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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破解困扰20多年的类星体难题
本报讯 科学家通过引入两个参量绘制出反映类星体

观测性质的“主序图”，很好地揭示了类星体中心的黑洞是
如何吞噬物质、如何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为人类认识类
星体和黑洞提供了新的途径。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
杂志。

据了解，类星体是遥远星系中心活跃的黑洞，由于吸积
周围的物质形成吸积盘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上世纪 90 年
代，科学家在研究类星体光谱时发现，类星体的很多测量性
质都与光谱中一次电离的铁原子和二次电离的氧原子的发
射线强度有着很好的相关性。科学家据此猜想，造成这一相
关性的物理因素是爱丁顿比（黑洞吸积物质的快慢与黑洞
理论上最大吞噬速度的比值），但这一假说一直缺乏确切的
证据。

利用斯隆数字巡天的 2 万多个类星体光谱，美国卡耐基天
文台哈勃研究员沈悦和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
所所长何子山，确认了爱丁顿比正是类星体光谱的多样性以及
一系列相关性背后的主导者。同时，他们发现如果黑洞吸积盘
相对于观测者的方向不同，周围气体的运动学观测特征也不一
样。为此，他们利用这两个参量绘制出类星体的“主序图”（类比
于用光度和温度反映不同恒星如何演化的主序图）。通过该图，
可看出爱丁顿比和黑洞吸积盘的倾角如何造成类星体观测性
质的多样性。

《自然》杂志特邀专家评论员 Michael S. Brotherton 在同期
杂志上撰文评价说：“类星体的主序图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
能知道它的功能和重要性是否与恒星的主序图相当。如果是，
那么该工作的价值将是无价的。” （张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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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实质上是经济—环境双赢、绿色—低碳双赢的行动———

气候变化催生增长机遇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距离 2009 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
已过去 5 年，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越来越严峻，但各国在联合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在刚刚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表示，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
道，继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不回避责任，不纠结困难，这再次表
达了中国愿意在气候变化中承担大国责任
的决心。”参加峰会的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尽管此次峰会不涉及谈判内容，但各
国围绕减排目标等问题的交锋依然不断。

“吵而不崩，斗而不破。”对此，中国工程院
院士杜祥琬笑称，“只要在谈，就是进步和
努力的表现。”

争议不在科学性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形势已经非常紧
迫。以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为例，自 2009 年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全球二氧化碳浓
度不断上升，至今已超过 400ppm。据国际
社会预测，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全球变暖
将会超过 4℃。

据介绍，由于气候峰会召开的时间远
早于华沙决议所确定的各国提交其国家自
定贡献预案的时间节点，绝大部分国家都
没有提出 2020 年后的减排目标。国务院副
总理张高丽在峰会上也表示，中国将尽快
提出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在杜祥琬看来，气候峰会上的争议并
不在科学问题，而是在如何解决和应对以
及各个国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上。一
直以来，气候变化的争论也主要围绕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承诺或者
贡献应该呈现出怎样的差别，各国气候行
动如何进行测量、报告和核证等方面。

“以怎样的方式去体现《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的原则和公平原则，是气候变化
谈判的重点。”卢思骋表示。

“吵而不崩、斗而不破”是历次气候峰会
谈判的特点。杜祥琬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期
待能获得一些更积极的效果，所以未来不仅
要谈，关键还在于能更积极地往前走。

合作方能共赢

解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既包括
减缓变化，又包括适应变化。

“现在的关注点应该放在更长远的安
排上。”杜祥琬说，各个国家都应该考虑要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气候制度以及为之努力
的目标，同时应意识到合作共赢的重要性。

在中科院院士秦大河看来，近些年中
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表现非常务实。尤
其在经历了去年和今年的雾霾天气后，在
调整能源结构以及减轻污染上，中国都取
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中国政府历来坚持“共同而又有区别”
的责任，同时强调各自有能力承担的责任。
在有关专家看来，合作方能共赢，恰恰是中
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一贯倡导的策
略，并且这种策略已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
支持。

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必然要
求发达国家包括有能力的国家对落后国家
给予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帮助，以提高它们
的应对能力。杜祥琬强调，这种技术项目输
出不仅不是纯粹的利他行为，相反对输出
国也会带来好处，“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

注重应对科学性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资源及生
态环境的天然禀赋非常脆弱，更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因此，注重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战略的科学性，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杜祥琬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制约
发展，相反还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带来机遇。在他看来，探寻气候变化对农业的
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以有限的土
地资源提供了充分的粮食和其他农林产品，
同时也面临着改进品种、土壤和栽种技术的

难题，以适应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
“气候变化可能带给农业正、负两方面

影响。研究这些影响，可为农业决策提供更
多的科学依据。”杜祥琬说，应对气候变化的
措施，实质上是经济—环境双赢、绿色—低
碳双赢的行动，中国需要为今后更大强度的
减排和适应进一步的气候变化作好技术和
发展方式上的准备。

本报综合报道 围绕全球变暖对策展开
讨论的 2014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于当地时间
9 月 23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峰会上，
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表示，将最晚
在明年 3 月提出 2020 年以后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总结发言中表
示：“各国首脑承诺年底在利马举行的联合国
气 候 变 化 框架 公 约 第 20 次缔 约 方 大 会
（COP20）上首次制定新框架草案，并在明年
年底将于巴黎举行的 COP21 时汇总所有国
家参与的新协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在题为《凝聚共识 落实行动 构建合
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主旨发言中
明确表态：“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
国，将以更大的力度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
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
际义务。”

张高丽指出，中国是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
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任务艰
巨。中国将尽快提出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目标，碳排放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
源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蓄积量要显著增加，
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当天的
记者会上也表示，中国将积极推动多边气候谈
判进程，并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中国政府是
负责任的政府，中方所说的“一定会努力做
到”。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作为最大
发达国家同样备受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峰会上宣布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措
施，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当局在国际发展项目
和投资中将把气候因素纳入其中。

同时，来自经济、商业和民间团体的代表
就农业、石油和工业、交通、城市等 8 个主题
探讨将采取的新举措，并针对气候科学、气
候、健康和就业、经济案例、来自气候前线的
声音等举行了主题讨论。

据悉，此次联合国气候峰会只有一天，与
长达约 10 天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有一定区别。
但此次峰会是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前最重
要的一次会议，关系到 2015 年各国能否达成
新的全球气候协议。

潘基文呼吁各国领导人将在峰会上宣布
的承诺落实到行动中。潘基文还根据峰会成
果文件提到，此次峰会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动员资金和市场、碳定价、加强气候复原力和
动员新伙伴联盟等五个关键领域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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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 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
科学》发表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碳排放量近
年来急速增加，但中国近 143 年的碳排放总
量不及同时期美国碳排放总量的一半，也
不及欧盟碳排放总量的一半。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下，中国
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2006 年 ~2010 年，
中国淘汰小火电机组近 7000万千瓦，高于
英国当时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在“十一五”
期间减排力度空前的背景下，“十二五”期间
减排举措再度层层加码，并确定了“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6%、碳强度下降 17%”的目

标；同时，针对日益严峻的大气环境问题，陆
续推出了治理空气污染和发展新能源的一
系列组合拳。据统计，2012 年中国在新能源
开发领域投资 680 亿美元，2013 年投资 540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
源投资国。

9 月 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
振华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规划（2014-2020 年）》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中国正在研究政策、措施和方案，准备在“十
三五”时期，对煤的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实行总量控制。

中国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联合国气候峰会尽管最终达成“五个要
点”，但其是否对 2015 年在巴黎召开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产生实
质影响仍有待验证。近年来气候谈判进展缓
慢，除了各国存在不同的客观原因，更主要
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至今仍没有算好关乎
气候变化的历史、现实和道义三笔账。

“历史账”指气候变暖很大程度上是发
达国家历史累积的碳排放造成的；“现实账”
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远远比不上

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道义账”指西方国
家历史累积的碳排放造成了气候变化问
题，现在又将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移至发
展中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发达国家既不认自己
的历史账，也不认自己的现实账，对已经作
出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支持等承诺迟迟不兑
现，不是提高价码，就是加高门槛，在气候变
化谈判中缺乏明显的诚意，导致谈判进展
缓慢。

气候谈判进展慢源于认识不清

目前，全国新一轮“小金库”专项治理行动已在中央部委
全面铺开。为此，财政部日前还在官网公布了 30 多份政策文
件汇编，作为此次全国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
理工作的政策依据。笔者认为，治理“小金库”不仅要尽快遏制
其滋生蔓延的发展势头，更须追根溯源，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小金库”虽然经历了多次治理整顿，但由于始终未能铲
除其滋生的土壤，因此陷入了屡查屡犯、越查越严重的怪圈之
中。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目前存在于中国各级政府的“小
金库”至少有 6 万多个，金额超过 300 亿元。“小金库”的存在与
膨胀，既为一些部门“三公”支出超标创造了物质条件，也是公
权滥用乃至中饱私囊的遮羞布，这与中央三令五申的“八项规
定”和“反四风”活动完全背道而驰。

“小金库”之所以变成难以根治的“牛皮癣”，其根源在于
政府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权力
清单的边界不清。“小金库”的来源五花八门，其中多数与政府
权力的无序使用有关。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本身就是公权滥
用的典型表现，这些行为不但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还容易引
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政府税
收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非税收入增速却大大超过了税收
收入的增速，也明显高于 GDP 的增速，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二是政府预算的不公开不透明。按照财政部等部门的规
定，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单位收
入和应上缴收入，且未列入本单位财务部门账内或未纳入预
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由此可见，预算
不公开透明是“小金库”顽疾久治不愈的制度性根源。在预算

“软约束”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的收入还是支出，其监督制度
上的漏洞为某些部门私设“小金库”开了方便之门。

因此，新一轮“小金库”专项治理活动要想真正取得成效，
就必须从制度建设的高度堵住“小金库”滋生的漏洞。一方面，
尽快建立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使权力运行在规范的法制轨道上；另一方面，加快政府预算的
立法和修法进程，尽快实现“阳光预算”的目标。目前，我国的

《预算法》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尽快建立有效的
信息公开与透明机制，已成为此次修订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
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政府预算“软约束”现象、构筑防止“小金
库”死灰复燃的坚实“防火墙”。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以制度建设堵住
“小金库”滋生漏洞

姻李长安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在京召开反腐倡廉
重点工作进展汇报研讨会。中纪委驻院纪检
组组长、党组成员李志刚等参加会议。

会上，监察审计局对做好巡视、案件
查办、内部审计等重点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各单位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对
本单位惩防体系建设、廉洁从业风险防
控、内部审计、作风建设和案件查办等重
点工作进行了汇报。各单位党组（党委）
书记围绕重点工作进展、落实“两个责
任”进行了研讨。

李志刚对各单位上半年工作取得的进

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他强
调：一是要以惩防体系实施细则的制定为
抓手，推动“两个责任”的落实；二是要继续
抓好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三是要进一
步加强作风建设的监督检查；四是要进一
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五是要进一步加强
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

对于案件查办工作，李志刚表示，各单
位要高度重视，对有问题线索的举报要认
真调查分析，院层面要加强对分院和研究
所的指导，分院要加强对研究所的督导，切
实将案件查办工作做好。 （萧杨）

中科院召开反腐倡廉工作进展汇报会
本报北京 9月 24 日讯（记者彭科峰）

今天，“2014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在京开
幕。计算机病毒之父弗雷德·科恩、首任美
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以及中国工
程院院士邬贺铨、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总工程师郭启全等数百名国内外信息安全
专家出席此次会议。

据悉，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是亚太地
区规模最大的信息安全主题技术大会，
邬贺铨担任此次大会联合主席。

邬贺铨表示，未来不仅手机、电脑、电
视机等传统信息化设备将连入网络，家用

电器和工厂设备、基础设施等也将逐步成
为互联网的端点，“万物互联的规模前所未
有，安全方面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同时，云
计算提高了 IT 资源的使用效率，但其动态
虚拟化管理方式、强大的计算与存储能力，
也会给安全管理体系带来巨大冲击。

此次大会由 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和互
联网协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主办。
会上，360 董事长周鸿祎表示，利用大数据技
术能更有针对性地对网络攻击行为的“蛛丝
马迹”进行分析，因此必须以大数据为核心，
构建全新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在京开幕

9 月 23 日，深圳，医生在展示
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患者
颈椎。

为了救治一名 7 岁的颈椎肿
瘤患者，深圳市第二医院在术前
采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患者颈
椎骨骼、血管、肿瘤等组织，并借
此给患儿设计手术方案，以确保
手术顺利进行。

广东省医学会脊柱专业常委
杨欣建介绍说，由于采用 3D 打印
技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也
是深圳市首次将 3D 打印技术应
用于小儿高难度颈椎疾病治疗。

CFP 供图

肿瘤治疗
引入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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