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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保护我们星球免受宇

宙射线侵袭的地球磁场，在过去的六个月内已越来越

弱了。欧洲空间局（ESA）卫星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地

球磁场，尤其是西半球方向磁场的削弱速度，比科学

家此前预计的要快十倍左右。产生这种变化的其中

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地球磁场即将反转造成的。即

便如此，其并不标志着地球上生命的终结。

一般认为，地球磁场来自地球深处的地心部分，

其屏蔽了宇宙射线尤其是太阳风暴对地球的袭击，保

护了地球生命的延续。此次地球磁场相关的测量数

据由 Swarm 卫星提供。这是由三颗位于不同极轨的

卫星组成的群卫星，隶属于欧空局，它们每一颗都可

对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位进行高精度、高分辨率勘

察，为磁场变化规律及其复杂原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新见解。

据英国《每日邮报》在线版 7 月 9 日消息称，新测

量已证实，磁北极正在向西伯利亚方向移动。第一组

高分辨率图像显示，在过去的六个月内，西半球大部

分地区的磁场正在减弱；而自今年 1 月以来，也有部分

区域出现磁场加强现象，包括南印度洋上空。

磁场强度出现变化本是正常的，但卫星数据却显

示其削弱的程度已比之前要剧烈得多。稍早时间在

丹麦举行的会议上，科学家已展示了初期结果。按之

前估计，地球磁场在每个世纪会削弱 5%左右，而现在

西半球磁场削弱速度比先前估计的要快 10 倍左右。

目前仍不能确定地球磁场为什么会减弱——地球磁

场与附近电流可生成一股复杂的力量，但它到底是如

何生成的以及为什么它会改变，尚未完全被人类所了

解。研究人员推测，地球磁场减弱的其中一个原因，

很可能是地球磁极即将出现“颠倒”——即磁场反转。

Swarm 卫星项目主管鲁内·弗洛伯格哈根表示：

“地球磁场反转并不是即时的，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

年才能完成，而过去也曾出现过多次。”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磁场削弱标志着地球上生命

的终结。历史上磁极“颠倒”时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生命灭绝或者太阳辐射损伤现象。但无疑，其对空间

天气存在威胁，譬如说电网和现代通信系统将处于高

度危险中。

欧空局表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科学家将继

续对影响地球磁场的其他来源（地幔、地壳、海洋、电

离层和磁气圈）进行数据分析。这将为分析很多自然

过程提供新的切入点——从地球深处发生的事，再到

由太阳活动引发的空间天气，而这些信息反过来也将

对“磁场削弱”这一谜题贡献出更好的见解。

指南针很纠结：地球磁场呈反转迹象
西半球磁场削弱速度比先前预计快十倍

科技日报贵阳7月11日
电 （记者刘志强）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 2014年年会 11

日上午在贵阳开幕。李克强

总理向年会发来贺信，强调

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

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建

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

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开幕式由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秘书长章新胜主持。

埃 塞 俄 比 亚 总 统 穆 拉

图·特肖梅、马耳他总理约瑟

夫·穆斯卡特 、瑞 士 联 邦 议

会联邦院议长汉纳斯·格尔

曼、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

谢 尔 盖·鲍 里 索 维 奇·伊 万

诺 夫 、瓦 努 阿 图 副 总 理 哈

姆·利 尼 、澳 大 利 亚 前 总 理

陆克文、泰国前副总理素拉

杰·沙 田 泰 、英 国 前 副 首 相

约翰·莱斯利·普雷斯科特、

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吉利

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贵州省

省 长 陈 敏 尔 等 在 开 幕 式 上

发表演讲和致辞。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诺德厚·
阿兰宣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的贺信。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是经国家批准，中国唯一以

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

国 际 性 高 端 峰 会 。 论 坛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与联合国

机构、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

和 组 织 ，与 国 家 发 改 委 、科

技部、环保部、中国科学院、

北 京 大 学 等 有 密 切 合 作 。

论 坛 立 足 贵 州 ，扎 根 中 国 ，

面 向 世 界 ，致 力 于 建 立 官 、

产、学、媒、民 共 建、共 享 的

国际性高端平台，着力普及

生态文明理念，展示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实践，把握绿色发展机

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维护

全球生态安全。

本次论坛主题：“改革驱

动，全球携手，走向生态文明

新 时 代 —— 政 府 、企 业 、公

众：绿色发展的制度架构和

路径选择”。年会从 7 月 10

日至 12 日共设置 40 个主题论坛，以及闭门会议、

早餐会、圆桌会、名人对话、电视辩论等 20 多种形

式的活动。来自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

各界 1000 多位嘉宾，在为期 3 天的时间里，重点

围绕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生态安全和环境

治理以及生态价值趋向、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四大

内容体系，展开演讲、交流和研讨，集思广益，以

改革引领创新的理念，探索全球携手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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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湘江江畔橘子洲头，璀璨的烟花每周末如

约绽放在这里的夜空。每每赏及，总能深切感受到都市丰

富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氛围。这周末，同样的美景，却将记

者的思绪，带回几天前到过的一个宁静的山沟沟。此时此

刻，驻守那里的一位红色土壤守望者，会在做什么？

文石林，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湖南祁

阳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祁阳

站）副站长。1984 年从华中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站里。他是进站最早的一批大学

生中的一员，也是里面唯一坚守至今的一员。从青春

少年样样红，到五十知天命，他整整在这里呆了 30年。

迷茫，却不曾放弃过

祁阳站位于湖南省祁阳县文富市镇官山坪村的偏僻

山沟。现在，这里建了简易篮球场，连上了网络宽带，可满

足最基础的物质文化生活。可30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他们住的是墙壁裂缝近四厘米宽的土砖房；用的

是泥巴水，遇上干旱，还得到 6公里外的地方去挑水；站

里交通极不方便，距最近的火车站得步行 7里路。遇上

火车半夜到停祁阳县，还得摸黑走 7里路回实验站。

与文石林同期来的有十余个大学生。面对这个荒

郊野岭的地方，大家对今后的工作、生活和前途，都万

分迷茫：从农村走出去上大学，现在又回到农村，物质

文化生活几乎没有。更愁的是，他们面对的是被美国

土壤学家预言将变成“红色荒漠”的红壤。

红壤是什么？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天晴一

块铜，下雨一包脓”，路难走，田难种。科学地说，就是

易板结、生产力低下的酸性土壤。研究这样的土壤，要

出成果和效益，很困难。可红壤是我国南方 14 个省

（区）的主要土壤类型，总面积约 218 万平方公里，占全

国近 1/3的耕地面积。他们选择这里，就必须肩负起将

这片“荒漠”变良田的重任。

艰苦的环境就像个筛子，短短几年，筛走了除文石

林以外的同期其他大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祁阳站

主力中，他是少数出生外地的科技人员。

文石林也迷茫过，但祁阳站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敬

业精神，深深打动了他。当时的站长陈福兴、科研骨

干陈永安、张马祥等人，家都在北京，可每年除回京开

会外，他们都呆在站里。首任站长、工程院院士刘更

另，每年也都回来好几次。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老

科学家们都从未离开过这里。耳濡目染下，文石林坚

定了：“农业科研总需要有人在一线从事田间试验和

野外数据收集等工作，虽然这些研究难以发表高水平

论文。” （下转第三版）

文石林：红色土壤守望者
本报记者 俞慧友

地球磁场卫星数据图 Swarm卫星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传书）中外科学家

合力建立了近乎完整的人类肠道微生物参

考基因集数据库，为研究人类肠道微生物提

供全面而精准的数据支持。7 月 7 日，最新

成果于《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在线发表。

肠道微生物菌群可以参与人体新陈代谢，

与健康和各种疾病密切相关。此前研究称，人

体肠道中大约存在1千多种细菌，平均每个个

体内约含有 160种优势菌种。这些微生物为

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保护健康，但其结构失

衡，也会引发肥胖、肠炎和糖尿病等各种疾病。

许多人类肠道微生物的相关研究都是基

于已构建的参考基因集数据库进行的。此次

科学家构建了一个高质量、近乎完整的人类

肠道微生物基因集数据库，样本来自欧洲、美

洲和亚洲，比之前的规模至少大 3 倍。科研

人员利用新构建的数据库对丹麦和中国两个

人群的样本比较发现，两者的肠道菌群在物

种组成和功能组成上有显著差异。丹麦人的

样本中，多种厚壁菌门细菌富集（如酒球菌

属、乳酸菌属等），而在中国人富集的微生物

更多来自变形杆菌门。在功能组成上，中丹

两个群体在营养代谢和外源物质代谢上都体

现了显著区别。这些差异可能与不同的饮食

和生活环境，或与宿主的遗传因素有关。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人群的肠道微生物

中，个体特异的微生物基因（人群中出现频

率低）是导致这个基因集数据库基因数量不

断增加的主要原因。这些个体特异的微生

物基因可能反映出肠道微生物的适应性以

及不同的遗传背景、营养状况和医疗用药情

况所形成的复杂肠道宿主环境。

来自华大基因、华南理工及哥本哈根大学

等多家单位的科研人员共同完成了此项研究。

人类肠道微生物基因集数据库问世

科技日报讯 （记者常丽君）美国斯坦福大学和

能源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SLAC）科学家提出了一

种用于评估计算中不确定性的方法，可广泛用于工

业、电子、能源、药物设计及其他众多领域，加快这些

领域开发新材料的速度。研究人员认为，该方法有

望很快得到应用，成为材料研究中的基本工具。相

关论文发表在 7月 11日的《科学》杂志上。

本研究针对的算法称为密度泛函理论（DFT），

是根据量子力学法则来预测原子之间的键能，让科

学家能预测上百种分子和材料的属性，比如复合物

的电子结构、密度、硬度、光学性质、反应性等。通

常用于评价 DFT 可靠性的方法是把实验值和理论

预测相比较。研究人员用了一种交换相关密度泛

函理论，是专用于表面化学的，以检查全体函数不

确定性。

“过去 10 年来，我们计算材料和化学品属性（反

应性、机械强度等）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负责该

研究的 SLAC 教授、SUNCAT 界面科学与催化中心

主管詹斯·诺斯科夫说，“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用计

算机模拟来预测，哪种材料有我们想要的属性，这

一过程叫做‘材料设计’。但在这些计算中，误差的

概率至为关键，它能告诉我们，计算结果的可信度

有多大。”

诺斯科夫和同事是开发这种方法的先驱。在论

文中，他们用这种方法来寻找更好、更廉价的催化

剂，以提高氨合成法的速度。而这一方法也能广泛

用于所有类型的科学研究，加速材料设计周期。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7 月 11 日（北京时间）报道，

为了估计误差大小，他们采用了统计学方法：把每种

属性都计算数千次，每次调整一个变量以产生轻微

不同的结果。结果中的差异就代表了误差可能范

围。每一种运算得到的材料属性，都可能填补一个

很大的空白。论文第一作者、SUNCAT 研究生安德

鲁·迈德福德说，比如在合成氨中，基于计算的可信

度，我们预测钌是一种比钴或镍更好的催化剂。

并未参与本研究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化学与物

理学教授基伦·伯克说：“去年大约有 3万份已发表论

文用到了 DFT 方法。我相信在短期内，对所有领域

的这种计算来说，他们开发的评估技术都会变得必

不可少。”

曾几何时，人们普遍认为量子化学计算不能够给

出足够精确的结果，但现在，密度泛函理论，这种量子

力学的新形式，已成为多种领域中电子结构计算的领

先之法，在研究分子、凝聚态性质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它的提出者也在 1998 年因之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对本文中的“材料设计”来说，密度泛函理论可以为人

们搜索数百万

种固体和化合

物提供帮助，因

此也能广泛应

用于材料基因

组学、药物设计

之中。

通过评估计算中的“不确定性”

新方法能加速寻找新材料
科技日报上海7月11日电（王琳琳 记者王春 陈

瑜）7 月 11 日上午，我国第六次北极科学考察队暨“雪

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浦东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

专用码头启程奔赴北极，执行中国第六次北极科学考

察任务。此次科考是继 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

式观察员国后的首次北极科考。

本次科考延续了前五次北极科考的传统区域，包

括白令海、白令海峡、楚科奇海和海台、加拿大海盆等

海区，这将有助于历次科考结果的分析和对比。据了

解，本次科考计划为 76 天，总航程约 1.1 万海里，预计 9

月 24日回到国内。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中国第六次北极

科学考察队领队曲探宙介绍说，此次科考是我国南北极

环境综合考察专项北冰洋区域调查“十二五”期间的最后

一个航次。主要内容是“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对我国气

候与环境的影响”。涉及北冰洋重点海域以及北太平洋

边缘海重点海域海洋水文与气象、海洋地质、地球物理、

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化学、海冰等环境要素的分布特征

和变化规律，重点项目为海洋环境变化和海—冰—气系

统变化过程的关键要素，获取调查海域海洋环境变化的

关键要素信息，建立重点海区的环境基线，为全球气候变

化研究、北极航道利用和极地海洋数据库的完善等提供

基础资料和保障，考察将通过重点海域断面调查、锚碇长

周期观测、走航和抛弃式设备观测、冰站观测等手段开

展，计划在北冰洋海冰上设置 8个短期冰上观测站和一

个长周期冰上观测站。考察队配备了船载直升机用于海

冰航路勘测和科研保障。

北极环境的快速变化是人类关注的重要课题。曲

探宙说，通过对两个寒极的考察、研究和对比，人类有

望尽快找到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从而科学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世界性难题。

本次考察还邀请了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

家的 6 名科学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 1 名科学家参加，就

海洋、环境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此外，为解决船上科考队员和工作人员的饮食问

题，特别是新鲜蔬菜的供给难题，上海蔬菜集团此次使用

先进的蔬菜保鲜技术，为“雪龙”号配送来自不同产地、相

对耐储存的蔬菜品种共计71个，配送数量达12.15吨。

上图 7月11日，“雪龙”号驶离码头。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 雪 龙雪 龙 ””出 征出 征 六 探 北 极六 探 北 极
为期为期7676天天 总航程约总航程约11..11万海里万海里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徐玢）7 月 13 日

将是今年第三次观测水星的好机会，到达西大距位置

的水星将在日出前露脸。届时，感兴趣的公众可在日

出前 1个小时在东方低空寻找这颗神秘行星的身影。

水星是太阳系八颗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它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落下，常常淹没在太阳的光辉中

而难觅踪影。“要看到水星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日全

食发生期间，由于天空变暗，有可能看到水星。另一种

就是当它运行到半个会合周期内与太阳角距离最大的

位置，也就是大距的前后。”北京天文馆马劲说。

水星绕日公转周期约为 88 天，与地球的会合周

期约 116 天，因此一年中会出现 6 至 7 次大距，也即从

地球上看起来距离太阳最远。“不是每次大距都适合

观测水星，因为有可能它会过于靠近地平线而无法

观测。”马劲说，2014 年我国境内有 4 次大距的观测

条件不错。

7 月 13 日今年观测水星的第三次好机会。再次到

达西大距的水星将出现在太阳西边最远的位置。日出

时它地平高度约 15°，亮度约+0.4 等。“可以比日出提

前 1小时，找到一个东方低空没有遮挡的地方。如果天

气晴好且大气透明度高，就有可能观测到水星。”马劲

说。当然，也不用担心很难快速找到水星，全天最亮的

金星将为爱好星空的眼睛充当向导。“在金星下方 7°

左右就是水星，而在金星下方的区域，没有任何星星的

亮度超过水星。”

今年观测水星的最后一次机会将是 11 月 1 日的西

大距。届时金星与太阳的角距离为 19°，日出时的地

平高度可达 17°。

7 月 13 日水星露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