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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规定，没有核定保
护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也属于
文物，不能私自拆除。2011 年公
布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
名录中，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有
1061处文物入选。但近日，媒体
调查发现，4 年之后这些不可移
动文物保留下来的只有 20%左
右，其余均被拆除。

所谓不可移动文物，一般都
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价值高的
古代建筑，多以民居、宗祠、教堂、
庙宇为主。这些文物由于无法移
动，往往散落于城区的大街小巷、
乡野田间，但是对于反映过去中
国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有着极
大的参考价值。应该说，这些都代
表着民族的记忆，理应得到妥善
安置。从这一点来说，4年之间，郑
州市上街区的千余文物中有800
多件被拆除，实在令人痛惜。

不可移动的文物频频“被移
动”或者被拆除，近年来并不少
见。以北京为例，梁思成林徽因
夫妇的故居被拆，就曾经引发巨
大轰动。但郑州市被拆除的文
物数量之多，还是令人叹息不
已。文物部门一再呼吁要保护，
但结果往往却是徒劳无功。这
些民族瑰宝是“活着的文明”，它

们在过去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中，抵挡住了岁月
的摧残、风霜的袭击，却敌不过今天拆迁工人操
作的挖掘机。那么，为何今天的政府、开发商要
对不可移动的文物动手呢？

笔者认为，原因或许有二：其一是在城镇化
进程加速的当下，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大多位于
昔日的繁华市区，在今天已经寸土寸金，不拆除
则难以让地方政府、开发商从中开发获利；其二
是在现行制度下，文物保护部门没有执法权，不
能对开发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没有了“牙齿”，文
物部门自然只能发出“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法
律、法规宣传力度，强化干部的文物保护意识”这
样的建议与呼吁。

历史无法重复，文物也不能复原。即便今人
热衷于仿古文物的搭建，但终究少了很多韵味。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不断提
高，故此，像郑州这样大量毁坏不可移动文物的
现象理应得到有效遏制。笔者以为，在强调地方
政府的领导切实负起保护文物的责任并减少在
相应地段的商业开发，呼吁文物爱好者加强宣传
与制止工作的同时，更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文物部门执法权限，赋予其一定程度的强制
性权力，有能力严惩文物破坏者。当下，《新环保
法》已经让昔日被人诟病的环保部门长出了“牙
齿”，其强硬的执法态度也赢得外界的好评，这对
文物保护部门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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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
员、中科院院士高鸿钧课题组与国外科学家合作，设计出一
种“功能分子”，并使其在原子尺度上首次呈现出朗德 g 因子
的空间不均匀性。该研究为探索单分子内部的自旋相关特性
提供了新途径。研究成果已于近日作为封面论文发表于《物
理评论快报》。

理解与调控纳米量子结构的自旋特性是自旋电子学领
域前沿研究课题。如原子的朗德 g 因子反映了原子所在空间
环境的局域精细自旋相互作用，可以为分子自旋态的调控及
其在未来自旋器件中的应用提供重要信息。

通常的技术手段测得的 g 因子是大量分子的平均信
息，无法得到单分子内部的在单原子尺度上 g 因子的空间
依赖关系，限制了对单分子磁性等基本物理量的深入理解

及其进一步应用。因此，国际上该领域长期存在两大挑战性
难题：第一，g 因子是否存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第二，若
存在，如何直接在单原子尺度上测量和描述 g 因子的空间
分布？

一直以来，在对磁性量子体系的研究中，测得的 g 因子
都是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的。为了创造 g 因子在空间分布不
均匀的体系，高鸿钧团队在过去十多年里开展了系统研究
和探索。近期，该课题组博士刘立巍、杨锴等人在 MnPc 分
子上通过 STM 进行原子“手术”，设计出一种“功能分子”，
随后利用扩展的近藤效应实验，在单原子尺度上实现了 g
因子的空间分辨。

实验表明，g 因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表明了不同分子轨道
的自旋轨道耦合作用是不同的。 （鲁捷）

朗德 g 因子原子尺度空间分辨首次实现

抗生素“被摄入”伤了祖国花朵

科学教育：整合资源才有希望

姻本报记者 王珊 黄辛 通讯员 孙国根

平均两名儿童中就有 1 人体内含有抗生
素。

在得知这一检测结果的一瞬间，即使有一
定心理准备，姜庆五还是有点震惊。

姜庆五是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复旦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从去
年开始，他和团队就开始探寻我国儿童从环境
中摄入抗生素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
们在上海、江苏和浙江连续搜集了 1000 多名
8~11 岁的学龄儿童的晨尿样本。检测发现，孩
子们的尿样中出现一种以上抗生素的频率为
58.3%。

他们分析了尿样中 5 类共 18 种抗生素含
量后判断，在我国不少地区，儿童体内很可能
普遍存在低剂量抗生素，而这种低剂量抗生素
的存在主要源于环境和食品的影响。

或来源于环境和食品

之所以选择儿童作为样本，课题组王和兴
博士说，儿童生病的几率比成人高，来自临床
的抗生素摄入应该也比成人多；而且儿童身体
代谢的速度很快，儿童被动摄入水和食物中残
留的抗生素的几率也比成人大。

课题组发现，18 种抗生素在尿样中均有检
出，检出频率在 0.4%~19.6%之间，在一份尿样

中，课题组最多同时能检测出 4 类 6 种抗生
素，尿中抗生素总浓度之和在每毫升 0.1~20 纳
克之间的尿样占 47.8%。

“如果是因为生病正常服用抗生素，一般
来说尿样中浓度应该比较高，比如说在每毫升
1000 纳克之上。”王和兴说，他们因此推测这部
分儿童体内的抗生素可能主要受到环境和食
品的影响。

在此次实验设计中，课题组没有对样本进
行相应的流行病学调查，即没有调查被试儿童
有没有在服用抗生素类药物，因此对抗生素来
源的推测只能基于实验设计时的假设。

不过，另外一个发现却从侧面证实了他们
的想法，在儿童的尿液中，他们检测出了四环
素类和喹诺酮类抗生素。由于副作用大，这些
抗生素在临床上早已不推荐在儿童中使用，不
过它们目前仍经常用于养殖业中，在水环境或
食品中也经常被发现。

最初，姜庆五等人计划收集儿童的血液进行
检测，后来由于考虑到伦理问题以及孩子父母的
接受程度，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相对于血
液检测来讲，尿液检测的敏感度更低。“这也就增
加了结论的保守程度。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儿童
背负着沉重的抗生素负担。”姜庆五说。

被低估的真实情况

从临床上来说，低剂量的抗生素是不能够

做治疗来用的。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生命有机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文告诉记者，长期摄入
低剂量抗生素，会有一定风险，因为低剂量抗
生素一方面不足以杀死细菌，同时又可以诱导
细菌产生抗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周颖也告
诉记者，这项研究表明：“我国抗生素滥用不仅
是临床治疗的问题，环境与食品也是儿童抗生
素的重要来源。”

尽管课题组判断抗生素有可能来自于环
境与食品，但其具体的来源是什么？这引发了
很多学者的关注。“对于孩子来说，接触最多的
其实是水和食物。”姜庆五说。

“高密度养殖的发展促使养殖业主在饲料
中大量使用抗生素及其他预防药物，动物的粪
便会污染土壤和水，生产出来的加工产品等可
能就会有抗生素的存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环境与健康首席研究员张金良说，抗生素同
样反映出生产链上的连锁关系。

此外，实验结果还可能低估了真实的情
况。王和兴说，实验设计针对的是在环境中
经常发现的或在人类医学和兽医学中频繁
使用的 18 种抗生素，而近年的研究显示，在
我国水环境和食品中，已经发现的抗生素有
近 70 种，不少抗生素不在实验检测范围之
内。“我们得出的还是比较保守的结果，检测
的范围与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姜庆
五说。

低剂量抗生素摄入藏风险

4 月 13 日，湖北省细菌耐药监测中心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北省超级细菌
CRE 检出率达 14%左右。而 2011 年前，其检出
率低于 1%，5 年间增长了 13 倍。

超级细菌，是指对多数抗生素耐药的细
菌，能让抗生素失效造成严重感染，而超级细
菌 CRE 则被医学界称为“噩梦”。

对此，周颖说，我国儿童体内抗生素的广
泛存在状态可能加重细菌耐药，从而威胁重要
的临床治疗，也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与人群
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对儿童健康的影响还不太明确。”刘文
说，这或许可以成为未来对抗生素研究的一个
方向，目前要进一步明确抗生素的具体来源，
还要继续关注低剂量抗生素在人体内的存在
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如果是长期的存
在，就要进行进一步的比照，与相对干净的样
本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对人体产生哪些具体影
响。”

姜庆五也表示，低剂量抗生素对成人的健
康影响有限，但需要关注其长期摄入对儿童生
长发育的影响。

周颖则表示，抗生素使用可能与炎症性
肠道疾病、儿童哮喘、肥胖和肿瘤形成等具
有相关性，今后应进一步探寻它们之间的关
系。

姻本报记者 倪思洁

这个春天的一个周末，记者来到北京市
101 中学的体育馆。在这里，聚集着众多参加第
35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学生，他们热
情地向参观者展示着自己的科技创新作品。

“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早期培养，应该成为
我们国家科技人才培养链上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与大赛同期举行的“中外教师科技教育创新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青
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长吴岳良院士如是说。

那些热情的年轻人

在这个热闹的体育场馆里，于泽华的展台显
得有些与众不同：一个透明的密闭塑料大箱子，里
面装着一个光学探测器、两块栅状电极，箱子下面
放着一台高压电源。这套设备被这名北方交通大
学附中的高二学生称为静电除霾装置。它的旁边
还放着一条刚拆封的香烟。

“面对雾霾的猖獗，我们能做些什么？在

限制污染源的同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善室
内环境状况。”于泽华说。因此他用了一年时
间研究出了这台装置。在现场参观者的要求
下，他从香烟盒里拿出几根香烟作演示。香烟
的燃烧使光学探测器上显示的霾浓度越来越
高，随后他打开高压电源，霾浓度很快就下降
到了香烟点燃前的值。

像于泽华这样的学生还有不少，来自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年级的遇辰昊作了“全
向自控式太阳能系统”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因
为看到很多建筑的光照影响给人们带来不便，
就希望能做一个既能遮阳又能发电的遮光板。

“多亏有老师的指导，让我的思路慢慢开始
有了点眉目，到现在已经成型了。”遇辰昊笑着
告诉记者。如今，这项成果正在申请专利，而每
遇到一位感兴趣的参观者，他都会热情地为大
家作介绍，并询问改进意见。

幕后工作者的苦恼

在遇辰昊这样的青少年身后，有一群帮助

他们将奇思妙想变成现实的幕后工作者。首都
师范大学附属苹果园中学教师何东慧就是其中
的一位。

两年前，借助学校的植物组培室，何东慧成
立了苹果园中学“天使花房”，引导对生物学感
兴趣的初高中生作植物克隆与组织培养研究。

“学生会在组培选修课上学习植物克隆技
术，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并亲身体验科学研究过
程。”何东慧介绍。但在两年的实践中，她也遇到
了一些苦恼。由于没有应试需求，这使得初高中
低年级学生的生物学知识过于薄弱。如何加强
他们的生物学“底子”，是何东慧时常思考的问
题。

与此同时，科学教育队伍还不够强大。
“打造专职的科学教育队伍，对于提高科学教
育的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看来，从事
科学教育的老师大多是兼职教师。”北京市海
淀区科协常委副主席李云飞说。北京市 101
中学副校长徐星也告诉记者，该校现在专职
从事科学教育的老师不到 1/3，但这已经“算
是很好的了”。

把资源“整”起来

“无论是科技竞赛还是其他方式，离开科技
专家和科研条件的支持是难以开展的。”北京市科
协副主席周立军说。对此，吴岳良表示，国家科学
教育需要进行资源整合，特别是整合社会的资源。

对于拥有丰富科教资源的北京市来说，一
系列工作如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早期培养计
划、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翱翔计划、雏鹰计划
等都在开展。

尽管如此，周立军表示，科技资源的整合仍
然面临一些问题，如优质科教资源参与青少年
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尚需完善；城乡科教资源
不均衡现状仍然存在；科学教育国际交流与合
作仍须进一步加强与拓展。

吴岳良建议，未来在科学教育资源整合方
面，要加强科学教育的实践研究，强调教师和科
研人员的合作，支撑科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
时要深化科技联合，通过高中和本科的科学教
育，培养学生资源，大学、科研院所也要加强对
中小学教师的支持。

一项在江浙沪进行的检测显示，平均两名儿童中就有 人体内含有抗生素，而且有的抗生素显然是养殖业
专用。这说明抗生素滥用不仅是临床治疗的问题，环境与食品也是儿童体内抗生素的重要来源。专家担忧———

我国启动石墨烯
国家标准制定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梦佳）记者 ４ 月 14 日从全国
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了解到，石墨烯国家标准
制定工作日前启动，以期在石墨烯这种新型纳米材料
的术语与定义、制备方法等方面制定科学标准，以引导
和促进我国石墨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据悉，此次主要是对国家去年已批准立项的《石墨
烯材料的名词术语与定义》等 ４ 项国家标准项目进行
讨论，对石墨烯核心术语、材料定义、制备方法等方面
进行界定。

全国纳标委纳米材料分会秘书长戴石锋介绍，尽
管目前国内石墨烯市场火热，但对于什么是石墨烯说
法不一，缺乏标准，部分企业甚至直接将石墨当作石墨
烯进行销售，市场鱼龙混杂。

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的碳
材料，是目前已知的最薄、最坚硬、室温下导电性最好
并拥有强大灵活性的纳米材料。

目前，英国、美国、韩国等多国正着手推动石墨烯
的产业化。我国是石墨烯研究和应用开发最为活跃的
国家之一。数据显示，我国申请的石墨烯专利数量已超
过 2200 项，占全世界的 1/3，产业方向集中在石墨烯
制备及储能、触摸屏和涂层等应用领域。

海南省地球观测
重点实验室揭牌

本报讯（记者丁佳）由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
所联合海南省科技厅、三亚市人民政府举办的“海上丝
绸之路空间认知高层论坛暨海南省地球观测重点实验
室发展战略研讨会”日前在三亚举行。海南省科技厅副
厅长王利生宣读了实验室成立的决定。

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在会议上指出，在国家“一带一
路”重大战略布局下，空间观测技术对于从国家战略角度
进行资源与环境格局的空间认知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他
希望实验室成为空间信息技术面向世界的排头兵。

海南省副省长王路表示，希望将实验室打造成为重
要的区域科技研发中心、空间对地观测科研基地以及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平台，服务海南乃
至南方地区建设，为南海区域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中科院遥感地球所所长、中科院院士郭华东表示，
遥感地球所和实验室将服务海南发展和国家南海战
略，为“一带一路”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海南省地球观测重点实验室是依托三亚中科遥感
研究所和中科院遥感地球所的科技资源与研究力量而
成立的海南省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成立了由徐冠华任
主任，中科院院士秦大河、苏纪兰、郭华东为副主任的
学术委员会。

15 日傍晚，北京地区出现严重沙尘暴，能见度
小于 1000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显著提高。

对于此次沙尘天气的主要成因，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
级工程师李焕安说，主要是受新一轮冷空气东移影响，来
自内蒙古地区的沙尘于 4 月 15 日午后进入北京地区。

专家表示，沙尘天气会导致 PM10 浓度明显升高，有
害于人体健康。中科院大气所研究员王跃思在同一天举行
的光明科学沙龙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污染天气和沙尘暴
之间有一定的相互作用。“简单地说，沙尘是碱性的，人为
排放是酸性的。以汽车排放为例，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变
成硝酸，沙子在空气中遇到硝酸和水，就会发生膨胀。”王
跃思解释说，这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从目前 4月份天气统计来看，王跃思表示，截至今日，
本月 15天中只有 4 天是好天气。“既有的现象是：污染来
了，需要等风来。但风来了，沙尘暴也跟着来了。”他表示，这
是好天气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王珊潘希 /文 CFP供图

九级狂风来袭
京城瞬间“染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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