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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家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举世瞩目的第 3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我国体育健儿肩负祖国和人民期望，顽强

拼搏，奋勇争先，取得 26枚金牌、18枚银牌、26

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展现了追求卓越的意志

品质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人民赢

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

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在里约奥运赛场上，我国体育健儿大力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同世界

各国各地区运动员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增进

了友谊和了解。你们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

重观众、尊重规则，表现出精湛的运动技艺和

优良的竞赛作风，向世界展现了当代中国的

正能量和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你们的

优异成绩和奋发表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

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振奋了民族精

神，凝聚了奋进力量。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中国精神，伟大

的征程需要伟大的中国力量。希望你们继续

发扬我国体育界的光荣传统，再接再厉，总结

经验，克服不足，努力争取更加优异的成绩，

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体育运

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普及开展，促进全民

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积极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体育运动带来

的健康和快乐。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学习和弘扬我国体

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精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不断追求

卓越、追求超越，万众一心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6年8月22日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第31届
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80后”女作家郝景芳凭借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

得了由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这已是中国科幻

作家第二次摘得这一奖项，大大提升了中国科幻的国

际能见度和知名度。

分析人士认为，短短一年，从长篇到中篇，从男作家到

女作家，从“60后”到“80后”，中国科幻正站上世界文坛。

《北京折叠》属“软科幻”：小
说是现实的推演

郝景芳创作的《北京折叠》严格意义上说是一部

“软科幻”，故事探讨了城市社会发展的某种可能性，以

警示未来。她在书中构建了一个不同空间、不同阶层

的北京，可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却又“具

有更为冷峻的现实感”。故事多源自她自己的生活日

常，记叙现实的人情悲暖。

作为科幻界的新星，她 2006 年开始从事写作。在

书迷们看来，有现实痕迹的科幻小说，是郝景芳与众不

同的科幻写作方式。

郝景芳获奖后说，自己的获奖有助于科幻在国内

继续慢慢变热；未来的创作计划之一是把《北京折叠》

这个故事写完，按照一开始的想法，变成一个长篇。

外国读者爱上中国科幻：读
懂中国的一把新钥匙

在郝景芳获颁雨果奖的当天，太平洋西岸的上海

书展上，《三体》三部曲全套英文版宣布出版。近千“粉

丝”在书展现场排起长队，等候作者刘慈欣签名。

“去年《三体》获雨果奖后，可以感受到，在国际科幻

界，中国文化、中国科幻的存在感逐步提高了，这与我们

国家的经济崛起也有着一定关联。”十多年来一路推动

《三体》系列问世的《科幻世界》杂志副总编姚海军说。

《三体》英文版自2014年11月上市，至2016年6月底，

全球累计发行量超过16万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

西方主流媒体都提到了这部中国科幻，并给予较高评价。

外国人为什么突然爱看中国科幻？刘慈欣说，科幻文

学正在、也应当成为外部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把新钥匙。

姚海军认为，一方面，《三体》系列的翻译通过专业

化的渠道推进，为中国科幻与西方世界建立起桥梁；而

更重要的是，从《三体》中，一些美国读者试图推测未来

中国的图景，这就好像“解密”中国一样。

科幻不仅是文学：我国科幻
产业链亟待完善
《三体》已被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可以想见，《北

京折叠》也将受到其他艺术门类的青睐。然而刘慈欣

坦言，中国的科幻产业仍在一个初级阶段，与一些发达

国家比，亟待建立工业化的体系。

仅以电影为例，中国的电影年票房已超过 440亿元

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却仍未出现如《盗梦空间》《星

际迷航》《火星救援》等现象级科幻电影。

据国内科技文化品牌“未来事务管理局”调查，中

国科幻的产业化规模依然较小，读者叫得出名字的作

家、写手还只有约 30人，核心层的职业科幻作家不到 10

人，可以从事科幻编剧、制片、项目管理的资深人员更

是凤毛麟角。

刘慈欣说，先要有生产规模、制作标准，才能让更

多人才和作品冒出来。“如果核心层的科幻作家用十个

指头就能数完，这就明显匮乏了，我们在看到中国科幻

的‘增长’同时，也要看到短板。”

“对中国科幻而言，今天迎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机

遇。”刘慈欣说，中国人连续取得奖项本身有偶然性，也

包含必然；中国科幻文学产业化的时代开启了。

让科幻界感动欣慰的是，近年来，暗物质粒子探测

卫星、FAST 射电望远镜项目、量子通信与科学实验卫

星“墨子号”……一系列基础物理研究领域的新名词、

新实践正在刷新中国人对科技的认知，这也被认为是

中国科幻有望站在世界更前沿的知识储备保障。

（据新华社上海8月22日电）

80后女科幻作家郝景芳获雨果奖引出的话题——

外国人为啥突然爱看中国科幻？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强力静 张漫子

经过卓有成效的陆基训练，日前又一批舰载机飞行员驾驶国产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进行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实现了我国舰
载战斗机飞行员由军地协作向海军部队自主培训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趋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图为歼-15
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进行起降训练。 新华社发（张凯摄）

G20峰会进入倒计时，杭州的主干道建设、街容美
化、城市亮灯、河道整治、城中村改造等工程都已陆续完
成。图为西湖喷泉。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2日电 （记者王小龙）“透过

动物的皮肤甚至器官直接观察到细胞结构及其相互之间

的联系。”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出了一种

新型三维透明成像技术，可让上述设想成为现实。该技

术能让动物全身组织实现透明化，可在动物体内成像完

整的神经系统或整个器官，有助于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

理解大脑与躯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为基础的数据库

还有望大幅减少科研所需的实验动物的数量。

此前，研究动物深部组织的细胞结构大都依赖于

组织切片成像。然而，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形状多样，

较为复杂，传统的切片成像法效果并不理想，科学家

们一直希望能有一种让完整组织透明化的方法。有

一 种 基 于 有 机 溶 剂 的 称 为 三 维 透 明 成 像 的 技 术

（3DISCO）能让器官实现透明化，但在啮齿类动物等

大型样本成像方面仍然存在局限，动物体内表达的任

何荧光蛋白都会迅速消失。

在新的研究中，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阿里·厄特克

和他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能够克服这些

局限，他们将其称为“终极 DISCO”。他们发现，新技

术不但能将单个器官和啮齿类动物的身体透明化，还

能将荧光蛋白保存数月之久，同时让它们的身体缩小

65%之多，这一方法在大脑皮层和海马体这样的宏观

结构和单个细胞这样的微观尺度上都不会改变大脑

的结构完整性。研究人员借助该法以成年啮齿类动

物为研究对象，最长绘制了超过 7 厘米的神经连接和

血管系统图谱。

研究人员称，这是首个能够对动物全身组织进行

透明化处理并成像的技术，对研究大型器官的构成具

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发表在 8 月 22 日出版的《自然—方法》

杂志上。

科研人员一直梦想着能透过器官观察到细胞连

接和它们之间的精细结构。组织透明化的理念，从诞

生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奏响这“终极 DISCO”，破

译许多疾病的密码或许就能展现眼前。比如，癌细胞

如何扩散，艾滋病病毒在体内如何分布。它还能帮人

类进一步了解始终神秘的

大脑，绘制出更为详细的

大脑神经连接图谱。看着

这些透明组织，我们对生

命的认知，也将变得很不

一样吧。

新技术将动物全身组织透明化
可大幅减少所需实验动物数量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2日电 （记者张佳星）免疫系

统中，成熟树突状细胞像个“起搏器”，让 T淋巴细胞“动

起来”，启动经典免疫。《自然—免疫学》杂志22日刊登文

章揭示了对树突状细胞“起搏”有调控作用的一种蛋白

质分子 Siglec-G及其作用机理，这项研究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团队完成。

据介绍，树突状细胞有不成熟和成熟两种状态，前

者像人体的“哨卫”，捕获抗原并驱除；成熟后它的捕获

能力下降，转而敦促 T 淋巴细胞启动特异性免疫应答，

这种“起搏”功效被称为“抗原提呈”。目前发现树突状

细胞分为不同亚群，其中 CD8 阳性树突状细胞有独特

的抗原交叉提呈功能，但其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调控抗

原提呈的机理尚不清晰。

研究中，曹雪涛与浙江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研究所

博士丁圆圆、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授郭振红等一起，利用基因芯片筛查方法，分别对

CD8阳性和阴性的树突状细胞亚群的分子表达谱进行

了比较，发现了一种隶属于唾液酸结合性免疫球蛋白

样凝集素（Siglec）家族的蛋白质分子 Siglec-G，在阳性

细胞中表达低下。进一步研究发现，Siglec-G 可以诱

导吞噬体 pH 值降低、导致抗原降解，抑制了 CD8 阳性

树突状细胞表面形成抗原肽复合物，最终导致交叉提

呈过程受到抑制，T细胞不能有效激活。

研究证实了细胞吞噬体内的抗原降解对于树突状

细胞“起搏”T细胞免疫十分重要，揭示了 Siglec-G发挥

调控作用，将指导基于细胞器功能靶向的创新性药物

研发，为疫苗研发提供潜在新靶点与研发思路。

树突状细胞启动“经典免疫”调控机理被揭示

暗夜里踽踽独行，在科学的

星辰大海中摸索前进，如何突破

认识的边界？因有好奇心的存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维

度，才会被不断拓展。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其中一句

“进一步加大对好奇心驱动基础

研究的支持力度”，无疑让广大

科研工作者倍感振奋——在国

家规划中明确提及好奇心与基

础研究的关系，可谓恰逢其时、

切中要害。

好奇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

起点，是探求新知的内在渴望，更

是基础研究的原始冲动和活力所

在。对科学家而言，面对未知的

世界，有什么理由不去探索？

20世纪上半叶，为了认识自

然及其隐藏在“暗夜”中的规律，

爱因斯坦、玻尔等一批科学家怀

着对未知的好奇，揭示了相对

论、量子力学等理论，将人类对

自然的认识拓展到全新的维度。

以认识新事物、揭示新规律

为己任的基础研究，曾经坐过冷

板凳。如今，国家有能力也有实

力，鼓励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基础

研究领域科学家，用好奇心驱动

创新，突破现有的认识边界。

好奇心驱动，让基础研究更

有定力。“把冷板凳坐热”，不仅

要靠科学家对探索的执着，还需

各方力量拿出实实在在的资金、

政策支持，给“冷板凳”加加温。

与此同时，还要让科研工作者跳

动的好奇心不被评价和考核体

系所束缚。基础研究需要充足

的 自 由 空 间 和 宽 容 失 败 的 态

度。探索未知事物注定路途曲

折，科研本身就蕴含着灵感瞬间

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

好奇心指引，让基础研究更接近“一念非凡”的原创

发现。放手鼓励训练有素的科研工作者以“天马行空”的

姿态，大胆假设、认真求证，某个闪现的灵感，或许成就了

人类认识的纵身一跃，带给世界科学意想不到的进展。

中国科学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路上，需要一

批有好奇心的科学家勇于突破框架、跳出认识局限，自

由摸索、执着前行，直到那“一念非凡”灵光闪现。

牛顿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了纪念那个带来伟

大发现的灵感，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数次引种“牛顿苹

果树”的后代，“但能砸出灵感的苹果一直没能等到牛顿

那样能砸出灵感的脑袋”。可见，“一念非凡”来之不易，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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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8月 22日，里约奥运

会正式闭幕。“正如我所料，这不是

一届真正属于 VR（虚拟现实）的

奥运会，开闭幕式和赛事并没有围

绕着 VR 技术进行设置，传统的直

播和高清拍摄还是主流。”七维科

技副总经理李晓波说。

作为一名 VR 从业者，他更想

体验的是 VR 直播，感受另一个视

角的奥运盛会。“现在看总体是令人

失望的，更多是录播和点播，并非之

前热炒的实时直播。”李晓波说。

VR直播，炒作
概念大于实际应用
“与传统直播相比，VR直播最

大的特点是沉浸感，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身临其境的感觉，观众可自由

选择观看的角度和场景中的一些

细节。”李晓波说，再就是交互性，

传统电视直播中，观众是被动地观

看，只能接受导播让看到的内容；

而 VR 直播中，人们可利用三维实

时重建技术与场景中所有的人、物

体进行交互，也就是说每个人看到

的都是自己独享视角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对体育观众来

说，VR 是难以拒绝的诱惑：戴着

头显设备就能足不出户看奥运比

赛现场全景，也能在手机、PC端上

通过转动手机或者移动鼠标来观

看 360°全景视角下的现场。

与此同时，从业机构也纷纷介

入，以此届奥运会试水 VR。

不仅仅是央视，NBC（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

司）、CBC（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

OBS（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都

投入了很多精力于 VR直播。

OBS 在用 VR 转播本届奥运

会开、闭幕式之外，每天还进行一

场关键赛事的转播；CBC 为观众

提供 360°视频直播和 VR 直播，

同时还在 IOS 和安卓平台上推出

Rio 2016 应用，并提供专供 Ocu-

lus 下载的适配内容和 PC 端在线

观看的方式。

BBC 同样获得了以 360°视

频的方式对相关赛事的实时直播

权。在开闭幕式、田径、篮球及其

他一些比赛中，BBC 制作了总时

长 为 100 个 小 时 的 360° 赛 事 视

频，用户可通过 BBC Sport 为 360°视频定制的 App 进

行观看。

然而，“我根本没有找到相关的通道，试了好几个入

口，都下载不了。就连 BBC 公布的那个 App 在 App

Store 里也搜不到。”蓝鲸 VR 公关负责人高书瑾说。正

像网友吐槽的那样，VR 直播的节目到现在还是没看

到，也成为 VR从业者的一大遗憾。

“更多是录播和点播，并非真
正意义的直播”

点开央视网 VR 全景页面，会看到男子 110 米栏决

赛、女子沙排等赛事的 VR 片段，通过移动鼠标，观众可

看到自己想看的任何角度。

“这些更多地是录播和点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直

播。”李晓波说。高书瑾也表示：“这届奥运提及的 VR，

很多是录播内容。”

就画面质量而言，李晓波认为更多是“套拍”。“由于

VR 直播是全景机位，摄像机必须架设在黄金位置，而

从此次开闭幕式看，摄像机距离舞台、赛场最少有 60米

的距离，基本是随便找个位置拍，处于斜视角，观众看到

的画面由此可以想象。”李晓波解释，此前欧洲杯曾尝试

过 VR直播，摄像机最近的距离只有 5米。

当然，并非所有的领域都适合 VR 直播。李晓波表

示，他们之前做过体育、综艺、新闻等大量的尝试，发现

在综艺节目拍摄时，演员可根据 VR 的技术特点进行表

演，从而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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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