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19年 2月 11日 星期一
主编 /肖洁 编辑 /张双虎 校对 /王心怡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2019国家智能产业峰会在青岛召开

本报讯 日前，2019 国家智能产业峰会在山东青岛
召开。本次峰会以“工业智联网：AI 赋能·智联世界”为
主题，包括多位院士在内的 80 余位学术与产业界的优
秀科技工作者与行业领军人物作报告分享，500 余位
来自国内外的科技专家、产业大咖、政府机构代表等共
话智能产业未来。

峰会充分彰显了人工智能技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赋能”的时代特征，并为寻求技术突破、探索产业变革
的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个舞台，充分展示我国在智能产
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同时促进学术交流、助力产业升
级。除主报告外，峰会还围绕智能制造、智能驾驶、智慧
医疗、区块链、智慧教育、智慧农业、智慧能源、智慧交
通等八大领域的创新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人才培养等
热点话题特设了八个平行论坛。 （廖洋）

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召开学术年会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
重点实验室（LTO）2018 年度学术年会暨第二届学术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广州召开。年会集中展示了 LTO2018
年度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促进地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交
叉合作。

年会邀请到 21 家海洋和气候相关科研院所的院士
专家为大会作了 29 个特邀报告。此外，78 个墙报分别展
示了实验室中青年科学家、研究生在过去一年中的科研
进展及成果；12 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对研究生墙报进
行了评选。

会上，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
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与 LTO 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海洋—大气相互作用、数值模拟和观测、预测技术方面
开展合作研究。 （朱汉斌赵迪）

绿色智能制造科教平台落户国科大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过程所、国科大与正大集团
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致力探索“科教产”融合发展
的新模式，在科教产联盟建设、科技项目合作、人才培
养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合作。

根据协议，过程所与正大集团将重点围绕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双方产业发展和科技研
发优势，加强重大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大力搭建
三大绿色智能制造科教创新平台，包括在北京中关村共
建“绿色制造国际创新中心”；在北京怀柔双方与国科大
共建“绿色智能制造国际科教中心”；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参与共建“正大绿色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 （韩扬眉）

我国首列全自动驾驶市域快轨列车亮相

本报讯 近日，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的北京新
机场线市域快轨列车正式亮相。该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全自动驾驶的市域快轨列车，预计将于今年 9 月在北
京新机场线载客运营。

北京新机场线市域快轨列车融合了城际动车组和
地铁车辆的优点，具备速度快、载客量大、快起快停、快
速乘降、舒适度高等技术优势。为提高车辆运行的可靠
性，列车的高压系统采用了冗余设计，受电弓、电压互感
器、主断路器和避雷器均设置两套，当发生故障时，可以
及时切除故障部分，启用备用设备。 （廖洋邓旺强）

新型城市多功能杆成“智慧武汉新名片”

本报讯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征集推介、公众投票、
专家评议等环节，近日，由湖北国信强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的智慧城市多功能一体杆项目从 45 个参评项目中
脱颖而出，成为 2018“智慧武汉新名片”之一。

智慧城市多功能一体杆外型貌似普通的电杆，却能
扮演多种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它集合了卡口车辆管理、人
脸识别、平安城市监控、信息显示屏、公共广播、公共
Wi-Fi、一键报警、充电桩、智慧路灯、物联网应用、智慧调
度平台等多种功能。 （鲁伟项俊平）

山西百余项目
获2017年度省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授予 170 个项目“2017 年度
山西科学技术奖”，对促进该省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及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
奖励。

按照该省新修订的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石墨烯
的表面化学与宏观自组装应用基础研究等 8 个项目获
一等奖。一、二、三等奖奖金标准分别为 50 万元、20 万
元、10 万元。 （程春生沈佳）

中科院学者当选 IUGG会士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金双根被
选举并授予国际大地测量及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
UGG）会士。该荣誉每 4 年评选一次，今年获得该荣誉
的科学家全球仅有 7 名。据悉，授奖仪式将于今年 7 月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IUGG 成立于 1919 年，由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等 7
个独立的国际组织组成，其主要宗旨是推动和协调地
球的物理、化学和数学研究；促进大地测量、地球物理
方面需要的国际合作。 （黄辛）

亚非农业科技公司建立院士工作站

本报讯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与武汉亚非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京签署建立院士工作站合作协议，双
方将共同开展十字花科作物的研发、示范等工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西兰花、西兰苔开展种质
资源的收集、鉴定和评价；广泛收集育种种质资源和
育种材料，建立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基因型库，实现
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评价标准的统一；建立商业化
区域试验示范体系，对高代材料进行丰产性、适应性
试验；对数据分析处理，建立标准化数据库，所有数
据汇成商业化育种的信息系统，信息在商业化育种
各环节资源共享。 （鲁伟 项俊平）

简讯中国“硬科幻”影片呼之欲出
■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截至 2 月 10 日，短短 6 天，影片《流浪地
球》票房已突破 19 亿元。带着“刘慈欣”“吴
京”“好莱坞水准”等标签，从超前点映到首
映，再到正式上线，影片口碑一路高歌猛进。

还未在影院正式上映，《流浪地球》已成
为中国科技馆首个收为馆藏的电影作品。上
映后，《纽约时报》称其“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
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叫好”声中也伴有质疑与“吐槽”，
有观众表示煽情太生硬、剧情逻辑不够清晰，
也有专家认为科学上存在漏洞。

科幻的“硬”与“软”

携带 30 万吨燃料的超大型“领航者号”
空间站、工业机械化运作的地下城、威猛“炫
酷”的行星发动机及其喷射的蓝色强光柱、被
冰封的地表，以及洛希极限、重元素核聚变等
科学名词……

如此置景与制作，无论是媒体、影评人，
还是科幻迷和普通观众，都给予《流浪地球》

“中国首部硬科幻片”的超高评价。
“《流浪地球》对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呈现

以及特效制作非常成功。”中国科学院空间应
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饶骏告诉《中
国科学报》，这与充满高科技元素的一线好莱
坞科幻片可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甚至水准在
其之上。

科幻电影有“软”和“硬”之分，但在科学
家看来，《流浪地球》或许暂时还不能冠以“硬
科幻片”之名。

“‘硬科幻’与‘软科幻’之分在于科技含
量的多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
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饶骏看来，“硬科幻片”应是以某一科
学原理或技术为主题或背景，主要情节推
进、场景表现、道具细节相对严格遵循现有
物理法则，符合工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发展

趋势，特别是各项技术之间的平衡配套展
示，这个是科幻片最容易产生 bug 的地方，
做到位了才算“硬科幻片”。而“软科幻片”不
是很注重技术、科学原理本身，甚至与科学
技术关系并不大，而是在未来场景下，面对
未知人性的变化。

科幻电影之“科学”

电影《流浪地球》一开始就交代了人类
与地球“流浪”的原因：在不远的将来，由于

“氦闪”发生，太阳急速衰老膨胀，人类必须

寻求新家园。
原著对太阳“氦闪”如此解释，太阳内部

氢转为氦（过程伴随能量释放）的速度突然加
剧，经巨型计算机计算，太阳的演化已向主星
序外偏移，氦元素的聚变将在数秒内传遍整
个太阳内部，太阳将发生一次“氦闪”剧烈爆
炸。地球面临被气化。

但在航空航天领域专家看来，人类完全
不用惊恐，太阳“氦闪”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但通过知道氦闪这样的宇宙级天灾，或许可
以吸引人们多关注一下地球所处的空间环
境，特别是地球万物的‘衣食父母’———太阳
的状况，由此吸引更多人热爱科学，去从事航
天探索或者空间科学工作，为开拓人类未来
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作准备，这其实是科幻电
影的社会价值”。饶骏说。

面对正在发生的灾难，人类暂居地下城，
并开启救援行动第一步———在各大陆板块布
设地球发动机使地球停止自转。“领航员号”
空间站执行“火种计划”，以求避免流浪地球
计划失败后人类的灭种之灾。

受访专家表示，从现有的科学认知以及
人类的科学突破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来看，建
设行星发动机、地下城、“领航者号”级别的空
间站这些行为已超出了人类未来数百年的全
部技术、资源、力量所能够实现的范围。

科学性与工程可操作性都值得商榷，那
么应该如何看待科幻电影中的科学技术成
分？苟利军认为，科幻片之所以被称为科幻
片，有科学，有幻想，但并非所有的科学都要
符合现有的认知水平和原理。

过去，太多的玄幻、仙侠、宫斗影片充斥，
《流浪地球》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迈出了中
国科幻电影的一大步。

《流浪地球》编剧、制片人龚格尔告诉《中
国科学报》，在编剧过程中自己接触了不少天
体物理、理论物理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都对
科幻抱有相当的宽容心。“科幻作品需要做到

逻辑自洽，其次遵循基本的科学原理。在此基
础上，展开想象，以精彩的剧情，向观众展示一
段动人的故事。尽管我们的故事不能做到完全
科学严谨，但对于激励大众对于科学领域的关
注与讨论有促进作用，这也是我们制作科幻电
影的初心。”

“未来，科幻电影要与科学结合起来，尤其
是在科技创新成果涌现，迫切提高全民科学素
养，培养和熏陶科学精神的历史关头，中国需
要‘泛科幻’的影视作品，用各种形式展现科
学，展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甚至
哪怕是幻想也好。”饶骏说。

中国特色之“空间故事”

《流浪地球》有亮点、有槽点，也有很多
泪点。

刘启对执行太空任务的父亲不理解，以及
父亲牺牲时的悲恸；生死关头，中国航天员在
父子情与人类命运之间选择后者；宠爱孙子孙
女的姥爷付出了自己全部的情感和生命；即使
有牺牲也要坚定目标执行任务的地球联合政
府军人……

与欧美科幻片所呈现的英雄主义、个人主
义不同，《流浪地球》表达是“中国式”的。

饶骏高度评价“这是唯一一部讲好了中国
人自己的空间科学故事的影片”。在他看来，尽
管与原著相比，几乎 80%的电影情节是全新的
再创作，但这种创作并非元素毫无逻辑的堆
砌。“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在灾难面前，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个人故事就是这样的，
换作外国人就不是。”

龚格尔告诉记者，《流浪地球》的主题是
“希望”，描绘的是人类这一诞生在太阳系的渺
小物种，在茫茫宇宙中的自强不息。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话题，灾难是
人类共同面对的。在生死存亡之际，最终整个
人类还是应该联合起来解决问题。”苟利军说。

全球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为了人类未
来的粮食安全保障，研究高效节水作物已经
成为科学家的重要任务。日前，中国科学院分
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上海植物逆境生物
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蘅和朱健康团队首次构
建了禾本科作物糜子的基因组精细图谱，为
该作物的分子育种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奠定
了基础。同时，该研究揭示了糜子的进化历程
及其特殊的 C4 光合作用模型。相关成果近日
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糜子的前世今生：从主粮到杂粮

糜子，又称黍、稷，籽粒去皮后即为俗称
的“黄米”。糜子是生产单位重量籽粒需水量
最低的禾谷类粮食作物。它是人类最早驯化
利用的作物之一，其种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公元前 8000 至公元前 6000 年的黄土高原。直
到公元前 1000 年，糜子仍是我国北方地区的
主粮之一，并通过游牧民族广泛传播至亚欧
大陆的其他区域。

如今，糜子已经不再是“主粮”。张蘅告诉
记者，近几十年糜子的种植量一直在下降，它
在西方被称为“lost crop”或者“orphan crop”。
显然，用“失落”和“孤儿”来描述当前糜子在
粮食家族里的角色地位，再准确不过了。

随着全球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越来越
多的科学家致力于对以糜子为代表的节水、
低耗性能的杂粮作物研究，以期提高其产量，
助力人类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

全基因组精细图谱：糜子的初心

为了读懂糜子，了解它的“初心”，科研人
员结合全基因组三代 PacBio 测序、二代 Illu-
mina 测序以及高密度遗传连锁图谱构建技术
获得了糜子基因组 18 条染色体精细图谱，并
注释出了 55930 个蛋白编码基因和 339 个
microRNA 基因。研究发现，99.3%的基因定位
在染色体上。专家认为，糜子全基因组图谱质
量很高，为作物抗逆机理和抗逆育种等研究
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依据。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初步发现了糜子环
境适应性的分子机制。糜子基因组起源于两
个亲本基因组的一次融合，而那次“邂逅”距
今约 560 万年。

研究表明，E3 泛素连接酶亚家族在黍族
植物中特异性扩增，或在糜子的进化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张蘅告诉记者，E3 泛素连接酶
有调控蛋白质稳定性功能，而这个功能可能
对作物克服高温、少水等恶劣环境有重要的
帮助，这个研究结果有利于进一步研究糜子
抗逆生存的机理和进化史。

C4光合作用模型：朋友多了路好走

光合作用是生物界最基本的物质代谢和
能量代谢，对生物的进化具有重要作用。研究
人员通过比较基因组和转录组分析发现，糜
子基因组中与光合 作用 NADP-ME 型 和
NAD-ME 型两种亚型相关的酶和转运蛋白

不但同时存在，而且可在光合作用组织中维
持较高表达水平，这表明 C4 光合作用途径的
三种亚型可能同时存在于糜子中。

那么两种或是三种亚型的存在对糜子而
言意味着什么呢？专家认为，这为 C4 光合作
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张蘅表示，因为
不同亚型适用于不同的内外环境，因而这些
机制可能有助于糜子更好地应对外界环境。
对糜子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因
为要勇敢地直面各种逆境，探索适者生存之
路。人们常说“朋友多了路好走”，对植物而

言，或许也是如此。而这些机制的发现，也有
助于更好地研究杂粮作物应对田间环境的动
态变化。

对于团队未来的研究设想，朱健康表示，
中心有个理念“绿之梦”，希望在全球气候变
化加剧的情势下，植物仍然能够适应干旱、盐
碱、高温、低温等不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并
保持很好的产量、质量。团队成员就是怀着这
个梦想在不断研究和探索。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读懂糜子的“初心”
科学家构建该高效节水谷物全基因组精细图谱
■本报见习记者何静

未脱壳的糜子种子

我国新一代海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在
完成 2018 年第 6 次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
后，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返回位于青岛西海岸
新区的母港。我国科学家在本航次成功维护
升级了我国的西太平洋实时科学观测网，实
现了多项重大突破。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所长王凡研究员介绍，本航次的重大突破是
首次实现了深海潜标大容量数据的北斗卫星
实时传输。该项自主研发的技术克服了深海
潜标载荷容积小、供电少和数据量大等困难，
改变了以往依赖国外通信卫星的历史，显著
提高了深海数据实时传输的安全性、自主性
和可靠性。

“在今年的航次中，另一项重大突破是我
们融合感应耦合和水声通信技术首次实现了
深海 6000 米大水深数据的实时传输，在大洋
上层实现了每 100 米一个温盐流数据的实时
传输，在大洋中深层实现每 500 米一个温盐

流数据的实时传输。”王凡说，“6000 米深海数
据北斗卫星实时通信潜标自布放以来已经安

全运行了 1 个多月，数
据回传正常。”

航次首席科学家
汪嘉宁研究员介绍，本
航次是中国科学院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
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
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
响”的航次之一，历时
74 天，航程 12000 余
海里，这是科学号首航
以来离开国内航程最
长、时间最长的一个航
次，在开展西太平洋暖
池核心区调查的同时，
向东拓展首次在中太
平洋暖池冷舌交汇区

进行了物理、生物和化学多学科联合观测。
王凡表示，在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科

研仪器设备研制项目、海洋大科学中心高端
用户项目、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
验室鳌山科技创新计划和问海计划项目的
联合支持下，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经过 5 年
的建设，深海连续和实时观测能力稳步提
升。具备数据实时传输功能的潜标套数、设
备深度、设备密度逐步增加，系统运行的稳
定性和长期性大幅度提高。观测网内的 20
套深海潜标、4 套大型浮标共千余件观测设
备已经稳定获取连续 4 至 5 年的观测数据，
不断刷新我国观测网获取深海数据的最长
时间纪录，而且观测平台更加多样化，既包
含了实时潜标和实时浮标等固定观测平台，
也包含了剖面浮标和船载移动观测平台等，
实现了大洋上层和中深层的全覆盖，并建立
了实时观测数据的自动分析和应用平台。西
太平洋实时科学观测网服务国家深海科学
研究、气候预报预测和海洋环境预报的能力
显著增强。

我国实现深海 6000 米数据卫星实时传输
■本报记者廖洋 通讯员王敏

载誉归航的“ 科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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