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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控：减少超额死亡的“好抓手”
姻本报实习生 单鹏 见习记者 郭爽

日前，《煤炭消费减量化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和可避免成本》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指出，如果
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预计中国在 2020
年前每年因 PM2.5 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能减少
约 5 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 385 亿元。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
高级顾问杨富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 2015 年到 2050 年，通过控制煤炭使
用，可避免的超额死亡人数达 200 多万，避免经
济损失高达 13000 亿元。

燃煤导致超额死亡

“煤炭生产和消费过程会对公众健康造成
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杨富强说，2012 年，所有大
气污染物雾霾引起超额死亡人数约 110 万，其中
因煤细颗粒物的慢性效应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
就高达 70.8 万人。

所谓超额死亡人数，是指一个地区人群中
实际死亡人数与预期死亡人数之差，此处指死

亡风险因素中包含 PM2.5 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
与不包含 PM2.5 的死亡危险因素造成的预期死
亡人数之差。

“PM2.5 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是指煤炭生
产中对人体的破坏，比如尘肺病、职业病甚至矿
难。间接影响是指煤炭燃烧使用造成的空气污染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整体看来，间接影响比直接
影响还要大。”杨富强说，“受 PM2.5 直接影响的
人群主要是煤炭生产人员。”

有关资料显示，2012 年，中国新增尘肺病
24206 例，约占职业病总例数的 88%，其中半数病
例分布在煤炭行业。

相比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波及面更为广泛。杨
富强说：“燃煤会生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
以及金属汞等污染物，其中 PM2.5 是构成雾霾的
元凶，对人体健康也有严重影响。重金属、化学物质
附着在 PM2.5 粒子之上，被人体吸入后会引起疾
病，由于附着在 PM2.5 表面上的物质成分不同，所
以引发的疾病统一归因为 PM2.5。”

数据显示，由煤炭消费产生 PM2.5 所造成超
额死亡的 70.8 万人集中分布在京津冀、山东、河
南、安徽、江苏、贵州、东北三省和沿海城市。

复合污染不容忽视

“燃煤加剧了大气复合污染。”中科院大气物
理所研究员王跃思表示。大气复合污染，也就是污
染叠加，是指失控的第一污染源与第二污染源叠
加产生复合污染。“例如，燃煤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硫
会被汽车排放出来的氮氧化物触发，让二氧化物
很快转化成磷酸盐，实际上是第二个污染出来以
后把第一个污染源给活化了，这就是减煤的原因。”

当前 PM2.5 的主要来源是机动车汽车尾气排
放、燃煤、工业生产、扬尘等，在一些地区，尽管汽车
尾气对 PM2.5 的贡献度甚至要大于燃煤，但控煤
仍然是减少 PM2.5 的关键。“只有消除第一污染
源，第二污染源才不起作用。”王跃思补充说。

“我们作研究时，跟据实测数据建立模型，根
据模型来进行计算。这个模型能够模拟污染物、
空气流动、各种空气条件。研究发现，包括燃煤、
工厂、汽车尾气排放、化肥挥发物、秸秆等全部排
放因子所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约为 110 万，然
而，排除燃煤因素后，通过几次分析就可发现排
除燃煤因素后的超额死亡人数。所以结论是，在
110 万超额死亡人数中，由煤炭引起的就占近 71

万。”杨富强说。

煤控更需智慧

“治大气污染跟治官场的腐败一样，要提升
管理能力。”王跃思表示，“中间层级至关重要。中
间层级是指省部级、地市级和国有企业，他们不
仅要带头把煤控做好，还要协助其他单位做好煤
控。”

不仅政府管理需要加强，学界还要积极推动
相关的研究。“学界应当提高（控煤）意识，要让决
策者了解到煤炭控制是一个抓手。”北京协和医
学院教授、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杨功焕说。

“当前，有 20 多家研究机构在作相关的研
究，如钢铁、发电、水泥等部门怎么减少用煤，不
同地区怎么减少用煤，最后将提出一些可行的政
策建议给政府决策作参考。”杨富强补充道，“如
果要终结雾霾，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如果只是大气污染、PM2.5 泛泛而谈，并不
能为促进煤炭消费减量起到很大的作用。要遏制
煤炭使用对健康的影响，基础研究十分必要。”杨
功焕最后说。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科学报告》本周发表了首
个墨胸胡蜂（俗名虎头蜂）的毒腺转录组（基因组中被
表达的那部分序列），同时也发表了对其毒腺的分析。

人被墨胸胡蜂蛰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和毒性
反应，进一步发展为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自 2006 年以
来，墨胸胡蜂蛰人事件成为中国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
题，在一些省份已有数千人住院，还有数十人死亡。因为
从墨胸胡蜂上提取天然毒液很困难，缺乏对于墨胸胡蜂
在其天然环境中的研究，也没有其毒液成分的完整内容
可供参考，导致缺乏有效治疗墨胸胡蜂蛰的方法。

为了弄清墨胸胡蜂的毒素成分和毒理机制等问
题，上海大学生命科学教授吉永华团队对其毒腺中表
达的基因进行了测序，比较分析了毒液释放之前和之
后的基因表达谱系的区别。研究结果显示，墨胸胡蜂
毒液中溶血和凝血活性因子的转录水平含量较高，血
循毒素和神经毒素两大家族的含量远高于过敏源因
子。经取毒前后转录组数据的比对分析，10 个重要基
因被推测与毒素合成或功能执行有关。研究者希望对
于该物种转录组的研究可以有助于为被蛰的患者提
供适当的治疗方法。

揭示虎头蜂毒腺
转录组基因

上海大学上海大学

本报讯（记者黄辛）华中科技大学太赫兹光子学
团队在最新的研究中，提出一种基于 3D 打印技术快
速制作太赫兹器件的方法，并以光敏树脂为原材料成
功制作了太赫兹透镜。相关研究作为封面文章近日发
表于《中国光学快报》。

与传统的减式制造方法不同，待制作的模型首先
被分为若干薄层，然后逐层叠加，最终生成立体实物。
这种技术以前主要用于打印珠宝、玩具、工具等，现在
已应用在航天制造及工程设计领域，近些年人们还发
掘出多种 3D 打印在科研领域的妙用。

随着太赫兹波产生及探测技术的发展，它已广泛
应用于安检、无损检测、通信等领域，太赫兹波段的光
学器件研究工作变得愈发重要。然而，透镜等太赫兹
器件的传统制作方法复杂并且耗时。

相关测试结果表明，该透镜能够有效聚焦太赫兹
波，采用太赫兹时域光谱技术测量打印材料后发现该
材料在太赫兹波段的折射率值稳定，且吸收率很低。
专家称这一 3D 打印技术制作太赫兹透镜的方法展现
了快速及低成本的明显优势。

研究人员表示，将进一步探索利用 3D 打印技术
制作菲涅耳透镜及透镜阵列等复杂器件，并将其应用
于太赫兹成像等领域。

3D打印太赫兹透镜

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 通讯员铁铮、李香云）果园里
的果树多，每棵果树的情况很难掌握。一种新果树精
准定位装置的问世，可以帮果农看清每一棵果树的位
置和相关数据。4 月 21 日，北京林业大学对外宣布，由
该校工学院教授康峰研制成功的果树精准定位新装
置已获专利授权。

该设备将激光测距仪、惯性测量装置、GPS 定位模
块、雷达测速仪和测控板卡相结合，根据果园中果树的
分布特点，采用可在果树作物行间行走的轮式移动平
台，实现在低速巡航状态下对果树的快速、有效定位和
识别，以获取果树的分布信息，实时创建果树定位地图。

使用者只须将定位的移动车载设备装在小型拖
拉机、农用电动车上，在果园里走一圈，就能将有关数
据传输给电脑，瞬间即可得到一张果树定位数据图，
准确获得果树的生长和分布信息，为果树精准施药、
果园规模化经营以及精细农业数字化管理，提供新的
科学技术手段。

果树精准定位装置问世

北林大北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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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物柴油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本报讯 4 月 22 日，国家生物柴油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北京成立。该联盟将整合我
国生物柴油优势资源，通过发展百万亩小桐籽
树油林基地建设及 6 套 10 万吨 / 年生物柴油
加工装置建设，于 2020 年实现我国生物柴油
规模化生产。

该联盟还将根据云南省生物柴油运营经
验，通过“生物柴油原料封闭专供”“车用生
物柴油专混”和“封闭区域专营”，走出一条
符合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战略的“三专”运
营模式。 （秦志伟郭爽）

中石化联手阿里云升级石化业务

本报讯 日前，中石化与阿里云共同宣布，双
方将展开技术合作，借助阿里巴巴在云计算、大
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对部分传统石油化工业务
进行升级，打造多业态的商业服务新模式。

中石化云计算与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旨在
构建“厚平台、薄应用”的云计算技术体系，推
进信息化架构从 IT（信息技术）向 DT（数据技
术）转变, 为构建商业新业态、打造智能石化提
供技术支撑。 （彭科峰）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建设

本报讯 4 月 21 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在广州南沙正式挂牌，标志着广东自贸
试验区正式启动建设。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
办法》已于 4 月 20 日公布并正式施行。广东
自贸试验区面向港澳深度融合，三个片区建
立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粤港澳合作的三个新
区中，分别是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
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总面积 116.2 平
方公里。 （朱汉斌）

雀巢为“阳光动力号”飞行
制定营养计划

本报讯 4 月 22 日，“阳光动力 2 号”在南
京短暂停留。为支持阳光动力号完成任务，雀
巢研究中心特别补充和定制了飞行员下一航
段的个性化营养计划。

过去 4 年里，8 位雀巢研究中心专家组成的
团队针对飞行条件以及飞行员的个人需求，制定
了一套独特的营养计划。该计划包括一系列可以
承受极端温度、气候条件和高度变化，同时又能
提供所需营养的食物和零食。 （李勤王璐）

春蕾培训项目获中国儿童慈善奖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 2014 年度“中国儿
童慈善奖”表彰大会上，“春蕾实用技术及生活
技能培训”项目获“中国儿童慈善奖———突出
贡献奖”。该培训项目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与默沙东公司携手展开，总捐助金额 100 万美
元，旨在帮助四川凉山州受艾滋病影响的健康
青少年和感染者，进行实用技术和生活技能培
训，开展乡村艾滋病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倡导培
训项目和家庭综合扶持。 （王珊）

武鸣“壮族三月三”歌圩开幕

本报讯 4 月 21 日，2015 年中国壮乡·武
鸣“壮族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隆重
开幕。

武鸣“壮族三月三”歌圩是目前全国规模
最大、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歌圩，2014 年列入
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的歌圩
以“美丽壮乡·踏歌追梦”为主题，从 4 月 18 日
持续到 22 日，活动包括千人竹竿舞、千人武
术、千人广场舞展演、壮民族服饰设计暨展演
大赛、“骆越风·壮乡情”全国摄影大展、壮族相
亲与婚俗表演等 30 项活动。 （贺根生）

日前，由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刘献明
发明的多功能纳米复合材
料被成功应用在空气净化
器上。

实验数据显示，该材料
对表面吸附的病菌和细菌
5 分钟内灭活效率达 90%以
上，且催化表面有自净功
能，杀菌消毒过程不会给人
和环境造成任何副作用。同
时，该材料对甲醛、苯、三氯
甲烷和乙烯的去除率达到
90%以上，对包括大肠杆菌
在内的大多数病菌杀灭率
达到 98%。

图为刘献明在实验室
向学生介绍该多功能复合
材料的功能和制备情况。

史俊庭摄

“刷脸”时代唰唰唰地来了
姻本报记者甘晓实习生张奇漪

近日，南京车管所首次启用学员人脸识别
系统，驾驶员“回炉”学习必须通过“刷脸”签
到、签退以及参加考试。而在一个月前的德国
汉诺威电子展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使用其“Smile to Pay”支付技术进行脸部扫
描，完成购物过程。

多名业内专家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作
为一项新兴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未来人脸识
别将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发挥作用。曾经存
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技术如今遍地开花，预示着

“刷脸时代”即将到来。

化妆整容不“脸盲”

“人脸识别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一种，
全过程包括人脸检测、关键点抓取与人脸识
别三个步骤。”中科院自动化所副研究员雷
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详细解释了人脸识
别的原理。

首先，摄像头通过人脸检测获取并定位人
脸的关键点，如鼻尖、嘴角、眼角等。随后，由计
算机抓取上述关键点的特征数据，进行存储。
最后，将获取的面部特征与数据库中的信息进

行比对，计算相似程度。
保证准确性是人脸识别技术的难点，一旦

准确性无法保证，人脸识别技术无异患上“脸
盲症”。

对此，支付宝“Smile to Pay”技术开发团队
旷视科技公司市场品牌中心负责人谢忆楠向

《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目前在人脸识别测试
中，计算机的识别能力已经比人类肉眼识别更
加准确，完全能克服化妆或者微整容变化带来
的影响，并且冒充真人的照片、视频、面具等也
能被系统准确识破。

最近，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在
真实复杂场景下的人脸识别技术也取得了重
大突破，识别率远超人眼识别率。研究人员收
集、整理了 2000 人的身份证照和真实环境现
场采集照，并在真实环境数据库上进行算法与
人眼的测试比对。通过组织 200 人的人眼测
试，在受光照、角度、遮挡、模糊、年龄跨度等因
素综合影响下，人眼的平均识别率仅为 72.7%，
而算法识别率达到 93.2%。

比指纹识别更便宜直观

目前，在各类生物识别技术中，指纹识别
是应用较为成熟的一种。业内人士认为，与指

纹识别相比，人脸识别成本更低，更直观，因此
也更具发展潜力。

谢忆楠指出，在硬件支撑方面，指纹识别
机器架设成本更高，人脸识别技术在成本上具
有较大优势。并且，全球已经有成熟的护照或
身份证照片库，可以通过识别人脸特征，来调
取照片库中的信息进行比对，而指纹信息采集
相对较少，重新建立指纹库成本更高。

直观，则是人脸识别技术的又一优势。雷
震表示：“采集信息存储在后台之后，有时需要
人工审核，相对于人工识别指纹的困难，观察
人脸信息则方便很多。”另外，人脸识别信息采
集也更加方便。由于基因突变或是皮肤病导致
指纹缺失等原因，有人无法提取指纹信息，而
人脸的信息采集则没有这些障碍。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多媒体
中心已经开发出包括人脸检测、关键点检测、
人脸对齐与规整、人脸特征提取等新系统，形
成了完整的技术链条，快速开发出人脸识别针
对各个应用场景的系统产品。

未来前景看好

此次汉诺威电子展上，马云完成了人脸识
别技术在商业应用中的首秀，但“刷脸支付”投

入正式运营还有待时日。“这项产品目前在技
术层面基本克服了可以想到的困难，但若要让
人脸识别技术得到大规模使用，用以识别人脸
的摄像头精度还需要提升，模糊的记录必将影
响正确识别。”谢忆楠说。

为提高人脸识别的准确性，中科院重庆绿
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开发了双层异构深度神经
网络算法，能够在真实场景中对多变光照、多
角度、有遮挡、模糊、年龄跨度等复杂情况具有
更好的适应性，以克服拍摄结果分辨率较低带
来的识别困难，为未来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规模
使用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该院研究员周曦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
示，随着计算技术和识别技术的快速进步，
人脸识别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商业价
值和社会价值。“除了支付手段，人脸识别技
术还能用于服务场所会员识别、领取社保时
的身份认证以及企事业单位人脸考勤，更能
帮 助 公 安 部 门 利 用 监 控 视 频 来 侦 查 嫌 疑
人。”他说。

对人脸识别的未来，雷震也表示：“目前它
的发展趋势非常好，与两年前的技术相比可以
说有质的飞越。除了刷脸支付，未来在其他需
要进行身份验证的场合，人脸识别都将成为可
靠且普遍的验证手段。”

北京市启动国际科技贸易基地建设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4 月 22 日，“北京市

科委与顺义区政府共同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工作会”在京召开。会上，双方共同签署
了《北京国际科技贸易基地建设合作框架协
议》，并宣布启动北京国际科技贸易基地建设。

北京国际科技贸易基地建设是北京加强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临空经济转型发
展的重要举措。基地将着力打造研发、口岸、贸
易三大板块。

研发板块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

空等领域为重点，大力发展高端技术研发、设
计与高端新技术产品检测维修服务。口岸板块
以生物医药为重点，打造承接服务外包口岸，
同时打造国际技术进口口岸、中国高新技术及
装备出口口岸和高新技术综合进出口口岸。贸
易板块以技术转移和技术交易为核心，集聚全
球跨境电商主体，面向国际国内市场，为新技
术新产品提供国际化贸易服务。

下一步，北京市科委和顺义区政府将进一
步整合科技与贸易服务优质政策资源，推进科

技创新要素全球化贸易步伐，提升北京在全球
网络中的科技创新影响力。

当天，北京市科委、顺义区政府以及国家半
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三方还共同签署

《北京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联合创新基地建
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创新基地与天津半
导体光源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电谷

（河北）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三
方签署了《北京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联合创
新基地“京津冀”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