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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合作组织
在全球同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了
位于银河系中心（Sgr A*）的首张黑洞照片。
“这是 EHT 合作组织继 2019 年发布人

类第一张黑洞照片、捕获了位于遥远星系
M87*中央黑洞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发布
会上，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EHT合作组
织国内协调人沈志强介绍说，“这为理解这种
被认为居于大多数星系中心的‘巨兽’的行为
提供了宝贵线索。”

艰难“捕兽”

上世纪 60年代末，英国物理学家林登贝
尔（Lynden-Bell）提出，许多星系在其中心都
有一个质量是太阳百万倍至几十亿倍的超大
黑洞。他断言这样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是过去
活跃的“类星体阶段”的残余物。同样，银河系
也不应例外。

两年后，林登贝尔论证了银河系中心存在
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这让人们进一步理解了类
星体的本质。不过探测与银河系中心黑洞相联
系的致密射电源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因为黑洞不发光，所以我们看不见黑洞自

身，但绕转的发光气体给出了其存在的信
号———一个被亮环状结构围绕的暗弱中心区
域（称之为阴影）。照片上显现出的（射电）光都
是由该黑洞的强大引力弯曲所致，这个黑洞的
质量超过了太阳质量的 400万倍。

银河系中心黑洞距离地球有 2.7万光年之

遥，所以它看上去与从地球上看 38万千米远月
亮上的一个“甜甜圈”大小差不多。为了给它拍
这张照片，研究团队创建了观测利器 EHT———
由分布在全球六地的 8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一
个犹如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如果考虑前期
的筹备和测试阶段，有些 EHT团队成员已经
投入了约 20年时间。

提供直接视觉证据

由于银河系中心黑洞大约只有 M87*

的 1/1500 大小，研究人员不得不开发新的
复杂工具来观测围绕 Sgr A* 的气体运动。
因为 M87* 这种稳定和几乎所有图案都相
同的目标成像相对容易，但对于 Sgr A* 就
完全不一样了。Sgr A* 的黑洞照片是研究
团队提取的不同照片平均后的效果，最终
得以第一次将隐藏在银河系中心的“巨兽”
呈现出来。

这集结了由来自全球 80 个研究机构共
300多名研究人员的奇思妙想。除了开发复
杂的工具克服 Sgr A* 成像面临的挑战外，
研究团队还花费 5 年时间，用超级计算机
合成和分析数据，整理了前所未有的黑洞
模拟数据库与观测结果进行严格比对。

来自上海天文台的 EHT 合作组织成
员路如森说：“确实，对银河系中心黑洞首
次成像观测的数据分析耗费了团队巨大的
心血。”

另一位来自上海天文台的 EHT合作组织
成员江悟补充道：“研究团队遍历了极大的成像
参数空间，才得以确定这张黑洞照片。”

科学家对最终获得两个不同大小黑洞
的照片尤其兴奋，这为他们的对照研究提
供了条件。他们已经开始用这些新的数据
来检验超大质量黑洞周围气体行为的相关
理论和模型。
“现在我们能就这两个超大质量黑洞的

差异展开研究，以获取对理解这个重要过程
有价值的新线索。”来自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
所的 EHT 科学家 Keiichi Asada 表示，“我们

已有两张质量相差 1500倍以上的黑洞照片，
相比过去，我们可以进一步更深入地检验极
端环境下的引力。”

拍摄黑洞“电影”，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EHT 合作组织共有 350 名成员，其中
270名成员参与了 Sgr A*成果的发表。参与
者分别来自 21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 个研究
机构，其中包括来自中科院上海天文台、李政
道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7
家单位的 17位中国大陆学者。
“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早期 EHT 国际

合作的共同推动、EHT 望远镜观测时间的
共同申请、夏威夷 JCMT 望远镜的观测运
行、后期数据处理分析和结果分析等。”沈
志强说，“此外，2017 年 EHT 全球联合多波
段观测期间，上海 65米口径天马望远镜作
为东亚 VLBI 网的主力台站，参加了 17 次
对 M87*和 Sgr A*的 VLBI协同观测，显著
提高了东亚 VLBI 网的观测灵敏度，在微弱
信号探测方面发挥了作用。”

今年 3月，EHT刚完成一项有更多望远
镜参与的联合观测。EHT还计划在不久的将
来拍摄黑洞“电影”。
“拍摄这样一部银河系中心黑洞的‘电

影’，是下一代 EHT的追求。”沈志强说，“我
们正在规划建设中国的亚毫米波 VLBI望远
镜，以期参与到对 Sgr A*的 24小时不间断接
力观测中。”

银河系中心黑洞的首张照片
EHT合作组织供图

香港科技大学

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
获突破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阿尔茨海默病（AD）的诊断和治
疗面临巨大挑战，患者常在晚期才被确诊。《中国科学报》近
日从香港科技大学获悉，由该校成立的香港神经退行性疾
病中心研究团队在研发早期诊断 AD及基因治疗方案方面
取得突破，建立了一套人工智能风险预测评分系统，可用于
预测人们患上AD的风险，有望为疾病管理带来变革。

AD是一种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也是最常见的
认知障碍症，至今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研究发现，生物
标志物对于 AD早期诊断具有重要作用。香港科技大学
晨兴生命科学教授、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叶玉
如表示，该中心团队已建立了先进的生物标志物开发平
台，识别出新型的血液生物标志物，并设计了一套创新的
人工智能 AD评分系统，可用于预测罹患 AD的风险、早
期诊断以及划分患病的阶段。团队还成功研发新型基因
治疗策略，帮助治疗 AD。

据介绍，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团
队，由来自香港科技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及斯坦福大学医
学院的国际知名科学家组成。研究团队在中国 AD患者
基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首
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多基因评分系统，用以预测罹患 AD
的风险；成功识别出血液蛋白生物标志物，并构建了特定
的生物标志物组合，只需一滴血，即可筛查出 AD患者，
并评估其病情发展阶段。

研究团队近期还开发了全新的运送工具，不仅可以
跨越血脑屏障，还可通过单次、无创的静脉注射，将优化
的基因编辑工具运送到整个大脑，实现高效的全脑基因
编辑。借助这项技术，团队有效破坏 AD转基因小鼠模型
中的 AD基因突变，并在全脑范围改善 AD的病理症状。
目前，团队正开展研究，在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作临床前
测试，进一步评估此技术的特异性和安全性。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等

高性能石墨烯基锂离子
电容器制备成功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近日，中科院电工研究所（以下
简称电工所）研究员马衍伟团队联合中科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忠帅，在高性能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备、
石墨烯基锂离子电容器研制方面取得进展。相关研究成
果日前发表于《先进功能材料》。

锂离子电容器作为一种有效结合锂离子电池与超级
电容器的新型电化学储能器件，具有高功率密度、高能量
密度及长循环寿命的特点，有效弥补了锂离子电池和超
级电容器之间的性能差异。电极材料作为锂离子电容器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锂离子电容器性能的关键因素。

精细的结构设计工程被认为是提高电极材料电化学性
能的有效方式之一。马衍伟团队提出了一种通用静电自组
装策略，在还原氧化石墨烯上原位生长了具有卷心菜结构
的MnO复合纳米材料（rGO/MnO）。通过深入的原位实验
表征以及理论计算，证实了 rGO/MnO异质结构具有较强
的界面作用和良好的储锂动力学。由于 rGO/MnO复合纳
米材料具有高电荷转移速率、丰富的反应位点以及稳定的
异质结构，基于 rGO/MnO复合纳米材料制备的电极具有
高比容量（0.1 A/g电流密度下比容量为 860 mAh/g）、优异
的倍率性能（10 A/g下比容量为 211 mAh/g）以及长循环稳
定性。因此 rGO/MnO复合纳米材料可作为高性能锂离子
电容器理想的负极材料。

通过将这种高性能石墨烯基复合材料作为负极与活
性炭正极进行组装，马衍伟团队成功制备出柔性固态锂
离子电容器。经测试，这一电容器基于电极活性材料总质
量的能量密度最高达到 194 Wh/kg，功率密度最高可达
40.7 kW/kg。这是迄今为止报道的柔性固态锂离子电容器
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的最高值。此外，在上万次充放电循环
后，该电容器的容量保持率可达 77.8%，并且安全性能高。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近日，《自然综述—地球与环境》发表海洋—大
气环境中微（纳米）塑料研究重要进展文章。这篇前瞻性论
文汇集了 33位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和塑料污染方面的国际
专家的成果和观点，强调了将海洋—大气传输纳入整个塑
料循环研究的重要性。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授李道季和博士刘凯为共同合作作者。

大气中微（纳米）塑料运输和海洋—大气交换的研
究发现，海洋塑料循环过程高度复杂，也伴随着对生态
系统和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但现有观测数据十分有
限。该研究量化了海洋—大气微（纳米）塑料循环的过
程和通量，目的是强调大气微（纳米）塑料运输中存在
诸多未解之谜。

该研究估算每年有 0.013 万至 2500 万吨的微（纳
米）塑料有可能在海洋—大气中运输并沉降到海洋之中。
然而，这些海洋—大气通量的高度不确定性与数据限制
和研究之间的可比较性有关。为了消除海洋—大气微（纳
米）塑料循环中的不确定性和知识鸿沟，研究人员提出未
来全球海洋—大气微（纳米）塑料观测战略，其中包括新
的采样方法和建立一个可比较的、统一的全球数据集。通
过结合长期观测和广泛调查，这一战略有助于确定海
洋—大气微塑料污染的趋势，以及对未来政策和管理行
动的响应。 （张双虎黄辛）

相关论文信息：

华东师范大学

提出全球海洋—大气
微塑料观测战略

“揪出”隐藏在银河系中心的“巨兽”
———天文学家公布银心黑洞的首张照片
姻本报记者张双虎 姻黄辛

当好国家队里的“耳目”“尖兵”和“参谋”
姻本报见习记者杨晨
电视剧《琅琊榜》中，江左梅郎之所以能

够足不出户搅动江湖和朝堂，庞大的情报网
络体系“琅琊阁”功不可没。

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就相当于科
技领域的“琅琊阁”。不同于电视剧的是，这个
“琅琊阁”聚焦的是国家责，服务的是国家事。

“科技‘国家队’决策者运筹帷幄的大智
慧，背后离不开科技战略情报的作用。”身为
科技界“琅琊阁”的一员，中国科学院成都文
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成都中心）战略情报
部主任陈方与情报打了 10余年交道，在逐
渐摸索出门道的同时，深感自己肩负责任之
重大。

见微知著
一个人就是一台信息处理器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单看“15”，它只是
一个简单的数字，如果放入一个语境，“今天
气温是 15摄氏度”，那就成为一条信息。如
果再根据这个信息作出反应，例如调整科学
实验装备的温度，这样的信息就可以被称为
“情报”。

陈方说，情报之所以为情报，是因为其
体现了一个核心：有价值。

不同于一些文学作品中神秘的“地下”
情报工作，陈方用“耳目、尖兵、参谋”的比
喻，形象描述了战略情报工作人员的日常：
建立全面证据，处理科技文献数据与信息，
充当决策者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然后
得出可靠结论，通过创新方法、集智攻关，
分析破解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议题。最终，
提出咨询建议，提供决策支撑。也许只有几
页文字，但也是战略情报研究的核心价值
体现。

2006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取得博
士学位后，陈方进入成都中心，开启了科技
战略情报工作的生涯。科技战略情报工作就
是为科技决策者提供直接的信息支撑、分析
参考和咨询建议，使其能够有效作出判别、

回应和前瞻布局。
“我们的工作需要处理多来源的海量科

技信息，剥茧抽丝、层层处理，最终提供关键
的情报。每个人都是一台信息处理器。”陈方
形容。

面对海量信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
保持敏感性：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角度。

这样的敏感性，依赖于长期的积累，更
是一种兴趣的养成。

某种程度上，文献情报人员的思维比科
学家还活跃。陈方说，科技工作者往往专注
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聚焦一个点，而文献情
报人员则是聚焦点、放射面。

也许是别人不经意的一句发言，陈方便
能联想到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中的重要指
示。也许只是看到新闻标题里一句“二氧化
碳‘变’淀粉”，陈方会立马拿起手机开始搜
索国内现有的减碳成果。

身肩重任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出生在祖国的石油城大庆，从攻读本科
到博士研究生毕业，陈方的成长和研究经历
都与化学相关。

进入成都中心工作后，陈方涉及的领
域更广了。正因为如此，更激发了陈方的
好奇心，在不断的探究中收获新的突破和
惊喜。

越是投入，她越能体会到学科间联系和
共性的乐趣。“例如想要生产同样一件化学
品，既可以用石油化工原料通过化学催化的
方法去生产，也可以利用生物质原料通过生
物和酶催化的方法去生产。反过来，也可以
用生物方法去实现化学品的无害化降解等，
诸如此类的交叉创新将使得整个过程更加
高效、清洁和可持续。”

陈方逐渐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责
任。她刚接触到文献情报工作那段时间，中
科院正着手“1＋10”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

其中就包括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基地。这对
未来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有着深远
意义。

与此同时，陈方带领团队从事相关情报研
究的工作，并于 2013年推出了《工业生物技术
白皮书》。“过去我们总说中国是以一种牺牲环
境和资源的方式，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但其实
我们通过工业生物技术，在产业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做了不少技术创新。”

陈方介绍，这本白皮书相当于一个全面
的盘点，能够让观者感受到中国在基础研
究、技术开发和产业推进方面做出的努力，
也成为我国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的风向标。
“生物技术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
盘技术，随着以合成生物制造为关键动力的
下一代生物经济的兴起，我们战略情报工作
大有可为。”

不仅如此，2018年起，陈方主持中科院
生物信息领域战略情报体系建设工作，带领
成都中心战略情报团队全面服务于国家和
中科院的重大规划编制工作。

但她强调，功劳并非个人。每一份技术
报告、每一个信息产品的产出，都离不开一
支结构完善、分工明确的建制化团队。

如今，在约千人的成都文献情报体系
里，汇集了不同领域的人才，涉及化学、生
物、外语甚至信息管理等专业。正是这样
一支多学科相互协作的队伍，工作时相互
鼓励、交叉互补、相互促进，才迸发集体的
智慧。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陈方如

是说。

久久为功
文情工作也要坐“冷板凳”

一个成果的产出，需要时间。“我们做这
些报告，其实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体现。”陈方
说，团队不打无准备之仗，能在某一个特定
时间或突发事件里对信息进行迅速地汇总

加工，出报告、作判断，都是基于之前长期的
收集和准备。“常说科学研究是坐‘冷板凳’，
我们的工作差不多，投入的都是几年甚至十
几年的努力。”

研究还需要提前作假设。“让人烦恼的是，
随着探究不断深入，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推翻
自己之前的假设，而一旦发现研究方法并不适
用，就必须作出修改，甚至从头再来。”

陈方深知，这是文献情报工作的性质所
决定的。“因为我们要为决策者提供准确有
效的信息支撑，与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命脉的
发展息息相关。如果缺乏扎实且客观的信息
积累以及缜密的逻辑分析，拿出来的东西是
没人信的。”

信息收集整理过程中，陈方时不时会奔
赴中科院各个研究所，与相关专家进行协
作，请其把关、解读、点拨或者纠错，不放过
任何一个疑点。

为了让工作更加高效，除了抓好日常细
节，陈方也在积极探索建立智慧情报数据支
持的战略情报研究新方法体系。她希望未来
可以借助智慧系统让数据“说话”，让“超级
大脑”提供更客观、更丰富、更前瞻的情报研
判和决策支持。

带着《中国生物资源研究创新发展报
告》，陈方参加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大会。 受访者供图

简讯

本报讯在我国第 14个防灾减灾
日当天，中国科技馆联合清华大学公
共安全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全国防灾
减灾日”公共安全科普教育系列线上
活动，旨在进一步传播防灾减灾科普
知识，增强灾害风险自救互救能力，提
升灾害风险防范意识。

本次活动还推出系列科普资
源。5月 12日，中国数字科技馆上线
公共安全科普专题，展示中国科技
馆等场馆的公共安全科普展品、教
育活动和线上科普资源，展示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公共安全成果

集成与科学普及关键技术研究”中
的教育活动示范项目；5 月 13~14
日，面向公众推出“防灾减灾 守护
家园”线上科普活动；5 月 13 日及
17 日，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解
北京副教授和清华大学倪顺江高级
工程师做《生活中常见火灾爆炸现
象》《后疫情时代———我们该如何与
传染病相处？》科普讲座；5 月 16
日，中国数字科技馆和辰安科普教
育线上联合发布了我国“十三五”期
间在公共安全与应急技术领域的专
项研究成果。 （高雅丽）

140多年前中国首张
台风眼手绘图数字藏品发布

本报讯 5月 16日，上海气象博物馆联合“文博数
藏”平台公益发行“中国首张台风眼手绘图”数字藏品。

1879年，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工作人员为了探索台
风的奥秘，尝试绘制出一次经过上海附近海域北上台
风的形态。值得一提的是，这张 140多年前凭借极其有
限的气象观测资料清晰描绘出台风眼和螺旋云带结构
的手绘图，几乎“撞脸”今天的台风卫星云图。“中国首
张台风眼手绘图”也凭借科技与艺术完美的融合，成为
上海气象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此次发行的“中国首张台风眼手绘图”数字藏品，
不仅展现了人类认识自然、掌握气象科学的探索历程，
还详细介绍了台风的相关知识及蓝黄橙红四级台风预
警信号，帮助公众做好台风防御功课。 （辛雨）

“防灾减灾日”公共安全科普教育系列活动举办

中国首张台风眼手绘图 上海市气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