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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葛兰素史克

近日宣布，希瑞适（人乳头瘤病毒疫苗[16

型和 18 型]）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的上市许可，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的预防

宫颈癌的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宫颈癌是中国 15岁至 44岁女性中的第

二大高发癌症，中国宫颈癌病例约占全球的

28%以上，每年约有 13 万新发病例；在全球

范围内, 平均每分钟即检查出一例新发病

例，每两分钟就有一名女性死于宫颈癌。因

此，中国在开展宫颈癌筛查项目的同时引进

HPV疫苗接种，将会显著降低宫颈癌和癌前

病变的发病率，从而降低疾病负担。

食药监总局表示，此次获批上市的疫

苗，采用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分别表达重组

HPV16 和 18 型的 L1 病毒样颗粒，经纯化，

添加氢氧化铝佐剂制备出来。据了解，一

项在中国开展的长达 6 年的希瑞适临床试

验，入组了 6000 多名受试者分别接种疫苗

和对照。结果显示，该疫苗在预防某些致

癌型 HPV 相关的宫颈疾病方面具有很高

的保护效力，且具有令人满意的效益风险

比，该结果与全球临床研究的数据是一致

的。希瑞适的获批意味着中国女性将有机

会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这一致命性疾病。

HPV 疫苗接种和宫颈癌筛查将为中国女性

预防宫颈癌提供更好的手段。据悉，希瑞

适在中国注册用于 9 到 25 岁女性的接种，

采用 3 剂免疫接种程序，有望明年年初正

式上市。

基于 HPV 疫苗的良好临床保护效果

及安全性数据，世界卫生组织鼓励在适宜

人群中使用 HPV 疫苗来降低宫颈癌的发

病率。

预防宫颈癌疫苗希瑞适在我国获批上市

如 果 把 科 普 比 作 一

场排球赛，科研人员就是

“发球手”。显而易见，发

球手开球了，比赛才能推

进 。 同 样 ，科 研 人 员“ 发

球”了，科普才能推进。

首 先 需 要 问 一 个 问

题，中国科普的“球”发出

去 了 吗 ？ 毋 庸 置 疑 已 发

出 去 了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是 中 国 人 科 学 素 质 提 高

最快的历史时期，且这个

提 高 速 度 有 越 来 越 快 的

趋 势 。“ 十 二 五 ”初 期 ，我

国 公 民 具 备 基 本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为 3.27％ ，目 前

已经达到 6.20％。

中 国 科 普 的“ 球 赛 ”

渐入佳境，成绩不可谓不

大，这是全社会共同努力

的结果，凝结着我国科研

人员的辛勤付出和汗水，

涌现出一批科研、科普都

很 出 色 的“ 明 星 ”科 学

家 。 他 们 是 中 国 科 普 的

“发球手”，是中国科学事

业发展进步的“发球手”，

是 创 新 大 时 代 背 景 下 最

可爱的人之一。

中 国 科 普 有 优 秀 的

“ 发 球 手 ”，但 数 量 还 不

是 很 多 ，科 学 家 和 科 研

人 员 这 个 大 群 体 对 科 普

的 重 视 程 度 总 体 还 不

高 。 我 国 要 在 2020 年 进

入 创 新 型 国 家 行 列 ，公

民 具 备 基 本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需 要 达 到 10％ 。 目

前 已 进 入 创 新 型 国 家 行

列 的 数 十 个 发 达 国 家 ，

公 民 具 备 基 本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最 低 都 在 10％ 以

上 。 我 们 的 差 距 还 很

大，需要奋起直追。

我们的科学家、科研

人员必须更多、更好担当

起 科 普“ 发 球 手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是 的 ，这 是 责

任、是义务！科普需要科

学家和科研人员，因为没

有 科 学 家 和 科 研 人 员 的

参 与 ，科 普 就 是“ 无 源 之

水 ”和“ 无 本 之 木 ”。 科 学 家 和 科 研 人 员 也 需 要 科

普，实际上能做好科普是科研人员有能力有“本事”

的体现。把科研和科普的关系处理好协调好，两者

可相互促进、相互激发。

有人说，搞科研的人做科普是“不务正业”。这

种说法经不住推敲。科学研究早已走出“书斋”，伟

大的选题不仅仅源于灵光一现，更源于广袤的自然

和火热的生活；伟大的成果不仅仅体现在把论文写

在纸张上，更体现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历史

上，写在人心上。历史上乃至今天，东西方很多伟

大的科学家，都是大众科普的引领者。

还 有 人 说 ，搞 科 普 会 干 扰 正 常 的 科 研 教 学 秩

序，影响科研保密等等。这种说法更是不值一驳。

从 来 没 有 谁 硬 性 要 求 科 学 家 和 科 研 人 员 全 职 做 科

普，也从来没有谁硬性要求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把本

应保密的成果对外宣传。只要每个科学家、科研人

员和科研机构都贡献出分内的科普力量，中国科普

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毫 无 疑 问 ，我 们 不 能 让“ 发 球 手 ”一 个 人 战 斗 ，

科普是整个“球队”的事。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社会

的力量，让“二传手”活跃起来，让“扣球手”、球队的

每个人都充分地活跃起来。政府要当好“教练”，要

为球队的每个人、为我们的“发球手”做好服务，推

动科研和科普更好结合，把科普绩效纳入科研绩效

加强考核，为科普全面营造良好环境。

科研人员做科普，不跌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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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SpaceX）用“猎鹰9号”火

箭将龙飞船送上太空，随后完

成了火箭的陆地回收。这使

得该公司储存的“二手火箭”

数量达到5枚，按计划，今年秋

天该公司将让其中一枚重返

太空。

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

志社执行总编庞之浩向科技

日报记者表示，此次回收成

功，是 SpaceX 公司火箭回收

技 术 由 成 功 迈 向 成 熟 的 一

步。他认为，相比海上回收，

在火箭运载能力远大于载荷

质量的情况下，陆地回收不失

为一种更加稳妥可靠的选择。

此次猎鹰 9 号火箭的发

射与着陆地点都在佛罗里达

州卡拉维拉尔角。庞之浩说，

该发射场东临大西洋，火箭升

空后飞向大海，陆地回收需原

路折返，为此耗费的燃料相当

于损失 40%的运载能力。如

果是海上回收，火箭可以沿着

自然飞行轨迹飞向海上回收

平台，仅损失 20%的运载能

力，但风险更大，对气候环境

条件要求更高。

但庞之浩介绍，猎鹰 9号

火箭已完成更新换代，对发

动机进行了改进并增加了燃

料，“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

下，陆地回收更可靠。”与过

去 13吨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相比，现在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达到了 22.8 吨，这对陆地

回收非常有利。

目前，SpaceX 公司已对

猎鹰 9 号火箭实现了两次陆

地回收、三次海上回收，下一

步将尝试对其重复使用。庞

之浩认为，相比全新火箭，发

射“二手火箭”风险更大，但

高成功率依然可期。他说，SpaceX公司会对火箭发动机

进行全面测试维修，在能够达到发射要求后才会进行重

复使用。他判断，在猎鹰9号火箭重复使用的前几次，检

测维修会更注重可靠性而不太计较维修成本，随着技术

逐渐成熟，才会逐渐加大对成本的考虑。

庞之浩预测，猎鹰9号首次重复使用时，或许会选择

质量不大、成本较低的载荷，即使失败，损失也不会太大。

据报道，猎鹰 9 号火箭第一级重复使用一次，可使

发射成本降低 30%，重复使用 10 次则能降低 80%左右。

据专家计算，10次是火箭重复使用的最佳平衡点，使用

次数更少做不到物尽其用，更多则反而增加维修成本

和风险。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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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网红！”郑永春的开场白引众人大笑。自

称“春哥”的他喊出口号：“信春哥，不挂科；信春哥，得

永生。”

中科院物理所 9 楼的科学咖啡馆里人头攒动。每

个月都有一个周一的晚上，一群爱好做科普的科技工

作者聚集在这里，品咖啡谈科学。这一天的主讲人是

前不久获得美国天文学会卡尔·萨根奖的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

近一两年，郑永春频繁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似

乎已习惯当一个明星科学家。然而，在中国，想当科普

“网红”的科学家少之又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

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

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记者随机采访的科学家里，大多认为

“科研是科学家的本职，科普是不务正业”。科研机构

和科研人员搞科普有哪些困难？怎样让更多科研人员

参与科普？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热衷于科普，是后来慢慢认

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才开始认真做。”郑永春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如果我们的中小学老师都不喜欢科学，高考出题

从来没有科学家参与，青少年在上大学之前没有见过

科学家，他们怎么能对科学感兴趣？青少年对科学不

感兴趣，我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又在哪里？”郑永春说，虽

然近几年国家领导一直强调科普与科研同等重要，但

要将这一理念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郑永春了解，科研人员不大愿意做科普原因有

两个，一是保密性需要，二是认为科普活动会干扰日常

的科研教学秩序。“这其实都不是理由。”

“美国的核潜艇、航空母舰都可以让公众去参观，

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眼睛就能偷走的东西一定不

是什么秘密。”郑永春说。至于干扰日常科研工作，他

认为，也可以借鉴国外做法，比如采取预约制、限时限

流、建参观通道，等等。

郑永春认为，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天然地

认为科普就是责任，而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意识。“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什么那么热衷于科普？因为

他们的经费需要国会批准，批准的前提是你要陈述你

都干了哪些事，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介绍，在这个过程

中，科普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事实上，美国的各科研机

构、学会、科研人员积极科普的主要原因，均是为了向

公众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获得高关注度，从而获取更

多经费。 （下转第三版）

科研人员做科普为何动力不足
—中 国 科 普 现 状 解 析 （二）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8日电 （记者常丽君）据荷

兰莱顿大学官网最新消息，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新型核磁共振显微镜（NMR），比现有核磁共振

显微镜灵敏度高一千倍，能在纳秒尺度观察到铜原

子核的弛豫时间，有望为医学诊断和基础物理研究

带来更好的观测仪器。

该研究团队发表于最近的科学文献预印本在

线数据库网站上的论文指出，为了测试新显微镜的

灵敏度，他们在 42 毫开温度下对铜的原子核自旋晶

格弛豫时间做了检测，显示其灵敏度比目前世界最

高纪录的核磁共振显微镜还高一千倍。

研究人员解释说，原子核是带电的，并绕着它

们的轴自旋，它们像微小的电磁体也会产生自己的

磁 场 。 如 果 膝 盖 受 了 伤 ，医 生 会 通 过 磁 共 振 仪

（MRI）查看关节以确定出了什么问题。把膝盖放

入 均 匀 磁 场 中 ，原 子 核 就 会 按 轴 排 列 指 向 相 同 方

向。MRI 随后发出特定的射频电波通过膝盖，使某

些轴发生翻转，射频信号终止后，那些原子核会恢

复过来。这些射频电波揭示了原子的位置，能为医

生提供精确的膝盖图像。

磁共振仪是核磁共振在医学上的应用。基于

同样的原理，物理学家也能用这一技术研究基本物

质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弛豫时间”，即原子

核恢复过来并提供大量有关物质属性信息的时间。

研究人员指出，核磁共振显微镜为物理学家在

原子水平研究物理过程背后的原理机制提供了新

的技术手段，比如，特殊系统在极冷条件下表现的

奇怪行为。核磁共振技术的突破最终还会促进医

疗用磁共振仪发展。莱顿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生杰

玛·维格纳尔说，如果用这项技术来研究老年痴呆

症患者的脑部，能达到分子水平，看到铁是怎样被

固定在蛋白质里的。

我们的身体和物质世界的一切是由无数微观

粒 子 所 构 成 ，随 着 科 学 技 术 的 进 步 ，人 类 探 查 微

观 粒 子 的 工 具 越 来 越 精 妙 ，我 们 所 能 观 察 到 的 微

观世界将越来越“宽广”，越来越丰富多彩。核磁

共 振 显 微 镜 可 以 帮 助 人 类 看 到 生 命 的 细 节 ，让 我

们 了 解 生 命 的 本 质 ，并 帮 助 我 们 远 离 一 些 病 痛 。

这 一 次 ，荷 兰 研 究 人 员 开 发 出 的 新 型 核 磁 共 振 显

微 镜 大 大 提 高 了 原 有 核 磁 共 振 显 微 镜 的 灵 敏 度 ，

这意味着我们将更进

一 步 接 近 生 命 的“ 真

相 ”。 相 信 有 了 这 项

技 术 ，更 多 物 理 过 程

背后的原理机制将被

揭示。

新型核磁共振显微镜灵敏度提高一千倍
可在纳秒尺度观察原子核弛豫时间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王小龙）美国东

部时间 18 日 0 时 45 分（北京时间 18 日 12 时 45 分），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猎鹰 9”号火箭搭载

“龙”飞船，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

升空。将“龙”飞船送入追赶国际空间站的轨道后，猎

鹰 9 号火箭第一级在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的 1 号着

陆区成功着陆。这是该公司第五次成功回收火箭，也

是第二次在陆上成功回收火箭。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称，这是“龙”飞船

第九次执行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飞船共携带了大

约 2.3 吨重的物资。其中最大的部件是一个名为“国

际对接适配器”（IDA）的金属环形装置，能够为包括波

音 CST-100 飞船和“龙”飞船在内的多种飞船提供自

动对接服务。该装置将于 8 月由宇航员在空间站机械

臂的协助下安装到位。其余的物资包括一台可对病

毒、细菌和小鼠样本进行 DNA 测序服务的手机大小

的测序仪以及一台观察失重对骨质和心脏影响的装

置等。

据了解，目前除俄罗斯的飞船外，其他飞船都必

须在人工操纵的情况下进行对接。新的对接适配器

配备了感应器，能够跟踪飞船的运行轨迹，符合国际

标准的飞船都可以与国际空间站实现自动对接，这将

为未来载人太空之旅打下基础，营造一个更为灵活开

放的太空探索环境。

与前几次选择在海上驳船降落不同，这次 SpaceX

公司选择让猎鹰 9 号火箭第一级在陆地降落。主要原

因是这次飞行负载较轻，一级火箭推进剂余量相对充

足，有能力从大西洋上空返回发射场，实施把握更大

的陆地回收。

NASA 称，如果一切顺利，“龙”飞船将于两天后抵

达空间站，在轨 5 周后，与国际空间站分离，最终降落

在太平洋海面上。

猎鹰9号火箭第二次陆上回收成功
为 空 间 站 送 去“ 国 际 对 接 适 配 器 ”

我空军赴南海常态化战斗巡航 7月 18日，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在北京宣布：中国空军近日组织了航空兵赴南海战斗巡航。这次南海战巡，空军出动
轰-6K飞机赴黄岩岛等岛礁附近空域进行了巡航。申进科表示：“根据有效履行空军使命任务的需要，空军航空兵赴南海战斗巡航，将继续常态化进行。”

图为空军轰-6K飞机在黄岩岛等岛礁附近空域巡航。 新华社发（刘锐摄）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姚天宇 蔡晓懋 记者

付毅飞）记者 18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获悉，世界

上最大的航天器总装、集成、测试中心（简称 AIT 中心）

近日在天津全面建成。我国空间站计划的部分总装测

试工作已在该中心进行。

“卫星上天，能不能抗得住复杂的外太空环境？谁

敢给出答案？”当年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空间科学

家赵九章和钱骥一次次追寻着这个答案。如今，我国已

经具备了在地面为航天器模拟太空各种环境的条件。

天津 AIT中心建设项目总师闫荣鑫表示，该中心作

为未来我国新一代大型航天器完成总装、集成、测试的

主阵地，空间站等大型航天器都将在这里诞生。

据介绍，该中心包括9个功能区，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

米。包含15个试验系统，囊括了大型航天器总装、测试以及

模拟太空各种环境条件的试验。“空间站密封性比神舟飞船

还要高一个量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天津AIT中心

的试验条件比目前我国现有AIT中心更好。”闫荣鑫说。

该中心建设项目总指挥张春元介绍，与我国其他航天

AIT中心不同的是，天津AIT中心可以实现异地协同作业。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
航天器总装集成测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