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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作品之一，
《三体》系列使科幻题材小说从小众群体
破圈，掀起全民读科幻的热潮。这一现
象级的文学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今年
被搬上了荧屏，《三体》电视剧受到广大
读者追捧，并吸引更多的人对科幻影视
作品的关注。

电视剧 《三体》 讲述了距离太阳系
4.2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有一个由三颗
恒星组成的不稳定的恒星系统，其中存
在着一个外星文明，称为“三体文明”。
由于三颗恒星所组成的“三体”，是一个
不可预测的“混沌系统”，导致三体文明
无法像地球一样，准确预测天体变化，
制定历法。这个文明时而遭受可以将氮
气固化的严寒，时而遭受可以将岩石融
化的酷暑，每一次气候的无规则变化几
乎都给这个文明带来灭顶之灾。而在地
球上一次意外的科学实验，使得三体文
明发现了地球这个世外桃源，从而发动
了对地球的侵略。

根据剧情描述，我们不难推测三体
文明所在的恒星系统正处于半人马座的
一个三合星，名为半人马座α。这三颗
星中距离我们最近的那颗是半人马座α
星C，又被命名为“比邻星”。

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同“三体
文明”相似。人类也一直试图寻找宇宙

中其他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希望证明
人类文明并不孤单。虽然“比邻星”取
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优美
诗句，但4.2光年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一个
无法逾越的天堑。人类最快的人造飞行
器帕克太阳探测器，在2021年11月20日
创造了每秒163公里的最高纪录，以这个
速度环绕地球一圈仅需4分钟，即使不考
虑加速和减速，以这个最高速度旅行至

“比邻星”，也需要7700年左右时间才能
到达。这对于人类的文明来说遥不可
及，更遑论那些动辄数十、数百甚至数
百万光年之外的恒星系统了。

毋庸置疑，地球上生命的诞生是一
个巨大的偶然。得天独厚的宜居带轨道
位置、适宜的公转与自转速度、恰到好
处的大气成分，共同造就了地球上宜人
的气候，使得作为生命之源的水绝大部
分处于液态。而地球的磁场、大气层等
则保护了脆弱的生命免受太阳风的高能
粒子、紫外线，以及其他高能宇宙射线
造成的伤害，从而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地
球生命奇观。要在茫茫宇宙中寻找适合
生命生存的地方，人们不得不将目光投
回太阳系内部。

火星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点，与地

球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同样处于宜居带
内，而且两极仍存在固态的水资源，也
有很多证据表明火星曾经与地球一样布
满海洋。因此，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试图
在火星上寻找生命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
证据，期许火星能成为人类未来宜居的
星球。

木卫二也是寻找地外生命的一个重
要目标，虽然不在宜居带之内，但是受
到木星以及其他卫星引力拉扯等原因，
使得内部有地热能产生。据探测，木卫
二的表面由冰层构成，冰层之下则是液
态的海洋。在木卫二海底地热释放的地
方，很有可能像地球的深海一样，有着
由海底黑烟囱所构成的热液生态系统。

此外，土卫二和土卫六与木卫二相
同，也拥有地热资源。这两颗卫星上还
存在着大量的甲烷等有机物，尤其在土
卫六的北极地区还存在着由液态甲烷所
构成的海洋，并且科学家们已发现了一
些证据表明，土卫二南极地表下存在液
态水海洋。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生命存在
的条件和证据，预示着土卫二和土卫六
也是太阳系中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任何一
个直接的证据，能确认地球之外有生命
存在，更没有找到适合人类移居的星
球。如何保护宇宙中这个著名的“暗淡
蓝点”——美丽、富饶且唯一的地球家
园，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影院管理部工
程师）

茫茫宇宙，能否找到第二个“暗淡蓝点”
□ 赵然子

3月下旬，我国北方迎来一轮风
沙洗礼，多地黄沙漫漫，局部地区
出现强沙尘暴。这些沙尘主要来自
蒙古国和我国西北的沙漠地带，让
人们再次体验了沙漠风沙的威力。
沙漠和沙漠化是土地退化、劣化演
变的极端形式，人们比较了解。但
是，在我国和世界上还有一种类似
沙漠和沙漠化的土地劣化形式，却
鲜为人知，这就是石漠和石漠化。

石漠化多发生在西南岩溶
地区

人们通常说“沙漠戈壁”，石
漠就是戈壁滩，是指布满砾石的荒
漠，表面光秃秃，很少有沙土、植
物。在世界上，石漠多分布在非洲
撒哈拉中部和东部地势较高的地
区。石漠化，亦称石质荒漠化、石
山荒漠化，是指因水土流失而导致
地表土壤损失、岩石裸露，丧失农
业利用价值和生态环境退化的现
象。简单来说，石漠化地区就是

“土瘦、水枯、山穷、林衰”。
在我国，石漠化多发生在南方

石灰岩发达的岩溶地区，特别是西
南地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
裸露、半裸露型岩溶区，它以贵州
为中心，包括广西、广东、云南、
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等部分地
区，面积达50多万平方千米。

石漠化是怎样形成的

石漠化和沙漠化一样，是全球
生态领域的难点问题。它造成地区生
态环境极度恶化，不仅加重了自然灾
害，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山洪、
滑坡、泥石流威胁加大，还致使耕地
丧失，加剧当地贫困，往往被称为区
域的“灾害之源、贫困之因、落后之
根”，甚至人们的生存也亮起了红
灯，一些地方不得不考虑“生态移
民”。

那么，石漠和石漠化是怎样形
成的呢？这是地质、地貌、气候、
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和不合理的
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西
南地区丰富的石灰岩具有易淋溶、
极易流失、成土慢的特点，是石漠
化形成的物质基础。这里山高坡陡
而且破碎，相对落差大，为雨水冲
刷、地表的侵蚀提供了足够的势
能，加上这里气候温暖、雨水丰沛
而集中，为石漠化形成提供了侵蚀
动力和溶蚀条件。但主要原因还是
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如不合理的陡
坡耕种、大量的植被破坏，特别是
火烧对植被的彻底破坏，使这里的水土流失严重。人
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大种植力度，开更多的荒、种更
多的地，又造成更严重的生态问题。

石漠化如何治理

面对石漠化造成的困境，我国经历了从自发、零
星的治理，到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规模化治理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中科院两次提出推进西南岩溶地区石
漠化综合治理建议并得到实施，形成了多种治理模
式。特别是贵州科学院研究员苏维词等提出的综合治
理模式，就是以流域为单元，通过恢复林草植被，建
设畜牧业发展设施、水土保持设施等治理措施，逐步
恢复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培植替代产业，寻求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我国石漠化生态修复领域已有大量成功的案例。
云南省文山自治州西畴县地处石漠化核心区，近年来
围绕“山、水、林、田、路、村”的综合治理路径，
探索形成了“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脚搭台
子、平地铺毯子、入户建池子、村庄移位子”的“六
子登科”治理模式，一片片石漠化荒坡披上了绿衣。

现在，我国石漠化状况呈现出持续改善的良好态
势，石漠化土地已实现由本世纪初的“持续扩展”到
目前的“面积持续减少、程度持续减轻、生态状况稳
步好转”的历史性转变，石漠化扩展趋势得到全面遏
制。但我国石漠化防治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阶段
性的，岩溶地区生态状况依然十分脆弱，石漠化防治
形势依然严峻，防治工作仍任重道远，不容松懈。

（作者系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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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吴纯新）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李艳、王高华、刘忠纯研究团
队，近日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在
线发表最新研究论文，阐明肠道中的
3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3β-HSD）
在女性抑郁症发病机理中的潜在作
用。这项研究成果为临床女性抑郁症
的预防和诊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
的潜在治疗靶点。

既往研究表明，女性抑郁症患者
雌二醇水平更低，但雌二醇降低的原
因尚不清楚。前期研究发现，女性抑
郁症发病率大约是男性两倍，这种性

别差异与雌二醇水平的变化有关。雌
二醇对于维持健康情绪很重要。在对
啮齿动物实验中发现，低血清雌二醇
水平可诱导抑郁样行为。一些研究观
察认为，绝经前女性抑郁症患者的雌
二醇水平下降，然而对这种下降的原
因仍未完全了解。

在人类和动物中，雌激素主要在卵
巢中合成。雌激素来源于胆固醇和孕烯
醇酮，并转化为雄烯二酮和睾酮，它们
是雌二醇的直接前体。雌二醇经肝脏代
谢后，通过胆道排泄到肠道，部分被重
新吸收回血液。肠道微生物可以通过改

变其活性与非活性形式的比例，来增加
血清类固醇激素水平。

尽管有证据表明肠道菌可能参与了
抑郁症的发病，但其具体机理还不明
确。上述研究团队利用体外降解实验，
证明女性抑郁症患者的粪便菌群对雌二
醇的降解能力。

该研究团队从女性抑郁症患者的粪
便菌群中分离出一种细菌。体外实验表
明，该菌具有雌二醇降解能力，将该菌
灌胃给小鼠，小鼠血清雌二醇降低并出
现抑郁样行为，而用抗生素去除小鼠肠
道中的该菌后，血清雌二醇水平恢复，

抑郁样行为得到改善。
该菌如何通过降低血清睾酮导致抑

郁样行为？为了揭示这个问题，研究人
员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找到可能的
雌二醇降解酶3β-HSD的序列。研究
人员还发现，女性抑郁症患者粪便菌群
中3β-HSD序列的丰度，高于健康对
照组。

通过分离雌二醇降解菌，研究团队
发现肠道菌表达的3β-HSD能导致宿
主血清雌二醇降低和抑郁样行为，表明
肠道中的3β-HSD酶在女性抑郁症发
病机理中的潜在作用。

肠道菌或藏有女性抑郁症始作俑者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桐） 施普林格·自然旗
下专业学术期刊 《自然·衰老》 最新发表一篇论
文介绍了一种潜在延寿机理。该机理或能解释
低温如何延长线虫寿命，并减少年龄相关性蛋
白质功能失调。

此前有研究显示，适当降低线虫、果蝇、
小鼠这类动物的体温，能延长它们的寿命。体
温适度偏低与人类寿命延长之间的关联也有报
道。然而，科学家一直没有找到体温轻微下降
产生延寿效应的具体机理。

论文作者大卫·比尔切斯研究了低温是否会影
响蛋白酶体的活性。蛋白酶体拥有降解蛋白质的
功能，能消除受损或错误折叠的细胞蛋白聚集，
而这类聚集与某些疾病相关。研究显示，温度摄
氏15度时能促进秀丽隐杆线虫激活因子PSME-3
介导的蛋白酶活性，而激活因子PSME-3的表达
能延长寿命。如果缺乏激活因子 PSME-3，低温
对蛋白质降解的益处就会受到抑制，而这会导致
受损或错误折叠的疾病相关蛋白，在秀丽隐杆线
虫的年龄相关疾病模型中更多地聚集。

大卫·比尔切斯的研究还表明，将体外培养
的人类细胞暴露在适度偏低的温度下，能激活
人类版本的激活因子PSME-3，并有望减少疾病
相关的蛋白质发生改变。

论文作者总结说，此项科研成果仍需进一步
研究，以搞清激活因子PSME-3的作用，以及它
的潜在治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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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及周围空间 视觉中国供图

（上接第1版） 这套书发行码洋超过5000万
元，其中《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
宗教的传奇》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
书奖；《爷爷的爷爷哪里来》获“2013年度
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幻想：探索未知世界
的奇妙旅程》 入选 2014 年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书
目等。

此外，何龙还策划出版了“中国青少年
科普分级阅读书系”等 10 个重磅科普产品
线。这些经典科普读物像一盏盏明灯，启迪
更多的青少年热爱科学、探索科学、追求
科学。

构筑原创科普出版精品矩阵

“科普图书对于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升
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必须高
度重视本土原创科普作品的出版。”何龙在
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为此，他与
刘兴诗、李毓佩、叶永烈、张冲、刘先平
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科普作家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不断深化与国内优秀科普作家的
全方位合作，构筑起本土原创科普出版精
品矩阵。

令何龙印象最深的，是被孩子亲切地
称为“数学爷爷”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
毓佩。他发现李毓佩的作品知名度高、体
量大，但是相对分散。于是他大胆设想：
何不推出一条主打产品线，收录其所有作

品呢？2008年，在何龙的精心谋划下，“李
毓佩数学故事系列”顺利出版，后来还荣
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三届
国家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荣誉。20
多年来，为了让经典作品越来越适应新时
代的阅读需求，何龙又不断升级“李毓佩
数学故事系列”产品线。目前，李毓佩系
列在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已出版 10 个套
系，近 70 个品种，畅销逾 500 万册，累计
发行码洋超过1亿元。

对于科普界声名显赫的老作家刘兴诗，
何龙沿用同样的出版思路，将他的作品尽可
能收集齐全，重新谋划“包装”，推出了

“刘兴诗爷爷讲述系列”。这个系列既囊括了
刘兴诗的 《中国地理》《世界地理》 等旧
作，还包含了近几年创作、首次出版的
《“一带一路”青少年普及读本》等新作。
如今，该系列已经形成13 个小系列、45 个
品种的规模化明星产品线。

为讲好新中国石油工业、“两弹”事业
奋斗史，何龙以儿童精神成长为切入点，策
划出版了 《冷湖上的拥抱》《马兰的孩子》
两部作品，热情歌颂了新中国建设者们在严
苛环境下自力更生、努力拼搏、为国奉献的
崇高品质。《冷湖上的拥抱》获评第十六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马兰的
孩子》入选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为讴歌功勋科学家们求知报国的爱国之
情和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全面展示我国近

年来重大科技成就，何龙邀请中国作家协会
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担任主编，历时3年为
青少年打造了《中国力量·讲给孩子的科技
传奇》。这套重大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丛书
首次集结了何建明、王宏甲、陈新、胡平、
龚盛辉等知名报告文学作家黄金团队，为青
少年讲述港珠澳大桥、蛟龙深潜、北斗导
航、嫦娥探月、中国天眼等创造世界奇迹的
大国重器背后的故事。这套丛书入选“十四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出版后反响
热烈。

何龙一直认为，向青少年讲好中国科学
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帮助青少年了解中
国科技进步历程，需要用高品质的科普原创
图书去感染青少年，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科学
报国的志向。为此，他积极围绕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大局，紧跟时代热点，推出了一大
批高品质的科普类主题图书：有讴歌功勋科
学家求知报国之情的 《你的眼睛能看多远
——“天眼”巨匠南仁东的故事》《此生属
于祖国——功勋科学家黄旭华的故事》《让
世界不再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的故事》等功勋科学家人物传记；有讲述中
国顶级科学家为实现“科学强国梦”而奋斗
的《100位科学家的中国梦》；有助力抗击新
冠疫情的战“疫”主题图书《写给孩子的病
毒简史》，等等。

这些作品有的入选中央宣传部主题出版
重点出版物、湖北省主题出版重点选题，有

的则入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支持项目、中央
宣传部战“疫”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目录。

积极探索科普融合出版之路

在何龙看来，科普知识的传播非常适合
融媒体出版。科学知识中的很多内容单纯依
靠文字描述是很难让大众理解的，而视频、
动画等多媒体形式在表达方式上具有直观、
具象的特性，可以很好地弥补纯文字描述的
短板。所以，何龙从媒体融合出版的角度出
发，不断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为少儿科普出
版物赋能，在科普出版物多元方式呈现、多
样载体传播上不断探索。

“新昆虫记：基于 AR 技术的青少年科
普融媒体出版项目”是何龙在湖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主持策划的国内首套原创的昆虫科普
融媒体出版物。该项目后来入选国家新闻出
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国家新闻出版署百佳数
字出版精品项目、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
划，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该项目以
AR 技术为支撑，打破纸媒的书页限制，实
现了融媒体资源的多种呈现方式，大大丰富
了青少年科学阅读的体验。

在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何龙与中幼国
际、海尔多媒体、爱奇艺等知名企业进行跨
界融合，先后推出了基于AR技术的《上知
天文 下知地理》 融媒体绘本在PC、电视、
手机端全方位上线。每册绘本都被细分成

“看、听、讲、解”4个部分，无论是绘本音

频、还是实验视频，内容都丰富而详尽：年
龄小的孩子可以听音频；年龄稍大的孩子，
自己跟着视频就可以动手完成实验。

2020 年疫情初期，何龙主持策划了战
“疫”融媒体出版物《戴口罩》，将镜头对准
2020年初真实的抗疫一线，为公众普及关于
病毒感染与传播的基础知识、口罩预防病毒
的原理及科学佩戴方式等。该纪录片入围

“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优秀作品
名单，在光明网、学习强国、央视北美台等
多个平台达到了数百万播放量。

2022年，何龙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新技
术在科普出版中的应用》。书中他谈到，随
着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科普出版领域
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AR、
VR、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将现有出
版资源进行出版融合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将
能获得更好的边际效益。此前，他在湖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打造了市场排名全国第一的

“绿手指”园艺图书品牌，实际上就已实现
了由传统图书出版向全媒体出版、科普知识
服务平台等垂直领域的延伸，堪称科普融合
出版的成功案例。

基于独到的策划眼光和娴熟的编辑才
干，何龙一直奋斗在科普出版业务第一线，
用一腔热血书写了优秀编辑的锦绣篇章。荣
获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是对他 33 年编辑
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褒扬。他说他最大的感想
是：择一事，终一生，幸甚！

（上接第1版）
回望科学发展的历史，不同

发 展 阶 段 经 历 了 不 同 的 科 研 范
式。几千年前，人类通过观察、
实验来描述自然现象；四五百年
前，理论模型范式出现，从而指
导新的科学研究；五六十年前，
大型计算机出现后，计算范式指
导了科学研究；近 20 年，我们开
始进入大数据时代。到今天，人
工智能已然能够给科学研究推出
一个新的范式。

其实，早在 2021 年阿里巴巴
达摩院发布的 2022 年科技发展趋
势就指出，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
是数百年来科学界的两大基础范
式，人工智能则正在催生新的科
研范式。

作为科研范式的革新者，AI
for Science是一个学科与知识体大
重构的过程，不低的门槛则需要
产、学、研界的协同和融合。近

年来，国内多所高校、科研机构
都在科学智能领域积极布局，国
内企业也在积极推动科学智能发
展和产业落地。

当然，AI for Science 作为一
个充分体现交叉学科的新兴科研范
式，涉及多学科，需要大量的跨领
域科研人才，且要与传统数据集模
拟软件、数据集打通，才能逐步形
成稳定且优质的科研生态。

百度 AI 技术生态总经理马艳
军告诉记者，在推动 AI for Sci-
ence 发展中，企业可以在工程方
面提供很好的支持，并在产业链
中发挥重要作用，把上下游产业
更好地带动起来。“AI for Science
需要政产学研用各方携手，以开
源开放建设共性平台，并加速垂
直整合，将有助于科学研究做出
更多成果。”

面对科学计算的技术趋势和
新兴场景的发展，马艳军透露，

百度其实一直在为科研工作者提
供人工智能技术与平台，支持和
帮助科研人员在科学领域完成新
的探索。目前，飞桨与已有的科
学计算生态紧密融合，积极与多
家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流体、
材料、生物等方面的范例建设，
并形成了一些开放性的、多学科
交叉的生态社区。

从赋能产业到赋能科研，人
工智能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科研工
作起到加速作用，能让更多的科
研人员在更复杂的场景中探索，
并结合数据反推复杂场景下更为
准确的物理规律，甚至帮助他们
发现新的科学规律。

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可 以 很 清 晰 地 看 到 它 在 每 一 个
发 展 阶 段 的 爆 发 和 给 人 类 带 来
的惊喜。当下的 AI for Science，
则 正 在 催 化 一 场 新 的 “ 科 技 革
命”。

人工智能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

铸 造 “ 金 钥 匙 ”， 为 孩 子 打 开 科 学 之 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