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17日电（记者刘海
英）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院 17 日发布新闻公

告称，该院一研究小组发现了 12 颗木星卫

星，这使得木星已知卫星总数达到 79颗。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卫星的发现有助于

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太阳系早期演变过程。《科

学》杂志随后发文称，研究小组发现的 12 颗

卫星中，有 2 颗去年已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确认。

迄今已发现的木星卫星可分为三个群

组，分别是距离木星最近的伽利略卫星群、距

离木星最远的外围逆行卫星群以及居于这二

者之间的顺行卫星群。研究人员称，他们发

现的 12 颗卫星中，有 9 颗位于外围逆行卫星

群，它们的轨道方向和木星的自转方向相反，

公转时间大约为两年。这 9 颗卫星分处三个

不同的轨道分组，因而被认为是 3 颗曾经较

大的卫星与小行星、彗星或其他卫星碰撞分

裂后的残余物。

还有2颗新发现的卫星位于距离木星稍近

的顺行卫星群中，它们的轨道方向与木星自转

方向相同，公转时间不到一年。因轨道距离、轨

道倾角都很相似，因而这 2颗卫星被认为是由

同1颗较大卫星分裂产生的碎片所形成。

而 最 后 1 颗 新 发 现 的 卫 星 则 显 得“ 另

类”。这颗卫星很小，直径不到一公里，很可

能是目前已知木星卫星中最小的 1 颗。作为

顺行卫星，它比其他顺行卫星距离木星更远，

轨道倾角更大，公转时间相对更长，绕木星一

圈大约需要一年半。研究人员认为，这颗“另

类”卫星很可能是曾经更大的 1 颗顺行轨道

卫星碰撞后的最后残余。

这些卫星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太阳

系的早期状况。研究人员称，木星各轨道群

中小卫星的大量存在表明，太阳系行星形成

之后，行星卫星间曾发生过多次碰撞。

又发现12颗木星卫星 9颗处于“逆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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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面面观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嘉兴 7月 18日电 （记者付毅
飞）2017 年 6 月，首颗国产广播电视直播卫星

“中星 9A”在发射中遭遇火箭三级工作异常，

经过半个多月的“营救”才进入工作轨道。虽

然目前卫星工作正常，但多次变轨造成的燃

料消耗，将使其工作寿命受到影响。

“中星 9A”只能接受“悲壮”的命运吗？

未必。记者 18日从浙江嘉兴举行的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首届创新创意大赛上获悉，该集团

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策划的在轨服务飞行器

项目，有望为燃料耗尽的卫星提供“太空救

援”服务，实现空间资产利用的最大化。

燃料是限制卫星寿命的重要因素。许多

“老当益壮”的卫星工作能力完全正常，却因燃

料耗尽，不得不终结使命。为此，国外正在开

展卫星加油飞行器的研究，我国在跟进最新技

术发展趋势的同时，针对现役航天器创新提出

了更加简单高效的“太空救援”发展思路。

五院在轨服务飞行器项目技术负责人胡

迪介绍，该飞行器是要依靠机械臂与需要救

援的卫星对接，带着卫星飞行，来维持其工作

轨道。原本快要“飞不动”的卫星，搭上这辆

“太空救援车”以后，就能“延迟退休”，继续开

展工作了。

该项目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服务模式上，目

前技术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基本达到工程应用

条件。下一步，飞行器的研制大约需要 2年多

时间，何时投入应用则要根据任务需求决定。

据了解，前文提到的“中星 9A”，目前已被

列为在轨服务飞行器的潜在服务对象之一。

但最终能否实施，需结合商业模式、经济成本、

技术可行性等多方面综合分析后才能确定。

“太空救援车”可让卫星“延迟退休”

当设计师汇报方案时，丁肇中教授把自

己的座位移到离大屏幕最近的位置，皱起眉

头，盯紧 PPT 中的每一处细节。3 个小时里，

这位 82岁的老人质疑、纠错、再质疑、再纠错，

把气氛搞得像一场考试。

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祖籍在山东日

照，日照市科技馆要把丁肇中科学生涯中对

现代物理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6 个著名实

验的模型都做出来展示，其中 AMS 阿尔法磁

谱仪模型的制作难度系数最大。为此科技馆

不惜重金邀请顶级设计师打造模型。

7 月 12 日晚，发生在科技馆里的这一幕，

将科学家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展现得淋漓尽

致。

电子无体积，有半径，丁肇中独辟蹊径证

明了“量子电动力学”的正确性，但当 PPT 上

多次出现“电子半径小于 10 的负 14 次方厘

米”的表述时，他又一次打断设计师的话，“这

个尺寸是在 1965 年的实验中测定的，而随着

探测设备灵敏度准确度的提高，到了 2003 年

L3实验后，这个数字已经是小于 10的负 17次

方厘米了，不能一概而论”。

屏幕上出现一组实验效果图，丁肇中马

上表示有几张“看不明白”，“这些图是在哪里

找到的？谁提供的？”

设计师顿时“露了怯”：“网上查到的。”

丁肇中严肃起来：“这个不是实验效果该

有的样子，这些图连我都看不懂，让别人怎么

理解？”

普通人难以理解眼前这位实验物理学家

的固执和“不通人情”。他却坚持：“我做实验

为什么多年都没出问题？因为我自己能力有

限，不懂的事情一定不会说懂。你要给我解

释，尤其是航天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航天的实

验，一切等我听懂了之后再做决定。”

AMS 在太空中每天都发回海量数据，其

分析过程繁琐，但“去伪存真”是科学精神的

重要一环。丁肇中表示，他通常组织 2—6 支

国际合作队分析同样的数据。“最后将数据写

成一篇文章，这 6 组先讨论，讨论后所有人都

到我办公室来，我做投影，然后一句一句地

念，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

要讨论，所以通常一篇文章要讨论 3 个小时。

之后又有很多的改变，再讨论，通常要讨论到

第 20 遍。最后再发表。”丁肇中强调，假设有

任何的怀疑，绝对不发表。

在审查国际空间站的设计模型时，丁肇中

发现里面有错误，要求纠正，这难住了设计师：

“设计制作国际空间站模型存在一定难度……”

丁肇中问：“你们跟国际空间站那边有联

系吗？”设计师答：“没有。”“谢女士（丁肇中行

政助理），请把我的手机拿过来。”尽管已是深

夜，丁肇中执意拨通了国际长途，与国际空间

站工作人员沟通，马上解决模型中的错误……

两次汇报会，丁肇中共为 AMS 阿尔法磁

谱仪模型的设计方案纠错 42处。

诺奖得主丁肇中的42次“纠错”

7 月 18 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工作调度会上，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以下简称“行

动”）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地方品

种和主要作物野生近缘种丧失速度惊人，在

湖北、湖南、广西、重庆、江苏、广东 6省 375个

县，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的数目 1956 年为

11590 个，2014 年仅剩 3271 个，主要粮食作物

地方品种数目丧失比例高达 71.8%。

2015年，我国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计划用 5—6 年时

间，对全国 2228 个农业县进行农作物种质资

源全面普查，对其中 665个县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进行抢救性收集，为现代种业和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建设提供信息和材料支撑。

在此次普查收集行动中，浙江省宁海县

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发现了清代康熙皇帝

亲自发现和培育的稻种——“御田胭脂米”，

其色如胭脂，米中维生素 B1、B2 含量比普通

稻米高，镁、硒、锌等矿物质含量也远高于普

通稻米。

抢救性收集种质资源
29763份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在对 12 省 830 个

县的全面普查中发现，各省优质、抗病、耐瘠

薄等特性突出的地方品种丧失速度明显加

快。以单一作物水稻为例，94%的水稻地方品

种已在湖南丧失。而其他主要作物地方品种

的“消失”情况与水稻基本一致。

据了解，“行动”中，共抢救性收集各类

作物古老地方品种、种植年代久远的育成品

种、国家重点保护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及

其 他 珍 稀 、濒 危 野 生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29763

份。经与国家种质库（圃）保存资源信息比

对，这些资源中的 85%为新收集资源。其中

已完成调查的 10 省 623 个县中，有 68 个县的

种质资源从未被收集保存，占已开展普查县

的 10.9%。

同时，在抢救性收集中，发掘出了一批优

质、抗病、抗逆、有特殊营养价值的特优特异

种质资源，如广东省连山县发现了种植于山

坡地的“地禾糯”“地禾粘”，这种古老的旱稻

地方品种，能抗稻瘟病、耐瘠薄，是山区农民

食用稻米的主要来源，种植历史超过百年。

广西省上思县发现的野生葡萄，能高抗霜霉

病和根结线虫，对抗病品种改良具重要利用

价值。

珍贵品种散落农家
需抢救性收集

调度会报告中，专家认为我国尚有一批

古老地方品种和特色种质资源分散保存于农

家，亟待抢救性收集。

依据农民认知和初步鉴定，已发现并收

集到一批有重要利用价值的特色种质资源。

不过，截至目前，“行动”计划中未有深度鉴定

评价的经费预算，使诸多具开发潜力的优异

种质无法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专家建议

启动重点专项解决这一问题。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目前在

科普宣传与舆论引导上还需要加强，以提升

全社会参与保护种质资源多样性的意识和行

动，推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持续稳定

发展。

下一步，“行动”小组将继续推进 2018 年

启动的四川和陕西 2 省（市）207 个县的普查

与征集工作，并开展江苏、广东、浙江等 8 省

（市）58个县的普查与抢救性收集。

（科技日报长沙7月18日电）

湖南已丧失 94%的水稻地方品种

珍贵地方种质资源再不“抢救”就晚了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秦晓涵

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我

们从“两场汇报里纠错 42处”这

件事上便可以看出。

没 有 人 能 轻 易 地 获 得 诺

奖，是积累，是性格，是执着，是认真，支撑他

们“鹤立鸡群”。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过不

少诺奖得主、院士大家。我发现，在他们身

上，“眼里揉不得一丁点沙子”的认真劲儿体

现得非常突出，也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认真，

不怕繁琐的执着，寻根究底的坚持，成就了他

们常人难以企及的事业高度。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离不开鼓励创新、包

容创新的社会环境，更需要科研工作者杜绝

“差不多就行”的浮躁心态，重视积累，认真执

着，用大成果、大项目为我国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点评人：山东省科学院原副院长王
军成）

专家
点评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刘维帅

“诚信是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是科学

家遵循的首要道德准则。离开了科研诚

信，创新就会受到质疑。当道德标准无法

成为约束手段的时候,就需要强有力的制

度建设来弥补。”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意

见》），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李真真说，《意见》将科研诚信建设提至战

略高度上，明确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责任、

加强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等，让改革

举措更细更实更有操作性。

学术不端行为严重
背离科学精神
“正如《意见》开篇所言，‘科研诚信是科

技创新的基石’。”李真真指出，加强科研诚信

建设旨在通过一套与科学精神相契合的制

度安排，使诚信要求内化于心、见之于行。

“科学精神源于求真求实精神以及理

性与实证传统，依赖于一套严谨的方法和

缜密的检验，以保障创新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李真真认为，科学精神映射于行为层

面，体现了科学家持有的一些共同信条，进

而落实为一套从事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

“游戏规则”，诚信便是其一。

“科研不端行为严重背离以‘求真求实’

为核心的科学精神，损害良好学术生态，成

为科技创新的一大羁绊。”李真真表示，在我

们踏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征程的今

天，更加需要以科学精神凝聚创新力量，“而

科研诚信建设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让科学

精神植根于我们的内心、照亮前行的道路”。

全球范围内处置学
术不端最强措施出台
“近年来，我国初步构建了以《科技进步

法》为统领、约束与激励并重的科研诚信制

度体系，建立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

度，形成了齐抓共管的科研诚信建设格局。

但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责任还需进一步明

确，《意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科技部

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介绍，《意见》

体现了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

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

对此，《自然》发文称，新规是迄今为止

全球范围内处置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强措施。

贺德方指出，《意见》提出对严重违背科

研诚信要求的责任人，实行“终身追究”和“一

票否决”，并明确调查处理规则，体现了惩治

严重科研失信行为的高压态势。同时，对从

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

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

机构，《意见》首次明确要求市场监督管理、公

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向专业化管理迈出
重要一步

为何在高压态势下，学术失信行为仍

时有发生？专家认为，科研机构和专业学

会主体责任弱化，成为科研诚信规范管理

的主要障碍。

有调查显示，尽管各高校、科研机构设

有“学术道德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等学

术监督机构，但人员多为兼职。“科研诚信管

理需要专业队伍而非行政人员，如美国，在

科研机构设立责任官员实施专业化管理，为

当事人提供咨询和帮助，并对违规事件有一

套专业化的处理程序和标准。”李真真说，《意

见》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

系，向专业化管理迈出重要一步。

《意见》强调，加强对科研人员、教师、青

年学生等的科研诚信教育。科研诚信教育、

建立健全学术期刊管理和预警制度等，彰显

了科研诚信建设前端治理的制度创新。

在李真真看来，科研诚信前端治理往往

要比后端惩处更为复杂。同时，“哪种不端

行为或何种程度的不端行为应当受到何种

处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给后端的实际

处理造成困难”。对此，李真真建议，前端治

理与后端惩处的相应措施还应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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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万里行

作为全国首批12个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之一，杭州
市正努力打造“信用免押金城
市”。据了解，2018年杭州将以

“住、行、游”三大领域为重点，让
在杭州学习、工作、生活和旅游
的人，都能够凭借良好的信用记
录享受到免押金和后付费的便
捷生活。

图为 7 月 18 日，市民在杭
州图书馆利用信用评分免押金
借用图书。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杭州打造

“信用免押金城市”

7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国中小企业
投融资交易会暨2018中国普惠金融展
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会
以“普惠金融”为主题，设立银行金融机
构、普惠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小企
业双创服务、双创项目等展区，促进广
大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服务实体经
济。

图为参展商展示的新型油电混合
农业植保无人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小微企业

借势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