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焦点

AI找到拥有8颗行星的“第二太阳系”
北京时间 12 月 15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宣布，谷歌人工智能对开普勒

望远镜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找到围绕恒

星“开普勒-90”（Kepler-90）旋转的第 8颗行

星“开普勒-90i”，使恒星“开普勒-90”与太

阳“并驾齐驱”，成为目前发现的拥有最多行

星（8颗）的恒星系统。

本周明星

“基因魔剪”让耳聋小鼠恢复听力
博德研究所戴维·刘的团队已开始将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也称“基因

魔剪”）用于恢复人类遗传性耳聋小鼠模型

的 听 力 。 这 一 研 究 凸 显 了 CRISPR-Cas9

技术用于治疗显性遗传性听觉损失疾病的

潜力。

“最”案现场

最古老化石证明35亿年前地球已有生命
美国科学家通过对西澳大利亚约 35 亿

年前的一块岩石中发现的微化石进行分析

后得出结论说，生命早在 35 亿年前就已在

地球上出现。这块化石是迄今发现的最古

老化石，也是目前地球上最早期生命的直

接证据。

一周之“首”

“基因魔剪”首批临床试验将展开
科学家对 2018 年“基因魔剪”研究进行

了展望——鉴于从 2013 年科学家首次使用

CRISPR-Cas9 编辑人类活细胞以来，其治

疗疾病的可能性似无止境，预计明年首批临

床试验将在美国和欧洲展开。

新型量子计算机首个基本元件问世
瑞典和奥地利物理学家携手研制出了

单量子比特里德伯（Rydberg）门，这是新型

量子计算机——囚禁里德伯离子量子计算

机的首个基本元件。最新研究证明了建造

这种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其有潜力克服目

前的量子计算方法面临的扩展问题。

技术刷新

二氧化碳低温低压下七成可转化为合
成气

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开发出一种新

工艺，可在低温低压条件下有效地将捕获的

二氧化碳转化为用于制造燃料和化学品的

合成气（氢和一氧化碳混合物）。这一新技

术对于碳捕集封存技术推广，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前沿探索

“茧”模型解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电磁
辐射

美国科学家深究了今年 8 月 17 日探测

到的中子星并合所释放的伽马射线、X 射

线和无线电波的来源，并提出：碰撞发生

后，一束离轴辐射喷流并非无线电波余辉

的来源，而一种“茧”模型才能最好地解释

这些辐射。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2月18日—12月24日）

十九大报告中，科技创新成为最热关键

词之一，引发中外媒体热议。中俄同为科技

大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日益密切。近日，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郑世民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畅谈十九大精神对

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展望中俄科技创

新合作广阔前景。

科技创新与科技外交
的新要求

郑世民公参指出，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

时代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报告

十余次提及科技、五十余次强调创新，充分肯

定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取得的巨大成就，强

调科技创新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

战略支撑，突出其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

位置，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系统部署。

报告在发展理念上再次强调创新的首要

地位，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明确把科技

实力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作为衡

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

任务部署上更加突出基础研究、战略支撑、战

略科技力量、企业主体和成果转化、创新环境

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线图”。这些均

对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郑公参强调，作为驻外科技干部，更要紧

密结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

工作的部署和科技外交的实际，联系地、系统

地、全面地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下狠功

夫学懂、弄通、做实，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尤其

是总书记科技思想和外交思想，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科技外交官的崇

高使命。

中俄科技创新合作特
点鲜明

郑公参认为，中俄科技创新合作是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双方合作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机制化互动成效显著。中俄政府间

科技创新合作机制包括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

员会科技合作分委会和中俄创新合作协调委

员会指导的中俄创新对话。前者由中国科技

部和俄教育科学部牵头，今年 10 月在北京举

行了第二十一届例会，对明年合作进行了全

面规划。后者由中国科技部和俄经济发展部

共同主导，聚焦两国创新战略与规划、创新政

策与机制、科技金融、中小微型企业创业发展

等，今年 6 月 13 日至 14 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

中俄创新对话。上述活动引起了两国社会各

界对中俄科技创新合作的广泛关注。

二是携手引领国际大科学发展。中俄在

核聚变、同步辐射光源等领域合作日益加

深。今年，双方就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

（NICA）合作取得突破，正式成立专家工作

组，并于第一次会议制定系统合作方案。中

俄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中密

切合作。11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的

“ITER 十年”大会上，包括俄方在内的国际核

聚变专家联合发表《北京聚变宣言》，支持建

设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 CFETR。

三是共同主导多边机制合作。今年中国

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俄罗斯任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双方密切沟通，借多边框架下

科技创新合作，在全球创新治理中发挥建设

性作用。

7 月 18 日，第五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

长级会议在杭州举行，就科技创新政策交流、

专题领域合作、联合资助多边研发项目、青年

创新创业、青年科学家交流、科技园区合作等

达成了多项重要成果。9 月 4 日，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见证下，五国科技创新部门共同签署

了《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推动科技

园区合作，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建立青年创

新创业合作伙伴关系，共享研究基础设施，联

合支持科研项目等，共同研究制定合作发展

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共谱金砖科技创新合作

新篇章。

科技创新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亮点。各成员国

均认为创新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中方倡议加强创新政

策对接，落实好《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伙伴计

划》，以项目合作为依托，建立联合实验室、技

术转移中心等长效合作平台，正在筹划适时

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六项举措助力中俄创
新合作再升级

郑公参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要求，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扩大同各

国的利益交汇点，打造科技创新合作新格局。

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

入发展，中俄科技创新合作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需要深挖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增长

点，提高利益契合度。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间合

作机制统筹作用，将分散在各部门、各领域的

对俄科技创新合作纳入现有机制，在统一的

合作平台上有重点地整体平衡推进。

二是加快推动一批对两国科技进步和产业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型项目落地，扎实推进

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中心等合作平台建设。

三是切实加强大科学领域合作，推动双

方大型研究基础设施和独有装置共享，借鉴

俄方经验，积极策划由我国牵头的国际大科

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四是依托两国科技创新促进机构，推动

建立联合技术转移中心，提供系统化、专业化

服务，促进技术、资金、人才的跨境流动和成

果转移转化。

五是积极推动成立中俄联合创新基金，

助力务实合作。俄方计划由斯科尔科沃基金

会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牵头负责。

六是加强科技人文交流，推动建立青年

创新创业伙伴关系，夯实长期友好合作基础。

郑世民公参指出，通过以上六项全方位、

立体式举措，中俄未来将打造融合度更深、带

动力更强、受益面更广的科技创新合作伙伴

关系。 （科技日报莫斯科12月23日电）

开创中俄科技创新合作新局面
——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郑世民

科技日报华盛顿12月 23日电 （记者刘
海英）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公布了其评选出的

2017年十大科学突破，人类首次观测到双中子

星并合事件被选为头号突破。这也是引力波

天文学研究成果连续第二年获此殊荣，去年引

力波的发现被该杂志评为2016年头号突破。

《科学》杂志特约撰稿人阿德里安·曹在

解读今年科学突破的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去

年引力波的探测吹响了科学发现的号角，那

么今年双中子星并合事件的观测则奏响了科

学的交响曲。”他指出，今年 8 月 17 日观测到

的双中子星并合事件轻易地成为了迄今为止

天文学历史上被研究最多的事件：来自全球

953 个机构的 3764 名研究人员合作撰写一篇

论文，对这一并合事件及其后果进行论述。

《科学》杂志新闻主编蒂姆·阿彭策尔则

指出，通过对双中子星并合事件的观测，科学

家们不仅探测到引力波，还观测到从伽马射

线到无线电波几乎所有电磁波段的宇宙事

件，相关研究有望改变天体物理学，其被评为

2017年度头号突破实至名归。

其评出的另外9项突破性科学成就包括：

低温电子显微镜（cryo-EM）技术推动结

构生物学发展，使科学家对生命的研究走向

原子水平；利用便携式探测器首次捕捉到中

微子与原子核间相干性散射；摩洛哥发现 30

万年前智人化石；开发出新型“碱基编辑器”，

推动人类遗传疾病新疗法研究；生物学预印

本运动兴起；新肿瘤治疗概念获肯定，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批准抗癌药 pembrolizumab 用

于治疗具有特定遗传特征的实体瘤；印度尼

西亚苏门答腊森林中发现新的猩猩物种——

Pongo tapanuliensis；科学家在南极获取 270万

年前的冰芯，为研究古代地球大气提供线索；

基因疗法取得新进展，科学家成功治愈脊髓

性肌萎缩症Ⅰ型儿童患者。

《科学》杂志评出今年十大科学突破
人类首次观测到双中子星并合事件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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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外交迈向新时代②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亓科伟

科技日报东京12月23日电（记者陈超）
日本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国立癌研究中心研

究所、大阪大学的研究小组近日宣布称，他们合

作发明了从1毫升尿液中检测癌症的新技术。

细胞外小胞体包含的微 RNA 在所有人

的体液中均有发现。近年有研究证明，微

RNA 含 量 的 差 别 能 够 显 示 各 种 疾 病 的 征

兆 。 分 析 尿 液 中 细 胞 外 小 胞 体 包 含 的 微

RNA，实现无创、简便的疾病诊断是个重要

的课题。不过，尿液中的细胞外小胞体浓度

极低，迄今为止，科学家虽然识别出了 2000多

种人类微 RNA，但使用超速离心机从 20毫升

尿中仅发现了 200 种至 300 种微 RNA，据此

进行疾病诊断极为困难。

联合团队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网络版

上报告称，他们在最新研究中利用氧化锌纳

米 线 ，从 1 毫 升 尿 中 发 现 了 1000 多 种 微

RNA。他们对癌症患者和健康人群尿液中

的 微 RNA 进 行 比 较 ，发 现 了 癌 症 患 者 微

RNA 的特异性过剩和减少现象。除泌尿系

统癌症患者（前列腺癌、膀胱癌）外，也发现了

非泌尿系统癌症患者（肺癌、胰腺癌、肝癌）的

特异性微 RNA。未来，也许有望通过尿检即

可诊断癌症。

一 毫 升 尿 液 可 检 测 癌 症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入职以来

的首个太空政策指令，要求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重启登月计划。他表示：

“这次不会只留下美国国旗与脚印，还要为

未来前往火星甚至更远的太空打下基础。”

在军事领域，一度被认为“不靠谱”的

特朗普正在一项项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

与军事密不可分的太空领域的科研经费也

得到增加。

登月工程中很多突
破都被应用到军事领域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

究中心王群教授就此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与其他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航天活动一样，

虽然登月工程明面上是一项和平利用空间

的工程，但不能否认美国提出重返月球计

划，除了背后的科技和经济动因外，其军事

应用远景也是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

历史上，美国和苏联登月工程中的很

多突破，都被应用到了军事领域。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弹道导弹方

面，到现在美俄两国还在吃他们过去登月

工程相关技术的‘老本’，继续享受着登月

工程带来的技术‘红利’。”王群说，比如，登

月探测器实施的包括近地点和近月点变轨

在内的数次变轨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就可

用于弹道导弹中段和再入段飞行时的大范

围变轨机动，这有利于提高其生存能力和

突防概率。苏联和俄罗斯正是利用了这些

技术，才使其战略弹道导弹突防技术世界

领先，敢于声称“美国现役的任何反导系统

都无法对其有效拦截”。

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约 38 万千米，登月

飞行器在如此漫长的飞行过程中，要面对

众多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记者粗略统计

了一下，登月飞行器至少要受到等离子体、

高能粒子、太阳辐射等空间环境的影响。

飞行器表面及介质材料还会发生静电电荷

的积累、泄放，产生放电过程，可能对仪器

造成干扰和损伤，影响航天器的正常运

行。同时，登月后还要长时间在月球上异

常严酷的环境中工作。

“重返月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无疑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而

这些技术如果转移到目前各类军用航天器

上，如卫星和空天飞机等，无疑将极大地改

善和提升它们的发射与应用水平和效能。”

王群说，据考察，美国侦察卫星从最初的回

收型发展到目前的无线电传输型，登月工程

所利用的深空探测和通信技术功不可没。

月球环境有利开展
特殊军用材料研制

记者了解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

欧洲空间局日前也召开会议，研讨在月球

轨道上建造一个“前哨基地”的计划，从而

为未来的载人深空飞行任务提供帮助。

“毫无疑问，这样的科研计划将极大地

促进整个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但谁又能肯

定未来它们不被用于与军事有关的研究项

目呢？”王群表示，比如，月球上特殊的环境

非常有利于开展地球上不容易或不能进行

的武器试验、军用技术开发和特殊军用材

料的研制，且能根据需要随时采集到地球

上不存在或稀有的原料，如核聚变用的

氦-3，供研究和生产所需。再比如，登月

飞行器上使用的重量小、承温强、强度高、

抗辐射、适应性好的新材料，如果能用于武

器装备，就能大幅度提升武器装备的环境

适应、抗打击和生存能力。

王群特别指出：“任何航天活动或多或

少都会透射出一些军事信息，航天工程的

每一个进步，都可能会带来武器装备的重

大突破，从而对军事应用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些可能会用在军事上

的技术能对维护和平产生积极的意义。”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4日电)

军事战略研究专家详解——

美国重启登月计划背后的军事意图
本报记者 张 强

月球基地艺术构想图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房
琳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近日

宣布，“新疆界”计划的第四个深空探测项

目，将资助简称为“凯撒”和“蜻蜓”的两个

概念研究，分别探讨在彗星 67P／丘留莫

夫—格拉西缅科上进行生物学探测并取

样返回，以及探索土卫六地下海洋的宜居

程度。

据介绍，“凯撒”计划从彗星核取样，然

后送回地球进行分析，以确定它的起源和

历史。此前，欧空局“罗塞塔”号彗星探测

器曾成功到访，“菲莱”着陆器也成功投放，

成绩斐然。“蜻蜓”则是一个无人机旋翼飞

行器，拟在土卫六数十处地点探索有机化

学成分和宜居程度，其表层下被认为有具

备生命存活条件的海洋世界。

按计划，NASA 将资助这两个方案在

未来一年内进行概念研究，2019 年春，选

择其中一个方案进入研制阶段，并最终在

2025 年左右发射，项目总成本不超过 8.5

亿美元。

NASA 下一步探索太阳系的新项目，

曾收到 12 个提案，包括六大任务主题，分

别是彗星表面取样返回、月球南极艾特肯

盆地取样返回、探索土卫六或土卫二水世

界、土星探测、木星特洛伊小行星群探测，

以及金星内层探测等。

此次除“凯撒”和“蜻蜓”外，NASA 还

宣布，“土星生命特征和可居住性”和“金星

原位成分调查”两个方案也将获得技术发

展资金支持。NASA 行星科学处处长吉

姆·格林说：“之所以选定这两项任务，只因

其能带动顶尖的行星科学研究。”

“新疆界”计划已经实施了三个任务，

其一是 2006 年发射的“新视野”号探测器，

它于 2015 年飞掠过冥王星，目前正飞向太

阳系边缘柯伊伯带外层的目标天体；其二

是 2011 年发射的“朱诺”号木星探测器，已

在 2016 年进入木星轨道；其三是去年发射

的“奥西里斯－REx”探测器，将飞到贝努

小行星采样并返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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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俄创新对话”今年6月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