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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协 举 办 中 国 科 技 政 策 论 坛
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主办，中国科

协调研宣传部支持，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科
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共同承办的第七届中国科技政策
论坛，近日在京召开。本次论坛以“传承科学文化、弘
扬科学精神——薪火相传40年”为主题，通过科技政策
制定者、研究者和科技工作者之间的深入研讨，为繁荣
科技政策学术研究和促进科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
重要支撑。中国科技政策论坛每年举办一次，是面向决
策和社会公众的开放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重庆市科协助推深度贫困乡镇产业发展
重庆市科协主办的市科协科技助推深度贫困乡镇产

业发展培训班，12月10日在重庆市开班。本次培训班为
期两天，邀请了多位涉农方面的专家，以及市扶贫办相
关处室负责同志进行授课。重庆市14个深度贫困乡镇所
在区县（自治县）科协分管领导，18个深度贫困乡镇分
管产业发展的乡镇长、有特色产业发展优势的村负责
人、从事特色产业发展的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此次培
训为参训学员提供了学习交流的良好平台，达到了预期
效果。

科协动态

刚在火星艾利希平原着陆没几天，美国“洞察”号
无人探测器就一显身手，捕捉到了火星风的声音，这也
是人类首次通过探测器了解火星风声。

于 12 月 7 日发布的上述成就只是“洞察”号的副
业，其主业是在未来2年内探究火星“内心深处”奥秘。

“洞察”号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它与火星“谈心”对
于人类研究火星有何意义？新华社记者就此连线“洞
察”号项目首席科学家布鲁斯· 巴纳特，获得权威讲解。

首探火星内核
今年11月26日登陆火星的“洞察”号，并非首个造

访火星的“地球来客”，但却是首个深入探究火星内部的
探测器。

巴纳特说，“洞察”号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火星的内部
结构，探究火星震和火星内核。

他说，尽管距离人类第一次探测火星已有数十年，
但人类对火星内部结构仍知之甚少。此前的数十次火星
探测都是研究火星表面、大气和磁场等。而“洞察”号
将首次深入火星内核，相当于用CT扫描对这颗红色星
球进行“45亿年来的第一次体检”。

与“勇气”号和“机遇”号等移动探测的火星车
“前辈”不同，“洞察”号是固定式探测器，大部分科学
任务将通过原地的钻探实验完成。巴纳特表示，“原地不
动”正是“洞察”号的独特之处，探测器只有长时间固
定在同一个位置，才能准确搜集大量科学数据。

“洞察”号的设计工作年限约为两个地球年（一个火
星年加40个火星日）。巴纳特表示，希望“洞察”号能
追踪火星内部在“一年四季”间的变化。

三大先进仪器
“洞察”号搭载了三部主要科学仪器，分别是地震测

量仪、温度测量装置以及“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
据巴纳特介绍，可防风的地震测量仪灵敏度极高，

足以“感知”尺度为氢原子半径的火星表面运动，记录
“火星震”或陨石冲击所引发的震波；温度测量装置可通
过锤击到达火星地下3米或更深处，测量火星内核释放
的热量；“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可通过火星与地球间
的无线电传输，来评估火星绕轴旋转产生的扰动，用以
提供火星内核大小的线索。

上述三大仪器中，地震测量仪由法国研制，温度测量装置由德国提供。巴
纳特表示，此次“洞察”号火星探测任务堪称国际合作的典范。他说，这三部
先进仪器使得此次任务“与众不同”“意义非凡”。这些仪器将帮助人类探究红
色星球的核心深处，包括内核大小、成分、物理状态、地质构造，以及火星内
部温度、火星震活动等情况。

助力火星研究
巴纳特说，“洞察”号对于人类未来对火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至今，

科学研究已经掌握了火星现在的表面、大气层、电离层状态等外表信息。‘洞
察’号的使命是通过仪器深入火星内核，探测火星的各种‘生命迹象’。”

据介绍，对于火星如何形成和演变，科学家有很多推断。“‘洞察’号搜
集和反馈的数据，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更多信息来印证科学推论，比如火星形成
时究竟是经历了全部融化还是部分融化，岩浆冷却和结晶时形成了哪些物质，
火星的形成经历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是剧烈还是平缓，地热是如何散发出来
的等。”

通过地震仪探测火星的“脉搏”，通过热流探头测量火星的“体温”……
这些“生命迹象”，既是火星亿万年的成长记录，也是打开太阳系类地行星演
化之谜的钥匙。系统“谈心”后的收获将帮助科学家获得迄今最完整的火星全
貌，增加人类对地球起源的认识，对未来人类登陆火星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华社电）

相信人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健康
的体魄。在我国古代，就有帝王将
相致力于研究长生不老之术。

人们通常认为，过着“衣食无
忧”“酒足饭饱”的富足生活的
人，更能长寿。然而最新研究结果
显示，如果想老得慢些，请适当保
持饥饿。确实很颠覆，但可不是信
口胡说的，这要从美国科学家曾做
过的一个实验说起。

研究人员将 200 只猴子分成两
组：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另外一
组严格控制饮食，只吃七八分饱。
10年后，敞开吃的100只猴子，很
多体胖多病，有的脂肪肝，有的冠

心病，有的高血压，100 只猴子死
了50只，而控制饮食的那100只猴
子只有 12 只死亡。这就说明了适
当控制饮食是有利于长寿的。看来
麻将桌上常说的“吃得多，死得
快”是有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控制饮食可以延
缓衰老？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在一项血
管衰老的研究中发现，食物摄入量
较低时，人体可产生一种称为β-羟
丁酸的分子，是由肝脏产生的酮基
分子，可以减缓血管系统的细胞老
化。还有一些研究已经证明，适度
饥饿对延缓衰老是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能够提取或者合成
β-羟丁酸，是否可以减缓人类衰
老？

氧自由基，能加速人体细胞的
衰老。当能量摄入过高，会产生更
多的氧自由基。因此，适当控制饮
食能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避免对
细胞的损害，从而达到延缓衰老的
目的。

美国和日本有些团体严格遵守
低卡饮食的原则，寿命就比全球平
均寿命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健康
老化研究所研究发现，食量减少
40%可能让寿命延长20年。

摄入食物过多会让胃部可用空
间变小，肠道的蠕动功能变差，影
响肠道内食物的排空。

如果是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
物，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可产
生大量的毒素和致癌物质。而减少
食物的摄入，可使肠蠕动增加，加
速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加速代谢废
物的排泄，减少毒素和致癌物对人
体的影响。

饱食后，大脑中的一种因子纤
维芽细胞，会增长数万倍，造成大
脑皮质血氧供应不足、脑组织萎缩
及脑功能退化，最终出现痴呆而减

少寿命。
日本研究显示，老年失智症人

群中，30-40%的人在青壮年时期
都有长期饱食的习惯。

减少食物的摄入，可以减轻
体重，除了保持良好的体型外，
还可减少因肥胖而引起的一系列
疾病。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
资源不是特别丰富，每人每月只有
半斤油、一斤肉，粮食定量供应，
那时很少有高血压、糖尿病和痛风
的病人。但现在，这些疾病的发病
率逐渐增高，并且越来越年轻化，
不得不说是与我们过量的饮食有关。

“要想身体好，三分饥和寒”
“吃饭七八分饱，上楼慢步跑”“想
要活久一点，就要少吃一点”。这
些顺口溜是有着科学道理的。

看到这里，相信你会做出明智
的选择。

（作者系武钢二医院主任医
师、武汉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饱 食 或 加 速 人 体 衰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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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
引起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高度关注和对我国能源发
展方式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当下污染防治攻坚战如
火如荼地开展，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和体制
革命的能源安全战略依旧任务繁重，这给能源企业
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创新管理模式，转型综合能
源服务。

管 理 的 前 提 是 有 准 确 的 数 据 可 分 析 ， 有 合 理
的依据可决策。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电
能服务管理平台，给国家电网公司的电能替代工
作和综合能源服务转型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机制和
决策平台。它借助信息技术驱动用能系统的监测
方法、电能替代的自动稽查、节能量的测量与核
证，以及能效数据的监测，可改进电能替代与节
能减排策略。

在电能服务管理平台，国家电网公司总部和 26 个
国家电网下属省公司的应用数据在不停地发生变化。
这些数据存储在系统的数据库中，经过涵盖 DSM 目标
责任考核、电能替代、用户用能服务、宏观经济分析

等多级应用系统，逐步完成对电网企业、综合能源服
务公司、用能企业等的产能提升、减排效果的评估。

中国电科院教授级高工李斌告诉记者，平台的
应用系统集成了多行业、多类型、专业化、精细化
的八大类 40 小类能效分析模型，导入大量结构化数
据，使得各个模型自行运转，各个公司电能替代、
节能减排的成效、用户使用的情况、宏观经济的分
析会立即显现。“它就像无时无刻做着体检的医生，
为监测对象给出及时合理的评价意见，进而提出协
调发展的改进策略”。

李斌给出了一组量化国家电网公司节能减排效果
的数据：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已通过电能服务
管理平台审核 16 万余个节能项目的执行过程，累计
节约用电量 1100 多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10967 万吨，节约标准煤约 4400 万吨。
“互 联 网 + ” 技 术 的 一 个 很 大 优 势 在 于 数 据 共

享，利用平台优势，提供节能项目与知识分享平
台，为用户提供与专家交流以及节能经验知识分
享、节能项目推广展示的平台，提升全社会节能减
排的主动性。

电能服务管理平台的信息共享，可实现用户能耗
的实时监测和同行业对标，提升用户用能的信息化
水平，实现用能企业能效分析，提升企业能源利用
效率。通过在用能企业内部安装智能能效监测终
端，可以收集到车间、设备等用能单元的水、电、
气、热等用能数据，开展用能分析与诊断服务。截
至目前，该平台已经接入 19 万余个监测终端，为 2.2
万余户用能企业提供了能效分析、诊断服务。

“电能替代”，顾名思义是用清洁电能去替代污染严
重的传统能源消费，一般使用在终端能源消费环节，替
代散烧煤、燃油，如在电采暖、地源热泵、工业电锅炉
（窑炉）、农业电排灌、电动汽车、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机场桥载设备、电蓄能调峰等。

就目前来看，实施电能替代是提高电煤比重、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减少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稳步推进电
能替代，有利于构建层次更高、范围更广的新型电力消
费市场，提升我国电气化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

量，同时带动相关设备制造行业发展，拓展新的经济增
长点。

特别是针对当前大量的散烧煤与燃油消费造成雾
霾、电煤比重与电气化水平偏低的现状，电能服务管理
平台通过对国家电网公司电能替代的全流程业务管理，
提升电能替代项目电量的精准度，量化电能替代项目的
实施效果，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电网公司在电气化的战略
部署。截至目前，平台共挖掘并管理电能替代项目13万
余个，共统计认定电能替代电量4000多亿千瓦时。

看看““互联网互联网++””如何赋能能源管理如何赋能能源管理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何何 亮亮 通讯员通讯员 刘刘 畅畅 张张 静静

“ 电 能 替 代 ”： 让 “ 污 ” 走 开

国际海洋界把海面6000米以下
的地方称为深渊区。中国“彩虹
鱼”2018马里亚纳海沟海试与科考
团队首席科学家刘如龙日前告诉新
华社记者，尽管深渊区面积仅占全
球海底总面积的 1%到 2%，但巨大
深度构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
有许多科学之谜尚待探索。

刘如龙介绍说：“深渊区主要有
海沟和海槽两种地形。目前全球已
发现46个深渊区，包括33条海沟和
13个海槽。33条海沟中有26条分布
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是全球最
深的海沟。”

科学家过去曾以为，海面6000
米以下的地方，由于超高的静水压
力、缺乏阳光和食物供给，加之特
殊的海底地形、剧烈的构造活动等
多种极端环境因素，是一片死气沉
沉、与世隔绝、毫无生命活力的世
界。然而，随着人们对深渊展开科
学调查，这些认识正在被颠覆。

据刘如龙介绍，早在20世纪四
五十年代，苏联和丹麦的科考调查
船就曾经对全球13条深度超过6000

米的海沟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科学
家在其中8条海沟发现了300多个新
物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新物种
都只存在于深渊环境。这些发现使
科学家认识到，黑暗的深渊世界生
活了极其独特的“深渊生物群落”。

随着深海调查技术进步，全球
近年来又陆续开展了多项大型深渊
调查活动，发现了更多深渊新物
种，深渊生物量和生命活力也远超
预期。例如，在深度超过 10000 米
的汤加海沟，科学家发现了成千上
万只端足类生物；在最大深度约
8000米的阿塔卡马海沟，小型底栖
生物的密度可达每平方厘米 6378
只；在 10542 米的千岛海沟，中小
型底栖生物的丰度甚至高于附近较
浅的海底平原。

随着深渊考察不断深入，“鱼类
分布的最大深度”这一科学悬案也
不断有新的发现。目前，鱼类的分
布最深记录一次次被刷新。科学家
在马里亚纳海沟8145米深处已发现
鱼类分布，在波多黎各海沟8370米
深处还采集到鱼类样品，这是目前

所知的鱼类分布最深记录。
深渊微生物的研究结果，同样

也出乎科学家预料。研究发现，深
渊生物圈中微生物的丰度、多样性
以及活性均非常高，绝非想象中的

“死气沉沉”。通过对马里亚纳海沟
沉积物分析，科学家发现，地球海
洋最深处的微生物群落保持着极高
的代谢活性。

在深渊海沟，科学家还观察到
一些令人诧异的生命现象。例如，
生活在深渊环境的端足类生物，“个
头”明显比浅海中的同类大得多。
人们曾在克马德克海沟7000米处捕
获到体长达35厘米的端足类生物，
而在浅海区生活的亲缘物种，体长
仅几厘米。

又如，科学家过去曾认为，在
“碳酸钙补偿深度”以下的海域，因
为碳酸钙以溶解态存在，以碳酸钙为
主要结构组分的生物，如有孔虫、珊
瑚、甲壳类等都无法生存。然而，科
学家却在深渊调查中，在“碳酸钙补
偿深度”以下发现了类似生物。

“在庞大的海洋生态系统中，

海面 6000 米以下的深渊生物特立
独行，”刘如龙说，“在充满未知
的深渊，还生活了哪些种类的海
洋生物？它们如何适应巨大的海
水压力？有哪些独特的生理机制
和特殊基因？这些都是海洋生物
学家要解开的科学之谜，也是我
们此次前往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科
学调查的目的。”

深 渊 海 沟 科 学 之 谜 知 多 少
□□ 张建松

(上接第一版）
我在国外也待过几年，发现外国人

很爱看书。我有时候会好奇地看看他
们，他们在公共场合看的书里面，实际
上好多也是科幻——一斑窥全豹，我想
这个可能也反映一种现象，就是发达国
家老百姓的想象力、好奇心确实要比我
们强，童心未泯，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
人已童心尽失。

第二个问题就是科普和科幻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事儿”都与科
学沾边，我想肯定有相同之处，也有不
一样的地方。

科幻本身未必折射多少科学知识，

但它一定会激发想象力，还有对科学的
热爱，当然也包括了对科学研究过程和
思维方式的一种展示。我觉得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他对科学普及起到的作用，
很多时候不亚于一般意义上的科普。因
为科幻是一种感性表达，科普的东西更
多是一种理性的产品，它对科学当然有
严格的要求。只有少数的科普作品才能
成为文学或者艺术。科幻跟科普的结合
非常有意义，一部好的科普作品确实能
够为科幻作家提供好素材。一部好的科
幻作品，并不是仅仅有热情和想象力就
可以了。我自己的体验，一个好的科幻
作家，他除了有丰富的想象力之外，还

要有广博的科学知识，有一些理性精
神、思考精神。那么反过来，科普作
家，也一样需要文学和艺术的熏陶滋
润，才能够更接地气，贴近读者、公众。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
们科学家往往会忽视的，就是科幻文学
及其他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层次
地理解未来的社会。比如说人工智能、
生命技术等发展很快，过去涉及不到的
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人”等等一系
列的问题都凸显出来了，实际上社会应
对不够及时；此外，还涉及到科学伦理
的问题，因为科学技术本身我觉得是中
性的。当前，国际上会有一些伦理道德

的规范委员会对一些技术的发展方向进
行约束，在这些方面我写过一些评论文
章，呼吁我们要与国际一道来积极推动。

我们在做科普的过程中，要有一种
特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对于中
国乃至世界范围都能普遍接受的社会价
值的理解。这对中国的科幻能够真正走
向世界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本文为作者
在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
究基地年会上的发言，李莹整理）

科 幻 的 繁 荣 对 中 国 科 学 的 发 展 很 重 要

12月1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西城区科
协主席屠海令，西城区科协党组书记戴卫红，在
普天德胜孵化器为北京社区科普大学西城分校普
天德胜教学点揭牌。来自普天德胜楼宇联合科
协、康华伟业企业联合科协、德胜街道等的相关
领导，以及区域各科技企业代表、社区居民，一
同见证了这一喜庆的时刻。 吕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