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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之力 助芦山坚强
———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纪实

姻本报记者陆琦丁佳 孙爱民
4月 20日 8时 02分，7.0级强烈地震瞬间打

破了四川雅安芦山县的宁静。顷刻间，地动山摇，
龙门山断裂带咆哮。人员伤亡、房屋倒塌、亲人离
散……

雅安告急！
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党和政府第一时

间作出重要部署，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投入
到抗震救灾前线中来。
“国家有难，中科院义不容辞。”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中科院院长、党组书

记白春礼马上投入协调指挥工作。与此同时，“中
科院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应急预案”全面启动。

9时 50分，震后未及两个小时。中科院一架携
带光学传感器的遥感飞机从绵阳机场起飞；8个小
时之后，第一批高分辨率航空遥感数据传回。

半个月来，遥感信息、自动搜救设备、旋翼无
人机、心理辅导、地质灾害预警……在雅安，中国
科学院以科技国家队的责任和担当，书写了科技
救灾的壮阔诗篇。

“灾情就是命令！”
———中科院科学家迅速行动起来，充分发挥

科技国家队作用，始终战斗在抗震救灾最前线。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
地震发生后，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第

一时间发出指示：“各单位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利用多年的科技积
累和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好科技支撑作用，为抗震
救灾工作作出科技国家队应有的贡献。”
随即，“中科院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应急预案”

全面启动。各路人马迅速集结，中科院科研人员肩
负使命，带着最先进的救灾技术，奔赴灾区。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紧急启动航

空、航天遥感数据获取，灾情解译与分析等各项遥
感抗震救灾工作。9时 30分，60名工作人员进入地
震灾害遥感监测与灾情评估工作岗位。

4月 20日当天，一架已经有 27年役龄的遥感
飞机两起两落，在空中“巡视”8个多小时，获得了
芦山、宝兴、邛崃等县市的第一批高分辨率航空遥
感数据，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一手资料。
两天后，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抗震救灾下一

阶段重点工作时，中科院提供的芦山县震后航空影
像图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
芦山灾区地处条件复杂的高山峡谷地区，随

处可见的次生灾害隐患，让另一支科学家队伍跑
断了腿。
在先行完成峨眉山市的地质灾害排查工作

后，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迅速派出三
个小组赶赴芦山灾区，开展地质灾害排查和科技救
灾，针对地震次生灾害点和隐患点的地质地貌、崩
塌滑坡规模、危害对象等进行调查，查看诱因、研判
发展趋势，以确定防治方式、措施和经费预算。
除了前方，数百位科研人员也在后方彻夜不

眠地忙碌着。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迅速成立科

技救灾应急工作组，收集灾区相关数据和遥感影
像，开始灾情分析和数据处理工作。曾参与汶川
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灾害科技救灾工作的十余
个学科团队、近百名科研人员马上集结，加班加
点开展应急研究。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球物理
专家则第一时间对地震进行反演研究，分析表
明，芦山地震为发生在龙门山断裂系上的逆冲地
震，汶川地震导致的库仑应力变化促进了芦山地
震的发生。
在国家灾难面前，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争分夺

秒地行动起来，以科学之力，抚雅安之痛，助芦山
坚强！

废墟上的“科学花”
———汇聚各方资源，将科技力量与灾区需求

紧密衔接，为救援提供坚强的科技保障。

时间就是生命！
然而，地震灾区余震不断，有很多危险的废

墟，救援人员难以进入。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带来的“废墟搜救

可变形机器人”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能够携
带红外摄像机、音频传感器，甚至生命探测仪钻进
废墟，并向外发送信息，承担起辅助救援，针对性找

寻幸存者的重任。有了它，也可使救援人员在废墟
内的停留时间更短。
而该所在跟随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赶赴

现场的旋翼无人机，则在龙门乡红星村埋压人员的
排查中，成为“救灾的空中指挥官”。这套设备可以
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起飞和降落，快速开展救援。
光和电，是夜晚搜救十分重要的依靠。
4月 21日 16时 45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提供给芦山灾区的 500余台大容量、高比能
量电源从大连起飞，当日 20时 5分即抵达成都，成
为灾区名副其实的“光明使者”。
“我们的应急电池在灾区是最抢手的。”1.2升

体积、1公斤左右重量，可满足一台 10瓦 LED照明
灯工作 30天，或为 200部智能手机充满电———大
连化物所带来的“镁空气储备电池”，成为了灾区救
援部队、应急指挥部门的“抢手货”。截至 4月 26日
晚，研究所已赶制三批应急电源运抵灾区。
身体的伤痛可以痊愈，但心理的伤痛却往往

难以抚平。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已
成为灾难救援行动中关键性的一部分。

4月 23日凌晨 1点，龙门乡 3位愁白了头
的校长，找到了中科院灾害心理援助团队。“现在
复课压力非常大，心理辅导没做好，我们到底该
教什么？怎么教？”
其实，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早已开

始了工作。在前一天，芦山地震心理救援队抵达
震区的首次学校心理辅导中，原计划 40多名学

生的“小讲座”，一下子涌入 250多人，当地紧急
搭起“帐篷学校”，开了 6个心理辅导班。

经历震后黄金救助期和暂时过渡期之后，灾
后重建也提上了日程。

4月 26日清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组织
生态、环境、农业和动物学等方面的专家到达芦山
县和宝兴县，开展山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蜂
桶寨自然保护区等灾害评估工作。考察组将在充分
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评估报告和科学建
议，并为开展生态环境规划的编制奠定基础。

此外，中科院地理所快速形成了包括雅安及
周边地区人口社会经济、行政区划、地形地貌、气
候、土地等内容的主题数据库，启动了“四川芦山地
震救灾专题数据直通车”，免费供全社会下载共享。
“此次救灾我们集中力量，发挥了中科院的

整体优势，将‘国家队’的科技力量与灾区的需求
紧密衔接，提供了确实的科技保障。”

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赵永涛在地震救灾
现场发出的这句感慨，或许就是对此次科技救灾
战役的最好诠释。

与灾难赛跑从未停歇
———5年来，有了科技创新的强大驱动力，中

国与灾难的斗争，有了更大的胜算。

雅安科技救灾的高效有序，绝不可能一蹴
而就。

1小时 48分，40小时 30分。
这是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后中科院遥感地

球所遥感飞机起飞距离地震发生的时间。
8小时，58小时。
这是芦山地震与汶川遥感飞机获取第一批

数据距离地震发生的时间。
2小时，25小时。
这是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科研人员对第一遥

感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首个灾情报告所用时间。
粗算下来，从地震发生到国务院应急办拿到

第一手震区航拍分析资料，芦山地震比汶川地震要
早 111个小时。 （下转第 4版）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孙国根）近日，复旦大学张素
春团队首次将人类胚胎干细胞成功转化成特定的神经细胞，
并将转化后的中间细胞注入到小鼠大脑中，使已丧失学习和
记忆功能的小鼠恢复了学习和记忆能力。近日，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业内专家
认为，该成果对治愈各种神经功能缺陷疾病有重大意义。

据介绍，张素春科研团队选中了一种不会排斥其他物种
移植物的特殊小鼠，他们首先“蓄意破坏”了小鼠大脑中掌管
“学习和记忆”、被称为“内侧隔核”的大脑区域的“线路”，使
小鼠暂时丧失“学习和记忆”能力。

然后，研究人员利用化学方法将人类胚胎干细胞转化成
神经细胞，并将这些转化后的中间细胞移植到小鼠大脑中。
张素春说，这一过程有点类似于拆除一段电话线，之后你如

果能找到正确的线路，需要时就能够把“断线”接上。
于是，研究人员将细胞移植到了小鼠记忆回路的另一

端———大脑记忆中心海马内。植入后的干细胞立刻形成两种
常见的、重要的神经元类型，它们分别与化学物质 GABA或
乙酰胆碱能神经元进行有效沟通，并响应来自大脑的化学指
令，开始特化并与海马中的适当细胞相连接。

测试证实，这些接受干细胞移植后“连接”成功的小鼠，
常规学习和记忆能力得到了有效恢复，评分明显优于那些依
然丧失“学习和记忆”能力的小鼠。

张素春表示，该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细胞替代来修复大
脑损伤。“虽然结果很诱人，但目前干细胞治疗还不大可能立即
产生效应，因为许多精神疾病，你都不知道是大脑的哪部分出
现了问题。新研究更有可能即刻应用于构建药物筛查模型。”

人类胚胎干细胞移植恢复小鼠记忆能力

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从灾情发生至今，芦山地震已过去半月。然

而，由于此次地震诱因的“靴子”尚未落地，围绕水
库是否为本次地震的触发因素，再次引发争论。

水库是触因？

“人类工程活动对中国西南地区未来地震活
动的影响，包括对此次芦山地震的影响，需要高度
关注和进一步研究。”近期，四川地矿局区域地质
调查大队总工程师范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范晓表示，汶川地震后经过修复的紫坪铺

水库对龙门山断裂带的应力调整和地震发展的
影响以及对此次芦山地震的影响仍值得研究；
而距离此次芦山地震震中南约 80公里大渡河干
流上的汉源瀑布沟水电站从 2006年 10月 14日
至 2011年 12月 31日期间，库区中部、大坝附
近、大坝下游等地方前后震次达 1834次。
“水库不会造成地震，只能‘触发’天然地

震。”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中国水力发电工程
学会（CSHE）常务理事贾金生在 4月 28日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水库触发地
震的机理，主要是水库蓄水后的渗流和浸润降
低了板块之间的摩擦力，导致正在积蓄中的地

震能量提前暴发。
“水的浸润作用最多不会超过库岸 10公里。

而芦山地震的震源深度为 13公里；瀑布沟水电
站和紫坪铺水库分别距离震中 80公里与 150公
里左右。”CSHE副秘书长张博庭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说。
“无论是从地理距离还是从地质构造角度

来说，说水库与芦山地震有关，依据都很不充
分。”张博庭说。
“龙门山断裂带历史上发生地震本身就很

多，不要一发生地震，就想到是由修水库水坝引
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
师郑守仁说。
“鉴于地震现象的复杂性，水库与地震关系

的判断往往不易取得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
地震学家许绍燮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说，绝不是光靠水库就可以“压”出地震，地震的
基本能源仍应是来自构造动力，水库的载荷则
起到了调控促进作用。

西南进入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期？

“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多年间，西南地区的大型
电站水库群，将进入一个密集的建成蓄水时期，这
对水库诱发地震来说，也将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

期。”在范晓看来，亟须关注水库对地震的影响。
另一些专家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中国西南

部进入水库诱发地震的危险期，这个说法不妥。”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表示，由于
板块构造活动，地震本身“在劫难逃”，水库只是让
它提前暴发。但如果水库距离活动断裂带较远，触
发地震的可能性就很小。因此，并非所有断层，都
会进入“临震”时刻。
他表示，震级大小在 4.7～4.8级的地震被称

为破坏性地震。而我国除新丰江水库之外，震级
均在 5级以下。

而从全球范围来看，6.0级水库诱发地震仅有
4起，分别是 1962年 3月 19日我国新丰江水库
6.1级地震、1963年 9月 23日赞比亚—津巴布韦
边界的卡里巴水库 6.1级地震、1965年 2月 5日
希腊的克里马斯塔水库 6.2级地震，以及 1967年
12月 10日印度的柯依那水库 6.3级地震。
“很多水库蓄水以后，都会陆陆续续发生一

些小地震，让能量逐渐释放。”郑守仁说，三峡工
程完工后小震有数千次，但并没有诱发破坏性
较强的地震。

水库地震如何设防？

“从地质上看，水库选址一定要躲开活动断

裂带；另外，要把水库按照国家标准建好。”徐锡
伟说。
“‘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这是在

地震多发区建立水库的原则。”贾金生表示，目前
国家对于在地震多发区域建坝，有明确设防规
定。首先要计算出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烈度，并
据此设定防御标准。而现有水库设防标准普遍
比可能烈度高一度。
“水库大坝在地震中倒塌，下游就会发生洪

灾。所以，我国水库建设都要经过严格的勘探、分
析和论证。”郑守仁举例说，距离三峡工程 20公
里左右的断裂带———仙女山—九湾溪断裂带本
身并非活动断裂带，发生地震可能性极小。尽管
如此，三峡工程设计仍按照可能发生的最大地
震烈度进行设防。
“历史上，三峡库区断裂带未发生 4.7 级

以上地震，地震专家论证这条古断裂带的最强
震级为 5～5.5 级，从该断裂带震源到三峡坝
区的地震烈度在 5～6度，而三峡工程是按照
7 度设防的，并且在工程复核过程中，设防标
准达到 8度。”
郑守仁同时指出，水库虽然触发的是小震，

但仍会加大库区周围地质灾害的风险。如果遇
到强降雨，就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他建议在水
库地区加强植被保护与防治地灾建设。

“水库地震”尚无科学依据
多数院士专家认为，水库载荷或可起到“触发”地震作用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最近，农夫山泉事件持续
发酵，饮用水的标准，俨然成了
攻守双方争执不休的焦点。先
是号称“只做大自然搬运工”的
农夫山泉被行业协会爆出标准
不及自来水，随后《京华时报》
披露该矿泉水大约在 2010年 2
月至 9月间弃用了更严格的企
业标准，开始遵循某些指标远
低于国标的浙江省地方标准。5
月 3日，农夫山泉发表声明，坚
称产品品质“不但全面优于
GB5749（国家生活饮用水标
准），也全面优于美国 FDA瓶
装饮用水标准”，并贴出了美国
国家测试实验室的检测报告。

5月 6日，农夫山泉在北京
召开“饮用天然水标准新闻发
布会”，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仍
是标准问题。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一般
性表态之后，多方的争论和博
弈仍在继续，消费者该信谁，
还是个问题。单从标准的角度
来说，产品标准首先是一种上
市条件，而非生产许可。对于
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商品来
说，有国家标准的，其必须遵
循国家标准，其次才是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国
标的级别是最高的，换句话
说，普遍性的特征使得国标对
产品的要求往往最低，企业的
标准反而是最高的，因为企业

不仅要对出厂产品进行检测，还要建立批量
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我国《标准法》还明确
规定，在公布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之后，相
关的地方标准即行废止。

至于美国等国际标准，法律规定的只是鼓
励积极采用，并不带有强制性。

由于中美的标准和检测流程并不相同，有
法律效力的产品检测报告应由国家认可的机构
出具，农夫山泉提到的由美国国家测试实验室
作出的报告，只能表明农夫山泉符合在美国市
场上市的产品标准。此外，产品送检的检测结果
与随机抽检的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

或许农夫山泉的产品是合格的甚至是优
质的，但其对标准的遵守或呈现却是不规范的，
否则，也不会在农夫山泉做了说明之后，媒体记
者仍不能轻松理解其标准。这也凸显，即使是行
业领军企业，也有加强标准和质量控制意识的
必要性，同时，其标准要让公众容易理解。

其实，如果农夫山泉真的对自己的产品
有信心，完全可以此事为基点，推动其所谓更
加严苛的企业标准成为全行业都遵守的国家
标准，这不仅可以巩固提升自己的行业地位，
也能带动行业产品品质升级，扩大消费者获
得更优产品的普遍性，为“三流的企业卖产
品，二流的企业做专利，一流的企业定标准”
书写新的商业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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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6日讯（见习记者邱锐）今天，
为期一周的防灾减灾宣传周正式启动。此前，为
迎接 5月 12日我国第 5个防灾减灾日，国家减
灾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以“识别灾害风险，
掌握减灾技能”为主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
普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能力。

国家减灾委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
合区域或行业灾害风险特点，以城乡社区、机关、
学校和企业等为平台，通过专家讲授、现场演示、
播放视频、举办培训班和知识竞赛等形式，组织
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基本技能普及活
动。要充分发挥各类防灾减灾教育培训基地、重
特大自然灾害遗址和有关纪念馆、体验馆的宣传
教育和警示作用，通过组织“体验式、参与式”防
灾减灾活动，向社会公众尤其是中小学生、农民
工、工矿企业职工等普及逃生避险基本技能，提
升紧急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生命
财产损失。

同时，国家减灾委要求，各地要深入开展灾
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关口前移、主动防范，
重点做好城市地铁、火车站、大型商场、影剧院、
集市等人口密集场所以及学校、医院、居民区、政
府机关、工矿企业、城市地下管网等重点部位的
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
取防范治理措施消除隐患。

防灾减灾宣传周着力
提升民众减灾技能

5月 6 日，台湾师范大学应
用电子科技学系王伟彦教授介
绍“日夜间履带式机器人”的各
项功能。

当日，台湾师范大学发布由
应用电子科技学系王伟彦教授
研究团队研发的新型“日夜间履
带式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搭配深度传感
器，具有夜视功能，不但能在晚
上根据程序设定自主执行巡逻
任务，还能实时侦测异常环境，
就算遇到陡峭楼梯，也能轻松爬
往各楼层，适用于执行各种巡逻
任务。工作人员只需通过计算机
或手机上网，就可远程监视。

吴景腾摄（新华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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