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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7月 31日电 （记者王小龙）美国波

士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日前报告称，他们查明了木

星大红斑神秘热量的来源，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大红

斑下层大气的剧烈运动有关。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

在《自然》杂志网站上。

大红斑是木星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由意大利天

文学家乔瓦尼·卡西尼在 1665年首次发现，1831年开始

被正式记录和连续观测。这个长在木星脸上的“大斑

点”，其实是氨和甲烷气体云构成的风暴气旋，目前长

约 1.6 万公里，能放下一个地球还有富余。这个飓风系

统能量巨大，最高时速可达 640公里。

大红斑上层大气的温度比木星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的温度都要高，这让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不少人

推测除太阳外，应该还有其他的热源。

在新的研究中，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詹姆士·奥多诺

霍和他的研究小组在对上层大气区域进行持续观察

后，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其他热源或来自于大红

斑下方。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大红斑下层大气和上层

大气之间会通过某种方式连接，产生相互影响，其中介

便是声波。大红斑中风暴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可通过声

波跨越 800 公里的距离，到达上层大气，继而对大气中

的原子产生作用力，通过振动将动能转化为热能。

研究人员称，他们在地球上的安第斯山脉上也观

察到了类似现象，只不过在规模上更小一些而已。新

研究首次直接观测到了这种局部加热源，为木星上下

层大气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

木星大红斑神秘热量来源查明
或与其下层大气剧烈运动有关

一个中国教授是怎样当选为非洲科学院首位中

国籍院士？

“在习近平主席最近致电非洲联盟第二十七届首

脑会议时强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公共卫生领

域的合作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刚刚当选非洲科学

院首位中国籍院士的张林琦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最先进研究

成果带到非洲，在新发突发传染病医疗研究平台上，

致力于推进中非科研合作。”

给非洲带去最新医疗成果

张林琦是国际上最早研究艾滋病的首批科学家

之一。他告诉记者说：“我和非洲的关系主要源于对

艾滋病的研究。”

早在 1995年，张林琦在美国纽约大学从事博士后

研究时，就主持了一项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针对全球

艾滋病病毒遗传学和生物学特征的研究。他发现，非

洲的艾滋病病毒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且有极高的基

因突变和生物学多样性，对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提出了

严峻挑战。这项历时多年的研究为人们认识艾滋病

毒，研发药物和疫苗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关键平台。

2007年，张林琦作为艾滋病研究专家接受非洲医

学研究委员会的邀请，对非洲艾滋病研究和疫苗开发

的情况进行整体评估。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时的感触

既深刻又复杂。他回忆说：“当时南非正赶上情人节，

艾滋病的快速诊断试剂都成了情人节礼物，医院里面

护士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高达11%。问题确实严重！”

基于这种情况，张林琦与其他很多科学家和国际

组织一道，大力倡导和推动对非洲艾滋病的治疗、诊

断和研究项目。特别是针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促进

药品和诊断试剂价格的优化，让更多感染者直接受

益。他还与南非、博茨瓦纳、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尼日

利亚等多个非洲的科学家建立联系，进行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中非科学家合作与机制的优化。

自当选非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后，张林琦承担起为

非洲科学院起草传染病重点研究方案的任务，并致力

于搭建和优化合作基金与研发队伍，实质性推动合作

研究的进展，提升防治传染病的能力。

力建中非新发突发传染病
合作平台

与非洲同行的多次交流让张林琦深深感到，科技

援助和科技合作才是根治艾滋病等疾病症结的关键。

他说，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对非洲提供

了很多的援助和投入，大大降低了艾滋病在非洲流行

的势头，使非洲从一个艾滋病重灾区变成了某些方面

的研究领军，个别方面甚至超过中国的水平。推动中

非医疗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非洲，也有利于中国。

近十年来，张林琦一直在为建立更有效的中非科

技沟通合作机制奔走倡议。通过“中国南南卫生合作

研究联盟”和清华大学“国际公共健康硕士”平台，张

林琦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积极开展与非洲决策者、

管理者和科研人员的交流，推动在传染病防治中的合

作与人才培养，促进疫苗和药物等企业与非洲对接，

开展本土化生产合作等。

张林琦认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是包括中非在

内的全球研究重点和难点。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展

开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其目标是“预防为主，关口前

移”，才能满足新形势下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布局和

要求，保障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全。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与非洲的合作必须扩大。

“以往西方媒体经常报道，中国人到非洲去开矿

山、建铁路、修房子、建水利，是为了掠夺当地资源。

但当你踏上非洲这块土地，就会发现西方媒体的偏见

和荒谬。其实，非洲人民感激中国人民在基础设施建

设、医疗卫生促进、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并真诚期待今后能在科学研究、企业开发等领域更多

的合作。”

科研人生没有终点与顶点

无论是对艾滋病的研究，还是推进中非科研合

作。张林琦总在强调一句话，自己科研一生没有顶

点，也没有终点。

国际上 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1983年首次确定

艾滋病毒 HIV。张林琦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

他的导师最早用遗传学的方法来研究 HIV 病毒的遗

传和变异，张林琦也在 1988年随导师一起转向这一方

向。

1993 年，张林琦师从鸡尾酒疗法（高效抗病毒联

合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博士，共同在国际上率先阐述

了 HIV-1及其感染细胞的变化特点、病毒演变规律和

人体免疫系统重建中的关键过程，为优化治疗策略、

评估免疫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张林琦说：“我们发现，艾滋病无法根治的原因主

要有两个：一是无法百分之百抑制病毒复制，二是体

内存在着病毒储藏库。前一者好比残余的病毒复制，

后者是死而复燃的病毒复制。这两点为我们找到治

疗方法，达到‘功能性治愈’和‘终极根治’的目标提供

了精准靶标。”

自 1995年鸡尾酒疗法使用以来，艾滋发病率和死

亡率持续降低了 70%，使一种被判死刑的疾病，转为一

种可以治疗的慢性疾病。目前鸡尾酒疗法更加安全

有效而且方便，患者可以一天只吃一片药。

另外，虽然艾滋病这一堡垒尚未攻克，但研究中

获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为治疗其他疾病带来了新工

具，已能将丙肝基本根治。回顾几十年的艰苦研究和

工作，张林琦感慨地说：“这是一条看不见终点的路，

选择这条路最重要的是信念和毅力。从研究现状来

看，离根治艾滋病这一终极目标，已到了像攀登珠穆

朗玛峰顶的最后十米，胜利在望！”

谱写中非医疗科研合作新篇章
——访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教授

本报记者 常丽君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31
日电（记者陈丹）每天服药

两次，就能够阻止阿尔茨海

默氏症（老年痴呆症）病人

的大脑进一步退化。一种

名为“LMTX”的药物的末

期临床试验证实，志愿患者

的智力在长达 18 个月的时

间内都没有出现下降，他们

的记忆和推理能力没有减

弱，日常生活能力也一直保

持不变。这表明，首个针对

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有效治

疗药物已近在咫尺。

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

的报道称，参与试验的患者

共有 891 名，最初的试验结

果令人失望，因为对于同时

在服用其他治疗痴呆症药物

的患者而言，“LMTX”似乎

不起作用。不过，在另外

15%没有服用其他药物的患

者身上，却出现了鼓舞人心

的现象：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们不仅维持了基本的认知

能力，而且其大脑关键区域

的萎缩程度也比其他试验人

员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项最新研究成果已

经在多伦多举行的阿尔茨

海默氏症协会国际会议上

提交。研究负责人、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的赛尔吉·高蒂

尔说，这一领域一直处于新

候选药物无法通过后期临

床试验的困境，并已经有十

多年未能取得实际的治疗

进展，“这是首次有药物能

够减慢大脑衰退的速度”，

未来“LMTX”有望成为一

种有潜力的备选治疗方案。

阿尔茨海默氏症是一

种渐进性脑疾病，目前尚无治愈办法。医生为患者开具

的处方药，如多奈哌齐，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帮助控制症

状，但最终还是无法阻止大脑的退化趋势。尽管已有一

些延缓记忆丧失的其他疗法被开发出来，但老年痴呆症

研究的主旨还是在于寻求能够阻止脑组织损伤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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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大红斑下层大气加热上层大气示意图

华为公司在莫斯科PMLoft举行二合一平板电脑MateBook发布会，正式进军俄罗斯PC市场。华为Mate-
Book将采用分辨率为2160X1440的 IPS TFT LCD屏幕，配备英特尔第六代酷睿双核处理器，搭配全新的Win-
dows 10操作系统。据介绍，业界首创的360度全方位灵敏识别和侧边指纹识别技术，以及轻薄的外形和超
长续航能力，将成为MateBook抢占俄罗斯PC市场份额的法宝。 科技日报驻俄罗斯记者 亓科伟摄

本周焦点

“阳光动力”2号环球之旅圆满收官
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2号于当地时间

7月 26日凌晨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巴廷机场降落，

成为世界第一架实现环球旅行的太阳能飞机。这趟

飞行自 2015 年 3 月开始，途经 16 座城市，全程不耗费

一滴燃料，完全依靠太阳能为动力。“阳光动力”系列

飞机开启了太阳能动力载人飞行的新时代。

本周明星

电子帆：送航天器到太阳系边缘只需10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近日公布了一种

新型推进系统“电子帆（E-Sail）”的细节，该系统能和

太阳释放出的粒子相互作用产生推力，从而让航天器

获得前所未有的速度。相比“太阳帆”（太阳能板供

电）提供动力的飞船，它将大幅缩短将航天器送往星

际空间的时间，只需 10 年左右就能将宇宙飞船送往

太阳系边缘——太阳风顶层，同样的距离“旅行者”号

飞船花了 35年。

外媒精选

SpaceX将花3亿美元用于飞船前往火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日前介绍了该局与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相关协议细节，预估 SpaceX

将花费 3 亿美元用于其红龙飞船登陆火星任务，这也

是全球首家私人公司进行载人火星任务的先导实

验。该任务的红龙飞船将由重型猎鹰火箭发射，飞船

届时并不载人，事先要进行改装，拆除舱内不必要的

设备，并对太阳能电池阵列配置与飞船热控部分进行

改动。

一周之“首”

首次“现身”的引力波或源于原生黑洞并合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和欧洲引力

波天文台（VIRGO）探测到了两个约为 30倍太阳质量

的黑洞在 13 亿年前的并合产生的引力波，这一发现

被称为“世纪发现”。

日本科学家日前表示，这两个黑洞或许为原生

黑洞（也称为太初黑洞）而非普通黑洞，如果这一想

法获得后续数据支持，它们将是揭开暗物质之谜的

关键。

“最”案现场

迄今最有力证据表明大型克隆动物衰老正常
英国诺丁汉大学一项医学研究显示，通过体细

胞 核 移 植 技 术 创 造 出 的 克 隆 羊 衰 老 过 程 是 正 常

的。该研究分析了 13 只成年克隆羊，其中 4 只的遗

传数据与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动物——克隆羊多莉

一样，这是首次开展的有关克隆对大型动物健康影

响的长期研究。

前沿探索

阻止寨卡病毒感染的抗体被发现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小鼠中发现了能有

效阻止寨卡病毒感染的抗体，而且这些抗体只针对寨

卡病毒，不针对与寨卡病毒同属黄病毒科的其他病

毒。这意味着朝开发寨卡疫苗、更好的诊断测试工具

以及新的抗体疗法迈出重要一步。

飞越地球磁层增大患心血管疾病风险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通过比较发现，与执行近

地轨道任务的宇航员或从未执行过轨道任务的宇航

员相比，参加过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患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是另两个宇航员群体的 5 倍，而由辐射导致的血

管壁细胞损伤，可能是宇航员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重大

诱因。这一发现对超出地球保护性磁层之外的航天

飞行有重要启示。

来自鼻腔的抗生素能杀超级细菌
“住”在我们鼻腔中的一种细菌可生产出能杀死

超级细菌的新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称，他们在人类鼻腔内发现的一种名为“路邓葡萄球

菌”的细菌，具有独特功效，在被制成抗生素后不但

能杀灭超级细菌，还不易产生耐药性。该发现有助

研发出新型疗法，让此前“刀枪不入”的超级细菌闻

风丧胆。

一周技术刷新

裸眼欣赏立体电影不是梦
美国和以色列的科学家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影

院 3D”新型显示系统，能让人们在电影院裸眼观看立

体电影。现在不能确定的是，将新型显示屏做到影院

屏幕大小在经济上是否合适，但研究人员认为，新系

统为像影院和礼堂等大空间场所观众裸眼直接观赏

立体影像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型电池纤维素隔离膜问世
为防止电池漏电短路，通常要在电池两极间涂一

层多孔薄膜进行隔离。最近，韩国蔚山国立科技学院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纤维素纳米垫（c-mat）隔离膜，

在一层较厚的大孔聚合物上加了一层薄薄的多孔纤

维素，有效解决了传统电极隔离膜难以兼顾防漏电与

离子高效传输的矛盾。

太阳能“光合”电池变二氧化碳为燃料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设计出一种新型

太阳能电池，能直接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碳氢

化合物燃料，整个过程廉价而高效，有助于加快淘汰

化石燃料，并在有重大挑战性的催化剂研究领域取得

了巨大进步。

奇观轶闻

150年前气候变暖就已发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最新研究发现，全

球近五分之一的气候变暖现象在 150 年前就已经发

生，但由于记录温度的方法存在问题，导致未能从历

史记录中发现这一变化。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7月25日—7月31日） 据新华社伦敦7月 31日电 （记者邓茜）据英国媒

体报道，英国政府或将于今年秋季就是否批准中法合作

投资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作出最后决定。这一项

目原计划于 7月 29日举行合同签字仪式。

英国商务和能源事务大臣格雷格·克拉克表示，英

国政府将认真考量这一项目的所有组成部分，并在今年

秋季作出最后决定。他说，英国需要安全可靠的能源供

应，政府相信核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广核集团 29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关于欣克利角 C

项目对于英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英国新政府表示需

要时间熟悉该项目，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广核已

做好准备，将与战略合作伙伴法国电力集团一起，继续推

进该项目，为英国提供安全、可靠和可持续的能源。

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 7 月 28 日通过建造英国欣克

利角 C 核电站的计划，相关合约计划于 29 日签署。在

英国政府作出推迟批准的决定后，该集团英国业务首席

执行官文森特·里瓦兹在对员工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

他对员工、当地社会和供应商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感到遗

憾，但理解英国新内阁需要“一点时间”。

中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去年 10 月宣布，就共

同修建和运营英国萨默塞特郡的欣克利角 C 核电站达

成战略投资协议。根据协议，中广核主导的中方联合体

和法国电力集团将分别占该核电站项目股份的 33.5％

和 66.5％。双方将共同出资在欣克利角 C 核电站建设

两台欧洲压水式核电机组。据悉，项目第一期的建造成

本预计将达 180亿英镑（约合 280亿美元）。

英将于秋季决定欣克利角核电项目

当选非洲科学院首位中国籍院士的张林琦教授当选非洲科学院首位中国籍院士的张林琦教授（（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