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欧洲航天局（ESA）的普朗克太空

望远镜发布了早期宇宙的最终地图，这预示

着普朗克任务已经奏响“最后的乐章”。

普 朗 克 是 研 究 宇 宙 微 波 背 景 辐 射

（CMB，宇宙大爆炸的微弱余辉）的三大太空

望远镜系列中的最后一个，它使科学家获得

了迄今对宇宙的年龄、几何形状和构成的最

精确测量结果。

但欧洲和美国的机构都不打算为后续太

空任务提供资金，这在宇宙学家心中埋下了

隐忧。

普朗克任务结束，相
关人员纷纷另谋他路

20 多年来，许多基于地面和热气球的实

验以及三个主要的太空望远镜对 CMB 进行

了研究。他们主要专注于绘制天空中 CMB

温度的微小变化，以创建宇宙地图。

从 2009 年到 2013 年，普朗克太空望远镜

收集到的前所未有的精确数据，帮助科学家

确定了宇宙的年龄（约 138 亿年）、几何形状

（基本上是平的）及其组成（95%的暗物质和暗

能量）。特别重要的是，最新发布的数据巩固

了早期基于普朗克数据的预测，即宇宙的膨

胀速度应该比目前观察到的慢 9%。

未参与普朗克任务的爱尔兰梅努斯大学

理论宇宙学家彼得·科尔斯表示，温度图谱和

它们产生的科学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据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官网 7月 24日

报道，普朗克任务项目科学家、宇宙学家简·
陶伯说：“整整一代年轻科学家与普朗克一起

成长。”而随着普朗克任务的结束，研究人员

纷纷转向其他项目。

巴黎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西尔维亚·加利

2013 年成为普朗克团队的一员，并帮助领导

了这项最新研究。现在，她可能会和许多同

事一起加入欧几里德（Euclid）望远镜项目。

该项目由 ESA 主导，将在前所未有的尺度上

绘制宇宙星系图。定于 2021年发射的欧几里

德是一种老式的光学望远镜，而非微波探测

器，在技术上与普朗克不同。

另一位普朗克项目组成员、英国塞克斯

大学博士后朱利安·卡隆目前已加入智利的

西蒙斯天文台。他说，西蒙斯天文台吸引人

的一个地方是，使用引力透镜有可能解决另

一个基本物理问题——估算中微子这种基本

粒子的质量。

CMB 偏振成新关注
点，有望揭示宇宙暴胀之谜

普朗克即将谢幕，对 CMB 的其他参数进

行详细测量成为新的研究关注点，其中包括

CMB 的偏振——微波电磁场在特定方向上

对齐的轻微趋势。研究人员希望从中找到宇

宙发生暴胀（宇宙大爆炸后短暂时期宇宙呈

指数级的膨胀）的标志。巴黎天体物理研究

所普朗克任务高级研究员卡里姆·博纳伯德

说，宇宙学家还可以通过研究 CMB 的偏振如

何使时空弯曲，来测量物质在整个宇宙中的

分布，这种效应被称为引力透镜。

普朗克也绘制偏振，但其灵敏度有限。

巴黎狄德罗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雅克·德拉布

鲁耶帮助设计了普朗克望远镜，他说：“只有

10%的偏振信息被利用，CMB 仍有很多秘密

有待揭开。”

目前，仅有几个美国团队正在用地面和

气球设施测量偏振，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和 ESA 都拒绝资助新的大型卫星研

究 CMB。原因之一是，实验尚未找到宇宙暴

胀的偏振特征。位于南极的 BICEP2 望远镜

团队 2014 年声称检测到了该特征，但普朗克

数据显示它只是银河系中的尘埃。在最新研

究中，普朗克团队还在 BICEP2数据的帮助下

寻找暴胀的特征，但一无所获。不过，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宇宙学家理查德·戈特说：“我们

还没有看到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美欧航天局拒绝继续
资助，科学家积极寻求对策

缺乏重大的 CMB 任务让很多研究人员

深感担忧，加利说：“在科学上，这将是一场灾

难，这些年来积累的大量专业知识和技能都

有失去的风险。”

为此，科学家正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许

多美国团队现在正在联手寻求资金建造一个

价值 4 亿美元的下一代地面望远镜网络——

CMB-S4，它对暴胀特征的敏感度超越所有

“前辈”。陶伯说，这是即将浮出水面的下一

个大事件。

许多 CMB 研究人员则继续支持太空任

务。英国卡迪夫大学的普朗克宇宙学家埃米

尼亚·卡拉布雷塞正积极推动欧洲加入日本

拟议的“轻鸟”（LiteBIRD，“宇宙背景辐射 B

模偏振与膨胀探测研究轻型卫星”）探测项

目，这一任务旨在以更低成本寻找宇宙暴胀

的标志。卡拉布雷塞说：“这一任务的想法是

建立一个更小、更集中的卫星。但从太空中，

它仍然具有看到整个天空的优势，这是从地

面无法完成的事情。”

有人则希望欧洲航天局能与印度合作，

提出另一项偏振任务——CMB-Bharat。

其 他 宇 宙 学 家 则 正 试 图 在 欧 洲 启 动

CMB-偏振研究。意大利米兰大学普朗克高

级成员戴维德·梅诺正在与意大利主导的偏

振实验开展合作，该实验将以西班牙特内里

费岛为基础。研究人员表示，如果基于地面

的实验甚至可以看到宇宙暴胀的迹象，那将

鼓励太空机构为重大任务提供资金。

（科技日报北京7月26日电）

普 朗 克 谢 幕 ，下 一 步 呢 ？
——美欧拒绝资助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后续任务引担忧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25日电（记者刘海英）
美国一研究小组25日在《自然·方法》杂志线上版

发表研究论文称，他们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利用

人类干细胞创造出了第一个具有髓鞘生成功能

的脑类器官。这个“迷你大脑”能更精确地模拟

人类大脑结构和功能，有助科学家更深入地观察

大脑发育过程，研究大脑疾病并测试新药。

所谓类器官，实际上是一种三维细胞培养

系统，其与体内来源组织或器官高度相似，具有

对应器官的一些关键特性。类脑器官技术是类

器官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大脑发育研究、疾

病建模、药物研发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一直以来，科学家创建的类脑器官中

都缺少一个关键成分——可生成髓鞘的少突

胶质细胞。髓鞘是包覆神经纤维并帮助神经

元发出信号的物质，当其受损时，神经元则不

能有效地相互沟通。

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在多发性硬化症、脊

髓损伤等与髓鞘受损相关的疾病中，少突胶

质细胞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缺少含有该细

胞的类脑器官，他们很难进行深入研究，对具

体情况知之甚少。

此次，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纽约干细胞

基金会研究所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三家机构研

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找到了一种生长因

子的特定组合，首次培养出含少突胶质细胞

的类脑器官，为髓鞘疾病病理研究及药物测

试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研究表明，髓鞘增强药物能促进类器官

中少突胶质细胞生成髓鞘，表明该类器官可

用于髓鞘恢复药物的药效测试。此外，团队

还利用佩利措伊斯—梅茨巴赫病（一种遗传

性髓鞘形成疾病）患者的干细胞，培养出可成

功模拟该疾病特征的类脑器官，表明新开发

的类脑器官技术也可用该种疾病研究。

新研究将少突胶质细胞纳入到类脑器官

中，填补了类脑器官模型研究的关键空白。

下一步，团队计划将其用于多发性硬化症的

研究，以测试靶向少突胶质细胞的药物在刺

激髓鞘形成方面的效果。

“迷你大脑”首次具备髓鞘生成功能
可 用 于 研 究 多 发 性 硬 化 症 等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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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25日发表多篇论文

合集，集中探讨了热带地区科学和社会挑

战以及筹划中的解决方案。其中综述文章

研究了本地和全球胁迫因子对热带地区生

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包括土地利用变化、污

染和气候变化等。文章警告称，如果不即

刻果断行动，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风险将会显著增加。

热带地区气候稳定、水热条件好，动植

物群落有足够时间演化出高多样性，生物

资源极其丰富。

在名为《超多样性热带生态系统的未

来》的文章中，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研究人员

约斯·巴娄及其同事指出，热带陆地、淡水

和海洋生态系统涵盖了全球 78%的物种，

包括几乎全部浅水珊瑚和超过 90%的陆地

鸟类。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更是地球上面积

最大、对人类生存环境影响最大的森林生

态系统。

然而，这一生态系统正受到无处不在

的威胁因子和这些因子相互作用的破坏，

如森林砍伐、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

团队详细评述了这些胁迫因子造成的

影响以及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作

用，如人口增长、全球化、治理不力和研究

能力不足等。研究人员认为，地区、国家和

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一致行动，防止热

带生物多样性的崩溃。

此次《自然》同时发表的论文合集，还

涵盖了热带雨林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热带

疾病药物发现所面临的挑战和进展，并探

讨了控制蚊媒感染面临的挑战、中低收入

热带国家与非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以及韩

国和中国学者共同展开的对厄尔尼诺—南

方涛动复杂现象的分析研究。

除了文中所述原因，从高纬度的寒带到

低纬度的热带，环境复杂性在增加，空间异

质性在增加，导致动植物群落的复杂性增

大，这也是热带物种高多样性的自然因素。

但这份“与生俱来”的馈赠，总会让人们轻易

忽视它的脆弱性。热带的生态系统变化并

不仅仅是区域问题，它终将影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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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6日电 （记者房琳
琳）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猎鹰 9”火

箭于北京时间 25 日 19 时 39 分再次立功，其

承担的美国铱星通讯公司下一代全球卫星计

划第七批 10颗卫星顺利入轨。不过，火箭第

一级海上回收成功，但回收整流罩的任务以

失败告终。

SpaceX 公司官网上的视频直播画面显

示，搭载 10 颗卫星的“猎鹰 9”火箭从加利福

尼亚州中部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约

两分钟后，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随后，整流

罩分离。

由于浓雾，视频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火

箭回收情况。发射约 7 分钟后，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确认了“猎鹰 9”火箭第一级已成

功降落在部署于太平洋的无人船“请看说

明”上。

57 分钟后，卫星部署开始，持续约 15 分

钟。随后，SpaceX 公司确认，10 颗卫星已全

部在近地轨道部署成功。

据了解，下一代全球卫星计划 Iridium

NEXT 拟 发 射 81 颗 卫 星 ，其 中 75 颗 由

SpaceX公司分 8次发射。

当天，SpaceX 还利用部署在太平洋上的

一艘名为“史蒂文先生”的特制回收船，尝试

“捕捉”至少一个坠落的整流罩，但回收未能

成功。

整流罩是运载火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

装于火箭顶部，用于保护卫星及其他有效载

荷，避免它们受到有害环境因素的影响。

目前，“猎鹰 9”火箭的单次发射成本在

6200 万美元左右，其中整流罩的生产成本约

为五六百万美元。回收和重复使用整流罩能

降低发射成本。

“猎鹰9”再送10颗卫星入太空
整 流 罩 回 收 未 果

科技日报北京7月26日电（实习生郭子
朔）据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科技新闻共享

平台 EurekAlert!25 日报道，一个集合法国、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材料科学家的国际团队发

现，高分子聚合物内部结构排列有序，可使有

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这项最

新研究发表在《材料化学学报 A》上。

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是当下前景最

被看好的两种发电方式。截至 2017 年，全

球 安 装 的 太 阳 能 电 池 板 发 电 总 功 率 达 到

400 千兆瓦。太阳能行业的飞速发展，主要

依赖于电池价格的持续降低和其效率的不

断提高。

引进新材料是改善太阳能系统的一种

方式。在太阳能电池板中，将光能转化为电

能所需的基本元件是光伏电池或太阳能电

池，它们主要由多晶硅组成，多晶硅是一种

硅的高纯度多晶形式。据了解，目前科学家

们正忙于寻找多晶硅的替代材料，而具有光

伏特性的有机高分子材料则是其中主要候

选者之一。

研究人员表示，在聚合物中加入氟原子

可有效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该方法被称

为氟化反应，曾被证实可增强聚合物光伏性

能，但其中原理却少有人知晓。该项新研究

则阐明了氟化反应通过改变材料内部结构，

对于电池效率产生的积极影响。

研究团队经过多次实验，选择出光伏特

性更好的有机高分子材料，并对其微观结构

进行进一步研究。经过 X 射线分析，发现该

种高分子聚合物内部结构排列更加有序。与

此同时，其分子的电荷载体具有较好的流动

性，使材料可以更好地进行导电。对于太阳

能电池，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研究人员之一、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功

能有机复合材料实验室负责人和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迪米特里·伊万诺夫教授说：

“这项研究的挑战在于选择能够提高电池效

率的分子能级以及研制出能使电荷传输到电

极的超分子结构。”

高分子材料内部结构影响太阳能电池效率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偏振图，由普朗克卫星测量。 图片来源：《科学美国人》官网

7月 25日，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在赫兹利亚市丹尼尔酒店举办建军节招待会，热烈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以国防部政治军事局局长帕尔提等政要和高级将领、部分国家驻
以武官，以社会各界友人、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及留学生代表共230余人应邀出席招待会。图为
张溯武官在招待会上致辞后举杯祝贺建军91周年。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上接第一版）
所以，国内科学家把《自然》《科学》《细

胞》作为投稿首选，不一定是取得首发权的

最佳策略。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是关于科

研评价错误政策的必然后果，起源是 1980

年代南京大学出于本校“脱颖而出”的目

的，引进了“数文章”的方法，进而为发在《自

然》《科学》等期刊上的文章给予奖金，其他

学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效仿。后果是种瓜得

瓜，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总数已列世界第

二，而过去30年，虽然中国研究经费飞速增

加，科研创新成果却未符理想，这是目前科

研创新的一个困局。要打破这个困局，正

本清源，就要废除“数文章”的做法，因为发

文章需要时间和精力，多发文章有害创新。

屠呦呦等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发表

于《科学通报》，国外几乎无人知晓，但临床实

践效果奇佳。38年后，经过介绍和诺贝尔奖

基金会调查验证，屠呦呦最终获得了2015年

诺贝尔奖，这就是首发权的重要之处。

一个反例是，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

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

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

的论文则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

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退稿有种种理

由，不一定是国别歧视，但是，投稿给自己

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比如，在特殊情

况下作者可以与期刊总编直接电话沟通。

需要培育期刊里的好国货

《科学》是美国人为美国科学家而办的

非牟利期刊，《自然》是德国人在英国办的

牟利期刊。两者为了达到其所设的目的，

办法是最大限度地把期刊办成一份国际性

的、公正快速的期刊，其国际性是手段而不

是目的。据此，国内科学家把自己最好的

论文投到《科学》《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说

是“为他人做嫁衣”，客观上伤害了国内的

科研期刊。究其原因，除了受上述“数文

章”错误评价政策的激励，还有国内期刊审

稿不够严格公正、缺乏科研诚信的问题。

要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和质量，促进

创新，我们建议：

一、尽快废除“数文章”的陋习。由科

学共同体（如中国科协及其下属学会）倡

议，科研单位不得在年报、提职审查、奖金

发放时“数文章”；科学家在网上自我介绍、

项目申请时，不得提到出了多少篇《自然》

《科学》的文章等。取而代之，科研单位和

科学家应该强调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发

现发明了什么、获得了什么重要的奖项。

要取消“数文章”，前提当然是要有一个公

正、及格的判断科研水平的办法。与 1980

年代不一样，目前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具有

国际水平、及格的科学家或评审专家，可担

当同行评议的重任。当然，亦要鼓励进行

国际评估。

二、国内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于 arXiv

的预印本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

发布平台（China Xiv）。我们建议，China

Xiv开辟一个栏目，规定刊登于国内期刊的

中文或英文文章，都要把英文题目和详细的

摘要发上去，这样的平台才有权威性，才能

吸引国外同行经常浏览。当他们对某篇文

章感兴趣，可直接联系作者，甚至找人把中

文翻译为英文。在1980年代，德国有名的出

版社 Springer曾经出版了一本英文期刊，叫

Chinese Physics，把中国重要的物理文章从

中文翻译为英文。可见，如果文章重要，中

国人自己不翻译，外国人也会去翻译。

三、为取得首发权，文章应在国内期刊

上首发，并同时在上述国内预印本平台发

布英文标题和摘要。如结果确实重要，可

尽快在国外发一篇补充性文章，在参考文

献中引用在国内首发的文章。

四、国内期刊要自我提升，严格审稿，减

少人情稿和垃圾文章。当国内文章投稿数

目大大增加时，必然会倒逼期刊改革。像环

境污染一样，把垃圾文章这种科研污染尽量

限制在国内，以减少贻笑国际的丑事。

做研究不一定要发论文，不重要的不

要发，想保密的不要发；要发就要发得聪

明，对于那些重大原创、高度竞争的科研成

果，应尽量在国内期刊上首发。这样也符

合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的愿望。

事实上，虽然科学家是国际共同体，但

科研期刊却是国际间互为竞争的商业组

织。当国内期刊较弱时，如果国内科学家

都不买单，好文章不往囯内投，国内期刊就

不可能做大做强。道理跟手机的国际竞争

一样，没有足够的国人买早期较差的国产

手机，就没有后来出色的华为手机。这是

一个支持民族企业的问题，要做到这点，就

要提倡爱用国货，评估制度不能鼓励大家

把好文章都往国外投。此外，允许民办科

研期刊，增加市场竞争。

国家通过奖励措施，可以让论文总数

大大增加，也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让论

文总数减少，从而提高质量。创新的未来，

寄望于“数文章”的终结，让科学家有充裕

的时间思考、探索。这是有例可援的：400

年前，在宗教意识形态管治严格的意大利，

伽利略做出了惊人的创新，成为现代科学

之父、一代宗师。除个人因素，这要归功于

当时选题自由、无人数他文章的客观条件。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

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

的：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

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

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

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作者林磊系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
学物理系教授，刘立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孙楠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