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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目前已经开列出一张包括 5
处候选地点的名单，这几处地点中的一处将
会成为人类首次登陆彗星的着陆点。

在今年的 11 月份，罗塞塔飞船将会释
放其搭载的“菲莱”着陆器落向“67P/ 楚留
莫夫 - 格拉希门克彗星”彗核表面，并使
用特制的鱼叉系统将自己固定在彗核表面

之上，在地表进行各项科学实验。这颗彗星
大致由两个部分组成，在较小的一端有 3
个候选位置，另外 2 个候选位置则位于较
大的另一端。

科学家们相信彗星是太阳系中的原始
物质，携带着 46 亿年前太阳系诞生之时的古
老信息。 （赵鲁）

5 着陆点：人类将首次登陆彗星

1.187 生育率：韩国人 2750 年或消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8 月 27 日援
引韩国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称，韩国的总
和生育率（每名女性在 15 至 49 岁的预计
生育数量）比前年减少 0.11，只有 1.187。连
续 13 年人口出生率低于 1.3 人。

按去年韩国女性人均生育 1.19 个孩
子计算，到 2056 年，韩国 5000 万人口将减
少 1000 万，到 2100 年将减少 3000 万。到
2750 年，世界上就没有韩国人了。

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3 年出生统
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新生儿总数为 43.
65 万名，比前年减少 9.9%。此外，生育第一
胎的产妇平均年龄为 31.84 岁，比前年高 0.
22 岁。受低生育率的影响，韩国许多小城
市的妇产医院因为收支恶化纷纷关门。

按照国际规定，总和生育率在 2.08 人
以下为低出生率，1.5 人以下为超低出生
率，低于 1.3 人被称为“超超低出生率”。

京冀共建张北云计算产业园
姻本报记者郑金武

嘉宾：孙学军
中国氢分子生物医

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
委员、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2014 年 3 月 19 日，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
会氢分子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这是我国氢
气生物医学研究的第一个全国性学术组织。

氢气生物医学是一门全新的学科，但在众多学者
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研究规模最大的
地区，许多研究内容还具有鲜明的优势。而中国氢气
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在这一领域走向
成熟的重要标志。自 2007 年以来，我国相关研究人员
在氢气生物医学领域多点开花，短短数年内取得了一
系列成绩。不仅在学术研究规模上成为国际第一，还
在产业技术开发方面走在了国际前列。

不过，笔者认为，氢气生物医学不仅是一个研究
课题，还应该作为一种应用技术理论在中华大地上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起来。

或成新的医疗革命

氢气生物医学的研究最先出现在日本，日本学者
开展相关研究起因于日本上世纪末市场上出现的富
氢水产品。据说一些日本企业受到媒体关于德国诺尔
登瑙泉水因含氢气可治疗疾病报道的启发，制造出人
工富氢气水投放市场。结果非常意外，许多患者因为
喝这种水而获得不可思议的治疗效果，这让部分日本
企业获得了成功。但此时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对这一现
象有系统研究，于是有些企业给日本医科大学老年病
研究所教授太田成男的小组提供经费，希望他能协助
找到氢气治疗疾病的理论依据。

太田成男小组经过几年深入细致的研究，最终于
2007 年在《自然医学》发表了一篇关于呼吸含 2%氢气
的空气可通过选择性抗氧化治疗大鼠脑缺血的实验
研究。该论文发表后，迅速引起日本、美国和中国学者
的高度关注和巨大兴趣，关于氢气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很快成为国际热点。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氢气非常熟
悉———人们知道氢气是一种对人体无毒无害的物质，
而抗氧化治疗疾病的概念也已经过长期的研究确认，
如果《自然医学》的报道属实，那么这就可能是一种新
的治疗疾病的理念，这显然可能会带来一场新的医学
革命。

中国氢气生物学研究

我们课题组在 2007 年开始了这一研究，最早是
抱着试探和怀疑的态度。然而初步研究结果出乎意外
地理想，我们很快就发现氢气确有治疗疾病的效应，
作为长期从事气体生物学效应研究的学者，我们对这
一现象立刻从疑惑变成执迷。

随后我们通过理论分析，结合日本市场上采用饮
用氢气水的经验，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注射含氢气生
理盐水的技术，并研究确定这种给氢气方法具有简单
经济实用的优点。2009 年，根据初步的研究，我作为负

责人申请并获得中国第一项关于氢气生物学效应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随后在第二军医大学内部展
开广泛宣传，和 20 多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在发表学
术论文的同时，还在国内外众多学术会议上广泛介绍
我们的研究结果，吸引了国内大批合作研究单位。

由于本人在部队工作，许多部队单位最早了解这
一信息，这使得三家军医大学、解放军 301 总医院、各
个军区总医院都最早有学者开展这一研究。短短三年
时间，我们和这些合作单位已经共同发表论文几十
篇。2010 年，我有幸被日本氢气生物学学会邀请在其
第二届学术年会上作大会报告，全面介绍了国内氢气
生物学研究的情况，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好评。

此后，国内更多单位相继开展这一研究，到现在
国内开展氢气生物医学研究的单位已经超过 100 家，
从事这一研究的科研人员超过 1000 人。截至 2013
年，仅是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达到 31 项，
研究氢气生物学效应课题毕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接近 100 名。

需要强调的是，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的学者在国际上最早开展氢气植物效应的研
究，研究提示氢气在农业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这也是
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氢气生物学效应领域的独有研究
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向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申请了成立中国氢气生物医学专业委
员会。

局限和不足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氢气生物医学的研究在
国际上仍不够成熟，研究的整体规模也不大。截至今
年 8 月份，国际上相关研究论文有 500 篇左右———当
然经过短短 7 年时间能达到这样的研究规模已经非
常不错，但毕竟没有进入国际主流研究领域，仍然相
对比较冷门。

此外，氢气生物医学研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和不足。虽然有大量研究证明氢气可以减少各类氧化

损伤、控制炎症反应、减少细胞凋亡和影响多种尤其是
氧化还原酶等基因的表达，但是至今并没有完全清楚
氢气在体内产生作用的分子机制，而且这一领域公认
的选择性抗氧化也一直缺乏直接证据，甚至其正确性
都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临床研究相对不足，
虽然现在已经有 20 多篇关于氢气治疗疾病的研究，但
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的初步效应观察，不足以作为治疗
疾病有效的依据，理论上在没有获得大规模双盲对照
临床研究结论前，目前称氢气治疗疾病的说法确是缺
乏严格依据。

中国在氢气临床研究方面数量很少，但泰山医学
院关于代谢综合征为代表的临床研究显然属于国际
先进水平。尽管缺乏确定性证据，但考虑到氢气的大量
研究和本身的巨大生物安全性，氢气相关产品作为一
种试验性方法，仍然值得推荐。根据目前初步掌握的数
据和信息，发现富氢水对 80%以上的老年便秘患者有
确定的效果，对恶性肿瘤治疗副作用、尿毒症、动脉硬
化和代谢综合征患者都具有明显效果，如果这些现象
确定无疑，那么氢气在控制人类慢性疾病方面肯定会
带来难以估量的贡献。

将氢气应用于人离不开氢气相关健康和医疗产
品。这些产品在日本率先大量出现，然后是动物和临床
研究。随着大批中国学者开展相关研究，一些国内企业
相继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氢气相关产品。

从类型上看，氢气相关产品主要包括富氢水、氢
水机和呼吸氢气的设备。目前富氢水和氢水机已经在
市场上广泛可见，但是产品质量并不乐观。呼吸氢气能
大大提高氢气摄取量，在治疗效果上有可能更加明显，
国内一些企业也正在抓紧开发研制呼吸氢气的设备。

此外，各种产品和设备由于对氢气浓度等缺乏统
一标准，容易造成一些混乱，如部分氢水产品氢气浓度
无法长期维持，多数进口或仿制的氢水机产品质量也
无法进行质量鉴定。这需要氢气医学专业、企业与国家
主管机构紧密合作，尽快制定相关产品标准，以促进这
一领域的健康有序发展。

科普问答

5800km/h：理论中的“超音速潜艇”
有研究称，在“超空泡理论”的基础上可

以将潜艇速度提升到 5800km/h，实现水下
的超音速航行。

通常情况下舰船航行于水中要克服巨
大的阻力。为了提升速度，就要避免与水接
触，比如地效飞行器、水翼艇、气垫艇等。超
空泡技术也是避开水的阻力，在航行器与水
之间形成空气隔层，这样舰船的阻力就被转

化为空气与水的作用，而空气泡推开水的阻
力要明显小于船体与水的阻力。

超空泡鱼雷速度可以达到200节 （约
370km/h），在20公里内击中目标只是转瞬之
间，是最快的海中武器。从理论上讲，新的超
空泡技术可以提升一个数量级至5800km/ h，
但为了达到这一速度，至少需要可靠的火箭
动力，而这款火箭动力还有待开发。

数字

中国氢气生物医学蓄势待发
姻孙学军

在京津冀协同的背景下，气候适
宜、能源充足的张家口发展云计算数
据中心产业优势愈发明显。在 8 月 21
日举行的“张家口（张北）云计算产业
园对接推介会”上，北京市经信委和河
北省工信厅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京冀两地将发挥中关村示范区大
数据产业优势，共建张北云计算产业
园，张北云联数据中心、“京北云谷”云
计算与智慧产业基地等项目入驻该园
区。其中，“京北云谷”的定位是建成京
津冀区域规模最大的云计算与数据中
心产业基地。

北京和河北的牵手，是双方发挥比
较优势的成果。中关村聚集了百度、曙
光等 100 余家大数据企业，以及新浪、
搜狐、奇虎等一大批互联网领军企业，
在超大规模数据仓库、分布式存储和计
算、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人机交互和虚
拟现实等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张家口市及张北县则拥有发展数据中
心的优势条件：气候上，张北年平均气
温只有 2.6℃，可为数据中心运营节约
45%的降温成本；能源上，张北的风电、
光伏年发电量达 50 亿度，而全县年消
费电量不足 4 亿度，项目建成后将有充
足的电力供应。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时代
的带来，张家口、中关村的资源禀赋和
产业优势愈发凸显。今年，北京市分别
与天津市、河北省签订了《共建滨海 -
中关村科技园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
进中关村与河北科技园区合作协议》，
协议明确提出，共同谋划打造以“中关
村数据研发—张家口、承德数据存储—
天津数据装备制造”为主线的“京津冀
大数据走廊”。北京市在《进一步促进软
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中亦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
单位原则上不再新建、扩建自用数据中
心。张北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适宜大规模
建设云计算产业的区域。

据悉，张北云计算产业园位于张北
经济开发区庙滩产业园。张北云计算产
业园规划占地约 7500 亩，一期占地

2000 亩，建筑面积 85 万平方米，主体投
资 196.4 亿元，预计实现牵引投资 1000
亿元。规划建设五个区，分别是：数据中
心区、产业发展区、智慧示范区、商务办
公区和生活配套区。

此次对接推介会，吸引了神州数
码、国电通、赛伯乐等 20 余家中关村示
范区产业领军企业和创投机构参与，相
关入驻企业进行了签约。

目前，张北云计算产业园已签约项
目 2 个、拟签约项目 1 个、在谈项目 2
个。由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北京国电通公
司和拉森集团投资的张北云联数据中
心项目是第一个签约、第一个开工的项
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46.4 亿元，占地
450 亩，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可容纳
20 万台服务器，建设 10 栋模块及配套
建筑；项目全部建成后，满负荷年产值
约为 29.4 亿元，税前利润约 8.7 亿元，
年营业税 9700 万元，年企业所得税 1.3
亿元，安排就业约 1000 人。尽管项目尚
未建成运行，阿里云已经有意将云计算
的服务器部署在这里。

另一个签约的项目是“京北云谷”
云计算与智慧产业基地项目。该计划总
投资约 100 亿元，预计占地 1500 亩，总
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未来建成 5
万个标准机柜、容纳 50 万台服务器的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该项目将力争打造
京津冀区域规模最大的云计算与数据
中心产业基地，形成对北京的数据存储
和灾备服务聚群，集聚和培育云计算、
智慧城市、新兴信息产业、软件和服务
外包的产业实体，形成国际外包与服务
的承载能力，建设现代化智慧城市示范
区，全力打造成“京北云谷大数据管理
基地”。

除了这两个项目，还有不少项目正
在紧锣密鼓地洽谈。其中，中国教育网
的运营商、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赛尔新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到张北进行了多次
实地考察后，拟在张北云计算产业园建
设全国教育云数据中心项目。目前，该
项目已得到教育部的批准，计划总投资
约 8 亿元，规划占地 200 亩。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要做公众科技创新的代
言人，用他们的创意和激情谋划未来的创新蓝图，
用丰富的体验和经历来诠释科技的“服务内涵”
———他们是“创客”一族。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是指不
以营利为目标、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

“创客”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新模式在设
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

人人皆是“创客”

随着公众参与科技创新力度的不断加强，搭
建公众参与科技创新的平台就愈发显现出其价值
和意义。顺应此趋势，日前由北京市科委与中国科
技金融促进会携手开展的“北京创客科普季”在国
家会议中心正式启动。作为国内首次以“创客”为
主题的大型科普专题活动，启动仪式以“人人科技
梦想工厂”为主题，旨在激发普通公众参与科技创
新的热情。与此同时，作为北京创客科普季核心活
动———北京创客孵化大赛线上推广平台———“星
云工厂”同步启动。

基于互联网等一系列技术与模式的迅猛发
展，围绕北京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对公众科学
素养和创新环境的要求，此次活动将科技与金融

嫁接，旨在通过“投资、技术”
等方面的辅导和孵化，推动
优秀创客科技成果大 量涌
现，并进一步成为具有示范
意义的公众科技创新成果推
广与转化平台。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所长郭戎长期致力于科技
与金融结合研究，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该活动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向公众传输
了这样一种理念：人人都可以成为“创客”，人人都
可以创新。

人人皆可创新？

此次“北京创客孵化大赛”设“社会组、高校组、
青少组”三个组别，广泛选拔能带来全新生活体验
和生活品质的消费级科技作品，并引入“网络众筹”
评选机制和“赛事与孵化同步推动”的模式，形成从

“征集、选拔、发布”到“创业、推广、孵化”为一体的
创客发展平台，发现、培养一批“明星创客”。

作为此次项目的发起人之一，郭戎表示三个
组别的设置并无侧重点，但是有难易之分，“青少
组的难度可能更大”。

合肥科技馆馆长柏景松对待本次大赛的活动
理念和组别划分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鼓励创
新是一个好现象，也是我们的目标。科普是创新的
前提，创新是科普的目的。而事实上，从这个切入
点出发虽找到了要害，但操作起来可能很有难度。
因为对科学素养偏低的人群而言，还应以普及为
主，跨越这个阶段就可能事与愿违。”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表示，我们国家正处在
一个空前发展的时代，新的时代有新的问题，如果
要进行大的发明和大的革新，这种活动可能就会
显得有些急于求成，但是这种民间的小的发明和
创造是应该给予鼓励的。

创新之路何去何从

“创客”作为一种新兴的公众创新力量，需要
从投融资、深度研究、科普推广等不同角度进行多
元化的推动。因此，此次活动还推出了“公众创新
科技金融支持计划”，并发布了《中国创客发展蓝
皮书》研究项目和首部以创客为主题的科普微电
影，以更有力地支持创客从种子期到成长期的稳
健发展、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中国创客产业发展
模式，传递公众参与科技创新的图景。

柏景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创新阵地
不断扩大，队伍和手段不断加强，公众意识不断提
高，但仍然存在不足。“现在主要还是基础知识的普
及，新媒体和网络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诸
如 3D 打印机技术等高新技术的推广并不及时。”

“目前我们要分层次来推进科普知识的教育，
积极地将着眼点放在高新技术应用上，兼顾新技
术的应用、推广和普及；同时要发挥新媒体科普的
作用，力争打造具有权威性的平台。”柏景松说。

林群表示，专家的参与能够保证科普的准确
性。而目前专家参与度不够高，这方面需加强；而

“创新是很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小创新
当然可以，要鼓励”。他还建议应加强“社会组、高
校组、青少组”三组的共同合作，系统地引导人们
学点有用的东西。

趣味科学

“创客”的创新何去何从
———北京创客科普季引发创新思考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实习生张孟枭胡萍

问：酸奶一直大受人们的喜爱，不仅因
其保留了牛奶的所有优点、能维护肠道菌群
生态平衡，还因为人们在加工过程中能扬长
避短，通过添加各种果汁果酱等辅料，成为
更加适合于人类健康的营养保健品。然而，
关于酸奶与药物不可同时服用的说法由来
已久，否则将会降低药效、引起不良反应、破
坏酸奶有效成分等等。那么，到底哪些药物
不见容于酸奶？酸奶还有哪些食用禁忌？

答：《扬子晚报》近日刊登了南方医科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汪燕
关于有些药物不能与酸奶同服的建议，这些
药物包括胃药、抗生素、铁剂和降糖药等。

由于酸奶能够促进分泌胃酸，而奥美拉
唑、雷尼替丁等胃药的作用是抑制胃酸的分
泌，很显然饮食酸奶可能会抵消这些药物的
部分药效。抗生素药物中如罗红霉素、多西
环素、氯霉素等会影响酸奶中乳酸菌的活
性，同时酸奶中的钙、镁离子与氧氟沙星、环
丙沙星等可产生络合反应，从而降低药物效
果。此外，酸奶可加剧在酸性环境中不稳定
的药物（如红霉素、阿莫西林等）的水解，也
会降低疗效。

用于治疗贫血的铁剂（如枸橼酸铁铵、
琥珀酸亚铁、多糖铁等）也不宜与酸奶同服，
因为酸奶中的钙离子可与铁离子在十二指

肠中形成竞争，会导致铁剂吸收
减少。

降糖药物也应避免与酸奶
同服，这是因为酸奶在发酵的过
程中产生了较多乳酸，而二甲双
胍、苯乙双胍等双胍类降糖药在
发挥药效的同时，会使体内乳酸
增多，服这类降糖药期间再喝酸
奶，可能增大乳酸性酸中毒的风
险，特别是在服双胍类降糖药期
间应慎服酸奶。

有些人习惯用稀粥、饮料、
甚至酸奶当水服药，这也应当尽
量避免。如果喝酸奶较多，胃肠
道会更偏酸性，包衣片、肠溶片等
剂型药物的包衣层可能被破坏，
影响疗效。因此，建议服用这些
药物期间，最好将服药与喝酸奶
的时间隔开 2 小时以上。

一般服药 2 小时内，药物在
血液中的浓度渐处于峰值，并且
药物各有其消除半衰期，所以建
议服药当天不要喝酸奶。不过，
抗生素等药物可能会引起人体内菌群失调，
停药后需要重建肠道菌群，这时候再喝点酸
奶倒是有不错的辅助作用。 （赵鲁整理）

药
与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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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同
服

图片来源：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