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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一群反鸟类
正 在 围 攻 孔 子
鸟，空中飘落一
对尾羽。

张宗达绘图

2018 年汛期海洋预警报工作总结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 2018 年汛期海洋预警报工作总结会上
获悉，近年来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台风呈增多趋势。

以 2018 年为例，有 11 个达强台风级别以上的热带气旋在
西北太平洋活动，而常年平均每年热带气旋中达到强台风级别
以上的个数约为 8~9 个。

会议分析认为 2018 年我国主汛期海洋灾害呈现 3 个显著
特点。一是海洋灾害发生次数多；二是台风北上次数多，但全年
温带过程次数明显偏少；三是双台风风暴潮、海浪过程多。

（陆琦）

山西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科技厅获悉，根据近日公布的
《2017 年山西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去年该省共投入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148.2 亿元，比上年增加 15.6 亿元，增长
11.8%。

山西省近年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持续优化提升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水平，逐步解除科研经费使用束缚，进一步释放
了科研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创造活力。（程春生沈佳）

天津知识产权发明与设计大赛（东丽赛区）举行

本报讯日前，2018 年天津市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发明与设计
大赛（东丽分赛区）在津举行。作为此次大赛的特色赛区之一，
东丽分赛分为外观设计组与发明 / 实用新型组。最终，天津宝
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研发的 L2000 高速多针有梭绗缝机荣获
外观设计组一等奖，天津博硕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的体外诊断、
食品安全及动物疫病荧光免疫定量检测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
目荣获发明 / 实用新型组一等奖。

本次大赛由天津市东丽区知识产权局、天津市发明协会
主办，中知厚德知识产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承办。

（程唯珈）

一亿年前的鸟类尾羽原来长这样
科学家发现首批三维保存的古鸟类尾羽琥珀

本报讯（记者唐凤）这是一个令人抓狂的循环：它始于瘙
痒，但抓挠只会让瘙痒加剧。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揭示了驱动这
种无法控制的瘙痒—抓挠反馈回路的大脑机制。近日发表于

《神经元》的一项研究指出，位于被称为导水管周围灰质的大脑
深层区域的一小部分神经元的活动，与老鼠瘙痒引发的抓痒行
为有关。

“由于人们对瘙痒的神经机制了解有限，慢性瘙痒仍然
缺乏有效疗法。”该论文作者、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衍刚说，“我们的研究为进一步解释瘙痒是如何在大脑中
被处理和调节的提供了切入点，并可能会带来新的治疗靶
点。”

研究人员首先记录了小鼠导水管周围灰质神经元活动，这
些小鼠通过注射组胺或一种名为氯喹的抗疟药物而被诱导抓
挠。结果显示，瘙痒诱导的抓挠行为与一组特定神经元的活动
有关，这些神经元产生了一种叫做谷氨酸的神经递质和名为速
激肽 1（Tac1）的神经肽。

当研究人员切断表达 Tac1 的神经元后，瘙痒引起的抓
痒明显减少。相比之下，刺激这些神经元能通过激活脊髓瘙
痒回路中表达胃泌素释放肽受体的神经元，引发无意识的抓
挠行为。该团队还计划在大脑瘙痒网络中寻找其他节点。

尽管瘙痒回路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但人们对它是如
何进化的知之甚少。瘙痒感在检测有害物质方面起着关键作
用，瘙痒导致的抓挠行为能使动物摆脱有害物质。在某些情
况下，抓挠引起的损伤会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这可能有助
于对抗侵害。

相关论文信息：

痒痒挠不挠大脑说了算
中科院神经科学所

发现·进展

简讯

姻本报见习记者卜叶

“目前我国农用土壤修复技术日趋成
熟，工业用地修复需求逐渐上涨，但修复效
果参差不齐，制定规范化的技术标准将是产
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在近日于南京召开的
第一届全国土壤修复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如是表示。

土壤修复技术逐步完善

20 世纪 60 年代，氮肥、磷肥、钾肥等肥
料被广泛施用于土地后，大大提高了我国的
粮食产量，但同时也增加了土地污染的风
险。而后随着农药的大面积施用以及工业的
排放，我国的土地污染问题逐渐显现。

2014 年，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
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
示，我国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
突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骆
永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我国开始开展土壤污染与
修复研究，针对农用土地修复发展出了化学

控制 / 客土改良、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等
办法。

“目前，人类共发现 400 余种超积累、高
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就是其中一种，它能够
快速吸收降低土壤有效态镉，一般耕种两季
就能监测到镉含量明显下降。”骆永明说。

沈仁芳认为，从整体来看，农业用地重
金属污染问题凸显并非源于含量增加，而是
土壤酸化导致重金属活性增强。修复污染土
地的同时，也要推广叶面施肥等管控技术，
引导农民科学施肥。

针对工业发展等导致的重金属污染问
题，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刘鹏表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通
常采用稳定化与固化技术、填埋、水泥窑焚
烧等处理方式，土壤淋洗技术、针对挥发性
重金属的热脱附技术也逐渐在开展使用。
对比之前的处理方式，目前重金属污染土
壤修复前会进行细致的分析评估，耦合使
用多种处理方法的趋势明显，效果也较好。

新型复合污染物增加

土壤修复技术更新迭代的同时，我国的
土地污染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16 年研究

数据显示，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天津及河
北地区土壤有机污染物较重。按欧洲土壤
质量标准，PAHs 轻度污染占 29.6%，中度
污染占 3.3%，重度污染占 4.1%；3 种以上
有机物复合污染样点超过 90%，呈现复合
污染态势。

“农业、工业、油田、矿区土地单一污染
向复合污染的转化，使得土地污染呈现出复
杂性、滞后性、危害性、隐蔽性，而污染物与
各地土壤环境混合又进一步增加了治理难
度。”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
学院教授朱利中说。

目前，研究人员通过土壤有机物物源解
析技术，已证实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六氯
丁二烯、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工业，农药、抗
生素、零苯二甲酸酯主要来源于农业。

朱利中表示，已知化肥农药、污水灌
溉、秸秆焚烧、干 / 湿沉降是污染物的主要
来源，接下来急需进一步将研究细化，以探
明我国土壤污染特征，在关键理论和适用
技术上有所突破，减少土壤污染修复的不
确定性。

据统计，“863”计划为土壤修复技术研
发匹配的资源累计超过 20 亿元，“973”计划
中有 11 个与土壤污染相关的基础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土壤污染与修
复的自主项目接近 1500 个，国家对土壤修
复技术研发支持的数量与力度逐年增加。

技术评价标准亟待制定

随着“净土计划”等国家级土壤污染防
治方案的启动，全国已建立 9 个重金属污染
防治试点，推动了我国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创
新和产业化发展。专家提醒，关注产业发展
的同时，还需练好内功，及时建立修复技术
的评价标准。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土地污染修复技术
的说明多针对技术自身，缺乏宏观视野，不
能有效指导技术选择。

“国内的土壤修复技术越来越多，适用
性各有不同，希望行业标准尽快出台，指导
市场综合评价各技术在污染识别、修复效
率、安全性、便利性等维度的优劣。”刘鹏告
诉《中国科学报》。

骆永明也表示，这样的标准制定并非易
事。“土地污染的发生和治理具有人为性和
地域性，即便是相同的污染，因污染程度和
地域的不同，也会影响治理技术的选择。”骆
永明说。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李晨阳）12 月 15
日，中加古生物学家在北京宣布，他们发现
了世界上首批三维保存的古鸟类尾羽琥珀，
初步揭开了一亿年前古鸟类尾羽的秘密，该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古地理学报》。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
邢立达领衔，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皇家博
物馆教授瑞安·麦凯勒、皮埃尔·考克斯博
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邹晶梅等学者共同合作开展。

此次新发现的标本来自著名的琥珀产
区———缅甸北部克钦邦胡冈谷地。此地的
琥珀距今约 1 亿年，属于白垩纪晚期的最
早期。该时期缅甸北部潮湿的热带环境中
的动植物，常常被柏类或南洋杉类所流下
的树脂包裹，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形成琥
珀，并一直保存至今。

世界各地的琥珀都以特异保存各种软
组织而著名，比如羽毛的羽小枝、小鸟的外
耳孔、眼睑等细节，这些信息通常是古生物
学家无法从其他化石记录中获知的重要信
息。因此，琥珀提供了更完整的关于古生
物形态学、多样性和行为的记录。

羽毛一度是鸟类的专属，直到披羽恐龙
的出现才颠覆了这个定式。不同形态的羽毛

赋予恐龙和鸟类不同的功能。化石记录中最
精妙的羽毛要数那些长长的尾羽，这些尾羽
绝大多数出现在一些原始的鸟类身上。

在具体形态特征上，这些令人着迷不
已的漂亮羽毛都有一道加粗的羽轴，因此
被称为羽轴主导型羽，也被称为近端条带
状羽。

2015 年，一个偶然机会，邢立达在缅
甸密支那琥珀市场看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
羽毛珀。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它们太奇
怪了，我们知道，羽轴都是封闭的，中间是充
满海绵组织的髓腔，但这些琥珀中的羽轴在
羽毛背面则是开放的，也没有髓腔。”

邢立达当时看到的便是首次以立体形
式保存的羽轴主导型羽，其开放的羽轴令
人非常困惑。随后的发现令邢立达更加惊
讶，他在各地的琥珀市场和一些民间收藏
者手上陆续发现了数十件拥有同样特征的
羽毛珀。

“我们此次发现的这些标本有着很高
的多样性，”邢立达介绍，“个别标本的羽
轴和羽支还具有横向色素沉着带，深棕色
和无色带交替出现，这代表着黑素体的分
布和浓度，表明这些古鸟类的尾巴很可能
是斑斓的、非常养眼的。”

现代鸟类的观赏性羽毛色彩丰富，在
求偶等行为中有重要作用。邢立达在数十
件羽轴主导型羽的羽毛珀中，找到了至少
9 件是成对出现的，而且羽毛附近没有鸟
类的尸骸，也没有迹象表明羽毛和树脂表

面有过打击式接触。“这可能表明这些羽毛
很容易掉落，可能是鸟类打斗掉落，甚至是
防御时的诱饵。”皮埃尔·考克斯表示。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通讯员李琛 记者张行勇）一项来自西北大学等高
校的研究成果揭示出“巨大的安全漏洞”，或将终结“文本验证
码”时代。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举办的信息安全领域顶级
学术会议 ACM CCS 上，且文章获得最佳论文提名。

日常登录网站时，人们经常需要输入文字或数字的验证
码。虽然比较烦人，但验证码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
使后台系统验证登录者身份，即登录者是真正的“人”而不是

“计算机程序”，从而避免由于恶意登录而导致的密码泄露、刷
票、作弊等现象。事实上，在最近 10 年，验证码已经成为大部分
网站和应用程序必备的安全机制之一。

然而，中国西北大学教授房鼎益、陈晓江团队联合北京大
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成果揭示，目前普遍采用的诸如
字符扭曲、混淆背景等复杂的文本验证码机制，并不安全可靠，
存在一个“巨大的安全漏洞”。

该团队基于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一套新型验证码
求解器。该验证码求解器能够以更高精度、更短时间、更低攻击
成本破解现有方法无法破解的复杂验证码。实验表明，仅利用
500 个目标验证码优化求解器，便可使求解器在 0.05 秒之内攻
破验证码，该方法可以攻破全球排名前 50 网站使用的所有文
本验证码（截至 2018 年 4 月）。

据介绍，在验证码的识别率上，该项研究比 2017 年发表在
《科学》上的研究成果平均高出 20%。在某些类型的验证码上，
该求解器甚至取得了比人工更高的识别率。

论文第一作者、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博士
生叶贵鑫指出，“该项技术不仅可以应用到文本验证码的攻
击上，还可能应用到其他基于图像的攻击场景中。目前，我们
正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更为安全的验证码来抵御
此类攻击。”

相关论文信息：

建立基于最新AI技术
的新型验证码求解器

西北大学等

修复效果参差不齐 技术评价标准缺席

土壤污染修复产业须打造“基石”

本报讯（记者陆琦）茫茫大
海上，有人落水该到哪里搜救？
危化品入海扩散范围有多大？
日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
境预报中心（以下简称预报中
心）开发的中国海洋预报网正
式上线运行，可以基于地理位
置，提供便捷的服务。

中国海洋预报网是一个权
威发布风暴潮、海浪、海冰、海
啸、赤潮、绿潮等海洋灾害预警
信息，以及海温、海流等海洋预
报信息的专业化平台，区域范
围不仅包括我国近海近岸，而
且能做到全球大洋和两极无缝
覆盖，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
路”海域也有丰富的预报产品。

该网站于 2016 年 10 月开
始建设，历时 2 年建设完成，以
预报中心智能网格化预报技术
为基础，以全国海洋预报产品
数据库为依托，可提供全国管
辖海域 1429 个渔区的 72 小时
海洋预报，并全面覆盖 213 个
沿海县级岸段的 72 小时海洋
预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海洋
预报网还是一个集资讯、公众
科普、专业海洋预报保障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线上门户网站。
网站一改以往以图片和表格为

主的表现方式，转为通过以地图方式直观展
现海洋预报信息，通过地图任意缩放和交互
的功能，让受众可以更直观、更有效地查看
海洋预报信息，并增加了专家答疑解惑栏
目，扩展了网络互动，以此增强海洋预报的
社会服务能力。

预报中心主任于福江表示，该网站不仅
能向普通社会公众提供海洋预警报信息、海
洋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同时针对专业涉海机
构需求，定制专业性强的海洋预报产品，为
渔业、航运、南北极科考和国家重大工程目
标提供精细化预报信息。未来，还将通过移
动应用、WAP 服务等多种服务方式，为用户
提供全方位的海洋预报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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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鱼”科考团队海上总指挥崔维成（左）和“沈括”号船长陈振锋（右）观看万米级超短基
线定位系统显控界面。

12 月 13 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挑战者深渊”海域，中国自主研制的万米级水下定位
系统———超短基线定位系统由“彩虹鱼”着陆器搭载成功进行万米级海试，探测深度为 10913
米，并首次给出超过万米水深的海底精确坐标。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彩虹鱼”水下定位系统测出万米深海底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