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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 4 月 23 日，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获悉，该所海生爬行动物课题组在以
往采集的化石中发现了一个主龙型类新成
员，因其具有细长的颈部，研究人员认为
是一个新属种，将其命名为“隐秘细颈
龙”。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

《解剖学记录》上。
长长的脖子能带来很多生存优势，在

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脊椎动物中产生了诸
多“长颈”的类型，例如蛇颈龙类、蜥脚
类恐龙和长颈鹿，以及多种鹭鸟等。然
而，地球历史上最夸张的“颈身比”，出
现在一些三叠纪的主龙型类身上，长颈龙
和恐头龙就是其中的代表。体长接近 6
米、3 米长的颈部含有 13 节颈椎的长颈

龙，是通过单节颈椎增长的方式来发展出
长脖子；体长5米、近3米的颈部却拥有
30多节颈椎的恐头龙，则是凭借增加颈椎
的数量来形成超长的脖子。

此次课题组发现的细颈龙标本头骨、
齿列和颈椎与长颈龙、恐头龙等主龙型类
有明显的区别，其颈部与躯干比介于巨胫
龙与具有超长脖子的长颈龙之间，但颈椎
延长程度仅与巨胫龙相当，处于爬行动物
的一般水平。有趣的是，细颈龙并不是通
过延长每节颈椎来加长脖子，而是增加了
颈椎的数量，其颈椎数量超过18节，明显
多于长颈龙科的其他成员，与恐头龙
趋同。

研究人员推测，在这些长颈的主龙型
类中，通过增加颈椎数量来增加颈部长

度，是更先出现或更为普遍的现象。纵观
所有具有长颈的脊椎动物类群，从蛇颈龙
类到蜥脚类恐龙，再到鸟类，通过增加颈
椎数量来加长脖子的情况，貌似比通过延
长每节颈椎更为常见。

在各种具有长颈的脊椎动物类中，颈
部增长通常是对于取食的适应。细颈龙的
发现，也印证了在这些三叠纪主龙型类
中，加长的颈部很可能与其食鱼习性
有关。

可惜的是，细颈龙的发现未能完全解
答这些早期主龙型类超长颈部的演化过
程，甚至为其系统发育关系、颈部加长方
式添加了更多的“干扰因素”。早期主龙
型类的“长颈之谜”，仍有待更多的化石
发现和综合研究来破解。

“长脖子”恐龙家族再添新属种

“我国正在联合多国论证，将共同构建国际月球
科研站。”中国深空探测重大专项总设计师吴艳华4
月 25 日在 2023 年中国航天日第一届深空探测 （天
都） 国际会议上透露，我国初步规划于2030年前后
建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2040 年前后建成完善型。
此后，我国将与各国共同开展运行维护以及科学
应用。

“过去近20年间，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实现‘六战
六捷’，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目标。”吴
艳华说，我国空间技术能力已实现重大跨越，建成深
空探测重大基础设施，并与世界多个国家建立起合
作，这些都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3年间，我国成功实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一
步实现“绕着巡”战略目标；获取了7米分辨率全月
影像图和76米空间分辨率全火星影像数据，探测数
据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刷新人类对月球和火星的认知，
并带动地外天地综合试验场、全球布局的深空测控
网、文昌航天发射场等一大批先进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中国探月工程的下一步战略，中国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伟仁院士在会上解
读了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方案，介绍了未来中国月球
探测规划的任务包括探月工程四期、国际月球科研站
建设、鹊桥通导遥 （通信、导航、遥感） 星座系
统等。

吴伟仁透露，作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设阶
段的重要任务，嫦娥六号将于2024年前后发射，实
施月背采样返回任务；嫦娥七号将于2026年前后发
射，开展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详查；嫦娥八号将于
2028年前后发射，开展月球资源利用试验验证，构建
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此外，作为探月四期公共中继星平台，鹊桥二
号中继星计划于2024年发射，将为嫦娥四号、嫦娥
六号、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
务。其中，计划搭载鹊桥二号中继星任务发射的两
颗鹊桥通导技术试验卫星，分别正式命名为“天都
一号”“天都二号”，重量分别为 61 千克和 15 千克，
拟于2024年与鹊桥二号中继星任务发射，择机分离
后，采用星地激光测距、星间微波测距方式，开展
环月轨道高精度定轨等技术验证，为未来鹊桥通导
遥星座系统论证实施提供设计参考。

据了解，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联合多国共同建
设，将在月球表面和月球轨道长期自主运行、短期有
人参与，可扩展、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实验设施。科
研站由地月运输系统、月面长期运行保障系统、月面
运输与操作系统、月球科研设施系统、地面支持及应
用系统五大基础设施构成，具备能源供应、中枢控
制、通信导航、天地往返、月球科考和地面支持等保
障能力，持续开展科学探测研究、资源开发利用、前
沿技术验证等多学科、多目标、大规模科学和技术
活动。

吴艳华表示，中国探月工程自 2004 年实施以
来，积极推进科学载荷搭载、数据开放共享、测控相
互支持、共同科学研究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与超
过1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先后签署了23份国际
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未来，我国将持续推进国际
月球科研站、中海联合月球和深空探测中心、国际深
空探测联合会等重点方向建设，深化深空探测领域国
际合作。

日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修改草案）》 提出，“国家健全
科普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鼓
励 建 立 符 合 科 普 特 点 的 职 称 评
定、绩效考核等评价制度，为科
普人员提供有效激励。”我国科普
人才队伍建设愈发受到党和国家
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协近期发布

《关于开展2023年度自然科学研究
系列科普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
知》，试点开展在京中央单位自然
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职称评审
工作，这标志着科普工作者有了
自己的专业职称评审渠道。

科普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
作，科普人才是科普事业发展的根
本保障。2021 年，全国科普专职、
兼职人员数量为182.75万人。调查
显示，影响科普队伍壮大、稳定和
水平提高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薪酬
待遇、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和职业荣
誉感，而薪酬待遇、职业荣誉感又
与专业技术职称直接相关。专业技

术职称曾是影响科普人才发展的掣
肘之一。曾几何时，科普工作者的
职称主要通过自然科学研究系列、
教师系列、文博系列、艺术系列等
其他相近职称系列解决。没有科普
工作者自己的职称“赛道”，一直
以来是影响我国科普人才队伍发展
壮大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科普事
业发展的重要“堵点”。

以科普职称设置为从业者“正
名”为契机，吹响科普人才“集结
号”，建立科普人才引、培、育、
用全链条生态体系，多措并举增加
科普人才总量，提升科普人才质
量，培养和引领更多的复合型科普
人才，是夯实专业化科普人才队伍
建设的关键。对此，笔者有几点
建议。

拓宽地域和学科范围，实
现科普职称全覆盖

以中国科协开展科普专业职
称评审为契机，借鉴推广北京等
地的成功经验，尽快实现科普职

称在全国各省市的全覆盖，切实
打 通 科 普 工 作 者 的 职 业 发 展 通
道，给予科普工作者应得的专业

“名分”。与科普法等法律法规一
致，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的
科普人员也纳入科普职称适用范
围，实现科普职称对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学科范围的全覆盖，不
断完善职称评价细则，充分激发
科普工作者的内在动力。

加强宣传推广，吸引更多
专业技术人才广泛参与科普

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专业
技术人才7900余万人，其中具备高
级 职 称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占 比 超 过
10%，这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是
推动“大科普”战略实施的重要力
量。加强对包括科普职称在内的科
普政策的宣传推广，强化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应急等领域政策
与科普政策的有效衔接，发挥科普
职称对人才成长的托举作用，吸引
教育、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专

业技术人员积极投身科普，打造出
一支专职兼职结合、素质优良、覆
盖广泛的专业化科普工作队伍。

加强人才培养，壮大科
普事业专业力量

面向科普事业发展需求，把
握科普人才特征，加强高校科普
学科专业建设，大力培养科普经
营管理、活动策划、设计制作、
科技传播、科普创作、理论研究
等专业人才，构建科普专业人才
培养“蓄水池”。以科普职称为动
力 ， 支 持 和 鼓 励 高 校 、 科 研 机
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科普活
动，大力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
发 挥 科 技 创 新 对 科 普 工 作 的 引
领、科普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
作用。强化专职、兼职科普人员
培 训 ， 加 强 科 普 志 愿 者 队 伍 建
设，持续提升科普专职、兼职人
员职业技能和素质。

（作者单位为北京市科学技术
研究院）

职 称 评 审 吹 响 科 普 人 才 “ 集 结 号 ”
□□ 袁汝兵 张惠娜

4月26日，一个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公布了在新“频道”拍摄的黑
洞“全景图”。科学家通过在毫米波段的观测，首次将M87黑洞的阴影以及其周围的吸
积流和喷流形成区呈现在同一张照片中。图像首次表明了中央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吸
积流与喷流起源之间的联系。

图1为黑洞“全景照”示意图。
图2为M87黑洞阴影、吸积流和喷流一起成像的全景图。
图3为黑洞图像构成示意图。

（图1来源：SophiaDagnello，NRAO/AUI/NSF；图2、图3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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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照片再上新！4月26日，我
国科学家领衔的科研团队成功“捕
获”M87黑洞的全景图片。

早在 2019 年，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 全球同步发布人类拍摄到的
首张黑洞照片，这一酷似“甜甜圈”
的萌图瞬间便引发全球各界的广泛的
关注。这是人类首次看到位于室女座
星系 M87 中心、距离地球 5500 万光
年的超大黑洞。

4年时间过去了，黑洞成因之谜
虽然还没有被破解，但这没有影响科
学家对黑洞的持续观测和拍摄，并取
得了新的进展。此次，由中国科学院
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领衔的国际
研究团队通过在一个新波段的观测，
首次对这个黑洞的阴影及其周围环状
结构和强大喷流一同进行了成像。

不同于 EHT 的黑洞“特写”照
片，此次的黑洞“全景图”首次表明
了中央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吸积流与
喷流起源之间的联系。相关成果日前
发表在《自然》上。

在新“频道”成功拍到黑
洞“尾巴”

天文学界观测认为，M87星系中

有一条奇特的准直光束从其中心发出
并延伸至 5000 光年之外，这就是
M87 的喷流，但 EHT 的首张黑洞照
片中并没有看到喷流。研究认为，黑
洞周围存在着吸积流，是“点亮”喷
流的能源。此前，也没有对吸积流的
直接成像探测。

“喷流在较短观测波长上看起来
更暗一些，因而变得难以探测。尤其
在EHT工作的1.3毫米波段上，由于
受到强烈的黑洞引力透镜效应影响，
来自吸积流和喷流的光线都会被弯曲
成大小差不多的环状结构。”路如森
解释说，所以即使 EHT 拍摄到了喷
流，它也很可能隐藏在阴影周围的亮
环之中。

此次的黑洞“全景图”由来自
17个国家和地区共64家研究单位121
位科研人员共同完成，拍摄动用了全
球16台射电望远镜。这16台望远镜
通过甚长基线干涉技术组合成阵列，
其中包含全球毫米波甚长基线干涉阵
列 （GMVA） 中的 14 台望远镜和阿
塔卡玛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
（ALMA） 以 及 格 陵 兰 望 远 镜
（GLT）。

路如森表示，ALMA 就像目前

毫米波甚长基线干涉观测阵列中真
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从获取 AL-
MA观测项目的那一刻起，整个团队
都兴奋了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真
正的“王炸”要来了。“这种观测组
合让我们在新的数据中看到了任何
之前类似的3.5毫米观测中都未曾看
到过的特征。我们在3.5毫米波段拍
摄到了黑洞和喷流在一起的‘全景
图’，可以看到喷流是如何从中央超
大质量黑洞周围的环状结构中出现
的。”

从拍摄到的黑洞照片中可以清晰
看到，黑洞周围绕转着热气体，这些
气体在不断发出辐射，形成亮环。与
此同时，黑洞附近被“吐出”的气体
也被拍到，所以这次拍到的黑洞长出
了“尾巴”。

“甜甜圈”大了但黑洞并没
“长胖”

这个新的大“甜甜圈”意味着什
么呢？

研究团队发现，在3.5毫米测到
的“可见度”的幅度随着基线长度的
增加，会先降低然后再升高，形成所
谓的“零点”，其位置与EHT之前在

1.3 毫米所观测到的第一个“零点”
的位置明显不同，表明两个环状结构
的大小是不同的。

“在3.5毫米波段观测到的亮环比
EHT在1.3毫米所观测到的亮环大了
近一半。我们也有充分且可靠的证据
表明，两个环的不同大小并非是由于
观测时间的不同而造成的。黑洞并没
有长‘胖’，只不过是‘甜甜圈’更
大了。通过计算机模拟测试显示，亮
环更大、更厚主要跟黑洞的吸积流有
关。”路如森解释，这是因为在3.5毫
米波段上，吸积流内区产生的光线在
穿过外区时会被吸收掉一部分，而外
区产生的光线则不会被吸收，因此形
成了一个较大的环结构图像。

此外，新图像中的喷流结构也让
团队得以进一步了解喷流的起源。

“通过测量喷流在不同位置处的宽
度，我们发现 M87 黑洞喷流是通过
提取黑洞的自转能产生的。”路如森
表示，在黑洞边缘处观测到的喷流明
显较宽，可能是由于吸积流中“风”
的影响造成的。未来更长时间对黑洞
的观测，将有望看到“风”影响喷流
的动态过程。

（下转第2版）

捕获全景图后，黑洞“电影”还会远吗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史 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