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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0日电 （记者刘霞）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的“新视野”号任务团队发布

了对迄今拜访过的最遥远天体——“天涯海

角”（Ultima Thule）进行飞掠获得的科学成

果，揭示了其发展历程、地质情况和构成。相

关细节已发表于《科学》杂志。

最新发布的是新年期间“新视野”号飞掠

“天涯海角”时收集的第一组数据，飞掠“天涯

海角”也是科学家首次对一个保存完好的星

子（行星形成时代的遗物）进行调查。

数据表明，“天涯海角”长约 36公里，由两

个截然不同的小天体组成：巨大的扁平体

（“天涯”）和圆圆的小天体（“海角”）通过“颈

部”连接在一起。

这两个天体如何形成这一形状？研究人

员解释称，它们很可能曾经像柯伊伯带中的

许多二元系统一样彼此绕轨道运行，直到一

些过程让它们“相吻”并“依偎”在一起。

科学家认为，为了实现这种“温和”的合

并，该二元系统的大部分轨道动量必然已消

散。但他们不知道，这应该归因于古代太阳

星云中气体产生的动力，还是由于“天涯”和

“海角”推开了其他与它们一起形成的天体，

让能量消散并使自身的轨道缩小。

“新视野”号首席研究员艾伦·斯特恩说：

“关于‘天涯海角’的发现将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理解太阳系形成的理论。”

在颜色和构成方面，“天涯海角”与柯伊

伯带区域的许多其他天体类似。它很红，是

探测器曾访问过的最红的外太阳系天体。科

学家认为，这种红色色调由其表面有机物质

的改变引起。“新视野”号在“天涯海角”表面

发现了甲醇、水冰和有机分子的证据，这种混

合物与航天器以前探测过的大多数冰体截然

不同。

“新视野”号现在离地球 66 亿公里，运行

正常，并以 53000 公里/小时的速度进入柯伊

伯带深处。飞掠数据仍源源不断传来，将持

续到 2020年夏末。

“新视野”号发布首批科学成果

“天涯海角”表面发现甲醇、水冰和有机分子证据

科技日报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医学》杂志20日发表一项人

工智能（AI）最新进展，美国团队报告了一种

能够根据胸部CT扫描来检测恶性肺结节的

人工智能，其表现与人类放射医学专家相

当，甚至超越后者。该深度学习模型提供了

一种自动化的评估系统，用以提高早期肺癌

诊断的准确性，帮助实施临床干预。

肺癌已经是美国最常见的癌症相关死

因，估计2018年的致死人数为16万人。美国

和欧洲的大规模临床试验表明，胸部检查可

以发现癌症，降低死亡率。但是，这种方法错

误率高、实用性有限，加之其他临床因素的影

响，许多肺癌在发现时已是晚期，难以治愈。

此次，美国谷歌健康研究部门（GHR）

的科学家丹尼尔·谢及同事，新开发了一种

深度学习模型。他们采用 42290 张 CT 扫

描图像进行训练，以便使人工智能在无人

类参与的情况下，预测肺结节的恶性程度。

结果发现，在 6716 个测试病例中，该

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以 94%的准确率，发现

极小的恶性肺结节。在无先前 CT 扫描图

像的情况下，该系统的表现超越所有 6 位

放射医学专家；而在有先前 CT 扫描图像

的情况下，两者表现不相上下。

研究人员提醒说，这些发现还需要经

过大规模的临床验证，但其仍然可以说明，

这一模型未来将推动改善肺癌患者的管理

和预后。

今年 1 月，美国 FDNA 分析技术公司

已训练人工智能在接受上万张真实患者面

部图像训练后，以高准确率识别罕见的遗

传综合征；而更早时间，谷歌旗下人工智能

子公司——“深度思维”也已成功使一种人

工智能算法通过分析医学影像检测眼病，

其寻找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老年

性黄斑退化这三大眼疾的迹象，比人类专

家的判断更为迅速高效。

AI医疗评估系统的诊断准确率达到甚

至超过人类医生，已不算新闻。它的优势

显而易见：不会疲惫，经验丰富。AI不会取

代医生，但也许会取代拒绝 AI 技术的医

生。不同水平的医生能对同一张片子作出

完全不同的判断，AI的出现，相当于给基层

医生配备了一流专家助手，在医疗资源不

那么丰富的地区，它具有现实的应用意

义。不过，现有医疗 AI领域公布的漂亮的

数据，都相当于研发测试阶段的结果，需要

走完完整流程，才有可能真正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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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学开发出能够

实时监测城市任何地段空气污染物浓度的

信息分析系统。研究人员认为，该监测系统

不仅有助于获取某个城市空气污染的详细

“地图”，还能用于制定污染物质排放标准。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世界上90%

的人呼吸的都是受到污染的空气。但目前

没有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以实时评估每

种污染物的排放来源（汽车尾气排放、企业

等）对城市空气介质生态状况的“贡献率”。

南乌拉尔国立大学自然和精密科学研

究所的“生态监测”项目致力于解决这一问

题，开发出一款基于数学模型的电脑软

件。该项目负责人、应用数学和编程教研

室副教授德米特里·德罗津介绍说：“我们

需要了解某一地段每种物质的浓度如何、

身处那里是否安全。如果有几家工业企业

坐落在城市的某个部分，那么必须考虑每

种物质对空气污染的‘贡献率’、污染物的

背景浓度、汽车尾气排放的‘贡献率’。”

德罗津说，用户可实时在电脑屏幕或

其他设备上看到某个监测地段的各种物质

浓度的信息。软件不仅收集某个地点污染

物浓度的信息，还预测这种污染物的未来

变化情况。在不久的将来，研究人员将展

示软件第一版本，并对其进行测试。

新系统可实时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

俄罗斯卫星制造企业“俄空间监控系

统、信息和控制及机电综合体”计划提前两

年将两枚研究空间和太阳气候的“离子探

测器”航天器制造完毕并发射入轨。

“俄空间监控系统、信息和控制及机电

综合体”总经理阿列克谢·马克里坚科在

“地球遥感空间系统制造的紧迫问题”会议

上说，俄计划于 2021 年发送“电离层 1 号”

和“电离层 2 号”卫星，以提前两年完成俄

联邦空间计划。

马克里坚科称，目前已经研发出航天

器的样机，正在开发飞行样本。根据此前

公布的联邦合同，第一批两颗“电离层”卫

星计划在 2023 年一同发射，3 号卫星和 4

号卫星将在 2024 年发射。按合同，“电离

层”卫星飞行试验计划在 2025 年 11 月 25

日前完成。

“电离层”卫星将测定反射地球紫外线

辐射、地球附近的磁场和电场以及地球附近

的质子流和电子流的地球电离层的活动。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董映璧）

俄计划提前两年建成太阳观测卫星

“最”案现场

哈勃公布迄今最详细宇宙图谱
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家于近日公布了

最新的宇宙照片——“哈勃遗产场”（HLF），

这是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宇宙图谱，由哈勃

在 16 年间拍摄的 7500 张星空照片拼接而

成，包含约 265000 个星系，其中有些已至少

133 亿岁“高龄”，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科学

家深入了解更早的宇宙历史。

一周焦点

生命遗传密码成功“压缩”
遗传密码并非全部必需？英国团队成

功“压缩”了遗传密码——使一种合成大肠

杆菌（Escherichia coli）只需有限的蛋白质合

成指令，就能编码所有常见氨基酸。这是合

成生物学的又一重大进展，有望设计出能产

生非天然生物聚合物的合成细菌，而重新设

计细菌微生物基因组，对赋予生物全新的功

能和属性具有深远意义。

一周明星

首次测出硅中双量子比特精确度
澳大利亚科学家首次测量出硅中双量

子比特逻辑运算的精确度，高达 98%，为全

尺寸量子处理器的研发奠定了基础。同时

进一步证明，硅非常适合用来研制需要大量

量子比特的通用量子计算。

前沿探索

美计划2024年送女宇航员上月球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吉

姆·布里登斯廷宣布，2024 年 NASA 将把女

宇航员送上月球，任务代号“阿耳特弥斯”

（Artemis）。为了如期实现目标，NASA 申请

2020年新增预算 16亿美元。

本周争鸣

英美等五国现行疫苗政策难除麻疹
计算机模型模拟显示，英国、美国、意大

利、澳大利亚和爱尔兰 5个国家，现行的疫苗

政策或不足以实现和维持消除麻疹的目标，

并且不足以预防未来麻疹的再度出现。若

要在这些国家实现中长期消除目标，还需要

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各国情况进一步

加强免疫力度。

奇观轶闻

月球正处于地壳构造活跃期
美国科学家报告称，月球正处于地壳构

造活跃期，而美国阿波罗计划期间就记录下

的部分浅源月震，应是由构造活动引起的。

月震波既是了解月球内部结构的最好方法，

也对未来建造月球建筑物有重要影响。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5月13日—5月19日）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0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大多数人

都知道含糖饮料不健康，但一项新研究发

现，果汁也不会好很多。事实上，经常饮用

果汁可能会缩短你的生命。

最新研究作者、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副

教授简·威尔斯说：“饮用更多含糖饮料，包

括果汁、苏打水和其他含糖饮料的老年人

可能会更早死亡。因此，在我们减少苏打

水和其他含糖饮料消费时，也应该减少果

汁的摄入量。”

研究人员密切跟踪了 13440 人（平均

年龄为 64 岁）的情况，以研究死亡率与含

糖饮料消耗量之间有何联系，结果得出了

上述结论。

在 6 年时间里，研究对象中有 1168 人

死亡。不出所料，其中饮用含糖量最高饮

料（包括 100%果汁）的人在研究期间死亡

的几率要高于那些饮用最少的人。

据英国《泰晤士报》18 日报道，在把肥

胖等因素考虑在内之后，摄入量最多的人

每天多喝 12盎司加糖饮料，死亡风险就上

升 11%；每天多喝 12 盎司果汁，风险则增

加 24%。研究人员说：“这些结果表明，包

括果汁在内的含糖饮料消耗量高与死亡率

上升有关联。100%果汁和含糖饮料的营

养成分大同小异。”

而且，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周刊上撰文指出，那些糖是人为添加到碳

酸饮料中的还是天然果汁中含有的并不重

要，它在人体内产生的效果都一样。

他们表示：“虽然 100%果汁含有大多

数加糖饮料所没有的一些维生素和植物营

养素，但两者的主要成份都是糖和水。它

们提供给人体的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新

陈代谢时的生化反应也是一样的。”

含糖饮料和果汁可能增加早逝风险

当地时间 5 月 16 日下午，伦敦商学院某

阶梯教室座无虚席。面对来自学院不同项目

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伦敦商学院副院长、创新

与创业精神教授朱利安·比尔金肖首次将中

国腾讯公司微信的研发、推广和成功经验，作

为典型研究案例带进课堂与学生分享。这是

伦敦商学院与腾讯公司首次开展合作，把《腾

讯微信的创新与敏捷》商业案例正式列入该

校“战略与创新”课程内容。

伦敦商学院是欧洲著名的商学院。来自

世界各地的 MBA、EMBA、斯隆等课程的学

生，在主讲人比尔金肖教授的引导下，对微信

内部的运作机制、创新活动以及面临的挑战

等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讨论。计划 45分钟的课

程，实际用时超过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要选微信

作为福布斯“世界最有影响力五十大管

理思想家”的比尔金肖教授说：“微信作为全

球‘十亿用户俱乐部’的成员，是腾讯公司创

新的典型代表。我们研究微信，并非仅仅因

为它代表中国创新，更是因为放眼世界，微信

也代表着全球创新的先进水平，是创新创业

人士都该关注和研究的样本。”课程研究团队

成员、伦敦商学院斯隆学者柯良鸿认为，纵观

全球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从“Copy to China”

到“Copy from China”趋势明显，研究微信的

敏捷和创新，对全球互联网行业都有极其重

要的参考价值。

为做好教案，以比尔金肖教授为首的国

际顶级管理学者不远万里，历时近一年，往返

于伦敦和广州之间，深度访谈了微信早期成

员、高管，其中包括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

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等。在对微信创

新发展案例进行深入解剖和研究的基础上，

获得了课程设置所需要的教案内容。

讲好创新和创业的故事

起步于 2010 年 11 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就得到数以百万计用户的认可，目前月活跃

用户高达 11 亿，这就是微信。为什么微信会

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比尔金肖教授在课堂

上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立即引起同学们的积

极反响。有人说是因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和中国消费能力的提高（如大多数人买得起

智能手机）；也有人说是微信能够不断创新，

推出符合用户需要的新的应用功能；而得到

比尔金肖教授肯定的则是微信开发者看准并

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契机。

随后，比尔金肖教授又循循善诱，从微信

的特点、功能拓展以及营销策略等角度，与学

生们展开了讨论，向学生们提出了成功企业必

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微信的广告问

题。微信设计者坚持微信是一款“艺术品”，其

次才是“商品”，因此，比起西方的社交产品，微

信对于做“艺术品”的追求也极大限制了它的

广告量。即使用户能对强迫式广告有一定的

容忍度，比如 App 开屏广告，但微信也会坚守

底线。那么微信又是如何解决少做广告带来

的盈利困难问题？老师和学生们热烈地探讨

了微信的盈利模式和投资来源等问题。

可能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期的企业，目前的好景

并不代表永久的繁荣，未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是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未雨绸缪。

比尔金肖教授在课堂上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微

信可能面临的挑战。学生们踊跃发言，对可能

导致微信出现生存危机的因素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如管理层能否成功交接，能否保持强大

的创新能力，微信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问题，

以及在新业务拓展方面出现的问题等。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人提出了关于移动

互联网客户群发生变化对微信未来发展产生

影响的问题。目前，广大用户对移动终端的

偏爱，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微信等基于智能

手机移动端用户群的拓展。随着新技术和新

理念的出现，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

网等发展，必将出现许多新的技术产品，会不

会由此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

式，从而转向新的消费需求，这是微信管理层

现在就需要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

向世界演绎中国式创新课

腾讯高级副总裁刘胜义课后表示，开放、

合作和共享，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价值共

识。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创

新”正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腾讯

与伦敦商学院合作，以微信作为创新与商业

研究的典型案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积极探索的结果。

与伦敦商学院的合作是腾讯 2018年发起

的“全球商学院合作计划”的首个项目，也是

国际顶级商学院首次基于微信团队深度访

谈完成的案例研究 。 比 尔 金 肖 教 授 表 示 ，

腾 讯 此 次 开 放 微 信 的创新实践，由伦敦商

学院资深专家和学者进行分析研究，并与来

自全球的商界精英学子开放共研，势必促进

全球商业思想的进步，为推动数字普惠创新

作出贡献。 （科技日报伦敦5月19日电）

伦 敦 商 学 院 分 析 经 典 案 例——

微 信 成 研 究 中 国 创 新 典 型 样 本

本报驻英国记者 田学科

伦敦商学院副院长朱利安·比尔金肖教授正在给该校学生讲授《腾讯微信的创新与敏捷》商
业案例课。 本报记者 田学科摄

（上接第一版）国外生长硅基 SiOx 集成光波

导材料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以欧美为代表的

化学气相沉积法（PECVD），以日本、韩国为

代表的火焰水解法（FHD）。PECVD 法精度

较高，操控性好；FHD 法生长速率快，产业化

效率更高，二者各有优缺点。而国内缺乏相

关应用基础研究。

二是芯片工艺水平达不到芯片产业化需

求，特别是在整张晶圆的均匀性、稳定性方

面，如二氧化硅厚膜的高深宽比和低损耗刻

蚀工艺。

三是在产业和市场导向上，过去偏重于

买，拿市场换技术。

“我们带着这些研究成果来到鹤壁，也许

是厚积薄发，2011 年建立专用研发生产线，

2012 年就完成产业化工艺技术开发，2015 年

PLC 光分路芯片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50％。那

一年，我们出货芯片 2000 多万颗；今年前 4个

月，每月产量都在 200万颗以上。国际上芯片

产业化十来年才能走完的路，我们三四年就

实现了。”吴远大说。

两大研发计划，攻克
两座光电芯片山头

在光分路器芯片成功实现产业化的同

时，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阵列波导光栅芯片

（AWG）开发。

2013 年，国家 863 计划“光电子集成芯片

及其材料关键工艺技术”项目，由仕佳光子牵

头承担，吴远大担任课题负责人。

他们采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和

火焰水解法相结合的二氧化硅厚膜生长原

理，改进厚膜生长设备，通过对多层结构的二

氧化硅材料进行多组分、抗互溶的掺杂，结合

梯度高温处理及干法刻蚀工艺制程，获得了

不同折射率差的低损耗、低应力、高品质、高

折射率差 SiOx 光波导材料，且材料生长效率

显著提升，弥补了硅基 SiOx 集成光波导材料

基础薄弱的难题，为 AWG 芯片的产业化打下

了坚实基础。

进一步，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性

能无源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研究”资助下，又攻

克了多项芯片关键工艺技术，在六英寸硅基/

石英基 SiOx 晶圆工艺的均匀性、重复性和稳

定性方面获得了专利或专有技术，培养了十

多位专项工艺技能人才，实现了芯片工艺能

力与产业化技术的融合融通，研制成功的 4通

道、8 通道及 16 通道 AWG 芯片，打破了国外

对我国高性能 AWG 芯片产业化技术的长期

垄断，实现了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企业同台

竞争。

目前，项目团队拥有 AWG 芯片设计及工

艺核心发明专利十多项，并获得了 2017 年度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提 升 了 我 国 下 一 代

（5G）通信主干承载光网络和光互连建设的核

心竞争力。

开辟高速DFB激光器
芯片产业化新征程

现在，仕佳光子又引进中科院半导体所

王圩院士团队，开始了高速 DFB 激光器芯片

产业化的新征程。

两个院士团队的 13名专家常年驻扎在鹤

壁。鹤壁则以仕佳光子为龙头，引进了上海标

迪、深圳腾天、威讯光电等十多家上下游配套

企业，成立了 6 大省级以上技术研发创新平

台。一个有“芯”的“中原硅谷”正在鹤壁崛起！

“中国芯片虽然已经在个别领域赶上了国

外先进水平，甚至超越了国外技术。”但是，

吴远大说，“整体而言，要全面追赶上还需要

20 年。所以，必须瞄准主要芯片，全面实现国

产化！”而这正是他们下一步要攻克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