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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在7月10日出
版的《自然·医学》杂志撰文称，他们完
成了首份新冠肺炎对肺外器官影响的综述
性研究，最新结果表明，新冠肺炎可能导
致患者心脏、肾脏等受损，该研究有望为
医生提供临床指导。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哥伦比
亚大学的阿卡提·古普塔说：“我们的综述
研究表明，医生们需要将新冠肺炎视为多
系统疾病。此前有很多关于新冠肺炎患者
出现血栓性疾病的新闻，我们的研究表
明，有部分患者的肾脏、心脏和脑部出现
了损伤，这些结果非常重要。”

哈佛医学院的卡提克·塞加尔说：“在
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初几周里，我们发现了
许多血栓性并发症，这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他们认为，这些血栓性并发症可能

源于病毒对血管细胞的攻击：当病毒攻击
血管细胞时，炎症加剧，血液开始形成大
小不一的凝块。这些血凝块可遍及全身，
破坏器官。

为对抗凝血及其破坏作用，哥伦比亚
大学的医生正在进行一项随机临床试验，
研究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服用抗凝药物的最
佳剂量和时机。炎症还会过度刺激免疫系
统，因此，也有研究人员正在进行靶向血
栓炎症和免疫系统特定成分——如白介素
6信号转导的随机临床试验。

另一个发现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罹
患急性肾脏损伤的比例很高，科学家们目
前尚缺乏有关肾脏长期损伤的数据。此
外，新研究还发现，约三分之一新冠肺炎
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头
痛、头昏眼花、疲劳和嗅觉丧失。

其实，中国新冠肺炎病理团队6月份
就在权威期刊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
ence Review)在线发表题为“Autopsy of
COVID-19 victims in China”的研究论
文。研究指出，新冠病毒会影响多个器官
不同程度的急性损伤。如食道、胃和肠黏
膜上皮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性、坏死和剥
落；睾丸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生精细胞减少
和损伤；脑充血和水肿，部分神经元变性
和缺血性改变；肝脏显示出肝细胞变性，
斑点坏死；肾脏表现为肾小球充血、节段
性增生或坏死，肾小球包膜腔内有蛋白质
渗出。

显然，在疫情还在全球蔓延的当下，
对新冠肺炎导致的并发症进行后续研究至
关重要。

（科文）

新 冠 病 毒 可 致 患 者 多 器 官 受 损

观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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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 月以来，新冠疫情有所缓
解，但洪涝灾害给我国中南、华东、华
南等地区带来的破坏不小。7 月 6 日，
黄冈市的英山县降雨量 434.7 毫米。8
日，黄冈黄梅县的降雨量达该县历史极
值353毫米。洪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
成巨大损失，也给高考学子带来涉水赶
考的困难。7 月 7 日，全国高考第一
天，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一些考生因洪水
不能如期应考，有些科目只好改时补
考；湖北黄冈市的考生，在当地多方关
爱下，学子们总算在风雨中完成了人生
大考。

近日，又从网上看到诸如九江市江
洲镇、安徽省无为县等地灾民被有序组
织撤离家园，或投亲靠友，或在当地临
时安置的视频，五味杂陈。

中国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东方大
国，“东方日出西边雨”，一些地方干
旱，一些地方暴雨，是常有的气候现
象。但怎样根据国情，着眼长远，尽量
减少灾害对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需
要有科学眼光的。

这次中国新冠疫情得以有效控制，
其中不可或缺的是依靠了生命科学，依
靠了民族凝聚力。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帮了中华民族较早走出疫情危难
的大忙。

本月来势汹汹的水患，让许多省市
付出沉重的代价。对频发的洪涝或干
旱，我们仍然需要依靠科学，依靠智慧。

笔者以为，首先，抗灾救灾要有百
年大计的思维。要有着眼预防为主，既
实施长江、黄河等江河安澜大计，同时
要有防内涝或干旱的长远规划，并实现
灾害预警、天气预报与防范无缝对接。

其二，灾后要尽快疏通河堰湖塘，
清除淤积的泥沙，夯坝挖塘扩堰，以利
下次洪水再犯，有科学泄水或利用洪水
防旱之处。中国古代大凡有作为的地方
官，很在意“宜房未筑淮泗满，故道湮
灭疮痍存”的问题，每年清理河道塘堰淤积的泥沙，
是每任官员重视的大事。何况，在现代，为官应将人
民利益摆在首位，在水患之地，灾后河塘清淤，也是
应列决策日程中的当务之急。

其三，灾后应完善城镇的下水道工程。法国大文
豪雨果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我国县以上城
市，以及有经济条件的镇村，灾后都应改造、完善下
水道工程。下水道工程体现着人类排水的智慧。欧美
国家村镇建设前，都很注意先设计、建设好下水道
网。百年前，青岛的德国殖民者所建青岛市下水道，
至今受用排涝。中国古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科学
性自不必说。据悉，今夏同遭暴雨袭击的江西赣州，
却“没有一辆汽车泡水”。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受益
于历经近千年、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

灾害犹如魔鬼，影响着我们的正常生活，人类需
要以科学优魔取胜。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高级记
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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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苍穹中，悬挂着一颗暗红色的
星辰，西方以古罗马神话中战神之名

“马尔斯”（Mars） 为其命名，古代中国
人则称之为“荧惑”。在太阳系中，火星
是地球轨道以外的第一颗行星，是地球
的近邻，千百年来也一直是人类最为关
注的星体之一。

来自火星陨石的证据表明，火星曾
经可能是原始的、类似于细菌类的微生
物的栖息地。火星的地质特征等研究表
明，火星表面曾存在过液态水。但现在
的火星，由于其表面温度及极稀薄的火
星大气，液态水无法在其表面保存下
来，虽然液态水可能仍然存在于火星次
表层。是什么引起火星气候变化？生命
起源于火星甚至存在于火星上的必要条
件是什么？目前火星次表层是否有微生
物？这些谜一般的问题都驱使我们去探
测火星。

探寻火星是否存在生命

探测火星的科学目标主要包括：探
寻火星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生命，为生

命起源和探寻地外生命提供新的科学依
据；探测火星表层或次表层水体存在的
证据及其分布特征；探测与研究火星的
演化以及与类地行星的比较研究，揭示
太阳系各行星演化的共性和特性，为太
阳系的起源与演化研究提供新的科学论
据；探测火星可能有开发前景的有用资
源；带动高新技术的发展；探讨在火星
上创造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的可能性，
为火星的长期改造与今后大量移民作准
备。其中，探寻火星是否存在或曾经存
在生命是近期最为突出的任务。

火星探测是人类开展深空探测的核
心内容，迄 2016 年 12 月为止人类已进行
了 45 次火星探测活动。火星探测无论是
探测方式、技术手段还是探测目标，都
呈现出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轨迹。探
测方式上，从飞越火星、环绕火星发展
到在火星上软着陆的着陆器就位探测或
火星车巡视探测；探测的技术手段上，
从单一用途探测器、多用途探测器发展
到集火星轨道器、火星着陆器和火星车
于一体的综合探测器；探测目标上，一
方面从早期以政治目的为主体发展到目

前完全是以科学研究为目标，另一方
面，从探测近火星空间环境、火星大
气、火星表面环境发展到在火星表面直
接进行岩石、土壤的就位分析。

火星探测取得5方面突破进展

目前，美国、日本、欧洲空间局等
国家或组织都已制定了各自长远的火星
探测计划，每26个月将发射1—2个火星
探测器，全方位地开展对火星生命、环
境、大气、岩石、水及内部结构等的探
测与深入研究。

火星探测活动大大丰富了人类对火
星的认识，特别是在以下5个方面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火星磁层与电离层的基本
特征；火星大气成分及其结构特性；火
星表面的地形地貌，特别是所获取的大
量火星表面类似古河网体系和水流侵蚀
痕迹的探测数据与图片，对今后探测与
研究火星现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生命
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区域性的火星土
壤、岩石成分与性质；火星内部结构的
基本轮廓等。 （下转第2版）

通 往 火 星 的 远 征
编者按 进入7月，伴随着人类26个月才有一次的火星探测窗口期临近，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发射在即，中国即将开启火星及太阳系的
空间探测和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领衔编撰的《火星科学概念》这
一科学专著，首次系统地论述了火星的形成与演化、地形地貌、岩石与矿物、
生命信息，以及火星探测的历程、发展趋势与展望等知识。征得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同意，本报截取部分内容编辑成文，以期为关注火星探测进展的广大读
者打开一扇科学之门。

自 6 月 28 日至 7 月 8 日，我国“邻
居”老挝由于技术不足，致使大量黄脊
竹蝗飞越边界入境云南，对我国境内的
林区竹类，以及周边禾本科作物构成了
严重威胁。

那么，黄脊竹蝗为何在短短时间内
引发大规模的灾害？与其他蝗虫类相
比，它有何特点？黄脊竹蝗防治措施有
哪些？咱们一起来聊聊黄脊竹蝗那点事
儿。

黄脊竹蝗，又名黄脊雷蓖蝗，属直
翅目网翅蝗科竹蝗亚科雷蓖蝗属，因其
成虫额顶至前胸背板中央有一黄色纵线
而得名。

黄脊竹蝗广布我国南方竹区，主要
取食以毛竹为主的刚竹属及以青皮竹为
主的箬竹属竹种，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竹
子害虫。

同时，黄脊竹蝗还是我国有记载最
早的森林害虫之一。据湖南省《益阳县
志》 记载：“嘉庆二十二至二十四年
（1817～1819）二里（今桃源县）蝗食竹
叶殆尽”，历来有“蝗群起，可遮天蔽
日”，“蝗群过，竹叶光”之说。成灾
时，竹叶被取食殆尽，竹林如同火烧一
般，严重者竹子当年枯死，第二年很少
出笋，竹林逐渐衰败。因黄脊竹蝗分布
广、取食量大、危害重等特点，曾被称

为“中国森林第二大害虫”。
黄脊竹蝗在我国一年发生 1 代，以

卵在土表1～2厘米深的卵囊中越冬。从
南（广东）到北（浙江），越冬卵于4月
中旬到6月上旬开始孵化。若虫5龄，在
浙江，雌、雄若虫期平均长为55.6天和
51.2 天。成虫于 7 月上旬开始羽化，15
天以后为羽化盛期。成虫羽化后10天左

右可以交尾，产卵期为7月下旬到8月初
开始产卵，雌、雄成虫平均寿命为66.3
天和82.8天。

黄脊竹蝗初孵跳蝻出土后，多群聚
在竹林下小竹及禾本科杂草上取食，3
龄后全部上大竹分散取食。成虫取食与
温湿度关系密切，湿度越大取食量越
少，大雨时不取食。成虫对人汗、人尿

表现出强烈趋性，并嗜食。成虫羽化后
10 天左右开始交尾，一雌虫体侧常有
2—4 只雄虫争配，交尾需时 2—6 小时。
成虫具有迁飞集中产卵的特性，偏好背
北向阳的竹林、柴草稀少、排水良好、
土壤深厚、土质较松的山腰或林中空
地、或山沟斜坡空地上进行产卵。

与东亚飞蝗、沙漠蝗等臭名昭著的
蝗虫相比，黄脊竹蝗体型小，年发生世
代少，迁飞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
且主要取食竹子，以及玉米、水稻、白
茅等禾本科农作物及杂草，也危害棕榈。

黄脊竹蝗的防治主要措施包括：挖
掘蝗卵。在竹蝗若虫孵化前，于竹蝗产
卵地人工挖除卵块；灭杀跳蝻。跳蝻群
集期，使用灭幼脲胶悬剂，或阿维菌素
悬浮剂，或灭幼脲3号粉剂，或10%吡虫
啉可湿性粉剂防治初孵跳蝻；烟剂毒
杀。在林间燃放林丹、阿维菌素等点燃
式烟剂毒杀成虫；诱杀成虫。应用发酵
人尿与杀虫双等药剂的混合制剂或高效
竹蝗人工诱杀剂诱杀黄脊竹蝗成虫；飞
防杀蝗。在黄脊竹蝗发生面积大、扩散
速度快，飞防气候条件允许下，应用飞
机或无人机喷施“Bt+阿维菌素”杀灭蝗
虫。

（作者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

黄 脊 竹 蝗 ： 中 国 第 二 大 森 林 害 虫
□ 舒金平

竹蝗交尾

7月14日，由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
制的火星探测器运抵海
南文昌发射场，正在开
展相关准备工作。备受
全球瞩目的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即将开启。

今年4月24日，中
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
为 “ 天 问 （Tianwen）
系列”，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
号”。

随着每26个月才有
一次的火星探测窗口期
临近，一股“火星热”
正在掀起，公众对星火
相关科普知识的渴求骤
增。图为7月1日，“火
星叔叔”郑永春在北京
开讲《从荧惑到天问：
关于火星的科学、技
术、历史与文化》公开
课。

视觉中国供图

Hello，
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