭新的一页。

20 年间，谁也不会料到一个灰头土脸的

中国西部内陆小镇，会蜕变为一座特色鲜明

的田园风科技新都市。

20 年后，谁也不用质疑在中国第一个农

业高新区里，建设中国唯一的农业自贸区仅

仅是靠道路自信。

在中国北方旱区半干旱地区，杨凌就是

农业科技的“代名词”。

在“一带一路”上 ，杨凌让“中国风”彰显

“中国范”。

风从中国西部来 巍
巍秦岭见证沧海桑田

杨凌地处秦岭脚下渭水河畔，史料记

载，这里因隋文帝杨坚陵寝所在地而得名杨

陵。4000 多年前，后稷在此“教民稼穑”，哺

育滋养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1934 年，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农林

专科学校在此成立。后来，中央和陕西省相

继在此布点建设 10 多家涉及农、林、水机构，

让这个曾经的陕西省咸阳地区武功县杨陵

镇，聚集了 4000 多名科教人员，成为我国西

部重要的农业科研基地。由于历史原因、地

域的局限和政策的滞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孔雀东南飞成了西部人才流失最好的注

解，杨陵危在旦夕。

1997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杨凌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及其实施方案》的批复，

让杨陵聚足了“壮志凌云、奋发腾飞”之气。

从此，杨陵易名杨凌，实行“省部共建”的领

导和管理体制，在国内率先踏上了创新驱动

发展之路。得益于体制的强力支撑，杨凌围

绕科技创新要素形成了新的科技创新机制，

重组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杨凌职业技术

学院，迎来了陕西省油菜育种中心等知名科

研机构入驻，协同创新实力迅速增强；围绕

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了政府、院校和企业一

体化的产学研结合新机制；围绕谁来种地等

重大问题，培育了职业农民培训新机制；围

绕农业、农村新活力的激发，形成了土地集

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新机制。如今，杨凌科

技成果转化率已从 45%提高到 60%，直追发

达国家水平。拥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70

多个，国家级平台 9 个，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

奖励 393 项，研发投入占比（R&D）达 5.6%，

位居全国前列。20 年累计培养输送各类人

才 30 多万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过重组改造，成为

唯一驻地非省会城市的国家 985大学，在校生

规模翻了近两番，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均增长了 9倍，教职工人

均收入增加了 11 倍，年发明专利数增长了 24

倍，科研经费增加了近 30 倍。科教队伍的博

士学位比例提升了 47.5%，审定作物新品种数

年均增长了 47.8%，永久性试验示范推广站增

加了 58 个，核心论文年均发表量增加了 120

倍。 （下转第三版）

杨 凌 劲 风 扑 面 来
——写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 20周年之际

喜迎十九大
本报记者 史俊斌

科技日报长沙 9月 19日电 （记者俞慧
友 通讯员曾欢欢）两千多年来，因与“中毒”

“暴死”等词汇关联而声名狼藉的砒霜，经现

代科学证明，也能救人一命。19日，科技日报

记者从湖南大学获悉，该校分子科学与生物

医学实验室的谭蔚泓院士课题组，尝试以砒

霜制备一种新型白蛋白纳米药物，为拓展砒

霜在慢性髓性白血病和其他肿瘤的临床应用

方面提供了新方法和思路。研究论文日前发

表在国际顶尖化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砒霜，学名三氧化二砷，因对急性早幼粒

细胞有诱导分化作用，并可使癌细胞凋亡，医

学上已将其作为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的标准药物之一，可使此类患者“五年无病生

存率”提高 70%。

不过，在慢性髓性白血病治疗中，砒霜无

法有效地在癌细胞中富集。而高剂量治疗方

案，则易产生神经损伤和肝功能衰竭等严重

毒副作用。如何将砒霜用于恶性白血病和实

体瘤治疗，成为研究热点。

课题组基于砷-硫键对肿瘤细胞内酸性

和谷胱甘肽还原敏感的可逆响应机理，将叶

酸修饰的人血清白蛋白对砒霜进行富载，制

备获得了智能纳米药物“FA-HSA-ATO”。

“白蛋白本身具一定靶向癌细胞的作用，表面

修饰的叶酸能进一步有效靶向癌细胞，增强

砒霜在肿瘤细胞中的富集。如同赋予了砒霜

‘眼睛’，让它能更精准地找到癌细胞，投放砒

霜、杀死癌细胞，并减少砒霜在正常器官组织

中的富集，最终实现既可有效治疗疾病，又能

降低毒副作用。”研究团队成员彭咏波副研究

员说。

细胞和动物水平实验表明，该纳米药物

能显著增加砒霜对慢性白血病治疗的效果，

降低毒副作用。同时具备制备简单，生物兼

容性良好等优点。

剧毒砒霜有望治疗慢性白血病

18 日，中国民航局宣布飞机上使用便

携式电子设备禁令将解封，允许以航空公

司为主体对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

管理和使用政策。

以后坐飞机可以打手机了？

“事儿是个好事儿，但并不是规则一

出，明天坐飞机就可以打电话了，还有漫

长的路要走。”国家空管新航行系统技术

实验室谢晋东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飞机上使用电子设备在国外已很普

遍，但依然要求手机全程关机。我国民

航对此严格控制，也主要缘于对运行安

全的考虑。“相对电子设备来讲，手机对

飞机飞行安全产生隐患的可能性更大。”

谢晋东说。

谢晋东介绍，现有手机通信是所谓移

动通信体制，发射信号需要有基站，但现在

飞机机舱内尚未配备。如果不关闭手机或

接打电话，需要手机用最大功率寻找基站，

这容易导致个别工作异常的手机产生对飞

机有害的干扰信号。飞机上通信导航系统

要接收数百公里以外的信号，系统灵敏度

特别高，即使是十分细微的干扰也会对飞

行安全产生极大的影响。

“从技术上来讲，在飞机上打电话没有

太多难度，理论上在飞机上增设一个移动

基站即可实现。”谢晋东说，微蜂窝基站可

以有效控制飞机上乘客手机信号的发射功

率，解决潜在的杂波干扰问题。难点在于

如何利用微蜂窝基站与地面通信网络实现

宽带连接，现有的解决手段主要是使用卫

星通信电路，但成本很高，而且存在信息安

全隐患。

谢晋东认为，可以借助于正在制定标

准的 5G移动通信系统，有望直接实现航路

上空信号的全覆盖，从而实现飞机到地面

的宽带连接。

中国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朱涛透

露：“日前，《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

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五次修订发布，将于

2017年 10月起实施。”正是这个规则，把飞

机上能否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决定权交

给了航空公司。

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问题致电国航相关

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正

式文件，待收到正式文件后公司会组织相

应的人员专门进行测试评估。

“这对航空公司来讲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机遇方面，放开便携式电子设备

使用可以吸引客源，增加经济效益。”谢

晋东说，挑战是航空公司自己组织评估，

需要很大成本，承担较大风险，比如对飞

机进行改装停飞会产生巨大经济损失。

“个人感觉，可能会在一些典型航线上推

出试点。”谢晋东说。

谢晋东的观点是：“相对手机，航空公司

推出上网服务的门槛相对更低，WiFi服务的

网络安全性和稳定性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有分析认为，我国飞机 WiFi最快年底

可实现商用。然而当前，我国机载 WiFi都

是免费的，没有盈利点成为目前飞机 WiFi

商用最大的障碍。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教授邹建军表示，机载 WiFi 推广，已经没

有技术障碍，只剩经济困难。

（科技日报北京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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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 月 19 日电 （陈锋
蒋晓强 记者陈瑜）在以 300 公里时速飞

驰的京沪高铁列车窗台上，硬币屹立 8 分

钟而不倒的视频或许能告知我国高铁运

行中有多平稳。北京中低速磁浮交通示

范线（S1 号线）即将启动试运转、安全测

试等非载客运行。承担 S1 号线 26 组磁浮

道岔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任务的中国中铁

宝桥集团北京中低速磁浮项目部项目经

理蒋建湘日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S1 号

线有望实现以 120 公里/小时通过道岔时

硬币不倒。

S1 号线是我国北方第一条中低速磁

浮线路，该线东起北京石景山区苹果园，西

至门头沟区石门营，全长 10.2公里，是我国

第二条中低速磁浮交通商业运营线。

道岔是列车转向或跨线运行必不可少

的“咽喉”，安全性、稳定性、平顺性是核心

指标，否则列车通过时轻则颠簸不宁，重则

车毁人亡。

“道岔是整个磁浮线路的核心设备之

一。”中铁宝桥集团副总经理张琳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与铁路道岔相比，磁悬浮道岔是

动梁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械产品。磁

悬浮道岔对温度变化、日照比较敏感。此

外，磁悬浮存在铁路道岔不存在的共振问

题，一旦共振车辆无法通过，甚至可能造成

道岔车辆的损害，造成重大事故。

蒋建湘说，与我国第一条中低速磁浮

运营线——长沙磁浮快线相比，北京磁悬

浮道岔实现了道岔结构形式创新，避开了

车辆共振频率，确保车辆能平稳通过；采

用新型的角平分装置，确保磁力线均衡，

从而保证车辆平稳；采用了新型的锁定装

置，在确保道岔稳固定位的同时，道岔抑

振能力大大增强；新型的驱动装置，使结

构更加简化，故障点大大降低，提高了道

岔可靠性。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铁宝桥集

团 就 开 始 了 高 中 低 磁 浮 技 术 的 研 发 工

作，先后研制出高速磁浮道岔、中低速磁

浮道岔、磁浮轨道梁、定子铁、F 轨等，打

破了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

的技术垄断。

S1号线有望实现硬币不倒

WASP-12b地外行星艺术构想图
来源：科学美国人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9日电 （记者矫阳）
19 日，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航空展在国家会议

中心开幕。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及旗下重庆天骄航空动力有限公司与乌克兰

马达西奇公司联合参展。双方携 6 款航空发

动机实物精彩亮相。

展区最吸引观众注意的，是两家企业合作

的 6款重点产品实物，分别为 AI-322-25涡扇

发动机、TV3-117VMA-SBM1V 系列涡轴发

动机、AI-450C 系列涡桨发动机、MS-14 涡桨

发动机、MS-500V 系列涡轴发动机、AI-9V-1

辅助动力装置（APU）等。

图为 TV3-117 系列发动机，现场专家介
绍，它是世界上产量最大、性能最可靠的涡轴
发动机家族之一。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中乌6款航空动力新品

亮相北京航展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京津冀地区是我

国传统的葡萄种植区，但是由于品种更新较慢，

有的品种如‘巨峰’已滞销。”夏末秋初，正是葡

萄季，但我国葡萄产业冷热不均。在近日举行

的第三届南京八卦洲（红杜鹃）葡萄文化旅游节

上，中国果树研究所所长刘凤之表示，近几年我

国葡萄种植单产持续下降，表明葡萄产业正在

经历区域布局优化和品种改良调整期，但葡萄

品种70%为国外引进的现状让人心急。

2015 年我国葡萄种植面积达 1200 万亩，

产量 1400 万吨，分别居世界第二和首位。刘

凤之说，我国葡萄基本以鲜食为主，占 80%，

葡萄制酒和制干都很少，2015 年我国葡萄酒

产量仅为世界第八。

目前，我国自主培育的葡萄品种仅 100余

个。制酒葡萄、功能性葡萄品种较少。刘凤

之说，目前我国人均葡萄酒消费量仅为全球

平均水平的 1/3，饮食文化相近的日本为 1/2，

因此制酒葡萄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我国葡萄产量世界第一 7成品种却是引进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冯
刚 房超）临床上，多种肾脏疾病的发生与

足细胞的损伤密切相关，但后者自身修复

和再生能力有限，因此如何保护足细胞或

者 改 善 其 损 伤 是 目 前 亟 须 解 决 的 问 题 。

近日，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易凡团队

发现，在哺乳动物中广泛表达的细胞核蛋

白——Srit6 可 发 挥 足 细 胞 保 护 作 用 ，这 为

与 足 细 胞 损 伤 相 关 的 肾 脏 疾 病 提 供 了 新

的 治 疗 靶 点 。 相 关 研 究 论 文 近 日 发 表 在

《自 然·通 讯》上 。 这 也 是 世 界 首 次 发 现

Srit6 蛋白在抗衰老、抑制肿瘤生长等之外

的新功能。

终末期肾病患者虽然能采取透析、移植

等方式维持生命，却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蛋

白尿”是科学家观察肾脏病轻重的一个重要

指标。其中，足细胞被认为是参与各种原发

性或继发性肾脏疾病进展的关键细胞，其损

伤直接导致蛋白尿的产生。

易凡说，团队主要研究在不同病因引起

的肾脏疾病中足细胞损伤的机制，以期找到

有效的干预靶点。研究中，他们通过药物引

起的肾脏损伤、糖尿病肾病两种案例，发现

Srit6 对足细胞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进而阻

断足细胞损伤中 Notch 信号通路的激活，降

低炎症反应和促进足细胞的自噬水平，发挥

足细胞的保护作用。

肾 脏 病 治 疗 获 新 靶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