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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大庆 通讯员曾光

强）肿瘤治疗首先要对其准确诊断。但目前

肿瘤诊断常用的成像技术对肿瘤的边界不

能精确定位，影响了治疗。记者从中科院获

悉，我国科学家成功构建出能够同时对肿瘤

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多功能纳米材料，既能对

肿瘤精准定位，也能对肿瘤做光热治疗。相

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先

进材料》上。

这种新型纳米材料是由中科院苏州纳米

所研究员张智军团队、苏州大学教授陈华兵团

队、厦门大学教授任斌团队等合作研发的。纳

米材料通过尾静脉注射方式进入实验小鼠体

内后，能够对肿瘤部位进行磁共振/光声/表面

增强拉曼三模态成像，通过不同模态的信息互

补实现对肿瘤的精准定位，而且实现了影像指

导下的肿瘤的手术切除和光热治疗。

张智军等构建的新型材料是一种花状

结构的核壳纳米材料（γFe2O3@Au），其金

壳表面具有很高的粗糙度，能够有效增强表

面增强拉曼成像信号，并同时提高磁共振和

光声成像效应，实现了高精度、高空间分辨

率以及高灵敏度的磁共振/光声/表面增强

拉曼三模态协同成像，即通过磁共振成像技

术可以确定肿瘤的位置和轮廓。通过光声

成像可以对肿瘤进行深层次的定位，同时获

得肿瘤内部结构的信息。通过高灵敏度表

面增强拉曼成像可以对肿瘤边界进行精确

定位，从而指导肿瘤切除手术。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这种纳

米材料优良的光热效应，在近红外光照射下，

使肿瘤部位的温度高于42℃，成功杀死肿瘤组

织，实现了肿瘤的光热治疗。该项工作为肿瘤

的精准医疗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新策略。

多功能纳米材料可精准诊疗肿瘤

在经历十余天的太空旅

行后，7 月 25 日发射的第 19 颗

北斗导航卫星开启了自主运

行功能，并与同时发射的第 18

颗北斗导航卫星搭建星间链

路，实现了太空“握手”。这意

味着我国成功验证了全球导

航卫星星座自主运行核心技

术，为实现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五院了解到，新一代北

斗双星“兄弟”不仅在速度、精

度、重量等指标方面都比“哥

哥姐姐”们更上一层楼，还能

实现智能化的自主运行。“高

智商”的背后，有众多全新的

系统和技术联合立下的汗马

功劳。

多项创新确保
双星隔空相握
“星间链路功能，让星与

星之间实现了通信、测距，进

而大大提升导航系统的自主

可控能力。”北斗导航卫星总

设计师王平说。

北斗双星要冲出亚洲、走

向世界，就要对空间环境进行

灵活应变，保持卫星与地面、卫

星与卫星之间的互联互通。为

此，突破北斗导航星座自主运

行技术，成为研制团队面临的

首要任务和最大的难点。“我们

必须走自主可控之路，否则无

法可持续发展。”北斗导航卫星

系统总设计师谢军表示。

在浩瀚的宇宙，让两颗小

小 卫 星 准 确“ 握 手 ”谈 何 容

易。五院设立了全新的自主

运行分系统，投入了充分的资

源保障，对星间链路和星座自

主 导 航 技 术 实 施 了 重 点 攻

关。科研团队率先提出了混

合型新体制星间链路方案，完

成了星间链路需求分析与设

计，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和系统方案的设计；同时展

开了紧锣密鼓的创新工作，攻克了空间相控阵天

线等技术难关。众人协同创新、集智攻关，全力确

保着北斗卫星隔空“一握”又稳又准。

自主导航助北斗独立开展任务

卫星之间的硬件联通了，还要实现软件上的

实时互通、完美“对话”，自主导航技术是关键所

在。该技术可以使导航卫星脱离地面的遥控，独

立自主开展导航任务，为用户提供高精度的导航

服务。该技术已成为当前国际上各导航系统都在

全力攻克的目标。

为此，五院总体部自2000年起就在国内率先开

展星座自主导航技术研究，10年后承担了国家北斗

重大专项的自主运行关键技术攻关工作，历时 3年

独立自主研制出星载自主导航软件。从自主导航

总体方案设计到各类算法的设计和实现，研制团队

让北斗卫星用共同的“语言”进行对话，确保为全世

界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为国内特定用户更高要

求的使用提供支持。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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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1 日电 （记者华凌）正在国

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 6 名宇航员最近显示出自己在

种菜方面的才能，他们在空间站种植的生菜喜获丰

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0 日公布的视频

图像显示，宇航员首次品尝了他们在太空种植的紫

叶生菜，标志着该空间站蔬菜培育试验取得阶段性

成功。科学家把这一口舌尖上的味道视为人类向载

人飞船火星探测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 NASA 电视台转播报道，宇航员斯科特·凯利

等在美国东部时间 10 日上午 11 时 15 分，作为第一批

品尝者食用了这些生菜。几十年来，NASA 和其他机

构已经在太空中试验种植农作物，但种出的作物不

会马上给宇航员吃，而是被送回地球进行检测。如

今，宇航员们首次享受到了自己的劳动果实。

凯利和谢尔·林德格伦在吃这种“令人惊讶”的

蔬菜时颇为兴奋，都在推特上晒图，大赞“太空生菜”

味道不一般，如同芝麻菜的香味。“这是个人的一小

口，却是人类的一片大叶子。”NASA 也在官网上略带

调侃地评论说，“这让我们距离飞向火星又近了一

步。”

NASA 研究未来生活及活动的首席科学家维勒

说，红生菜、西红柿和蓝莓这类含有抗氧化剂的食物

将有可能改善宇航员的情绪，以及有效地抵御太空

辐射。

在执行前往火星的任务途中，定期提供补给的

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凯利表示，宇航员想要生存下

来，就必须自己种出食物来，而这是往既定方向迈出

的一大步。

据 8 月 11 日 NASA 官网报道，这些蔬菜生长在一

个特殊的“蔬菜盒子”里，每个盒子重约 7 公斤，可折

叠或拉伸。之前宇航员将蔬菜种子撒在由土壤和化

肥组成的垫层上，用于生根发芽。由于在太空不能

给蔬菜浇水，所以垫层底部设有特殊的灌溉系统。

这些蔬菜的种子由“龙”号宇宙货运飞船送入空

间站，由轨道科技公司与肯尼迪航天中心合作开发

的“素食者”（Veggie）植物种植系统培育。该套系统

使用的能量比传统的植物照明系统要少 60%。

NASA 网站称：“对这些‘太空生菜’，宇航员会吃

一半，然后把其余一半留下冷冻，待返回地球后供科

学家研究。”

宇航员试吃“太空蔬菜”：味道好极了！
国际空间站内生菜丰收 向载人火星探测迈出重要一步

央行 10 日宣布，将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起发行 2015 年版第五

套人民币 100 元纸币。这一消息

刷爆了整个网络，广受关注。根

据央行发布的消息，发行新版纸

币主要是为了防伪。那么，人民

币的防伪技术水平如何？假币到

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新版 100 元

人民币防伪情况怎样？10 日，科

技日报记者就此深入采访公安部

相关专家，就人民币防伪相关问

题详细解读。

新版 100元纸币
主要解决两大防伪
问题

央行发布的信息显示，新版

100 元纸币在保持 2005 年版第五

套人民币 100 元纸币规格、正背

面主图案、主色调、“中国人民银

行”行名、国徽、盲文和汉语拼音

行 名 、民 族 文 字 等 不 变 的 前 提

下，对部分图案做了适当调整，

对整体防伪性能进行了提升。

此次改版，防伪技术、印制质

量的改进和提升大有玄机。像光

彩光变技术就是国际钞票防伪领

域公认的前沿公众防伪技术之

一，目前全世界已有包括中国、俄

罗斯、欧元区在内的多个国家和

地区钞票采用该技术。

公安部专家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此次 100 元人民币的改版主

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个

增加人们肉眼的识别度，另一个

是解决真假拼接的假币在市场

上混淆视听。

他 表 示 ，长 期 以 来 ，人 民 币

虽然防伪技术很好，但是普通民

众要识别假币还是要借助许多

别的手段，现在新版的 100 元人

民 币 采 用 光 彩 光 变 技 术 ，设 置

了 非 常 明 显 的 防 伪 点 ，让 人 们

一 看 就 能 判 断 真 伪 ，这 是 很大

的进步。

他还告诉记者，一些不法分

子采用真假拼接的办法变造人

民币，另外由于人民币在使用过

程中各部位磨损不同，单一号码会增大机具设备误判

率。针对这些情况，2015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100 元纸

币采用了横竖双号码，以达到防范拼接变造币和提高

机具对钞票冠字号码识别准确率的目的。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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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11日电 （记者聂翠蓉）意大

利格兰萨索国家实验室 Borexino 实验团队在《物理

评论 D》杂志发表论文称，他们在地壳和更深层地幔

中探测到中微子的反物质——反中微子，地幔中的

反中微子甚至占到总量的一半左右。

中微子几乎没有质量，是在放射性衰变中形成

的中性带电粒子。中微子几乎不和其他粒子发生相

互作用，每秒钟有数万亿中微子从我们身边经过，我

们却全然不知。

格兰萨索的 Borexino 是一个巨型金属球罐，其

内充满 300 吨的液体闪烁体。反中微子会发射出一

个正电子和一个中子。当这两个粒子撞到液体中的

粒子时，就会发出特殊的闪光。

科学家们自从 2007年就开始在格兰萨索当地探

测中微子，之前的 Borexino 探测器和位于日本的

KamLAND 探测器都曾发现过反中微子，但信号非

常微弱。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报道，这次新研究

中，科学家们分析了 Borexino 探测器获得的 2056 天

的详细数据后发现了反中微子。新发现具有 5.9 西

格玛水平，这意味着，误差只有 2.75 亿分之一，而粒

子物理学家们通常将 5 西格玛水平置信度作为发现

粒子的标准，新发现大大超过了这一标准。

这次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还能确定地球内产生

中微子的放射物铀和钍的比例，并且首次区分出反

中微子是来自地壳还是来自深层地幔。“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深层地幔中也能发现反中微子。”意大利

核物理国家研究所、Borexino 领导吉安保罗·贝利里

说。

当 Borexino 试验在往下寻找中微子时，南极的

冰立方探测器也在外太空寻找中微子时再次获得突

破。曾在 2013 年首次探测到两个高能中微子后，冰

立方团队已经探测到越来越多的中微子，但最近，他

们宣称探测到能量最高的中微子，这些中微子的能

量超过 2000 万亿电子伏特，比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碰

撞能量还要高 150多倍。

这些最新发现有助于物理学家们揭示暗物质等

宇宙奥秘。地幔中微子的探测研究将帮助科学家们

更好地理解放射物衰变如何驱动地幔中岩石层移动

等过程。

中微子是基本粒子界的隐士。虽然数量巨大，但

几乎不跟其他粒子反应，因此很难探知它的特性，以

至于发现几十年后，仍然是最不为人所了解的粒子。

现在科学家或侦测核反应堆，或侦测恒星，或侦测地

心，就是为了捕捉海

量中微子之中那一

两个愿意现身的积

极分子。而它们也

将供出物理学底层

不为人知的秘密。

深层地幔和外太空再次测到中微子

“如果发生液氨泄漏，在场人员应朝反方向跑、向

上风向跑，并对周边 150 米范围内的住户进行疏散隔

离。”8 月 11 日，国家化学事故应急专线应急专员侯笑

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在此前一天，8 月 10 日 22:20 左右，四川南充市

南部县定水镇一化工厂发生液氨泄漏。“刺鼻的氨气

味道从化工厂的方向飘了过来。很快派出所就开始

组织大家疏散。”家住化工厂附近的杨育军告诉记者。

据四川当地媒体华西都市报报道，泄漏工厂位于

定水镇一十字路，周边有多栋居民楼。厂区一处管道

发生泄漏时，不少白色气雾从泄漏点喷出。一位分管

安全的副镇长接受该媒体采访时曾介绍，因事发地位

于人口密集处，约有上万居民撤离。

11 日中午，南部县委宣传部发布通报，对“上万居

民撤离”的说法予以了否认：定水镇政府及时对厂区

周边 400 余名居民进行了有序疏散。10 日晚 22：50 左

右，泄漏隐患排除。疏散居民于 11 日凌晨返回家中。

通报内容显示，事故是由该县川龙化工有限公司合成

氮总管盲板法兰垫子发生破裂引发。涉事企业已全

面停业整改。目前，周边环境各项监测指标正常，周

边群众生产生活稳定。

“液氨具有腐蚀性，这次泄漏可能就是因为设备

腐蚀或阀门损坏。”侯笑波告诉记者，常态下，氨气为

无色气体，有刺激性恶臭，容易被液化。在升温或降

低压力时，液氨可急剧蒸发，并吸收大量的热。低成

本的液氨作为制冷剂，在冷冻厂企业广泛使用，而液

氨泄漏也多常见这类工厂。

可供参考的是，哈尔滨理工大学林其彪硕士学位

论文《液氨泄漏事故模拟及扩散影响研究》称，根据安

监总局公布的事故统计显示：从 2002 年至 2009 年底，

发生液氨泄漏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总计 10 起，其中死

亡 36 人，重伤 19 人，轻伤 286 人。而在 2013 年发生的

吉林液氨爆炸更是导致 120 人死亡的特别重大火灾事

故。

对于液氨泄漏的结果，师立晨等人在《液氨泄漏

事故模式比较研究》中指出，液氨扩散后果事故模式

主要有四种：第一，在泄漏口处立即点火形成喷射火；

第二，泄漏处于开放空间且经过一定时间点火形成闪

火：第三，泄漏处于局限空间并经过一定时间点火则

形成蒸汽云爆炸；第四，若泄漏扩散过程中没有点火

源则形成单纯的大气中扩散。

液氨泄漏之后该注意些什么？侯笑波提示，如果

皮肤有灼伤感，要把衣服都脱下来，以免衣物上残余

的氨气继续腐蚀皮肤。若液氨泄露引发火灾，应立即

将毛巾（或衣服等）浸湿，捂住口鼻，以防烟呛入后晕

倒、窒息。因为火场中的热空气和有毒烟雾会向上

升，逃离时不要直立行走，最好的办法是低头弯腰，必

要时要爬行前进。 （科技日报成都8月11日电）

液氨泄漏之后该注意些什么？
本报记者 盛 利

科技日报乌鲁木齐 8月 11 日电 （记者朱彤）创

新科技援疆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落实《全国科技

援 疆 规 划（2011—2020 年）》，充 分 发 挥 科 技 创 新 对

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推动新疆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要作用，正式启动科技援疆基

金，支撑引领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是第五

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

8 月 11 日 ，科 技 部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在 乌 鲁 木 齐 市 召 开 第 五 次 全 国 科 技 援 疆 工 作 会

议。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主

席雪克来提·扎克尔致辞。兵团司令员刘新齐、自

治区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出席。会议由科技部

副部长张来武主持。

科技援疆开展以来，科技援疆成为加快创新型

新疆建设的助推器，成为提高新疆科技创新能力和

推 进 新 疆 跨 越 式 发 展 的 民 心 工 程 。 科 技 援 疆 取 得

建立了全国“大科技”援疆格局，推动了全国科技优

势 资 源 向 新 疆 聚 集 ，加 快 了 新 疆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壮

大，促进了新疆民生改善，推动了新疆特色资源开

发，推动了新疆生态环境保护，扩大了新疆科技合

作空间，壮大了新疆科技人才队伍，提升了新疆的

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了新疆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等十

大成就。

王志刚要求，全国科技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第

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以改善民生、维护

团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着力动员全国科技力量进一步完

善“大科技援疆”格局，着力提高新疆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服务支撑。

为进一步推动科技援疆再上新台阶，王志刚强

调，一是创新机制，启动组建援疆基金，进一步丰富

科技援疆工作的手段和措施；二是集聚力量，加强

统 筹 规 划 和 系 统 谋 划 ，进 一 步 完 善 大 科 技 援 疆 格

局；三是重点突破，围绕新疆稳定与发展的迫切需

求，抓紧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四是特殊倾斜，着

力做好南疆和兵团科技援助工作，推动科技援疆再

上新台阶。

第五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提出

进一步完善“大科技援疆”格局

国际空间站使用“素食者”植物生长系统种出的紫叶生菜。 图片来源 NASA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