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近日，引力波观测站发布
了最新的天体碰撞事件目录。新发现的
35次事件包括与史上最轻中子星相关
的事件，以及两次巨大黑洞的碰撞。

从 2019年 11月 1日起，美国激
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以及意
大利的处女座引力波探测器（Virgo）
开始了为期 21周的观测，此后，与日
本的 KAGRA 引力波探测器展开相
关合作，该探测器于 2020年 2月开
始观测。日前，科学家在 arXiv预印本
网站公布了最新的合作观测成果。

引力波是时空结构中的涟漪，在
大质量物体加速时产生。最新的探测
结果与 LIGO-Virgo 之前报道的探
测结果一样，相关事件都是由一对致
密恒星残骸螺旋合并而成。绝大多数
情况下（包括 LIGO2015 年的首次历
史性探测），合并事件涉及成对的黑
洞，但在少数情况下，其中一个或两
个物体是中子星。

该合作项目最初只发布了高可信
度的探测数据，但最新的目录（以及
2020年 10月发布的前一份目录）包括
了所有可能的数据。该团队估计，目录
中大约 10%~15%的最新候选信号是
“由仪器噪声波动引起”的假警报。

根据合并产生的波的形状和频率，
研究人员可以计算出相关物体的许多
特征细节，包括它们的质量及其与地球
的距离。最近 35次事件距地球从 2.45
亿 ~22亿秒差距（8亿到 70多亿光年）
不等。其中两个事件涉及质量超过太阳
60倍的黑洞。对于天体物理学家而言，
这些黑洞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一般
来说，黑洞被认为是由一颗大质量恒星

在生命末期坍缩形成的。
但主流理论预测，一些即将死亡的恒星应

该爆炸而不是坍缩，这导致大约 65~120倍太阳
质量黑洞数量的减少。

去年发布的观测结果披露了 LIGO和 Virgo
于 2019年 5月 21日捕捉到的一次合并，这次合
并已经挑战了这一假设，因为它涉及一个 85倍
太阳质量的黑洞。研究小组此次又确认了两个
异常事件，由此看来，先前的那次事件似乎不是
偶然事件。

德国马普学会引力物理研究所的 LIGO天
体物理学家 Alessandra Buonanno说，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这些巨大的黑洞可能是早期合并的结
果，而不是源于单个恒星的坍缩。“我们看到的
可能是第二代二元结构。”她说。

2019年年底，研究人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
的事件，一个质量是太阳 30倍的黑洞吞噬了一
颗微小的中子星。后者的质量只有太阳的 1.17
倍，是已知最轻的中子星之一，也是 LIGO-Vir-
go探测到的质量最低的物体。但 Buonanno说，
这是一个可信度较低的探测，因此可能代表的
是背景噪声，而不是真正的事件。

另一位 LIGO天体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的
Daniel Holz说，黑洞合并的次数已经足够让研究
人员看清其大致模式。其中最明显的是，黑洞合并
往往发生在离地球更远的星系中。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引力天体物理学中心教
授 Susan Scott说，该新发现是“我们在解开宇宙
进化秘密的探索中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LIGO和 Virgo于 2020年 3月 27日关闭并
进行升级。预计 2022年底，它们将重新开放。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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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展 IPv6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联
合组织开展 IPv6 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试点
工作，探索 IPv6 全链条、全业务、全场景部
署和创新应用，整体提升 IPv6 规模部署和
应用水平。

试点工作以全面推进 IPv6技术创新与融
合应用为主线，以构建 IPv6技术创新生态体
系为重点，以促进 IPv6端到端贯通应用为主
攻方向，充分释放 IPv6技术潜能和优势，持续
激发 IPv6发展内生动力，夯实产业生态基础，
深化行业融合应用，实现 IPv6 技术、产业、网
络、终端、应用与安全协调并进，打造创新发
展新优势。

通知明确，到 2023年底，IPv6技术创新和
融合应用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IPv6关键
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持
续突破，IPv6 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形成
IPv6技术创新生态体系。综合试点城市率先
实现网络、平台、应用、终端及各行业全面支
持 IPv6，在 IPv6整体规划实施、网络改造建
设、技术融合应用、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经验，为全国深入
推进 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同相关部门组
织专家评审，择优确定首批试点项目和试点
城市，同时加强组织领导、政策支持、评估验
收和宣传引导，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做法和
经验。 （王思北）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
（2021年 11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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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熊伟课题组研究发现，耳蜗
核—脑桥尾侧网状核—脊髓运动
神经元这条神经环路，对哺乳动
物的“吓一跳”反应起到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加深了对本能防御行为
神经机制的认识，为后续进一步
研究人类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慌
症等疾病中出现的惊跳反射异常
行为提供了新方向。相关研究成
果日前发表于《自然—通讯》。

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哺
乳动物来说，突然的声音或触觉
刺激可以在毫秒时间内诱发机
体产生下意识的惊跳反射，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吓一跳”。惊跳反
射存在于哺乳动物的整个生命
周期，它的产生可以将机体多处
肌肉收缩反应紧急调动起来，保
护容易受伤的部位，如眼睛与后
颈部，也为后续进一步的防御反
应，如原地冻结、逃跑、躲避等做
好准备。惊跳反射的程度可以指
征机体的焦虑状态，其异常更是
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恐慌症等
精神类疾病密切相关。尽管惊跳
反射是一种重要的本能防御行
为，但是控制惊跳反射的基本神
经环路尚不清楚。

熊伟课题组研究发现，当声
音诱发惊跳反射时，位于哺乳动
物脑干的脑桥尾侧网状核的谷
氨酸能神经元被大量激活。研究
人员使用光遗传及化学遗传手
段，发现特异性“激活神经元”可
以诱发小鼠出现弹跳表现，颈部
及后肢肌肉也能同步记录到肌
电活动，这是典型的惊跳反射行
为。而特异性“抑制神经元”则可
以抑制小鼠产生惊跳反射，并且
不会影响运动协调、步态等其他
行为。

随后，课题组通过病毒示踪
的方式，发现谷氨酸能神经元直
接接受来自耳蜗核的兴奋性投
射，并与脊髓运动神经元之间存
在直接突触联系。他们进一步的实验结果表
明，谷氨酸能神经元在接受耳蜗核的输入后，
直接投射到脊髓运动神经元，最终完成了对
颈部及四肢肌肉的控制。 （桂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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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洞合并（示意图）时，它们产生的引力
波在整个宇宙中荡漾。

图片来源：Mark Garlick/SPL

科学要为祖国服务
———记 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李德仁
■本报见习记者田瑞颖

“爱我中华”，这是李德仁的曾祖父留下的
家训首句。作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技术体系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德仁将这种爱国精神根植于心、力践
于行。

对于入选 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李德
仁感到非常光荣，也倍感责任重大。他说，“我们
只是代表，代表了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中国
知识分子”。

“我得赶快回国”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
省泰州市姜堰区溱潼古镇的一所旧居堂屋，挂
着一幅用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家训里的 80
个字，影响了李德仁的一生。

1957年，18岁的李德仁从泰州中学毕业，
进入武汉测绘学院（后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
学，现属于武汉大学信息学部）航空摄影测量系

攻读本科。1963年，当他以两科满分、一科 99分
的成绩报考研究生时，因为政审未能通过，被分
配到地方水泥厂工作。

在之后的 15年岁月中，他未曾气馁，坚持
学习，还钻研出了特种水泥制作技术，和同事们
成功研制了“新型铝酸水泥系列”。这项技术获
得了第一届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国家恢复研究
生招生。李德仁得以回归校园继续学业，并师从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之卓。1981年，就在李德仁
完成硕士学业时，王之卓将他送出国门深造。

1982年，李德仁进入德国波恩大学进修，
短短半年时间，他就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两篇
高质量论文，针对西方学者发现和消除粗差的
倾向性方法，推导出比丹麦法更具优势的新方
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

次年，他又进入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师从摄影测量领域世界著名领军学者弗里
兹·阿克曼。为了将更多知识早日带回祖国，他

每天工作 14个小时以上，常在凌晨最后一个锁
门，又在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

其间，李德仁首次创立了误差可区分性理
论和系统误差与粗差探测方法，为现代测量学
奠定了数据处理的理论基础。德国洪堡基金评
委 Grafarend认为，“它解决了一个测量学的百
年难题”。 （下转第 2版）

研究揭示植物激素独脚金内酯分解代谢机制
本报讯（见习记者田瑞颖）11月 12日，中科

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玉欣团队在《自然—植
物》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发现拟南芥羧
酸酯酶家族成员 AtCXE15 及其直系同源蛋白
是一种独脚金内酯分解代谢的关键酶。

独脚金内酯是一类由类胡萝卜素衍生的
植物激素，在调控植物分枝、促进植物与丛枝
菌根真菌的共生和诱导根寄生植物种子萌发
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科学家以拟南芥、水稻
等植物为研究材料，已鉴定到超过 30 种不同
结构的独脚金内酯分子，并且在独脚金内酯
的生物合成、转运及信号传导等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进展。然而由于一些独脚金内酯
分子稳定性差且测定困难，植物独脚金内酯
的分解代谢机制仍不清楚。

研究人员发现，AtCXE15的表达在根和茎
外植体中对生长素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反应模
式。在拟南芥中过量表达 AtCXE15基因能够显
著增加分枝数目，而这种分枝数目增加是由于
体内独脚金内酯缺乏造成的。通过进一步研究，
他们发现 AtCXE15能够结合并在体内外高效
水解不同类型的独脚金内酯分子，此外，
AtCXE15 在苜蓿、大豆等双子叶植物，单子叶
植物水稻和裸子植物双子铁中的直系同源蛋白

功能高度保守。
有趣的是，与独脚金内酯合成和信号基因

不同，AtCXE15转录水平受到独脚金内酯和多
种外界环境信号调控，这暗示了 CXE15介导的
独脚金内酯稳态可能是植物整合环境信号和分
枝发育的一种机制。

专家表示，该研究揭示了植物独脚金内酯
分解代谢和稳态调控的新机制，为通过时空操
纵体内独脚金内酯分布进而优化作物及观赏植
物株型提供了新的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李德仁

据新华社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21年 11月 8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197人，候补
中央委员 15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
十九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
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
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决议》。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
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
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
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中
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科技自立自
强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脱贫攻坚战如
期打赢，民生保障有效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全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有效，战胜多
种严重自然灾害，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
的重大成就。成功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激励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全会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
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
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
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
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
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
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
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
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
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
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全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
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革命斗争
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
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
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
了正确方向。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成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
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

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
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
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
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
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
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
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
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
了新纪元。

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
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
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
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
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
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
史性飞跃。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
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
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我国建立起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
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
提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
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
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
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
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
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
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
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
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
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
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全会提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
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
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
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
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
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向二十一世纪。

全会提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
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
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
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
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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