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日，记者收到民间地震研究爱好者孔

小虎发来的一条彩信照片，拍的是天空中形状

奇特的云带。照片附一句说明：“今天在南京拍

到的地震云。预测近日国外有 7 级左右地震，

我国西部邻国可能性大，因为地震云在西边。”

4月 2日早晨，智利发生 8.2级地震。

“地震云”真能成为预测地震的一种依据吗？

首先提出“地震云”这个概念的是日本福

冈市前市长键田忠三郎，他曾亲历 1956 年福

冈 7 级地震，并在地震时看到天空中有一种非

常奇特的云。以后只要这种云出现，总有地震

相应发生，因此他将其称为“地震云”。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里面多数是巧

合，但可能也有点道理。”他认为，很难解释这

张在南京拍摄的照片与智利地震相关——首

先，地震发生在西半球，而照片在东半球拍摄；

其次，不是通过卫星云图观测，而是目测。“两

者间的联系很难说通。”

“键田忠三郎的理论有两个前提，一个是

‘地震云’发生在地震当地，而不是远处；另一

个是晴空万里时突然出现很细长的云带，这可

能与地质构造、地震前的热能、空气对流有

关。有这两个前提，‘地震云’与地震相关才有

可能解释。”孙士鋐说。

“地震云”研究爱好者多集中在中国和日

本民间。孔小虎就是其中一员。2008 年汶川

地震后，他开始观测、拍摄“地震云”，并寻找这

方面的书籍资料学习。

曾经几次的“准确预报”更加坚定了孔小虎的

信心。他有个设想：“如果有一个民间与中国地震

局及时沟通的平台，我能通过地震局了解到几年

内哪里可能会发生大地震，再把发现的前兆及时

反馈给他们，将专家和草根的预测结合起来进行

分析预报，准确预报地震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然而，这种民间探索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学

界的肯定。国际地震学界普遍认为，云和地震

没有关联！

美国地质调查局直接指出，地质现象虽能

影响天气，但却必须历时百万年，且是在地震

发生后。他们认为，因为地震在地球上发生的

频率非常高，所以任何现象出现后的两周内都

可能发生地震，而并非是特定的前兆。

对于这些“民间高手”，孙士鋐表现出了一

种更为开放的态度。

他并没有将“地震云”观测“一棒子打死”，

而是表示“地震云与地震可能会有关系，但如何

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现在还不知道。不管哪

种学说都只是推测，没法肯定，也没法否定它”。

“民间与官方现在做的事情没有本质的

区别，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孙士鋐说，

民间研究者希望得到认可，所以更容易去公

布自己的预测信息，而专业的地震机构，因为

“吃国家的饭”，责任更重大，所以在预报上更

保守一些。 （下转第三版）

地震云真能预测地震吗
—写在智利 8.2级地震发生后

本报记者 管晶晶

科技日报郑州4月2日电（记者乔地）国际花生基

因组计划 4月 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宣布，

包括中方合作单位在内的多国科研人员已经成功完成

花生基因组测序，将为选育更高产、适应性更广的花生

品种提供帮助。

国际花生基因组计划宣称，花生全基因组测序取得

的重大进展，分别代表花生属A基因组和B基因组的两个

二倍体野生种的全基因组测序已经顺利完成，获得的两个

二倍体野生种的序列覆盖了花生基因组96%的基因。这

一进展对于花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著名花生专家、河南省农科院副院长张新友研究

员介绍，中国是国际花生基因组测序计划的重要合作

伙伴。此次参与基因组测序的中方合作单位包括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华大基因参与了测序工作。

花生是世界上重要的油料和经济作物，分布在全

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生

生产、消费和出口国，总产量、消费量和出口量均占全

球 40%以上。

张新友说，花生栽培种是异源四倍体（AABB），而

二倍体野生种 A. duranensis 和 A. ipaensis 被认为是栽

培花生 A 基因组和 B 基因组的祖先供体。由于栽培种

花生基因组庞大（2.8GB）而复杂，基因组测序和分析非

常困难，严重阻碍了基因组手段在花生改良上的应用，

因此二倍体野生种测序的完成对下一步四倍体栽培种

的测序、分析、拼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野生种

具有丰富的抗病、抗逆等栽培种中所缺乏的优异基因

资源，其测序的完成也有助于深刻阐明花生的起源与

进化、系统解析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高效发掘控

制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从而推动花生分子设计

与聚合育种的开展，对于增加花生产量、提高生产效

益、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花生二倍体野生种全基因组测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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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一个来自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地球、行星与空

间科学学院的研究小组最近称，那些研究磷灰

石矿的科学家可能高估了月球的含水量。相

关论文 3月 20日发表在《科学》杂志网站上。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4 月 2 日报道，UCLA

文理学院助理副教授博伊斯和同事建了一个

计算机模型，能精确预测在早期月球历史中，

磷灰石是怎样在月球岩浆冷却过程中逐渐结

晶的。根据他们的模拟显示，在许多月球岩石

样本中发现的是不同寻常的富氢磷灰石，而这

种富氢磷灰石或许无法像人们原来期望的那

样，在一个富含水分的环境中形成。此发现也

推翻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假设：磷灰石中的氢是

代表整个月球水分含量的良好指标。

博伊斯认为，月球磷灰石含水量高的结论

源于其结晶过程特殊，而不是因为一个富含水

分的环境。当熔岩冷却开始析出水分时，会与

氢原子结合形成磷灰石晶体结构。但只有当

氟和氯差不多消耗殆尽时，磷灰石才会选择与

氢结合，将氢吸入新形成的结晶矿物中，已不

能精确反应岩浆中的最初含水量。

理解月球磷灰石的故事具有重要意义，甚

至比确定月球岩石和土壤中曾有过多少水更

加重要。根据目前主流的月球最初形成理论，

氢和其他不稳定元素根本不该出现在月球岩

石中。按照科学家提出的月球形成理论，40

亿年前，一次剧烈冲击将地球撕下了很大一

块。如果这种剧烈冲击模型正确，月球应该处

于一种完全融化的状态，更轻的元素（如氢）从

液体下面泛着泡泡，逃逸到空中去。由于氢是

水的关键成分，这种“剧烈冲击”形成月球会很

快变干。

大部分月球样本事实上确实非常干，而且

失去了更轻的元素。然而所有的月球样本中

都发现有富氢磷灰石晶体，这又是个矛盾。不

管怎样，虽然月球诞生之初轰轰烈烈，水分及

其他不稳定元素还是可能保留下来，或许只是

不像磷灰石最初暗示的那么多。

“40 年来我们相信月球很干燥，现在有

证据表明，老的干燥月球模型并不完美，”博

伊斯说，“但在我们确定月球岩石也像地球

岩石那么湿润之前，还需要谨慎，仔细审查

每一项证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几天前刚宣布在月球

南极某陨石坑中发现丰富水冰的消息，现在这

项研究就把一盆冷水泼了下来。我们知道，月

球上的水都以水冰的形式存在于月表下，无法直

接研究，科学家都利用各种间接的方法来得出结

论，磷灰石只是科学家采用的指标之一。因此，

本文只是计算机模型，尚缺直接的证据支持，现

在就下结论为时尚早。

无论她的似水柔情多么美好，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家博伊斯看来——

月亮也许并不像传说那么“水灵”

图为一片磨光的月球岩石薄片内部图。磷灰石中含钙量很高，由图中明亮的粉色和红色表
示，周围矿物含钙量较低，显示为蓝色和黑色。从中心到边缘则划分了晶体中的不同含水区，这
表明出现了磷灰石分馏，这是高含水量的月球磷灰石受其他干燥地方影响而造成的反应效果。

4月2日，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市黄帝故里举行，7000多名海内外各界人士参加了祭拜活动。在历史传说中，农历三月初
三是黄帝出生的日子。目前新郑黄帝拜祖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朱祥摄

一台 486 电脑摆放在玻璃展柜中。米黄

色的外壳，12 英寸的屏幕。旁边的说明上写

着：“中国第一台 WWW 服务器。1994 年建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系统安装在一台

486PC机上，24小时运行。”

这是科技日报记者 4月 2日在中国科技馆

一楼展厅所见到的。

正在这里举行的“中国梦科技梦——中国

互联网 20 年”主题展览通过实物和展板向观

众述说了互联网在中国 20 年的飞速发展。仅

仅 20 年的时间，486 便成了古董，大家手中的

智能手机，远远超越了 486的功能。

以 1994 年作为中国互联网元年的话，中

国是在苦苦追赶中，把众多的“中国第一次”演

绎成了“世界之最”。

1995 年，中国科技网、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金桥信息网、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四大骨干

网先后建成并开通；1998 年，免费电子邮箱在

中国兴起，而之前还是几十个科研人员共用一

个电子邮箱，名片上有一个电子邮箱地址成为

一个人的自豪；2006 年，网络视频正式亮相，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很快传遍网络。

2008年，中国网民突破 2.5亿人，首次超过

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手机网民规

模达到3.56亿，手机网民首次超越计算机网民，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而同一年推出的微信，仅

用3年时间，就突破5亿用户；2012年，中国电子

商务交易额突破 8万亿元，相当于中国 GDP的

1/6；2013年，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阿里巴巴

推出的余额宝，短短6个月融资1800亿元……

如今，互联网还在向纵深发展。展览向观

众展现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推广应用，

正在告诉人们：互联网的未来更加美好。

（科技日报北京4月2日电）

中国互联网 20年：从 486电脑到 6亿网民
本报记者 李大庆

科技日报北京4月2日电（记者刘莉）2014

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4月2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发布

了我国化学等30个学科的年度进展状况。

中国科协从 2006 年起建立学科发展研究

及发布制度。2012—2013年，中国科协组织中

国化学会等 30 个全国学会，分别对各自学科

的发展状况开展分析研究，编辑出版了 30 卷

学科发展研究报告和 1 卷综合研究报告。该

系列报告总结了近年来 30 个学科取得的重大

突破和最新进展、发展趋势，面临的挑战等。

李静海在介绍学科进展时说，我国数学正

在走向世界，在部分研究方向上已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数学家担任国际数学杂志编委和国际

数学组织领导职务的数量逐步上升；在物理学

领域，中微子振荡、拓扑绝缘体、反常量子霍尔

效应、量子通信等方面原创成果，都能看到中国

人的身影，“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

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荣获 2013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化学学科正处于高速发展期，

化学论文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且质量也得到大

幅提升，一部分新兴与热点分支学科与国际水

平同步发展，并涌现出若干引领国际前沿的课

题，表明我国从化学大国迈向化学强国的步伐

越来越快；植物学科在水稻分蘖分子调控机理

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克隆

了一个可帮助水稻增产的关键基因 IPA1，通过

杂交方法加入到常规晚稻品种后，产量增加

10%以上；在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成功研制了

“KD-90”超级计算机，在编程模型和互联网络

等关键技术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天河二号”

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李静海介绍，从 2012—2013年学科进展情

况看，许多重大科技新突破源自于学科之间的

综合交叉融合。例如，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

神舟十号飞船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嫦娥三

号探测器成功实施月面软着陆，获得重要科技

成果，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

的国家。空间科学取得的重大成果立足于空间

天文学、空间物理学、空间化学、空间生命科学、

航天心理学、材料科学、微重力学、气象学、大气

科学、遥感技术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取

得的重大进展，得益于众多学科的综合进步。

中国科协发布 30个学科年度进展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伟）在已连续两年

举办的基础上，武汉市今年5月将再次组织大

型农业科技“相亲会”——农业重点产业链和

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对接会。这是记者从4月1

日武汉市科技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2012年起，武汉市科技局围绕该蔬菜、水

产、生猪、家禽、林果花茶、奶牛与肉牛、粮油、蜂

业8条重点产业链，积极探索农业科技企业与高

校院所对接合作。两年中，先后从农业企业征集

技术难题269项，并将这些难题集中推送给本市

高校和科研院所，共收到反馈解决方案348项。

两年来，“相亲会”共惠及农业科技企业

106 家，先后有玉如意、黄鹤楼茶叶、合缘生

物等 79 家农业科技企业与高校院所“相亲”

成功，促成农业企业与科研机构双方实际签

约 3279 万元，绝大部分有科技难题的企业因

此找到了长期合作的院校、专家和团队。

武汉市科技局局长吴志振介绍，该市目前

共有 260 多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他

们有新产品开发、科技创新的强烈需求，但自

身技术力量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武汉地区高

校和科研院所众多，有一定的农业及农产品深

精加工研发优势。通过探索“企业家出题、政

府购买服务、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破题”的创

新模式，政府部门每年把科技项目系列扶持资

金的20%用来支持农业发展，对对接成功的产

业链共性技术和农企技术难题给予优先和重

点支持，并将破题的成果应用到产业链上的企

业中，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服务。

吴志振说，4 月 2 日起，主要面向全市公

开征集 2014 年农业重点产业链上的共性瓶

颈技术和农业科技企业技术难题。4 月 15

日，将征集到的需求进行分类汇总，再面向全

国广泛征集技术难题解决方案。

武汉农业科技面向全国“相亲”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毅飞）记者从中国

航天科工二院获悉，该院二部研究员杨宇光

在近日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宇航联春季会议

上，成功当选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委

员，成为该委员会唯一来自中国的委员。

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认可杨宇光在专业

技术方面的能力，并赞赏他在促进国际空间

技术合作，帮助大众了解航天技术、航天科普

知识等方面的努力，最终一致同意接纳他为

正式成员。

杨宇光曾多次参与包括天宫一号、神州

系列载人飞船等重大载人航天任务的发射直

播活动，为海内外观众权威解读相关任务。

在去年举行的国际宇航大会上，杨宇光用流

利的英语，详细介绍了曾经“十战十捷”护航

神舟飞船穿越黑障区的“回收一号”雷达，为

天宫一号与“神八”“神九”“神十”进行“太空

之吻”成功保驾的交会对接微波雷达等宇航

产品，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航天事业在全球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对于中国今后深度参与国

际空间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专家首次当选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

□习近平出席
第三届核安全峰
会并访问荷兰、
法国、德国、比利
时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欧
盟总部后返回北
京

□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研究扩大
小微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实施范
围，部署进一步
发挥开发性金融
对棚户区改造的
支持作用

□李克强应约
同澳大利亚总理
阿博特通电话，
双方一致表示要
加大马航失联客
机搜寻强度，并
就深化中澳战略
伙伴关系交换意
见 （均据新华社）

○国际新闻
美 科 学 家 成

功给“整个大脑”
画图谱 （2版）

○科技改变生活
家庭园艺，你

体验了吗？（4版）
○共享科学

环境模拟 探
路火星的必修课

（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