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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本报讯（记者闫洁）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Ross Howie 领导的团队对不同组分的氢与氦混合样品
在超高压条件下进行了系统性实验研究。通过研究不同
比例的氢氦混合物，他们证实，固体的氢和氦即便在高
达 250 万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也不会发生反应或混合。
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从星际间的低温真空到行星内部的高温高压，极端
条件在宇宙中普遍存在。作为宇宙中含量最丰富的两种
元素，氢和氦是气态巨行星———木星以及土星的主要组
成元素。研究氢和氦在极端条件下是否发生混合或反
应，对理解行星的成分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此前报道的氢氦化合物的合成，可能是
因为初始气体混合过程中空气中的氮气混入，导致原始
样品被污染。

“氢氦反应因其对于行星科学的重要性而备受关注。
最近的一项研究宣称氢和氦在高压下发生反应，引起了极
大关注。我们通过对氢—氦体系的系统性实验研究，排除
了两者之间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Howie 表示。

相关论文信息：

证实氢氦化合物
不会在高压下生成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发现·进展

简讯

第二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开幕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科协、科技部共同主办的第二
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北京开
幕。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33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 350 余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科技教育工作者
和科技教育行政部门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为青少年和科技教育工作者量身打造了内容
丰富的科教文化交流活动，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还
与乌克兰少年科学院、伊朗国立英才发展组织签订了合
作协议，并组织召开“一带一路”国际科学教育协调委员
会成立会议暨 2018 年度会议。 （潘希）

阿尔茨海默氏症检测
研究获进展

复旦大学等

11 月 18 日，江西南昌，第 75 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举行。本届展会
全面展示了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所需的仪器设备、信息技术终端硬件设备
和配套的教育软件、学校实验室设备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报讯（记者肖洁）“近三成学生
用眼距离不到 20 厘米”“超过一半的
学生单次连续用眼超过两个小时”
……这些统计数据来自 11 月 18 日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与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联合在长沙
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爱尔眼科
学院教授杨智宽表示，根据报告结
论，可以从孩子的用眼距离、用眼时
长、用眼时环境光照强度、户外活动
时长和用眼角度这五个维度，更科学
地防控近视。

《报告》是依托中南大学爱尔眼科
学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
能产品“云夹”，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对
22911 名 6~17 岁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进行用眼行为数据搜集，对 1.8 亿条
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后完成的。

《报告》显示，在被测试学生中，
目前仅有 45.4%的学生用眼距离大
于一尺，28.3%的学生用眼距离甚至
低于 20 厘米。

83.2%的受测试学生单次连续近
距离用眼时长超过 40 分钟，其中超
过 120 分钟的占到了 53.5%。

随着年龄的变化，仅有 6~9 岁的
受测试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长能达
到 1 小时，10~17 岁的学生活动时长
均不足 1 小时，且年龄层越大，户外
活动时长越少。

据介绍，标准用眼角度为±5毅以
内（保持上半身直立、目光直视的正
确坐姿），但多数的学生在一天的用
眼行为中，98.3%的时间用眼角度 0
至±15毅之间，1.7%的时间用眼角度
超过±15毅，属危险用眼行为。

33.7%的受测试学生在环境光照
不足 200lux 下用眼。据介绍，标准用
眼光照环境应该是在室内除房间正
常光源外，再补充一个台灯光源，否

则容易造成眼睛的负担。
此外，《报告》显示，在周六、日，

学生用眼距离比在校期间更近、阅读
环境光照更暗、户外活动时间更少。

《报告》还呈现出一些地域特征
和城市差异。比如，一、二线城市学生
比其他城市学生用眼距离更近、用眼
时间更长，阅读环境光照更好；但在
户外活动时间方面，其他城市学生还
不如一、二线城市学生。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视光
学组组长、温州医科大学教授吕帆表
示：“研究青少年用眼行为的地域、城
市差异，可以更好地协助当地政府部
门地域化地落实国家近视防控工作，
帮助父母更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
不过她也指出，如果要作出更好的政
策建议，两万多的样本数量显然还远
远不够。

今年 8 月 30 日，教育部、国家卫
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了到
2030 年我国 6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左右的目标。

杨智宽介绍，目前中国近视患
者人数已多达 6 亿。7～12 岁小学
生、13～15 岁初中生、16～18 岁高
中生及 19～22 岁大学生的视力不
良率分别为 45.7%、74.4%、83.3%和
87.7%。“中国作为青少年近视率全
球第一的国家，视觉健康形势极为
严峻。”

参与发布会的北爱尔兰阿尔斯
特大学视光学与视觉科学系教授
Kathryn Saunders 介绍了儿童近视在
北爱尔兰的发生率，大约为不超过
20%。她还表示：“近视的儿童和青少
年中，大约 20%日后会发展为高度近
视（近视度数大于 600毅），而高度近视
可引发多种严重并发症，如白内障、
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

姻本报记者丁佳

“几十年前的青藏高原科考，靠的是科学
家手脚并用地爬；现在科学家带无人机过去；
未来，人可能都不用去，就能开展科考工作。”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研究员、遥感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施建成所描述的这
番情景听起来很“科幻”，但在不久的将来，这
一切或将成为现实。

11 月 14 日，第一届空间地球科学学术研
讨会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全国 65 个研究院
所、高校、企业近 400 位来自空间科技和地球
科学领域的学者专家参会，会议也标志着中国
空间科学学会下属二级学会空间地球科学专
业委员会正式启动了相关工作。

空间科技该“入地”了

随着中科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的开展，“悟空”“墨子”等一系列科学卫星捷
报频传，取得了良好的科学研究效益和社会效
益，让“空间科学卫星”这一概念为公众所知。

然而，目前我国的对地观测卫星还以应用
卫星为主，很少参与真正的地球科学研究。比

如，以我国气象、海洋、陆地三大系列卫星为代
表的业务卫星，主要是为各自的用户提供服务。

中科院院士、空间地球科学专委会主任郭
华东认为，这与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有
关。“真正意义上以研究地球科学为目标的空
间地球科学卫星，我们国家还没有。”

施建成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经过多年
发展，我国的几大应用卫星系统取得了长足进
步，然而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数据交流共享
不够充分。

“关注大气的不关注地表，关注海洋的不
关注大气，彼此间的相互联系比较薄弱。”施建
成直言，“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圈子，甚至我们
搞遥感的，以前也只讲遥感的事。”

他建议对我国现有卫星进行优化设计和
能力提升，针对现有的卫星星座在地球系统三
大循环关键变量反演和系统观测中存在的问
题，瞄准地球系统科学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重
大需求，提出国际领先的卫星计划，进一步提
高和完善地球系统观测能力，建立观测体系。

地球科学需要“上天”

其实这件事也并不是空间科技专家“一

头热”。
作为长期在地球科学一线从事科研工作

的“老兵”，科技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
也深刻体会到，随着地球科学研究的深入，越
来越需要空间科学和技术的广泛参与。

中国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一个复
杂、不断变化的系统，当前一些前沿科学问题，
比如地球系统如何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未
来地球系统如何变化等，都是一些大尺度上的
科学问题，用“脚步丈量地球”这样的传统研究
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需要空间技术的结合与深度参与，
对地球系统开展大范围、全要素和长时序的观
测。”徐冠华说，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地学
研究的共识。

此次成立的空间地球科学专委会或许是个
不错的开始。该专委会挂靠在中科院空天信息
研究院，秘书处设在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旨在组织全国从事空间地球科学及其相关学科
研究的科技工作者，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促
进空间科技在地球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发展。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秘书长庞红勋对此充
满期待。他说，空间地球科学作为一个前沿交
叉学科，是一个有希望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满

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

地球“忠心耿耿”的朋友

实际上，科学家已经着手行动。
以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地区———“三极”为

例，北极、南极和青藏高原作为全球变化的“敏感
区”和“指示器”，国际学界多年来一直给予高度
关注，但全球范围内现有的项目中，还没有一个
能够把“三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

郭华东提出，可以大胆构想在月球构建月
基对地观测系统，利用其快速和大区域覆盖能
力，对三极地区开展同步研究。

“如果由中国发起并率先建设月基对地观
测平台，让全球科学家去那里做实验，其历史
意义将是非凡的。”郭华东说，“中国科技界已
经到了反哺国际社会的时候了。”

“空间地球科学开拓人类深刻研究地球的
新途径和新视野，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革命性
变革。”徐冠华希望，通过空间科学和地球科学
的更深度融合，更好地推动空间科学和空间技
术“入地”，更关注地球科学的相关问题；也推
动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上天”，通过空间信息获
取平台更好地研究地学问题。

地球科学要“上天”了

姻本报记者闫洁

1978 年，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全国科
学大会胜利召开，我国科技界迎来了改革开放
新时代的科学春天。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
院）作为科技国家队肩负国家使命，重整旗鼓，
铿锵前行。

在这一年，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以下简
称行管局）作为中科院专业后勤保障服务机构，
遵照时任中科院院长方毅同志“中国科学院的
后勤服务工作要深入科研工作的第一线”的工
作指示，从三里河搬迁至中关村，开启了服务保
障中科院京区科研一线的新篇章。

传承使命 勇于奉献

中关村，中国的科学技术硅谷；“五子登
科”，至今是老一辈中科院科技人员心中的温

暖记忆。
行管局，扎根中关村，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对

中科院科研人员改善生活保障的工作指示，一手
抓建设规划的制定工作，从整体布局到便民服务
网点，集思广益，兼收并蓄；在科研人员住宅的新
建上，更是择优突重、精益求精。一手抓基础设施
和配套工程改造修缮，从交通出行，到幼儿园、小
学和中学的服务供给，再到科研人员身体健康医
诊宣管的资源整合，或亲力亲为，或协力联动。经
过统建统分上万平方米科研人员职工宿舍和便民
服务网点，改善了科研人员的生活基本条件；经过
改造修缮幼儿园、小学和新建的中关村中学，为数
万名科研人员子女就近入园入学提供了更好的条
件和环境；中关村医院作为地处中关村核心区的
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在争取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下，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医疗和康养条件，为保障广
大科研人员身心健康奠定了新的基础。

与此同时，伴随中科院京区科研机构从中关
村向亚运村、奥运村等地区的拓展和新立，行管局
攻坚克难、尽心服务，为这些新建单位及时提供了
相应的后勤服务和基础保障。

经过 40 年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行管局

虽经历了多种困难，但仍坚守初心，不辱使命，
所构建和不断完善的“以我为主、多方联动”科
研后勤支撑服务保障体系为助力中科院京区科
技创新跨越发展贡献了绵薄之力。

新时期新目标 新动力

2012 年，在新时期办院方针指导下，以白春
礼为院长、党组书记的中科院领导班子正式提
出打造“3H”工程（Housing 工程、Home 工程、
Health 工程），帮助科研骨干人才改善居住条
件，满足子女入园入学需求，缓解科研人员就医
难问题，为科研人员安心致研提供支撑。

行管局以“搭建知识创新服务平台，打造行
政后勤管理旗舰”为指引，加快后勤支撑体系建
设步伐，率先启动，主动担当，迎难而上，闯关攻
坚，倾全局之力完成好中科院京区“3H”工程建
设任务，并取得显著成效。

Housing 工程方面，多方筹措资金，在寸土寸
金的中关村和奥运村核心区地块上新建人才公寓
1151 套和公寓园区生活基础配套设施，已交付
900 余套，已办理入住近 90%；积极向地方政府申

请保障性住房，以进一步拓宽人才住房的服务保
障渠道，力争就近解决青年科研人员住房问题；与
此同时，持续推动加固改造和更新升级职工住宅
区房屋及基础设施维修类项目几百项，缓解了
100 余万平方米老旧生活区的水电暖、道路、排
污、电梯、雨水渗漏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

Home 工程方面，加大幼儿园挖潜改造力度，
千方百计改建扩建幼儿生活区和学习区，基本满
足了科研骨干人才子女的入园需求；在环境创设
和保教体系研发上，积极引入国内外先进的幼教
理念和手段，营造符合幼儿心智发展规律的科普
概念与艺术熏陶相结合认知空间，丰润在园 2400
余名幼儿的内心感知。近年来，入园保障率近
100%，幼儿园和保教人员多次获得国家级、院级
和北京市市区级表彰。通过自行新建北京中科启
元学校，合作建设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以及
采取共建参建等举措，扩大了服务科研骨干子女
就近入学范围，尽力满足科研骨干人才子女的多
样化需求；重点打造北京中科启元学校和中国科
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包括师资、环境、教学体系和兴
趣特长培养等要素在内的高标准基础教育综合体
系，积极推进科教融合在两所学校落地开花。在

“名师工程”和“引才工程”推动下，30 余名博士硕
士充实到教学岗位第一线，创新教学形式与方法，
担纲教学重任；60 余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走进两所学校的课堂、讲授科普知识和科学
故事，弘扬爱国主义和培养科学精神，指导在校学
生的科技小发明小创造。经过近 3 年的倾心投入，
两校先后被所在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评选为特色校
和素质教育示范校，“服务科研院所子弟校、解除
后顾之忧放心校、培养名师优生名牌校”的建设目
标已初见成效。

Health 工程方面，在联动北京中关村医院
为科研人员开辟问医就诊绿色通道的基础上，
积极联动 10 余家北京市三甲医院及军队医院
资源，构建综合与特色专科相结合、医管宣养为
一体的绿色服务便捷机制。截至目前，健康巡诊
和讲座已走进 40 余个院所，健康保障体系已服
务科研人员上万人次，其中为两院院士、FAST、
万米深潜、青藏高原二次科考等院内 10 余个重
点领域重点科研团队提供专项健康保障服务百
余人次，得到院领导高度肯定和科研院所科研
人员的积极评价。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党的十九大
报告擘画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宏伟蓝图。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行管局将
继续弘扬“讲政治、讲保障、讲奉献”的优良传
统，继续贯彻落实“创新科技服务、服务科技创
新”的工作理念，服务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
为中科院科技报国、科技强国做好后勤支撑保
障，为中科院新时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永守初心 忠诚担当
———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 40年改革发展掠影

40 年斗转星移，40 年勇于奉献，
对于行管局来说，变化的是岁月的洗
礼，不变的是服务科研的初心。40 年
风雨兼程，40 年薪火相传，行管局在
中科院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发展环境
中，在服务保障科研的岗位忠于职守、
敢于担当。

编者按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教授季敏标课题组与
哈佛大学谢晓亮课题组、美国麻省总医院（MGH）Brian
Bacskai 课题组合作，利用新型受激拉曼显微成像技术，
对富含错折叠蛋白的淀粉样斑块进行无标记成像检测。
11 月 17 日，该成果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

在有关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众多假说中，淀粉样肽假说
认为大脑中的 Aβ 蛋白发生了错折叠，引起级联反应，最
终杀死神经元，形成了淀粉样蛋白沉淀。由于阿尔茨海默
氏症患者的蛋白发生了错折叠，导致其分子频率发生了变
化，产生了小范围的位移，于是提前设定好蛋白发生错折
叠后的频率，就可以将其与正常蛋白区分出来。

研究人员将受激拉曼散射（SRS）显微技术用于阿尔
茨海默氏症的蛋白沉淀观测，并在同一张组织切片中对
比受激拉曼成像与加入标记后显现的图像，结果表明两
者对淀粉样斑块的检测能力几乎相同。同时，研究人员
还在新鲜组织中对比了受激拉曼成像和用染料标记的
荧光成像结果，发现两者对斑块形态的检测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SRS 显微技术与传统标记方法结果相同。

“SRS 技术观察的范围更广，可以发现被标记对象
之外的更丰富的组织形态和化学组分信息。”季敏标说。

该项研究成果首次将受激拉曼成像技术用于探测不同
二级结构的蛋白分子，为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提供一种新
思路；同时，该方法也有望用于探索其他与蛋白错折叠相关
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帕金森和亨丁顿疾病等。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徐海 通讯员徐晓璐）11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立项的“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新型地球物理
综合科学考察船开工仪式在广州举行。

据了解，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是一艘科
考能力突出的特种用途船舶，具备全球航行和全天候
观测能力。该船总投资 5.175 亿元，设计总吨 3990，总
长 90.6 米，型宽 17.0 米，型深 8.0 米，最大速度 15.5
节，续航力为 12000 海里，定员 60 人，自持力 60 天。根
据建造计划，新船建造周期 28 个月，预计 2021 年投

入使用。
“新科考船的开工建设，标志着南海所海洋科考

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所长张偲指出，南海所成立 60 年来，使
用过“珊瑚”号、“实验”号、“实验 1”“实验 2”“实验 3”
号等多艘科考船。“可以说，科考船的建造史贯穿于整
个研究所的发展历史。”

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投入使用后，对提高
我国海洋探测能力和数据样品获取能力，开发利用海洋
资源，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超五亿元 新型地球物理科考船开建

如何拯救“近视大国”的孩子们

青少年用眼行为
大数据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