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联合国1月14日电（记者王心见）世界卫

生组织14日宣布，随着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14日结束，

西非地区所有已知的埃博拉病毒传播链均已得到抑制。

根据世卫组织规定，超过42天没有新增埃博拉病例

即可宣告疫情结束。14日距利比里亚最后一位确诊病

人经两次检测均呈阴性已达 42天。利比里亚曾于 2015

年 5月首次宣布没有埃博拉传播，但此后两度出现了病

毒重新输入情况。最新一次病例发生在2015年11月。

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结束标志着自两年前发生疫

情以来，利比里亚和几内亚、塞拉利昂三个受影响最严

重的西非国家，首次在至少 42 天内实现零病例报告。

2015 年 11 月 7 日塞拉利昂疫情宣告结束，12 月 29 日几

内亚疫情结束。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发现和摧毁每条

病毒传播链是西非里程碑式的成就，这取决于西非三

国政府、英雄般的医护人员、地方和国际组织以及慷慨

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发言人表示，对受埃博拉

影响的国家当局所展现的领导力和决心以及社区在制

止疫情暴发方面所展现的主人翁和参与精神予以赞扬。

本次埃博拉疫情夺走了超过 1.13 万条生命，受感

染人数超过 2.85 万例，给受影响国家、家庭、社区以及

卫生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不过，世卫组织提醒说，像在利比里亚以前出现的

情况那样，三个国家依然处于发生更多小型埃博拉疫

情的高度危险之中。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出现了不

属于最初疫情的 10 次病例突发情况，并且有可能是由

于康复之后病毒在幸存者体内持续存在造成的。有证

据显示，该病毒在幸存者体内消失得相对较快，但可在

少部分男性幸存者的精液中生存长达一年之久，且在

极少情况下会传给亲密伴侣。

世卫组织表示将与合作伙伴及西非三国政府合

作，确保康复患者获得医疗与心理护理，检测残存病

毒，提供咨询和教育，帮助他们融入家庭与社区生活，

并尽量将病毒再次传播的风险降至最低。

西非埃博拉疫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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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李大庆）中外科

学家发现了一颗罕见的极亮超新星，其最高光度比太

阳强 5700 亿倍。科学家认为，目前的超新星理论难以

对这颗星的爆发机制和能量来源给予令人满意的解

释。相关研究成果刊登在 15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超新星是恒星在生命终点的剧烈爆发现象。约两

千年前，中国的《后汉书》中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超新星爆发，这颗（现称为 SN 185）超新星被天文学家

划归为 Ia 型，自那以来，人类记录了上万颗超新星爆

发，其中最常见的类别就是 Ia型。

而中科院“宇宙结构起源”战略先导专项的核心成

员、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青年千

人”研究员东苏勃领导的国际团队发现的一颗极亮的

超新星（被命名为 ASASSN-15lh）震惊了国际天文界，

其爆发强度超过了 Ia型超新星约 200倍，是目前记录保

持者的两倍以上。

ASASSN-15lh 距离地球 38 亿光年，属于罕见的

“极亮型超新星”家族中的一员。它所达到的最高光

度比太阳强 5700 亿倍，是整个银河系千亿颗恒星总

光度的 20 倍左右。它的发现有望为天文学家揭开极

亮型超新星的爆发之谜提供重要线索。东苏勃称：

“ASASSN-15lh 是迄今为止人类记录到的最强的超

新星爆发。由于它辐射的能量太高，目前的超新星

理论难以对它的爆发机制和能量来源给予令人满意

的解释。”

ASASSN-15lh 是去年 6 月由两架位于智利安第斯

山脉托洛洛山顶的 14 厘米口径望远镜发现的。发现

当天，东苏勃与其合作者立即将有关信息公开给全球

的超新星研究者，很快便引起了天文学家们的强烈兴

趣，世界上诸多大型望远镜和美国 NASA 的“雨燕”太

空望远镜马上开始了后续观测。时至今日，研究者们

还在从光学到 X 射线再到射电等诸多波段观测这颗

超新星。

东苏勃指出，以往发现的 I型极亮超新星多在黯淡

的矮星系中，但 ASASSN-15lh 的宿主星系比银河系还

要亮数倍。随着超新星逐渐变暗，后续观测将可以更

好地研究宿主星系，这对理解贫氢极亮型超新星的爆

发环境有重要意义。据了解，东苏勃团队将利用哈勃

空间望远镜等强大的天文仪器对 ASASSN-15lh超新星

和其宿主星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光度比太阳强5700亿倍极亮超新星发现
是整个银河系恒星总光度 20倍 目前超新星理论难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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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消息称，该集团五

院 502 所为某卫星研制的磁

聚焦霍尔电推进系统顺利完

成交付。消息传出后受到众

多媒体关注，被广为转载。

这两天，502 所专家发现

有关消息越转越不靠谱。“比

如有媒体报道中说成离子喷

气发动机。其实磁聚焦霍尔

推力器属于稳态等离子体电

推进，与离子推力器属于两

种不同工作原理的电推进技

术。”502 所高级工程师、电推

进系统主任设计师高俊对科

技日报记者说。

宇航推进系统是利用反

作用原理，靠对物质加速喷

出为航天器提供推力，目前

应 用 最 多 的 主 要 有 两 大 类

型。传统的化学推力器，主

要通过推进剂催化反应或氧

化剂燃烧剂反应产生高温，

将推进剂加热后喷出；新型

电推力器则通过电磁场对推

进剂进行电离，然后加速喷

出。两者都要消耗推进剂，

但消耗量有很大区别。

“对于同样的宇航任务，

电推进消耗的推进剂约为化

学 推 进 的 十 分 之 一 甚 至 更

少。”高俊说。

表现宇航推进技术性能

优劣的主要指标叫“比冲”，

即消耗单位质量推进剂所能

产生的冲量。比冲越大，意

味着推进技术性能越高。而

比冲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推

进剂的喷出速度。

高俊介绍，化学推力器

受限于推进剂的化学焓能，

推进剂喷出速度有限，约为

每秒 2 至 4 公里；采用电推进

技术则能打破这一约束，喷

出速度可达每秒 15 至 80 公

里，比冲是化学推进技术的

十倍以上。

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和

苏联开始了电推进技术研究。

美国首先在离子和电弧

电推进技术上取得突破，由此

发展了相关产品并最早实现

应用。目前美国在轨应用的

离子推力器比冲达到3000至4100秒，性能当属最优。

俄罗斯则率先掌握霍尔推力器技术，其比冲约为

1500至 1600秒。

高俊表示，离子推力器比冲高、消耗推进剂更少，

但技术复杂，尺寸、重量较大；霍尔发动机比冲较低，

但技术简单、可靠性更高，尺寸、重量较小。“两者各有

优势，适用于不同的航天任务。”他说。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也开始霍尔推进技术研究及

产品研制，已应用于对地静止轨道卫星平台。俄罗斯

则已开展第二代霍尔推进技术研究，以磁场聚焦为主

要技术路线，可将比冲提高到 1800 秒以上。目前其已

完成样机研制，并进行了地面验证，但尚未开展在轨飞

行验证。

“502 所本次交付的磁聚焦霍尔电推进系统就属

于第二代霍尔推进技术，比冲达 1850 秒，性能相比目

前在轨广泛应用的霍尔电推进系统提高 20%以上，

与俄罗斯二代样机指标基本一致。”高俊说，该系统

将在国际上首次进行在轨飞行验证。

（科技日报北京1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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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杨保
国）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李传锋、许

金时研究组与其合作者，在实验中首次实现

了零容量量子信道中量子信息的双向传输，

突破了以前标准的量子信道理论，该成果近

日发表在《科学》子刊《科学·进展》上。

信道容量是指信道在噪声环境下有效

传输信息的能力，是通讯领域最基本的问

题。量子信道不仅可以传输经典信息，还可

以传输私密信息和量子信息，每种情况对应

一个信道容量。标准的量子信道理论与经

典理论相似，都是假定信道之间是相互独立

的，但真实的量子信道并非如此。

李传锋、许金时等人选择保偏光纤进行深

入研究。保偏光纤具有极强的相位消相干，原

本不能用来有效传输量子信息。研究组利用

量子通讯领域最近发展的理论工具来度量光

纤的信道容量。他们首先实验测定一根 120

米左右长度的保偏光纤的量子容量为零，即一

次性使用单根保偏光纤是不能传输量子信息

的。随后他们对两根相同的保偏光纤进行编

码，构成一个量子信道干涉仪，从而把量子容

量为零的保偏光纤激活。激活后两个保偏光

纤不再独立，而是相互关联起来构成一个无消

相干子空间，从而有效地进行量子信息传输。

为了提高光纤噪声的关联度，他们将两

根光纤缠绕在一起，实验测得两根量子容量

为零的保偏光纤联合使用时的量子容量大于

0.6（理想的量子信道容量为1）。量子信道干

涉仪内有两个输入口和两个输出口，通过改

变干涉仪内半波片的设置，可以实现量子信

息在噪声信道中的单向传输或双向传输。

本成果为构建小型量子纠缠网络提供

了新思路。

我实现零容量信道量子信息有效传输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5日电 （记者华凌）通过欧

空局“罗塞塔”飞船上的科学仪器，科学家首次在彗星

“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表面发现大片水冰，解

开了彗星上是否有水冰这个由来已久的谜团。新发

现有助于对彗星上部动力层及其进化的研究。

科学家已知道彗星的彗发，即彗核周围膨胀的气

体云，是由水分子控制的，也了解冰是彗核的主要成

分之一。但直到此前，彗星表面上的水冰却一直没有

被探测到。

研究人员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的论文

称，这次“罗塞塔”飞船的紫外成像光谱仪（VIRTIS）

在彗星 67P 底部两个地区发现几十英尺的水冰，分别

在悬崖壁上和岩屑崩塌落下的碎片中，并在可见光下

出现明亮闪耀的斑块。研究人员称，看起来像有破

损，或是一些东西落在彗星表面，而且一个面积较大

的新区域内暴露出有水冰。这是第一次直接探测到

其内部的冰。

通过成像光谱仪进一步分析显示，新暴露区域的

水冰粒有两种不同尺寸。在微米范围内的小颗粒形

成一层薄薄的霜，可能由彗星旋转形成。当彗星的这

一区域远离太阳，水凝结成冰，从彗发脱离到彗核。

而在“白天”时水又回到彗发。更大的冰粒有几毫米，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彗星飞近太阳，其浅层地下的

冰会蒸发，然后向下移动到较冷的下表面，又在那里

的空隙凝结。

研究论文的作者、美国加州喷气实验室行星科

学家默西说：“这次发现水冰令人兴奋，由此我们将

可以开始了解彗星的上部动力层，以及它们是如何

进化的。”

彗星 67P 的表面像大部分彗星一样，主要被几乎

是黑色的有机物质覆盖。这是因为当彗星飞向太阳，

暴露在高温下，其表面像冰一样的物质蒸发，从固态

变成气体。但彗星地壳上的硅酸盐类物质，类似地球

上的岩石、沙子、泥土和含碳物，不易挥发，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富集在彗星表面。

彗星区别于其他天体的明显标志，莫过于朦胧

的“头发”和飘逸的“尾巴”。距离太阳越近，彗星就

越“妖娆”。然而，真正能让人类得以亲近的，恐怕只

有 67P 了。“罗塞塔”母船和“菲莱”着陆器的每次探

测结论都颇有看点——观其形，其形好似大黄鸭；

嗅其味，其味犹如臭鸡蛋；查其质，内核确实为水

冰……现在，“ 菲 莱 ”

已 然 陷 入 沉 默 ，或 将

永 远 告 别 地 球 ，因

此 ，来 自 彗 星 67P 的

任 何 报 告 和 结 论 都

更显珍贵。

彗星67P表面发现大片水冰
解开由来已久的谜团 有助研究彗星上部动力层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陈瑜）有用电需

求时将电站拉过来，不需要就用船将电站拉走，记者 15

日从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

核动力院）了解到，该院联合国内船体平台研发、设计

和制造单位，已完成针对我国海域海上浮动核电站初

步设计和关键技术攻关，计划 2016 年底启动示范堆建

设，2019 年有望建成运行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海上浮动核电站。

日前，国家发改委正式复函，同意中核集团申报的

海上浮动核电站ACP100S纳入能源创新“十三五”规划。

ACP100S是 ACP100的海上应用型号，是中核集团

完全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小型海上反应堆型号，单堆

电功率 100MW（兆瓦）。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项目，2011年“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压水堆 ACP100”已获

国家能源局批复，且已完成所有科研攻关工作。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定义中，“小型”机组是

指电功率 300MW 以下的机组，轻水堆是其主要堆型。

2004 年 6 月，IAEA 宣布重新启动中小型反应堆的开发

计划，美国、俄罗斯、韩国等核电强国已着手小堆研发

和应用。

近年来，我国包括中核集团在内的核电企业，加快

小型核反应堆研发和推广，虽起步时间不同，但为海上

钻井平台、海岛开发、偏远地区等提供热电水等能源需

求，满足供电、供热、海水淡化、核能制冷等多元化发展

需求成为共识。

核动力院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压水堆总设计师宋丹

戎表示，基于 50年的海上小堆研发经验，该院自主研发

的浮动核电站 ACP 系列已实现型谱化，包括 ACP10S、

ACP25S、ACP100S 等不同功率规模的浮动式核电站堆

型，并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双堆组合，实现不同功率规

模集成的浮动式核电站。他透露，核动力院与国际最

大的英国劳氏船级社和 IAEA 签订合作协议，正在开展

浮动核电站安全审评和法规标准制定工作。

2019年我国有望建成海上浮动核电站

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刘垠）今后，小企业研发费

占比将由 6％调整为 5％，更多中

小企业可享受到高新技术企业政

策的优惠。

15 日，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获悉，根据

加大支持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力

度的新要求，科技部、财政部、税

务总局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将于近日

印发。同时，三部门正在编制新

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

“到 2015 年 底 ，全 国 共 有 高

新技术企业 7.9 万家，高企政策有

力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2014

年高企的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2％，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

高出 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

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企业研发

经费的一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已成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经济提质增效的骨干力量。”科

技部副部长阴和俊说，认定办法

实施 8 年以来，逐渐暴露出跟不

上产业发展变化、对中小企业支

持力度不够等问题，需要优化认

定条件程序以及加强后续监管。

据悉，本次修订完善包括四

个方面：适当放宽认定条件，简

化认定工作流程，加强认定和后

续监管，扩充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

“适 当 放 宽 认 定 条 件 ，将 小

企业研发经费的占比由 6％调整

为 5％，使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高企政策的优惠。”阴和俊介绍

说，将企业科研人员占比由不低

于 30％调整为不低于 10％，以更

适应企业研发外包、众包等发展

新趋势，取消近 3 年内获得知识

产权的限制与 5 年以上独占许可获得知识产权的方

式，以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转让。

此外，简化认定工作流程，缩短公示时间，由 15 个

工作日改为 10 个工作日；加强认定和后续监管，建立

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机制；扩充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领域，剔除一批落后技术。

阴和俊表示，此次修订完善坚持高新技术导向，

突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定位，将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和新业态等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加

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倾斜支持，并坚持放管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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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飞船上紫外成像光谱仪拍摄到的彗星
上岩屑崩塌处图像。

将于美国当地时间1月15日向公众正式展出的“泰坦巨龙”骨架长约37.2米，成为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永久展品。化石于2014年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被发现，古生物学家
推断这种恐龙可能是迄今地球上已知最大生物。由于体型过于巨大，“泰坦巨龙”头部不得不伸出展览大厅。图为当地时间1月14日人们参观“泰坦巨龙”骨架。 新华社记者 李畅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