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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磊

科普时报讯（记者 陈杰） 近日，我
科研团队首次在云南曲靖“古鱼王国”中
发现了长吻三歧鱼的踪影，这一发现丰富
了三歧鱼鱼科的形态特征，为探讨盔甲鱼
类在早泥盆世布拉格期的适应辐射提供了
关键材料，对研究三歧鱼科的起源、多样
性和迁徙也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最新研究
成果在线发表在德国学术期刊《古生物多
样性与古环境》上。

长吻三歧鱼在分类上属于无颌类盔甲
鱼亚纲三歧鱼科，因其头甲形状如古代兵
器三叉戟，前面吻突又极度延长而得名，
有泥盆纪海洋中游动的“三叉戟”之称。
三歧鱼科在无颌类盔甲鱼中一直是一个神
秘而独特的存在，目前仅含有 1 属 3 个
种，分别是长吻三歧鱼、昭通三歧鱼和越

南三歧鱼。
该成果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盖志琨表
示，此次在云南曲靖发现长吻三歧鱼，不
仅扩大了三歧鱼在华南板块的分布范围，
而且曲靖地区恰好处在江油地区和越南北
部地区之间的位置上，填补了三歧鱼南北
分布的地理空白，为研究三歧鱼的南北迁
徙路线提供了重要资料，因此又具有独特
的生物地理意义。

这些来自徐家冲的长吻三歧鱼的新
材料表明，其感觉管系统属于多鳃鱼
型，三歧鱼科与大庸鱼科、汉阳鱼科、
修水鱼科等相似的形态特征，可能并非
是从共同祖先继承来的，这说明在盔甲
鱼辐射演化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平行进化

或返祖现象。
综合证据显示，今天的云贵高原和广

西地区在 4.1 亿年前的早泥盆世是一片近
于封闭的陆表海湾，即华南海，生物在这
个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表现出很高的
多样性和很强的土著性。

此外，长吻三岐鱼在曲靖的发现也具
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地层意义。三歧鱼是盔
甲鱼类中唯一一个同时出现在云南曲靖徐
家冲组、云南文山、昭通的坡松冲组、四
川江油关山坡组、越南 Si Ka 组和广西南
宁那高岭组的盔甲鱼类，从而为它们之间
的对比提供了最直接的古鱼类学证据。华
南板块布拉格期的古鱼类化石组合，详细
记录了盔甲鱼类尤其是华南鱼目在早泥盆
世的快速辐射演化。

云南曲靖首次发现4.1亿年前游动的“三叉戟”

欢迎订阅科普时报

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
野生亚洲象，近日却一路向北迁徙，
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这次的15头野生亚洲象向北游
荡，或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5
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
所教授张立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未来恢复野象生存空
间，需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虽然，这群北迁野生亚洲象目前
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人象冲突隐患
激增，该如何防范确保人象安全？它
们北迁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保护亚
洲象，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哪？

面临生存威胁，野生亚洲
象栖息地面积大幅减少

亚洲象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由于人为干扰，它们的分布面
积不断缩小，目前，仅分布在云南的
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三个州市。

“栖息地面积减少和破碎化是导
致大型濒危物种扩散的主要原因。”
张立称，为了生存，野生亚洲象不
得不向新的领域游荡。

2015 年 1 月，张立在 《兽类学
报》 上参与发表的 《西双版纳亚洲
象的栖息地评价》 调查显示，亚洲
象种群距离人类生活居住区越来越
近，已不时会进入保护区域外的附
近农地取食。2016年7月发表在《生
态学报》 的 《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
适宜度评价》 也显示，亚洲象种群
生存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的
丧失和破碎化。

“过去的30年里，我国加强保护
野生动物取得成效，野生亚洲象种群
因盗猎减少，数量恢复增长。”张立
表示，近二十年间，在野生亚洲象保
护区域外，由于当地大量种植橡胶、
茶叶等经济作物，使野生亚洲象栖息
地面积大幅减少缩小达40%以上。

另外，野生亚洲象栖息地破碎
化，促使它们通过不断迁徙寻找新
的合适栖息地，这中间就会出现人
象接触，甚至是冲突。

象群如果“乱入”到人群
密集区，怎么办

随着野生象群“步步紧逼”，昆
明城区联合指挥部已经通知沿边群

众及早做好撤离和防范准备，确保
人身和财产安全。

“了解亚洲象的基本生活习性和
活动习惯，有利于社区群众在遇到
野生亚洲象时及时避险，避免人身
伤亡。”张立说。

野生亚洲象群如果继续向城
市、村庄等人员密集区移动，如
何 有 效 阻 挡 ？ 张 立 介 绍 ， 首 先 ，
利用各种措施进行人为干扰，比
如 利 用 甘 蔗 、 盐 等 食 物 进 行 诱
导，并在进城路口采取电围栏等
措施进行围堵拦截。或者，也可
以采用麻醉后搬运，但这个方法
有风险且花费成本高。

其次，政府部门尤其是林业主
管部门要做好监测，第一时间进行
预报预警通告。比如监测它们的移
动轨迹，生活区域等。

最后，若在野外或道路上人象
“偶遇”，尽量不要靠近，不要围
观、挑逗、戏弄，禁止用鞭炮、礼
花弹等恶意驱赶，因为野生亚洲象
受到惊吓后会因自卫的本能对人类
发起攻击。群众应听从监测员指
挥，不要冲卡，注意安全，避免造

成人员伤亡。

恢复生存空间，亟须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面对逐步逼近的大象，我们到
底该如何缓解人象冲突，保护野生
亚洲象呢？

张立表示，从根本上来讲还是
要从象群对栖息地的选择，以及
人类活动对其栖息地造成的影响
方 面 来 着 手 。 除 了 保 护 天 然 林
外，还要通过国家推动，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通过大尺度、跨区域的景观
保护规划，通过生态廊道、生态
修复等措施，来恢复增加亚洲象
种群的生存空间，以长期维持并
保护它们健康发展。

另外，针对野生亚洲象取食农
作物现象，还应该通过生态补偿来
解决当地老百姓生计问题。

据了解，经过 30 多年的拯救和
保护，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93 头发展到目
前的约300头。

生存空间受挤压 云南野生亚洲象一路向北找“新家”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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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成功交会对接，完成与天和的“太空之
约”。为确保这趟“太空快递”顺利平安，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为天舟二号打造了众多新设备。

在航天科技的保护和加持下，即使星河相
隔，这位“使者”也能使命必达。

“太空天路”实现“远程驾驶”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一进入太空，由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西安分院研制的中继终端就会第一时间
开机，与天链中继卫星实现“太空握手”、建立
星间链路，搭建从天舟二号中继终端到中继卫星
再到地面的“太空天路”。

有了这条“天路”，地面测控人员就可以通
过地面遥测遥控方式，对飞船姿态进行控制，并
与地面建立通信联系，实现对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的“远程驾驶”。

通过中继终端所搭建的天基测控通信系统，
可以对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进行同时测控、同
时高速数据传输，所建立的星间链路可以实时向
地面传输交会对接画面，为两个航天器的交会对
接全程提供通信链路保障，确保天舟二号在绝大
部分时间都能与地面进行实时通信。

双向并网供电保证能源平衡

空间站构型复杂，组合体在轨飞行过程中，
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太阳翼帆板阳光遮挡的问题，
导致供电能力难以满足特定工作模式的用电需
求。因此，需要利用两个航天器之间的双向并网
供电功能，实现彼此之间的能量调配和补充。

为了实现空间站与货运飞船之间的双向并网
供电功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研制了双向
100伏高压并网控制器。对接成功后，天舟二号
和空间站核心舱将择机开展双向并网在轨验证。

并网控制器是五院529厂首次研制的双向高
压大功率并网供电设备。

上天前，科研团队开展了近百个联试工况的
测试，存储了近千张测试波形，并针对所有测试
数据和波形进行了认真分析，确保满足各项性能
指标要求，为空间站实现能源最大化利用和平衡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综合显示单元实现“动态体检”

天舟二号在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后，必须保证自
身各项生保系统参数符合要求，航天员方可进入其
中。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10所研制的综合显示单元，
作为天舟二号的“动态体检表”，能够在航天员进入
后全天候监控生保参数，提供预警、报警的功能。

与神舟飞船的综合显示单元相比，货运飞船
各系统的复杂度、需监控的参数类型和数量都成
倍增长， 对仪表显示系统的功能要求也更高。

针对货运飞船任务特点，五院510所首次应用了新型高性能处理
器平台，进一步提高数据处理能力。为了确保在复杂宇宙射线和高
能粒子条件下高速硬件系统正常工作的能力，研制团队开展了上百
次仿真和实物验证试验，解决了高速电子线路抗辐照加固的难题；
设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GUI系统，代码量仅为普通操作系统的
1%，采用了特殊的内存管理技术，使之不会出现死机、蓝屏等现
象；开发了适应空间环境的红外触摸屏，航天员在穿着航天服、戴
着手套等情况下，也可以有效地进行触摸操作，减轻在轨操作负担。

﹃
天
舟
送
货

我
来
守
护
﹄

航
天
新
装
备
让
﹃
太
空
快
递
﹄
使
命
必
达

□□

科
普
时
报
记
者

崔
爽

付
毅
飞

“保证时间就是保护创新力。”5
月 28 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
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
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很
兴奋，“院士们应景性和站台性的任
务和工作太多了，非常影响安心做
研究、培养人才。科技评审如果没
有院士就显得级别不够高，开会如
果没有院士参加就好像不够规格，
这是不大好的理念。”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
和研发活动，决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
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活动
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上，
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活动
上”。这句话引起与会人员的热烈鼓
掌。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表示，个
别院士应邀参加各种与本学术领域无

关的活动，不合理站台、撑门面等现
象还是时有发生，有的院士在两个单
位或多个单位受聘取酬，饱受社会诟
病的“跑院士”现象屡禁不止。“要
勇于承认我们是人不是神。要敢于直
面问题，正视不足，加强自警自励，
增强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紧迫感和迫
在眉睫的危机感，敢于啃硬骨头、敢
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发挥好我
国院士制度凝才聚智的导向性作用，
建设好服务国家和人民需要的院士队
伍。”

与会院士纷纷表示，要带头助力
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一
心一意搞科研，克服站台等不良作
风。

科技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
对科技事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科技
评价制度的讲话，对全社会树立正确
用人导向，激励人才发展，调动人才
创新潜能具有重要作用，也让与会院

士和一线科技工作者看到国家对科技
评价体系改革的决心。

近年来，我国提出人才评价要破
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的倾向,以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
信的科技评价体系为目标，推进分类
评价制度建设。

在“破四唯”之后，应该怎样
“立新标”呢？

“无论在哪个国家，科技评价体
系的建设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完善
评价体系并不容易。对人才的评价不
能过多，不能过于频繁。”中国科学
院院士、国家纳米中心主任赵宇亮坦
言，如果要进行人才评价，不同类型
人才的评价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评价体制对于人才的引导和成长
非常重要。“尽管近几年大家都在强
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但是
到目前为止在实际评审过程中，许多
人还是会以 SCI 论文标准来论英雄，
这不利于我国的实验科学技术的发

展，特别是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实验
研究的骨干人才成长。”中科院高能
所原所长陈和生院士坦言。

他建议，对于实验论文的评价，
不能简单套用理论论文只看第一作者
的评价习惯，特别是大型实验合作组
的论文。科技人员要积极地面对国家
战略需求，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
器件，解决瓶颈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成果的评价必须
坚持分类评价原则，尤其是基础研究
成果、应用基础研究成果以及技术转
化成果或工程成果，它们的性质不
同，评价方式也应该不一样。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表示，在科技评
价中还存在外行评价内行的现象，未
来在完善评价体系时，要加强同行评
议，特别是小同行评议，真正让懂的
人来评价。此外，还要建立一支高水
平的评价专家队伍，只有有了伯乐才
能选出千里马。

保证科研时间 用好评价体系

让 科 研 人 员 回 归 本 位
□□ 科科 文文

近日，我国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碳离子治疗系
统投入临床应用迎来“周岁”，兰州重离子加速器
治癌也亮出了成绩单：300多名患者在甘肃武威重
离子中心接受治疗，结束治疗的患者显示疗效显
著，耐受性良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依托该装置开展
了重离子治疗肿瘤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
先后建成浅层和深层治疗肿瘤终端，临床试验治
疗肿瘤研究取得了显著疗效，使中国成为继美
国、德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四个实现重离子
治疗肿瘤的国家。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是目前亚洲能量最高、
国内唯一的中低能重离子加速器。这一大国重器
从基础研究走向民生应用，整整走了28年。随着
重离子加速器的不断“进化”，科学家们才能源源
不断地产出重离子治癌装置、精确测量短寿命原
子核质量、合成新核素、培育更优品种的农作物
等系列成果。 刘垠/文 赵卫华/摄

左图：兰州重离子医院地下重离子治疗设备
上图：将于2025年建成的另一大国重器——强流

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陶瓷内衬薄壁真空室

大国重器大国重器造福民生造福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