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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面面观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成都8月1日电（记者盛利）为

什么牦牛等生物可以在强辐射、缺氧等极端

环境中繁衍生息？它们的基因结构有哪些不

同？记者 1 日从中科院成都生物所获悉，我

国科学家已首次完成全球海拔分布最高的青

藏高原温泉蛇基因组测序，解析了这种变温

动物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遗传机制。

由于极端环境生物的生活环境独特，因

此长期的适应性进化使得它们在基因结构组

成、酶特性及代谢功能等方面均不同于其它

生物。作为我国特有珍稀保护物种，在青藏

高原海拔 3500 米至 4400 米区域的温泉附近

石堆、水边和沼泽草甸中生存的温泉蛇，是世

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蛇类之一。

科学家通过对温泉蛇进行全基因测序，

在高海拔温泉蛇属 3 个物种中，发现了 27 个

不同蛋白中的 27 个共有氨基酸替换，而这项

基因突变则大多与免疫、低氧适应应答和

DNA 修复等功能相关。研究同时发现，与

DNA 修复相关的 FEN1 基因的突变型，在紫

外照射下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推测这种基因

突变有助于温泉蛇属物种在高海拔环境中对

紫外线的抵抗。此外，温泉蛇 EPAS1 基因的

突变，减弱了其调节下游基因红细胞生成素

表达的能力，进而导致温泉蛇血红蛋白浓度

处于较低水平，是温泉蛇适应高海拔低氧条

件的重要原因。

“青藏高原是一座研究生物适应高原环

境变化机制的自然实验室。从恒温动物和变

温动物等方面，综合开展高原极端环境的遗

传机制研究，将为人类高原病的预防和治疗

提供一定参考。”探究团队牵头人、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家堂说。

目前，其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基因组学研

究解析变温动物蛇类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已

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

青藏高原温泉蛇适应极端环境遗传机制破解

科技日报北京8月1日电（记者刘霞）记

者从清华大学微纳电子系任天令教授团队获

悉，该团队近日全球首次实现了可定制的石

墨烯电子纹身，这种电子皮肤具有极高的灵

敏度，可直接贴附于皮肤或其他衬底上，用于

探测人的呼吸、心率、发声等，未来有望在运

动、生物医疗等领域“大展拳脚”。

制作电子皮肤要求器件拥有良好的柔韧

性、高灵敏度、贴合度和舒适度。石墨烯天生

拥有出色的导电性和柔韧性，是制造电子皮

肤的理想材料。任天令对记者解释说：“但将

石墨烯更美观、稳定、可靠地贴合在皮肤表

面，从而采集各种生理信号仍然是一个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他们基于激光还原

石墨烯，将石墨烯与纹身结合，让其模仿电子

皮肤的功能，通过电阻变化对皮肤表面的微

小形变等进行监测。

据悉，在图形化的过程中，该团队在国际上

首创了湿法剥离氧化石墨烯的新工艺，去除石

墨烯氧化物，只留石墨烯，使器件更美观，灵敏

度更高，能耐受更高温度。而且，该项技术衬底

超薄，没有穿戴不适感。此外，由于激光直写可

编程的优势，石墨烯的图案可进行个性化设计，

对于该产品未来的商业化也大有裨益。

任天令说，除了测量皮肤表面的拉伸与

压缩，这种纹身还可转移到多种衬底（如树

叶、丝绸等）上，未来如果普及可让人们随时

随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此外，新研究使

用的激光直写多层石墨烯具有性能、成本优

势，非常有利于该电子皮肤的商业化生产。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

科技部项目的支持，发表于《美国化学学会纳

米》杂志。

可定制石墨烯电子纹身来了

8月1日，京津城际开通运营10周年，上线

运营列车当天全部换成“复兴号”，8日起两地

运营时间将从3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而几天

前，另一条关于高铁的新闻也引人关注：“北京

南站成北京难站”，进出站时间长达1小时。

京津城际是我国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

的高速铁路，以此为发端，中国高铁已迅猛发

展 10 周年。截至目前，中国高铁路网规模已

达 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 2/3，上线运行

动车 5200 列。与此同时，中国高铁技术水平

也不断提升，自主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不

仅可以时速 350公里平稳持续运行，还创下史

无前例的时速 840公里交会速度，成为中国高

铁最先进技术的标杆。

先进的高铁匹配先进的站房。以北京南

站为例，设计美观先进，候车空间 32 万平方

米，容纳包括京沪、京津等 24 条到发高铁线，

可容纳 10500人同时候车，是我国北方客流量

最大的高铁站。

然而，中国高铁的服务理念还有待提升。相

信许多乘客都有同感，在北京南站，仅一个安检

口，乘客只能圈在一个七绕八拐的铁围栏内，一

路鱼贯前行，人多时甚至需要四五十分钟才能抵

达安检口。加上候车区内有无数的商店，似有把

庞大客流截下购物之嫌。下高铁的乘客，换乘地

铁还要再进一次被铁围栏圈起的通道，七绕八拐

排队安检，一出一进又是几十分钟。

一边是应用新技术缩短运营 5分钟，一边

是跟不上的管理导致的 1小时左右的进出站，

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凭借庞大的路网规模和 10 年运营实践，

我国已形成涵盖工程建设、高速动车组、列车

控制、牵引供电、运营管理、风险防控六大领

域的高铁技术体系。如今，中国高铁又雄心

勃勃地向智能化挺进，正在研发的“复兴号”

智能型动车组，将采用基于空气动力学性能

的头型创新设计，实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

用，完善大坡道起动性能和动力电池系统，全

面掌握时速 350公里的自动驾驶技术。

让旅客开心地完成旅程，除了对新技术

持续的追逐，还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软实力，

仅是换“复兴号”缩短 5分钟还不够，还必须建

立起真正以旅客为本的先进服务理念，让“中

国高铁”成为世界一流的驰名品牌。

别让高铁服务拖慢“复兴号”速度

“沿着前人的脚印，走出更深的脚印是

创新；踏出新的脚印，走一条自己的新路更

是 创 新 。”谈 及 20 年 前 独 特 的“ 企 鹅 考 古

法”，73 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广说，

这是“逼”出来的创新。当时，与他的知识

积累相关的领域已有权威科学家和研究机

构在承担。为抓住一生中难得的机会，只

能剑走偏锋。

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南极大陆是天然

实验室，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放大器”。

从 1957 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开始，人类对

南极探索进入科学时代。但直到 1984 年，古

老南极才接收到我国首次南极科考队到来的

信息。

作为后来者，要提升我国在国际南极事

务中的作用，必须闯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

创新道路。

30 多 年 来 ，我 国 南 极 事 业 从 无 到 有 ，

由小到大，已初步建成国家南极观测网和

“一船五站一基地”的南极考察保障平台，

并凝练出“爱国、拼搏、求实、创新”的南极

精神。

9 年研究一个不经意
冒的“泡”

1998 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刘小汉带领 3 名队员首次闯入冰裂缝密布的

格罗夫山地区，在开展地质考察的同时，对冰

川和冰盖运动形成的痕迹——冰川地貌现象

发生了兴趣。

冰川地貌与地质有关联，但直言不太懂

行的刘小汉觉得“有搞头”的依据是，当时南

极古气候界的两个观点在“打架”：在主流科

学家看来，1400万年前南极冰盖形成以来，冰

盖是基本稳定、无变化的，也有个别美国科学

家根据南极横断山发现的假山毛榉和硅藻化

石，提出南极冰盖形成后出现过大规模融化

垮塌的假说。 （下转第三版）

南极科考：不走别人走过的路
日前，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印发通

知，对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

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作出部

署。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活

动开展的背景、意义、内容、要求等问题，回

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在广大知识

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

立业新时代”活动？

答：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

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奉献

精神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团结引

领服务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一

支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

才队伍，把各方面优秀知识分子集聚到党

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形成不懈奋斗、团

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展这个活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广大知识

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

傲，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多

年历程中，知识分子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彪炳

史册的功勋。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时代提

供新舞台。把党的十九大描绘的美好蓝图

变为现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需要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树立

牢固的家国情怀，弘扬爱国奉献精神，勇于

创新创造，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广大知识

分子只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波澜壮阔

的国家和民族事业中，知识才会发挥更大作

用，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开展这个活动也是加强团结引领服务

知识分子的现实需要。知识分子工作是党

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

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引领，这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

分子工作，要求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充分信

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

活上关心照顾。开展这个活动，就是要推

动各级党委（党组）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把开展活动作为落实党的人才政策、开

展知识分子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礼敬人

才、厚待人才、激励人才、服务人才，把党中

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

怀、信任和期待落到实处。

问：活动开展有哪些目标要求？

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主要目标是引导

广大知识分子在新时代自觉弘扬践行爱国

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

国家发展伟业；胸怀祖国、艰苦奋斗、开拓创

新、无私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

业，不负人民期望；勇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不辱时代使命，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知识分子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联系实际，突出重点，强

化引领，务求实效。一要从实际出发，紧密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和即将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活

动。二要突出重点对象，以各类学校、科研

院所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等为主要实施主

体，以中青年知识分子为重点对象。三要

强化政治引领，以政治引领增强知识分子

对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党和国家奋斗目

标的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四要突出学用

结合、知行合一，将学习与做好本职工作结

合起来，做到“学”有成效，“行”有方向。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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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天津8月 1日电 （记者孙玉松
通讯员焦德芳）记者 1 日从天津大学获悉，该

校太赫兹研究中心韩家广教授团队在基于超

表面的全息成像技术方面取得突破，首次实

现了反射式手性全息成像。相关研究成果已

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系列刊物《光：科学与

应用》上发表。

据介绍，太赫兹波是电磁波的一种，广义

上指频率为 100GHz—10THz 的电磁辐射，太

赫兹波具有穿透性强、使用安全性高、定向性

好等特性，可在医疗、勘探乃至战争中发挥巨

大作用。与我们熟知的红外线、X 光等不同，

太赫兹是目前人类了解最少、开发最少的电

磁波段，被称为探索电磁波谱的“最后一段空

隙”。随着科技发展，太赫兹在世界各国科学

研究中日渐占据重要位置。

全息技术是一种高质量的三维成像术，

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革命性技术，已经在高

档汽车导航、文艺表演、军事侦察、文物保存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全息成像的关键步骤

是要将光投射到全息板上，但目前主流全息

成像技术所使用的全息板不能辨别光的偏振

态，难以做到独立成像。天大科研团队研究

发现，经过精密设计的超表面对太赫兹波能

够产生强烈的“手性响应”，使用这种超表面

材料制成的全息板可以识别不同光的偏振

态，记忆信息量也更丰富，让全息板“变聪

明”，最终实现完全独立的全息成像，大幅度

提高了全息板工作效率。该技术为电磁波偏

振态的操控与利用提供了全新思路，对于全

息成像技术在信息存储与通信等方面潜在应

用具有重大意义。

我首次实现反射式手性全息成像

本报记者 陈 瑜

科技观察家
矫 阳

8月1日，《抗日烽火在冀东燃烧》——纪
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80周年暨敌后抗战主
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展
览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0万民众团结一
心、同仇敌忾武装抗日大暴动”为主题，以14
年冀东抗战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以大量历
史照片、文物等展品为载体，真实生动地展现
了艰苦卓绝的冀东抗战发展历程。

右图 小观众参观展览。
下图 首次展出的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

李运昌的军装。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敌后抗战

主题展开幕

8月1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北京市顺义区消防支队举办了以“再
敬一个军礼”为主题的纪念建军91周年总结表彰暨文艺汇演。

当日，消防官兵表演了切割钢筋、液压剪扩器技术操练和徒手快速爬绳等项目，同时
展出了消防重型防化服、隔热服、生命探测仪、液化破拆工具组等60余件套器材装备。图
为消防官兵现场进行消防演练。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贴附于人体与物体表面的定制化石墨烯
纹身。 任天令团队供图

南极是天然实验室，但因

为极端自然环境和难以到达，

至今有能力在南极洲建立科考

基地开展长期科学考察的也只

有 20多个国家，且多数为发达国家。

随着人类对南极探索的深入，许多石破

天惊的秘密不断被揭开。对自然的敬畏和好

奇心，正是创新认知的永续源泉。随着我国

国力的增强和极区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虽

然是后来者，但我们更有后来居上、独辟蹊径

的勇气，在对南极洪荒冰原探索中，贡献具有

中国特色的南极考察研究方案和新认知。

我国 30 多年的南极科考实践也再一次

证明，中华民族能在南极这个大舞台上展翅

飞翔，是因为有一种精神叫南极精神，它凝

练了中华儿女爱国、拼搏、求实和创新的精

神内涵。

（点评人：自然资源部极地考察办公室原
主任、自然资源部海洋—大气化学与全球变
化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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