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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冠疫苗接种

全媒体导读

视频
“从这里飞向太空”

一起为中国航天点赞！

从无人到载人，从一人到多人。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中留
下了一个又一个脚印。世界航天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中国科
学技术馆“从这里飞向太空——庆祝建党 100周年中国载人航
天互动科普展”，体验航天员选拔训练、发射过程、在轨生活和返
回过程。一起为中国航天点赞！ （图/赵卫华）

北京时间 4 月 7 日 23 时，一只高 7.6 米、

“腰围”10 米、体重 12 吨的庞大“神兽”，悄悄

“潜”入了南海 2000米的水下。

这只“神兽”，正是由湖南科技大学牵头，

我国自主研发的“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

取芯钻机系统。此次，在南海超 2000 米深水

中，钻机成功下钻 231 米，不仅填补了我国海

底钻深大于 100米、具有保压取芯功能的深海

海底钻机装备的空白，也刷新了世界深海海

底钻机的钻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这一技术

领域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海底钻机，是开展海洋地质及环境科学

研究、进行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和海底工程地

质勘查所必备的海洋高技术装备。此次这一

重大海洋装备的研制，依托了我国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专项”课题，

研制作业水深不少于 2000 米、钻进深度不低

于 200米、保压成功率不小于 60%的海底大孔

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并最终形成一整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底大孔深保压钻探取芯

装备技术与成果，为我国海底天然气水合物

勘探提供装备技术支撑。

“尽管它很庞大，但它潜入海底依然是很

灵活的。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台海底钻

深大于 200米的深海海底钻机。”项目负责人、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万步炎说。

据科技日报记者了解，整个海底钻机主

要攻克了大孔深遥控全孔全程保压绳索取

芯、智能化与专家操作系统、大容量钻管存储

与钻杆快速接卸、海底钻机安全可靠下放和

回收等四大技术攻关难点。

大孔深遥控全孔全程保压绳索取芯，采

用了独创的岩芯管全长直接密封保压取芯原

理、技术与工艺，实现海底钻机小口径大孔深

高效、高可靠全孔全程保压取芯。

基于自主研发的高精度钻压、钻速、循环

水压力和流量等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多年海

上实钻经验的专家操作系统，实现了地层性

状变化的快速自动判断并自适应调整钻进模

式与参数，解决了海底钻机与配套取芯工艺

对海底复杂地层的适应性难题，大幅提高钻

探效率、取芯率和取芯质量。

多层大容量密集排布钻管库及精确定位

移管机械手设计技术，则通过采用小巧的定

位机构，实现了各层钻管等间距排列，转盘机

构只需简单动作即可将重达数吨的钻管库高

精度步进旋转。“精确定位多位移管机械手与

高精度快速钻杆接卸装置协同动作，实现钻

杆、钻具的快速接卸、岩芯管的取放和移管。”

万步炎说。

海底钻机收放装置的创新设计和完善的

收放工艺上，团队有效解决了因母船摇荡导

致海底钻机与收放装置对齐与靠拢困难、易

发生冲击碰撞的问题，实现了海底钻机水中

自动校正收放方位、垂直翻转过程自动抱紧

海底钻机功能，提高海底钻机收放效率和收

放过程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最终，这些全新的、基于海底钻机绳索取

芯技术的水合物保压取芯原理，以及保压取

芯技术与工艺、轻量化设计技术、海底复杂地

层智能钻进专家系统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钻

机钻探效率、取芯质量、保压成功率。与此同

时，钻机重量较国外同类钻机，也实现了大幅

减重，大大降低了水下收放作业难度。

我国研制“海牛”，起步于 2015年前后，我

国 863 计划海洋技术领域项目“海底 60 米多

用途钻机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也是

在 2015 年，达世界先进水平的 60 米海底深孔

岩心钻机“海牛”面世，首次南海试水，迈向深

蓝。当时，“海牛”在 3000米海水深处，再往地

底下“钻”60 米，用于矿产资源勘探最后一步

的“钻探”。

此后的 2017 年，万步炎曾向科技日报记

者透露，团队将针对存在于 800 米到 2000 多

米深度的海底层“可燃冰”，开发“保压取芯勘

探系统”。

他解释，在特殊的海水深度与压力下，可

燃冰呈现“冰”状。但可燃冰一旦离开其适宜

的海水深度，就会变成气体挥发。因而，普通

深海钻机不适合取样可燃冰。只有在保持同

等压力的状态下，将可燃冰取出。这就需要

研制“保压取芯勘探系统”。“研制成功的话，

预计最大钻进深度能力将达 230米，能充分满

足可燃冰勘探需求。但是至少，我们要实现

两个突破。一个是从 60 米到 230 米的钻孔深

度的突破，另一个是海底保压取芯技术的突

破。”

万步炎当年的愿望，今天得已成功实现。

南海2000米水下，神兽“海牛”钻出世界纪录

科技日报南京4月 12日电 （记者张晔）
甲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化身成为被子植物

的“红娘月老”？4 月 12 日在植物学顶级刊

物《自然—植物》刊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一项新发现：一枚 9900 万年

前 的 琥 珀 化 石 中 包 裹 着 的 短 翅 花 甲 及 花

粉、粪便，为白垩纪甲虫取食花粉的生态关

系的建立提供了直接证据。

陆地生态系统中被子植物（也称开花植

物）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大多数被子植物是依

靠昆虫或其它动物传粉来维持植物种群的繁

衍。被子植物的传粉者在陆地生态系统中

至关重要，例如蜜蜂、蝴蝶、蛾子、甲虫、蝇类

等访花昆虫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

目前人们对被子植物的虫媒传粉模式的起源

知之甚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蔡

晨阳研究员指导布里斯托大学的学生 Erik

Tihelka，并与李丽琴博士等人合作，通过对

大量中生代甲虫化石的系统收集和研究，

在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发现了一枚极其

罕见且保存精美的甲虫化石。该化石被鉴

定为短翅花甲科的 1 新属 1 新种，即新生粉

花甲。

琥珀中发现的新生粉花甲与现生类型十

分相似，在其身体结构上进化出了与访花和

取食花粉相适应的特征，如下颚须末端的感

受器、跗节腹面用于攀附的柔毛以及腹部背

面密布的可携带花粉的柔毛等。研究人员还

在这枚甲虫的身体表面和虫体附近发现了许

多高等被子植物的花粉和花粉簇。

研究团队对琥珀标本打磨处理后，利用

实体显微镜、生物荧光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进行观察研究，发现甲虫被超过 100枚

花粉颗粒包围，甲虫附近有四个聚集而成花

粉簇。这些花粉属于典型的三沟型花粉。经

鉴定属于真双子叶植物，与菊亚纲和蔷薇亚

纲植物的花粉接近。

更为重要的，研究人员首次在琥珀化

石中发现了两枚三维保存的、由三沟型花

粉组成的长柱状粪便，与甲虫距离最近的

粪化石不到 2 毫米。通过对粪化石形状、大

小、组分等综合研究表明其与现生甲虫粪

便十分相似。

以上一系列证据为白垩纪中期甲虫取食

花粉这一生态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直接可靠的

证据，证明了白垩纪中期甲虫与高等真双子

叶植物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传粉

关系，揭示了白垩纪中期高等被子植物传粉

甲虫的多样性，为研究现代陆地生态系统中

昆虫与被子植物的协同演化关系的演化提供

了关键例证。

琥珀封存1亿年前被子植物甲虫传粉起源秘事

3 月 18 日，西安市一名完成两针疫苗

接种的检验师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这让

不少人怀疑新冠疫苗到底有没有效？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这名感染者的情

况如何？接种疫苗后仍有感染情况，究竟

是不是个可怕的经历？科技日报记者了解

到，这位检验师的感染症状轻微，很快就恢

复了，并且他周围的密切接触者也都没有

检测到新冠病毒。相关专家表示，这说明

疫苗在接种以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传多”没发生

从之前的局地疫情来看，一般而言一

旦发现一例新冠病毒的感染案例，就会发

现周围多个感染的情况。但在西安的这次

案例，只有一人感染，没有其他人检测出病

毒阳性。

这意味着，疫苗的接种起到了阻断病

毒传播的作用。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显示，该名检验师

所在检验科室的工作人员，除了不符合接

种条件的基本都已接种新冠疫苗。对于这

个广泛接种新冠疫苗的群体内部而言，可

以说已经形成了“小群体免疫屏障”，新冠

病毒已经无法在个体间形成传播链条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

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此前

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疫苗防护分三级，西

安这名医生实现了二级防护，很快就恢复，

并且未传染他人。

据公共卫生措施的三级预防规定：第

一级预防被称为病因预防，阻止感染；第二

级预防是临床前期预防，防止和减少周围

人受感染的可能性；第三级预防是临床预

防，防止发病、转重。

作为公共卫生措施，注射疫苗是为了

达到第一级预防，但当仍有感染时，疫苗仍

有达到第二级、第三级预防的效果，即：有

症状但不感染他人，同时防止发病，即使感

染也多为无症状或轻症。

打疫苗，防重症

虽然对于接种疫苗后究竟怎么感染的，

截至目前还没有寻找到它真正的原因，但能

够预防重症这个作用是非常明确的。正因

为如此，他才能够症状轻微且很快恢复。

打了疫苗仍被病毒“钻空子”是不可避

免的，因为没有哪一个疫苗的保护率是

100%。有时候由于个体差异，疫苗可能没能

激发出足够高的抗体水平，产生的“边防部

队”没能覆盖整个边境线，让病毒钻了空子。

疫苗的个体差异是比较大的。一个人

的年龄、健康状况、遗传因素，尤其是免疫

系统的状况、是否使用免疫相关药物等，都

会影响疫苗接种以后所产生的免疫效果。

在关注差异性的同时，疫苗可以预防

重症的共性是经由多项大规模人群的临床

试验证明的。例如，在 4 月 11 日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科兴控股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沛诚介绍，

科兴中维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在巴

西、印尼、土耳其和智利等多个国家开展了

Ⅲ期临床研究，疫苗组中没有住院、重症和

死亡病例发生。

这表明当前中国新冠疫苗在防止重症

和死亡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相关专家呼吁

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认识。

而对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方面，不同技

术路线可能稍微有点差异，未来可以从接

种策略的角度、持续研发的角度通过研究

进一步加强。

关于新冠疫苗现阶段需不需要补种的

问题，相关专家表示：根据现有经验，疫苗

产生的抗体持续时间应该不会很短。因此

疾控部门目前不考虑加强免疫。只有当有

充分的数据说明已经接种疫苗后的人群抗

体量已经减小到很低了，无法预防疾病或

病毒感染时，才会考虑补打加强针，现在考

虑加强针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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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付
毅飞）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执

行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长征七号

遥三运载火箭完成了出厂前所有研制工

作，日前已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将与先

期已运抵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

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

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运抵文昌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近日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院士及

其同事张强、彭承志、姜海峰等实现远距离高

损耗自由空间高精度时间频率传递实验，在

大气噪声、链路损耗、传输延迟效应等多角度

仿真高轨卫星星地高精度时频传递，验证了

基于中高轨卫星实现万秒 E-18 量级稳定度

的星地时频传递的可行性，为未来空间光频

标科学实验和洲际光钟频率传递和比对奠定

基础。该成果4月6日在线发表于《光学》。

高精度的时频传递和比对技术，在计量

科学、相对论检验、引力波探测、广域量子通

信、深空导航定位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

值。国际计量组织计划 2026 年讨论“秒”定

义变更，技术路线图的重要一环就是洲际

E-18 量级光频标的时间频率比对。超长距

离高精度时频传递和比对，是目前国际计量

和精密测量亟须解决的难题，星地传递方式

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可行方案。

潘建伟院士团队选用双光梳线性光学采

样的时间测量技术路线，相对于多频微波、单

光子等测量方法，该路线兼具高测量分辨率

和断光续传可靠性等优点，但实现方式较为

复杂。他们全面分析了星地链路损耗、多普

勒效应、链路时间非对称、大气引入噪声等因

素，认为高轨卫星链路具有更长的过境和共

视时间、更低的多普勒效应，更有利于实现高

稳定的星地时频比对和传递链路。

该团队从大气噪声、链路损耗和延迟时

间方面，设计了高轨星地时频传递链路模拟

实验。他们通过低噪声光梳放大等一系列

关键技术攻关，在上海市区搭建 16公里水平

大气自由空间高精度的双光梳时频传递链

路，在 72 分贝平均链路损耗和模拟长达 1 秒

链路传输延迟下，成功实现了远距离高损耗

自由空间高精度时频传递。

我实现远距离高损耗自由空间高精度时频传递

据福建省上杭县有关部门介
绍，近日科考人员在福建上杭县龙
翔村发现一处约100平方米区域集
中了 200 余枚恐龙的足迹，这显示
当时在较短时间内有很多恐龙在此
来回走动，这一现象被恐龙足迹学
界称为“恐龙舞池”。

右图 新发现的大型蜥脚类恐
龙足迹化石。

下图 波痕沉积结构化石和晚
白垩世恐龙同时期的底栖生物潜穴
化石。 新华社发（林斯乾摄）

“恐龙舞池”

现身福建

关于储存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内

的核污水，日本政府基本确定以放入海洋的

形式进行处理，最早将在 4 月 13 日召开阁僚

会议并正式决定。

据报道，东京电力共准备了约 1000 个储

水罐，目前 9 成已装满。所有储水设施的总

容量约为 137 万吨，预计到 2022 年秋季达到

极限。

对此，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表示强烈

谴责。4 月 12 日，绿色和平日本办公室气候

与能源项目主任铃木一枝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如果日本政府内阁正式做出决

定，将目前储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超过 123万

吨核辐射废水排入太平洋海域的话，这是无

视生态环境的决定。“不仅再次让福岛居民失

望，也让生活在周边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居民

暴露在核辐射的风险中。尽管日本有技术、

有条件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点及周边无

人区建设更多长期储存罐，一定程度上将核

辐射扩散的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然而，

政府内阁却选择了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把

核污水倾倒入太平洋。”

鉴于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总量大、

氚浓度高等因素，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

全中心首席专家刘新华此前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日本政府应考虑进一

步的处理措施，包括增加废水贮罐，避免仓

促排放，为处理后废水排放准备工作预留

充足时间。

世界上没有处理后核
废水排海先例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核反

应堆停止运转距今已有 10年时间了。刘新华

说，福岛核电站放射性废水主要有三个来源，

反应堆原有的冷却剂、事故后为持续冷却堆

芯而新注入的水、大量渗入反应堆的地下水

及雨水等。

“福岛事故后，东京电力公司设置了事故

放射性废水净化处理装置，其中包括锶铯吸

附装置、反渗透膜除盐装置以及多核素去除

装置（ALPS）等，用来去除事故放射性废水中

的大部分放射性核素。并设置了大量贮罐，

用来贮存经处理净化后的废水。”刘新华说，

这些经处理后的废水，依然含有氚、锶、铯、碘

等放射性核素。

刘新华指出，历史上发生的核事故，如切

尔诺贝利和三哩岛核事故，都是大气释放，没

有发生过类似福岛核事故产生大量废水的核

事故，因此，也没有核事故处理后废水向海洋

排放的先例。

“目前，不存在由国际第三方机构对处理

后核废水进行检验再排海的规定，也没有相

关的检验程序和标准。”刘新华说。

废水排海处置方式仍
需进一步研究

据报道，放射性核素不可能在短期内衰变

完，在贮罐中贮存并非是解决核废水问题的合

适出路，福岛核电站贮存的百万立方米处理后

废水是重大安全风险源，存在地震、海啸等因

素可能导致的巨大风险。因此，如何妥善处置

废水，成了日本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废水除排入太平洋外，还有其他办

法。自 2013年以来，日本政府对地层注入、排

入海洋、蒸汽释放、氢气释放和地下掩埋五种

处理后废水处置方案进行评估，考察了每种

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存在的限制，包括持续

时间、费用、规模、二次废物、工作人员所受辐

射照射等。2020 年 2 月，ALPS 净化水处理小

组委员会发布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

处置方案评估报告结论认为，排入海洋与蒸

汽释放都是可行的方案。 （下转第二版）

123万吨福岛核污水将排海？专家：请缓行，等等科研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