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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7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了一项演化学

研究：英国科学家开发的新预测模型认为，驱

动人类形成如此大的大脑的主要因素是生

态。而人脑为什么这么大，是生物进化学长

久以来的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该研究有助

于人们进一步厘清该争议。

相比大部分动物，灵长类动物拥有很大

的脑容量，而人类则拥有灵长类中最大的脑

容量。譬如和近亲类人猿比较，人类的大脑

体积就是其 3倍。如果以大脑/身体的相对大

小来计算，人类的相对脑容量可以是其它胎

生哺乳动物的 6倍。

人 类 为 何 演 化 形 成 了 异 常 巨 大 的 脑

袋？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对此一直争论不

休，各种理论层出不穷。有人提出“社会脑

假说”，认为演化形成较大的大脑可以帮助

我们管理日渐复杂的社会生活；也有人提出

“高耗能组织假说”，认为食肉让大脑能够以

肠道为代价进行演化。但是，这些理论都有

一个根本问题：它们依赖于关联数据，因此

无法揭示因果关系。

此次，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人员

默里希奥·刚泽拉斯-弗雷罗和安迪·格德

纳开发的新预测模型表明，人脑大小的演

化 响 应 了 大 量 不 同 因 素 ，其 中 60%是 生 态

的，30%是合作相关的，10%是群体竞争相

关的。而相对来说，个体之间的竞争并不

那么重要。

在随附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科学家理查德·
迈克厄里斯认为，以上发现值得深思，因为它

意味着社会复杂性更有可能是人类形成较大

脑袋的结果而非原因，而且人类本性更有可

能源自生态上的问题求解和累积文化演变，

而非社会操纵。

人脑为什么这么大？60%是生态因素！
新 模 型 有 助 厘 清 人 类 演 化 中 重 要 争 议

5 月 27 日，上海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上海

论坛”今年如期召开，14个分论坛中，“全球化

北极”系列议题首次列入其中。

这 是 自 今 年 1 月 26 日《中 国 的 北 极 政

策》正式发布以来，由国际、国内科技界和

教育界共同努力促成的高质量对话平台，

也是俄罗斯、加拿大、英国、挪威、芬兰、丹

麦等国的权威科学家第一次来到中国，共

同讨论北极的全球治理与亚洲特别是中国

的大国责任。

参与北极治理体现中
国的大国责任

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博士后桑娜·
考普拉即将出版《中国和大国责任：应对气候

变化》一书，该书表达了对中国角色的期待：

“自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作为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碳排放

大国，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在气候变化

的全球治理方面具备实际领导力。”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米歇尔·拜

尔斯教授说，一直以来，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

法等各种多边协议的维护者。他举例，在多

国达成的不在北极公共海域捕鱼并开展国际

科学合作研究的多边协议中，中国也签署了

相关协议，说明中国在参与特定区域治理中

体现了大国担当。

桑娜·考普拉呼吁，中国不应仅作为全球

共同事务的规则跟随者，还应力争成为规则

制定者。“中国将是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的角色，在国际法框架下，在尊重北极国家主

权的基础上，开展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

北极和参与北极治理的活动。”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回应。

分论坛主席拉普兰大学教授莱西·黑尼

嫩提到，在其组织编撰的《2018北极年鉴》中，

将有两个章节专门讨论新增的“中国和北极”

议题。

北极科技跨国合作需
中国更多参与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芬兰赫尔辛基大

学陆地—大气地球系统研究所马库·库尔玛

拉教授做了很多大气污染的研究，其团队已

开展了从全球变暖、人口变化、洁净水、大气

质量到地面系统与大气反馈新机制的跨学科

研究。这项国际合作，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和

俄罗斯的科研机构都参与其中。

赫尔辛基大学陆地—大气地球系统研究

所研究协调员乔尼·库简苏认为，中国参与极

地研究是好事，有利于制定适合北极地区发

展的全球政策并进行效果评估，以期让科研

结果的影响范围超越科研界本身。

俄罗斯北方（北极）联邦大学校长艾莉

娜·库的利亚斯霍瓦教授认为，在北极研究国

际机构网络中，中国研究力量不应缺位，只有

各利益相关方共同认识北极，才能合理地开

发和利用北极。

布局北极科技研究力
量是当务之急

相对于俄罗斯、加拿大、挪威、芬兰、丹

麦、冰岛等北极圈高纬度国家，中国与日本、

韩国等都是后来者，三个国家已就北极政治

经济学等社科课题展开国际合作。此外，上

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海洋研究有优势的机

构，也开展了船体钢材、遥感、海冰监测等课

题研究。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北极研究起步较晚，

没有全面和系统的学科设置。来自上海迈历

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的张毅向科技日报记者证

实，在其向航运企业提供的精确海洋信息和

各类数据中，来自中国科研机构产生的核心

数据不足为道。

“鉴于科学研究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

排头兵，因此，梳理现有研究力量并合理设

置北极相关自然科学研究方向，是提升中国

参与治理北极事务能力的当务之急。”张耀

建议。

“未来北极作业新技
术”面面观

国际海洋组织最近完成新一轮谈判，禁

止高碳排放船只在北冰洋海域通行。越来越

严的环保要求，对各国的海洋特别是北极科

技的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分论坛主席、特罗姆瑟大学—挪威北极

大学教授托宾·爱尔托夫特在复旦大学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陶丁的协助下，组织

了数位国际北极科技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

探讨“未来北极作业的新技术”。

与会专家讨论认为，基于轨道卫星、无

人 机 和 地 面 雷 达 等 的 多 层 次 综 合 遥 感 技

术，在海冰监测、搜救等方面，能提供综合

的多层级技术架构和优势互补的手段；基

于多元过程的系统模拟和基于整体目标的

北极船舶设计，为北极航运提供了更为宏

观视域的可应用工具；对北冰洋特定航道

的经济收益与损失的比较探讨，是各利益

相关方开发和利用北极必须面对且需要深

入研究的课题。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海洋研究室副主

任李丙瑞提到，“雪龙”号科考船此刻正在上

海休整，今年 7 月—9 月，它将开启第九次北

极之行；中国造 1.4 万吨“雪龙 2”号极地科考

破冰船也在建造当中，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科技日报上海5月27日电）

全球化北极：国际科技合作新坐标
——2018上海论坛关注中国在北极事务中肩负的大国责任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俊鸣）旨在为全球可

持续发展提供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未来地

球计划”第二届中国国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委会）25日在广东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成立。第

二届中委会进一步加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

科的合作，其秘书处与联合国咨商工作环境专

业委员会秘书处同时落户中山大学。

“未来地球计划”是由国际科学理事会和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联合国环境署等组建的为期十年的大型

科学计划（2014—2023）。该计划的中委会是

中国科技界参与国际科联活动、推动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委会

主席秦大河院士在大会主旨报告《国际未来地

球计划动态》中指出，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

社会面临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委

会将加强运用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等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以取得科学突破，找到

重大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美丽中

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

会上，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王庆林副部

长宣读了第二届委员会成员名单。据第一届

中委会秘书长周天军介绍，与上一届不同的

是，第二届中委会进一步提高了人文和社科，

特别是媒体和企业的委员人数，以加强与政

府和公众等的互动。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在大会致辞时

表示，中大大气学院的历史底蕴和近年来的

进步，加上人文社科的融入，必将促进“未来

地球计划”工作。

第二届中委会秘书长董文杰教授介绍了

未来工作计划，他表示，将召开有关大城市经

济发展与气候变化问题的论坛；推动有关气

候变化研究的论文发表；以新媒体等手段促

进中委会工作等。

与会专家还重申了香山会议三点倡议：

设立“未来地球计划”研究重大专项，推动实

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发起以我

国为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未来地球”国际

大科学计划，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创新之

路”“绿色之路”；推动成立由国家领导人牵头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未来地球”国际合作委

员会等工作。

“未来地球计划”再启中国新征程
第二届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山大学

“雪龙”号科考船 新华社发

本周焦点

人体中存在“组织者”细胞群
近百年来一直存在于理论假设中的一

种帮助组织并指导胚胎发育的细胞群——

“组织者”（Organizer），首次被证明存在于人

体组织中。该研究由美国科学家团队利用

“人鸡胚胎”实现，其为早期胚胎发育提供了

一个新模型，并确立了一个能促进人们进一

步理解这些细胞运作方式的系统。

本周明星

日科学家预言存在双重子态粒子ΩΩ
日本联合研究小组利用超级计算机模

拟，在理论上预言了一种新粒子——双重子

态粒子ΩΩ的存在。这项研究成果首次成

功实现了从量子色动力学导出重子间的作

用力，可望阐明基本粒子夸克如何组合物质

这一现代物理学的根本性问题。

一周之“首”

太阳系内确认首个“星际移民”
法国科学家通过模拟研究，确认了太阳

系内首个“星际移民”岩石天体。这颗名为

2015 BZ509 的小行星来自宇宙其他地方，

闯入太阳系，目前位于木星轨道，且似乎已

在此“居住”了数十亿年。研究人员称，这颗

小行星将帮助科学家厘清太阳系的组成，也

将为他们提供地球生命如何诞生的线索。

首只无线飞行机器昆虫问世
第 一 只 无 线 飞 行 机 器 昆 虫 振 翅 起 飞

了——美国科学家首次让其研制出的“机器

蝇”（RoboFly）独立振翅飞行，这或许只是微

型机器人的一次小振动，却是整个机器人领

域的一个大飞跃。

技术刷新

“暗黑”相机可直接为系外行星拍照
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款名为“暗黑”

（DARKNESS）的相机。这是迄今最先进的

相机，其依靠极灵敏的超导探测器收集来自

遥远世界的光线，可直接对附近恒星周围的

行星成像，在寻找另一个地球的伟大征程中

“大展拳脚”。

本周争鸣

新证据！“行星九”或真的存在
多年来，天文学家一直在争论太阳系是

否真的存在第九颗行星——所谓的“行星

九”（Planet Nine），而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学

家报告说，他们发现一颗遥远小行星 2015

BP519 的轨道角度非常奇特，认为该天体被

一颗尚未现身的行星牵引到“异常轨道”。

这一发现为“行星九”存在增加了新证据。

前沿探索

医用纳米粒子可为农作物输送营养
脂质体作为一种先进的纳米药物传递系

统，其优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以

色列团队最近发现，除了用于人体外，递送药

物的医用纳米粒子也可以帮助治疗农作物的

营养缺乏症，其将在农业生产领域帮助大幅

提高作物产量。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5月21日—5月27日）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7日电 （记者张
梦然）屏幕前久坐伤身？据近日发表在

开放获取期刊《BMC 医学》上的一项研

究，科学家通过 39 万余人的大规模观察

研究发现，握力较差、身体素质较差以及

运动较少的人，最容易因久坐于屏幕前

而增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及肿瘤的患

病率。

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者们发

现，看电视或用电脑时久坐带来的健康损

害，在低握力或低身体素质的参与者中是

高握力、高身体素质参与者的两倍。研究

人员表示，增强力量、改善身体素质可能可

以抵消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

团队成员卡洛斯·塞里斯称，他们的研

究表明，在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面前并非

人人平等。不爱运动的人受到的影响最

大。这可能可以给公共卫生指南的制定带

来一些启发，因为针对身体素质较差、力量

较小的人进行干预，减少他们静坐的时间，

可能是很有效的办法。

研究人员还指出，握力可以作为一个

有效的衡量指标，帮助找到最能从减少静

坐时间中获益的人群。想在医保和社区

体系下进行身体素质测验并不容易，而检

测握力是一种快捷、简单又便宜的方法，

比较容易在不同的场景下作为筛查工具

进行推广。

此 次 研 究 中 分 析 的 共 391089 人 的

数 据 ，来 自 一 个 大 规 模 前 瞻 性 人 群 研

究 ——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

这 个 研 究 中 使 用 的 数 据 包 括 全 因 死 亡

率、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的发病率，以及坐

在屏幕前的时间、握力、身体素质和体力

活动情况。

研究人员同时提醒，研究中的静坐时

间和体力活动情况均为自我报告数据，可

能会影响到最后结论中的关联强度。作

为观察性研究，本文也无法得出因果性的

结论。

注意了，注意了！久坐屏幕前的后

果不仅仅是头晕眼花、腰酸背痛。长期

如 此 ，还 会 增 加 一 些 重 大 疾 病 的 患 病

率。其实久坐屏幕前对身体不好，绝大

多数上班族是深有体会的。但大家依然

常常被久坐“套牢”，工作忙只是原因之

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它的危害性认识

不足。看完这条新闻，你可以站起来活

动一下身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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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联合国 5月 26日电 （记者

冯卫东）为期一周的世界卫生大会 26 日

在日内瓦闭幕。各国代表为世界卫生组

织 今 后 5 年 的 工 作 制 定 了 新 的 战 略 计

划 ，其 中 包 括 一 项 雄 心 勃 勃 的“ 三 个 十

亿”目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闭幕式上

表示，这项新战略计划为世卫组织制定了

新的方针。其中的“三个十亿”目标为：力

争到 2023 年，让享受全民健康覆盖人口增

加 10 亿；出现突发卫生事件时，能够得到

更好保护的人口增加 10亿；让享有更好健

康和幸福的人口增加 10亿。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们还就孕产

妇、婴幼儿营养和脊髓灰质炎病毒遏制等

议题达成了一致。

在营养方面，与会代表一致重申其投

资和扩大营养政策和方案以改善婴幼儿

喂养的承诺。代表们总结指出，实现世界

卫生大会全球营养目标的努力进展缓慢

且不均衡。世卫组织正在引领全球改善

营养的行动，其中包括一项全球倡议，使

所有医院都成为提倡母乳喂养的爱婴医

院，扩大青春期女孩贫血的预防范围，并

通过喂养辅导防止儿童超重。世卫组织

针对“营销母乳代用品守则”的实施已经

发布了一份新报告，根据报告，又有 6 个

国家在 2017 年通过或加强了立法，规范

母乳代用品的营销。

对于脊髓灰质炎，截至 2018年 5月，全

球仅报告了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

家的 9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例。代表们审

查了应急计划，以消灭最后剩下的病毒

株。为了实现一个没有脊髓灰质炎的世

界，全球遏制行动不断加强，成员国还通过

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决定在数

量有限的设施中继续保留脊髓灰质炎病

毒，以服务重要的国家和国际职能，如生产

脊髓灰质炎疫苗或研究。至关重要的是，

要在严格的生物安全和储存条件下适当保

存病毒材料，以确保病毒不会意外或故意

释放到环境中，从而再次引发易感人群疾

病的暴发。

谭德塞在闭幕致辞中表示，健康是通

往和平的桥梁，健康有力量改变一个人的

生活，也有力量改变家庭、社区和国家。

世卫组织确定今后五年“三个十亿”目标

5月 27日，日本东京都消防厅在东京湾晴海码头举行了水上巴士火灾救援训练。在
训练演习中，直升机和水上摩托车对“负伤乘客”进行紧急救助，消防艇和直升机紧接着向

“失火”的水上巴士喷水。
图为直升机配合消防艇对“火灾”船只进行喷水灭火训练。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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