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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8日电 （记者华凌）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卡西尼”号探测器确认土卫六

（“泰坦”）上有一个由纯液态甲烷组成的巨大“海洋”，

海床上可能覆盖着一种富含碳和氮的泥泞状物质，其

海岸可能被湿地所环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

期的《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上。

“泰坦”是环绕土星运行的最大一个卫星，它是太

阳系唯一拥有浓厚大气层的卫星。与地球相似的是，

“泰坦”上的氮气在大气中超过 95%，占主导地位。然

而，其上的氧气很少，其余气体大多是甲烷和包括乙烷

的其他微量气体。

据每日科学网报道，基于“卡西尼”号雷达仪器在

2007 年至 2015 年间飞越“泰坦”收集的数据显示，“泰

坦”北半球被许多较小湖泊包围，靠近北极有三大海

洋，其中第二大海即丽姬亚海（大小相当于地球上休伦

湖和密西根湖总和）富含甲烷。

该研究第一作者、在法国研究实验室协助“卡西

尼”号雷达团队工作的爱丽丝称：“此前我们以为，丽姬

亚海主要由乙烷组成，这次‘卡西尼’号独立证实，这片

海洋主要由纯甲烷构成，其海底可能是富含有机物的

污泥层。”

研究人员认为，在“泰坦”大气中，氮和甲烷反应产

生各种各样的有机物质，其中最重的落在表面。这些

化合物进入海洋后，有些溶解在液态甲烷里，不溶性的

化合物如腈和苯则沉入海底。经观测数据发现，丽姬

亚海海岸线周围可能是多孔和液态的碳氢化合物。

然而，经“卡西尼”号测量，没有发现“泰坦”上的甲

烷海洋和海岸之间的温度有任何显著差异，这表明，其

上分布的湖泊和海洋是由潮湿的液态碳氢化合物组成，

从而使其温度升降犹如大海一样。科学家推测，“泰坦”

大气中的甲烷可能是生命体的基础，这一发现有助于了

解地球最初情况，揭开地球生物如何诞生之谜。

“卡西尼”号证实土卫六有甲烷“海洋”
该发现有助了解地球最初情形

图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卡西尼”号太空
飞船拍摄到的土卫六上的北方海域。

美国政府 2013年提出“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

计划”（简称“脑计划”），目标包括探索人类大脑工作

机制、开发大脑不治之症的疗法等。

这一计划之宏大，被认为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相

媲美。历经 3年，目前“脑计划”实施现状如何，面临哪

些挑战，有何解决办法？

高调起步

3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雄心勃勃地公布这一宏伟

计划，称要“通过10年努力绘制出完整的人脑活动图”，

并认为这将不仅具有科研和医学意义，还将产生巨大

的经济社会影响，具有改善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潜力。

白宫不仅对这项计划寄予厚望，也给予了巨大支

持。在美国联邦政府 2017财政年度预算中，“脑计划”

的 预 算 增 至 4.34 亿 美 元 ，与 2016 财 年 相 比 增 幅 近

45％，更是 2014财年的 4倍多。

除了政府拨款，美国各界也在为这项计划提供支

持。美国著名商界人士桑迪·韦尔和夫人 26日刚刚宣

布，为“脑计划”捐出 1.85 亿美元，希望能推动神经科

学发展。这是脑科学领域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

“脑计划”咨询委员会联合主管、美国神经生物学

家科尼利亚·巴格曼曾对媒体说，最初获得资金时，科

学家并不知道如何推进“脑计划”研究，后来达成了一

个基本共识：第一步是技术创新和推动技术发展，只

有这样才能推动神经科学向前发展；第二步是将这些

新技术应用于探索大脑功能的工作机制。

过去 3 年，“脑计划”研究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

比如去年 4 月，科学家找到了一种通过控制实验室动

物大脑神经回路、较准确操控其行为的方式，被美国

媒体称为该计划启动以来第一个重要成就。

齐头并进

美国“脑计划”的具体事务由多个机构负责，这些

机构侧重点各有不同。从涉及该项目的 2017 财年预

算中，“脑计划”几大研发方向或许可窥一斑。

作为“脑计划”研究的主要机构，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将获得该计划预算的最大部分，总共 1.95 亿美元

资金，支持其“脑计划 2025”项目。国家卫生研究院还

计划通过“脑计划公私合作伙伴项目”，将学术研究者

与新技术工具制造商对接起来。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的研究方向，包括开发

分析大脑细胞和神经回路的研究工具，开发新一代人

类大脑成像技术，大规模记录大脑活动和调节控制大

脑功能，研究神经回路功能、开发新一代人脑侵入性

装置，开设多项神经科学短期课程等。

美国能源部将首次获得 900 万美元经费支持，重

点发展新型生物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以监测关键分子

在大脑中的工作过程。

另外，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将获得 1.18 亿

美元资金，重点内容包括研发能够读写单个神经元功

能的硬件原型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获得 7400

万美元，用于设立“国家大脑观测站”，协调大规模国

际脑研究项目，平衡在神经技术领域的多方投资。美

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则将继续研究应用神经科学。

前路多艰

初步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和资金的到位，都只是

万里长征第一步。从科研难度本身，到合作模式、伦

理问题等等，摆在这项宏伟计划面前的现实困难还有

很多。

首先，科学界此前对大脑工作机制的认知几乎是

空白，技术难度不言而喻。科学家承认，一个多世纪

以来对大脑的探索才刚刚触及这个巨大科学挑战的

表层。比如，动物研究的当前最高水平是可同时从约

1000 个神经元中取样，但人脑有 850 亿到 1000 亿个神

经元，破解它们共同包含的巨大奥秘，看起来像“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伦理方面也有不少担忧。“脑计划”中的一些技术

设想如果实现，便有可能用于操纵神经元，这不仅让

人担心会产生“读心术”，还对大脑是否会被控制感到

忧虑。奥巴马曾指示相关委员会加强生命伦理问题

的研究，以探索解答伴随“脑计划”科研发展而引发的

相关伦理、法律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问题。

另外，如何开展合作也是个大问题。参与“脑计划”

的加州理工学院专家多丽丝对记者说，与基因组计划或

者物理学工程相比，神经学研究方式充满个性，这是“脑

计划”参与者共同工作时面临的一大挑战。

技术突围

尽管困难重重，科学家依然能够看到与脑科学相

关的技术取得突破的希望。就研究工具来说，科学家

设想，综合运用多种新技术，去探测记录人脑活动，并

由此带动一批新技术进步。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专家埃德蒙·塔利认为，光

电等科学领域中研发的设备，在“脑计划”研究中前景

广阔。加州理工学院脑成像中心负责人、神经科学教

授拉尔夫·阿道夫也指出，将来可能通过光学方法获

取多种成像类型的大量数据，为脑研究提供支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纳米系统研究院负责

人保罗·韦斯则认为，电子探针技术、光学探针技术、

光遗传学、功能化纳米粒子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等，

都可能用于脑科学研究。

此外，公私合作的方式是“脑计划”的一大特点。

除了政府研发机构，包括数家光电企业、脑成像技术

公司等在内的各类相关领域企业，包括一些初创公

司，也都是“脑计划”研发的合作方。这种方式有助于

为研究提供持续的活力。

（新华社洛杉矶4月26日电）

美 国“ 脑 计 划 ”这 三 年
新华社记者 郭 爽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8日
电（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

杂志在 27 日发表的一篇语言

学论文中，描绘了叙事性语言

含义在人类大脑中分布的详

细图谱。这项研究可能有助

于深入了解语言的神经生物

学基础。

语义信息是指任何有含

义的语言、文字、数据、符号等

提供的信息，也可以说，语义

信息就是日常语言所包含的

信息。此前已经有人提出，语

义信息是在一整组大脑区域

中呈现的，这一区域被统称为

语义系统。然而，关于这个系

统更详细的情况及规模，一直

以来并不为人所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杰克·盖伦特和他的同事

们，分析了包含不同语义范

畴（几组有相似之处的概念，

比如“食物”“工具”或“有生

命的物体”）的口语叙事故事

所 激 发 的 大 脑 反 应 。 实 验

中，7 位参与者听了超过两个

小时的广播节目故事后，研

究人员通过收集实验数据并

对 功 能 性 核 磁 共 振（fMRI）

数据建模，绘制出人类大脑

中 语 义 信 息 功 能 呈 现 的 图

谱。然后，研究团队再使用

特定算法分析图谱中每个区

域的共有特征，在此基础上

绘制出语义图谱集。

研究人员发现，语义系统

广 泛 分 布 于 两 个 半 脑 超 过

100 个不同区域的皮质上，分

布的模式十分复杂，但分布规

律在不同个体上都是一致的，甚至特定语义范畴也似乎

表现在语义系统中的特定区域上。不过，研究人员表

示，参加实验者都在西方工业社会中长大并接受教育，

拥有相似的生活经历，这一点可能对这种一致性产生了

影响。

大
脑
语
义
信
息
功
能
图
谱
绘
制
成
功

可
揭
示
语
言
的
神
经
生
物
学
机
理

科技日报巴黎4月 27日电 （记者李宏策）科技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侯建国 26 日率团访问位于巴黎市中

心的巴斯德研究所总部，与该所主席克里斯汀·布雷绍

教授进行座谈，了解其最新发展理念、研究方向和运行

机制，其后参观了实验室和巴斯德展览馆。

布雷绍在座谈中介绍，他就任研究所主席后，制定

了新的科研战略规划，着重加强跨学科研究项目，将基

础研究、教学、医药、公共健康、整合生物学等项目进行

融合。与此同时，继续拓展全球研究网络和研究资源，

建设适应前沿发展的技术平台。在研究主题方面，巴斯

德研究所正就抗衰老和再生医学、个性化医疗、微生物

和非传染性疾病、合成生物学和定量生物学、环境与健

康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科研联合所长安瑞

璋介绍了上海研究所发展情况和未来规划。安瑞璋博

士表示，在中法双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团队在研究和教

学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研究经费和国际期刊发表论

文数量逐年提升。该团队作为巴斯德研究所全球健康

研究网络中的重要组成，未来将参与更多国际研究项

目，并继续强化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能力。

侯建国副部长一行随后参观了研究所实验室，巴斯

德研究所病毒学部主任菲利克斯·雷对多个研究项目进

行了讲解，并针对项目经费申请、设备使用等问题予以

解答。

布雷绍在访问结束时表示，十分荣幸能在巴黎总部

接待科技部代表团。巴斯德研究所长期致力于与中国

开展合作，特别是 2004 年成立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

所以来，双方合作日益紧密。他欢迎更多中国科学家和

学生到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学习，继续扩展两国在生

物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

侯建国副部长感谢巴斯德研究所的热情接待和

讲解，他表示，巴斯德研究所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在科

研经费划拨、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等方面有很好的借

鉴意义，期待中国科学家与巴斯德研究所的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侯建国副部长考察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科技日报莫斯科 4月 27 日电 （记者亓科伟）27

日，首届中俄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论坛暨第七届国际

网络安全论坛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主任鲁炜、俄罗斯联邦总统助理肖格列夫等出席

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鲁炜表示，中国有近7亿网民，还有7亿人正在逐步

成为网民，有400多万家网站，互联网经济以年均30%以

上的速度增长。中俄网络关系快速发展、持续向好，网

络空间政策、技术、商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

中俄同为网络大国，在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进程中应主

动承担加快网络互联互通、建设网上精神家园、繁荣发

展数字经济、切实维护网络安全、推动网络共享共治等

五大责任，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论坛上，双方与会代表就中俄信息通信技术合作

前景进行了交流。在加强网络空间监管方面，两国专

家重点关注了网络空间主权、通信基础设施安全、个人

数据保护、社会关键领域网络服务安全、打击网络犯

罪、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防止网络空间极端主义和

恐怖主义传播等现实问题。

此次论坛由俄网络安全联盟主办。在去年 12月乌

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网络空间

安全协会与俄网络安全联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商定在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领域，从技术交流、人才培

养、政策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入全面合作。此次论坛是

落实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的首个具体举措，今后将每年

轮流在中俄两国举行类似活动。

首届中俄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论坛提出

全球互联网治理需强调五大责任

以色列当地时间4月28日上午8时10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飞特拉维夫首航航班HU7957降落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色列交通部、旅游部、中
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举行了盛大的首航仪式。以色列地处地中海东岸，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是著名的“创新国度”。近
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两国间的合作与交往日益增长。海航北京往返特拉维夫直航航线的开通，为中以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新的空中桥
梁，将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科技、创新、旅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冯志文摄

““创新国度创新国度”：”：海航来了海航来了！！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 27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 27

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民用航天领域是美国的“潜

在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

“就民用航天而言，我认为他们（中国）是一个

潜在合作伙伴。”博尔登当天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探讨 NASA 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时说。他还表示，事实上，中国“在一些领域已经是

一个合作伙伴”，比如 NASA 正与中国科学院在地

球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如喜马拉雅冰川研究。“因此

（两国）现在有一些潜在的合作领域，但由于现在国

会有限制，我们的合作仅限于多边活动。接触总比

孤立好。”

2011 年以来，美国国会一直禁止美国航天局

与中方开展航天合作。在 27日的智库活动上，博尔

登说，尽管美中航天在他仅剩的有限任期内不太可

能开展合作，但他对两国的航天合作前景依然“非常

乐观”。

NASA视中国为“潜在合作伙伴”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28日电（记者吴
刚）俄罗斯航天机构 28 日首次从位于俄远东地区阿

穆尔州的东方发射场，用一枚运载火箭顺利将 3颗俄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公司发布的消息，莫斯科时

间 28 日 5 时 01 分（北京时间 28 日 10 时 01 分），一枚

“联盟 2.1A”运载火箭从俄东方发射场顺利升空。该

火箭携有“阿伊斯特－2D”对地观测卫星、“罗蒙诺索

夫”科学实验卫星和“萨姆萨特－218”纳米科学卫

星。升空约两小时后，这 3颗卫星先后与火箭顶端的

“上面级”（又称轨道加速器）分离，开始进入预定轨

道。俄首次从东方发射场发射卫星宣告成功。

据俄航天部门介绍，“阿伊斯特－2D”卫星是一颗

以光学电子装置探测地表的观测卫星，其抓取拍摄的

范围可精细到 1.5米。“罗蒙诺索夫”卫星的任务是用

望远镜观测高能宇宙射线，获取地磁场辐射数据。“萨

姆萨特－218”卫星将为俄萨马拉国立航空航天大学

承担科教任务，协助研发纳米卫星定位控制技术。

俄火箭首次从东方发射场发射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