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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人口密度
最大的区域之一，在未来气候变化过程中，西太平洋地区
的降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近日，《自然—地质学》期刊以长文的形式，在线刊登
了中科院地球环境所副研究员晏宏等人的研究。该研究发
现亚洲夏季风和澳大利亚夏季风在最近的小冰期中（约
1400 年 ~1850 年）出现了同步撤退的现象。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南北半球夏季风同步撤退的情
况与长时间尺度上的反向变化完全不一致，进一步分析
认为差异可能与小冰期期间太阳能量输出的减弱有关。
由于陆地降温比海洋快，小冰期太阳辐射的减弱会导致
陆地—海洋的热力差减弱，从而减弱海洋向陆地的水汽
输送能力。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特殊格局（赤道地区为海
洋，南北半球为亚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条件下，这演
变为热带向南北大陆水汽输送的减弱，从而出现热带辐
合带收缩的现象。

亚洲和澳大利亚夏季风
研究获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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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成舸 实习生周依帆）《科学报告》日前发
表了湖南大学智能电网研究所一项新发现。研究显示，用电
动汽车代替传统汽车具有降低城市温度的潜力。此外，较低
的热排放量还能减少当地空调的使用，从而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加速用电动汽车替代传统车辆
的过程。

电动汽车是否真正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争议性
话题。过去研究多集中在碳排放领域，但其对热排放的影响
并未引起足够注意。湖南大学曹一家团队在研究城市微气
象对空调负荷的影响时，发现了一个新效应———“累积效
应”，即连续高温对空调能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该效应显
著地放大了城市热岛效应（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城市比周围
乡村温度高的现象）的影响程度。

论文第一作者梨灿兵进一步计算发现，与传统燃油汽
车相比，电动汽车行驶时每公里散发出的热量要少得多，只
有前者的不到 20%。这显然有助于缓解夏天大都市的城市
热岛效应。以北京为例，作者估计如果把传统车辆替换成电
动车辆，可以减弱城市热岛效应 1 摄氏度。他们计算出这将
带来后续空调能耗每天减少 10686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然而作者指出，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城市热岛效应，例
如减少气溶胶污染。此外，虽然电动汽车在行驶时的热排放
量更低，但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可能比制造传统汽车
产生得更多。因此，在考虑权衡用电动车辆取代传统车辆
时，仍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发现电动汽车
可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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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忠岐：

尽快建立国家级濒危珍稀动植物种源基地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 通讯员胡红升、李燕燕）第三军医
大学李晓辉团队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余建华（音）共
同发起，联合国际免疫学界专家，经过 3 年多的深入研究，
最终发现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的内源性负性调控机
制。最新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免疫学》杂志上。

NK 细胞是人体对高危致病因子作出“泛特异性”防御
的第一道防线的关键成员，能参与抗肿瘤、抗病毒感染和免
疫调节，但其活性失衡（亢进或低下）不仅导致无法正常发
挥上述功能，还会参与超敏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病变。
迄今为止，医学界对于 NK 细胞的正性调控机制以及外源
性负性调控机制已有所了解，但对 NK 细胞的内源性负性
调控机制几乎一无所知。

李晓辉团队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回答了这一问题。
该研究首次发现了转录因子 Foxo1 能负性调控 NK 细胞的
成熟，从而抑制它的肿瘤杀伤能力，并阐明了其主要机制是
通过抑制 NK 细胞发育与成熟的正向转录因子 T-bet 基因
的蛋白表达，实现对该细胞的负性调控作用。

发现自然杀伤细胞
负性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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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本报讯（通讯员孙磊 记者刘万生）3 月 31 日，中科院
大连化物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韩克
利和邓伟侨等人，基于 π 堆积体系中电荷迁移理论方法
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相关结果在日前出版的《自然实验手
册》上发表。

π 堆积体系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例如有机半导体、
液晶和 DNA 双螺旋结构等。由于体系中存在较强的
π-π 耦合，因此体系中电荷迁移较容易。利用这一特性，
π 堆积体系常用于有机半导体晶体管和 DNA 分子导线等
电子器件中。不同于传统的半导体体系，有机 π 堆积体系
的电荷迁移服从跃迁机制，因而常规的半导体理论方法无
法用于描述其电荷迁移行为。而且由于有机分子的多样
性，有机 π 堆积体系也种类繁多。如何从上百万种可能中
找到所需性能的有机 π 堆积体系是这个领域的关键问
题。而一个能够准确定量化预测有机 π 堆积体系电荷迁
移的理论方法是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核心。

根据该研究团队提出的理论方法，仅根据 π 堆积体
系的晶体结构就能预测该体系的载流子迁移率，得到的预
测结果与实验结果有很好的吻合。该成果为用计算机大规
模筛选所需性能的 π 堆积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电荷迁移理论方法研究
获进展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简讯

中关村出台智能硬件产业政策

本报讯 近日，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
联合发布《中关村促进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
的若干支持政策》，29 条措施将从七个方面为
智能硬件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这些政策包括对智能硬件小微企业提供贷
款贴息、为重大智能硬件项目提供最高 5000 万
元的政府股权投资等。预计到 2017 年中关村智
能硬件收入规模将超 5000 亿元。而且目前中关
村正在规划智能硬件产业聚集区建设，预计到
2017 年，该区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
硬件产业集群。 （郑金武）

广东中策知识产权研究院
揭牌成立

本报讯近日，广东中策知识产权研究院在广
州揭牌成立，“2014 年度中策中国企业专利技术
百强榜”同时发布。该院是广东首个引进的侧重于
知识产权政策研究、战略制定、产业运营等方面的
国家级知识产权高端专业服务机构。

据悉，华为、中兴、中国石油、国家电网等位
列中国企业专利技术百强榜前十名。（朱汉斌）

敦煌遭遇 2015 年首场沙尘暴

本报讯 记者从甘肃省气象局获悉，3 月 31
日甘肃省酒泉市出现 2015 年第一场区域性沙
尘天气，最小能见度仅有 150 米，瓜州平均风力
达 7 级、极大风速达 24.5 米 / 秒。当日，敦煌境
内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著名景点均被
迫关闭，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照常运行。4 月 1
日，莫高窟正常开放。

敦煌研究院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主任李萍
表示，沙尘会污染洞窟环境，微砂粒会擦伤壁
画，更细的尘埃会附着在塑像、壁画表面，对文
物本体造成损坏。考虑到文物安全和游客出行
安全，莫高窟 31 日被迫关闭。 （刘晓倩）

北海高新区晋升为国家级

本报讯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北海高
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是广
西的第 4 家国家级高新区，也是西部地区唯一
的沿海国家级高新区。

北海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后，将以高
新产业集聚、创业孵化、创新扩散、科学发展示范
等功能为引领，坚持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
约、特色鲜明、规模适度、配套完善的部署，以创建
创新型特色园区为阶段目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速推进园区的发展。 （贺根生）

3 月 31 日，公司创始人李念在发布会上介绍 PALADIN ARM 电控车载摇臂。
一家以“90 后”成员为主的自主创业企业中影创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其设计研发的首款产品———PALADIN

ARM 电控车载摇臂（骑士摇臂）。这是一款电控陀螺增稳车载摇臂，整套系统由摄影机云台、电控臂体及车内控制单元组成。
可通过快速安装的方式挂载于大多数普通车型顶部，由 2~4 人在车内遥控，完成运动镜头拍摄。 新华社记者徐亮摄

本报讯（记者黄辛）“老年痴呆目前无药
可治，只能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近日，
在以“老年认知障碍的今天与明天”为主题
的第 70 期上海院士沙龙上，包括杨胜利、闻
玉梅、王威琪等院士在内的与会专家建议，
必须加强老年认知障碍疾病的基础研究，推
进疾病的早期筛查。同时，开展老年认知障
碍大数据调查，明确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疾病
患者数量及相关数据。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是一组发生在老龄
人群中的、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获得性认知功
能缺损疾病。闻玉梅介绍说，我国现有老年
认知功能障碍疾病患者 900 万，其中阿尔茨

海默氏症 600 万。在众多非传染性疾病中，
该疾病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负担最为显著，
已成为最大健康挑战之一。“但由于我们对
疾病的认识尚不够深入，因此疾病的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方式仍非常欠缺。”

我国目前 85 岁以上老年人有 50%患有
老年痴呆。随着生活环境改善和医疗水平提
高，85 岁以上的人群越来越多, 老年性痴呆
患者也会越来越多。华东医院副院长保志军
告诉记者，该病比较难识别，一般来说，疾病
初期就诊的患者少，来医院的都是病情较重
的，没有太好的治疗手段。“老年痴呆病因尚
不清楚，但有研究发现，如果早期发现、早期

干预，能很好地延缓发病时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孙凤艳则认

为，要从基础研究、临床治疗、药物研发及社
会关注等多方面关注老年性痴呆，加强科普
宣传工作，引导市民正确认识疾病，减少歧
视，为患者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推动
建立家庭—社区—三甲医院联动照护系统，
减轻患者家属生活负担。

院士专家提出，老年痴呆“潜伏期”较
长，有时甚至是 10 年至 20 年，普通人群 45
岁后就应开始关注生理心理变化。适当运
动、多用大脑、多听音乐、合理饮食，可以预
防老年性痴呆。

老年痴呆要早诊断早干预

为雾霾监测装上“天眼”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在今天的中国，雾霾是老百姓最关心
的话题之一。为了监测雾霾，中科院布下了

“地网”：在全国布设由 40 个站（点）组成的
大气质量联合观测网；在京津冀则建立了
由 16 个国际标准空气质量观测站组成的
地面监测网。

撒下“地网”的同时，“天罗”也正在编
织。《中国科学报》记者日前走访了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他们有一支自称“臭总”团队的队
伍，从 2013 年起，就在不间断地为霾卫星监
测提供硬件支持。

时间的惊喜

2013 年的 1 月，对于每个生活在北京的
人来说，或许都留下了呛鼻的记忆。这个冬
天，北京重霾锁城，雾霾还以汹汹之势占领
华北上空。

也正是这年，当地面的雾霾监测网络还
没有张罗开来时，由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自主
研制的紫外臭氧总量探测仪，利用吸收性气
溶胶指数 AAI 成功对霾进行了监测。作为

“客户”和数据的使用方，中国气象局利用风
云三号气象卫星搭载的紫外臭氧总量探测

仪实现了对霾事件的全过程监测。
这个研制该探测仪的团队成员，习惯自

称“臭总”团队。王咏梅，正是“臭总”的主任
设计师。

“其实，最初我们并没有想到将这台仪
器用在霾监测上，因为它原本是用来监测全
球范围内臭氧总量情况的，之所以能够监测
到霾，即含碳等细小颗粒物的气溶胶，是因
为我们在监测臭氧时需要扣除这类气溶胶
的影响。”王咏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说，早在 2000 年，当风云三号紫外臭
氧总量探测仪还只是设计雏形时，它纯粹是
为了监测臭氧而生的。

时间总能带来惊喜。他们没想到，6 年后，
这个用来探测臭氧的卫星载荷，会延伸出这样
一个“时尚”的用途。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被气象局纳入雾霾
天气业务监测运行系统。每个月，王咏梅都
会收到一份来自气象局的月报，月报里有各
类“臭总”的数据分析产品，霾等细颗粒物情
况就是主要产品之一。

天上的眼睛

想从天上监测霾，并没那么简单。王咏
梅告诉记者，由于霾的发生时常伴随着云等

亮背景信息，因此利用可见光光学遥感卫星
准确地监测霾具有较大难度。

相比之下，风云三号紫外臭氧总量探测
仪具有实时、大范围霾环境监测能力，相对
于地面监测，卫星 AAI 指数可以监测连续空
间分布的霾天气及其移动发展趋势，在空间
覆盖方面具有优势，能为霾的空间分布研究
提供实时、大范围观测资料。

“AAI 值的大小，与大气中对紫外线具有
吸收作用的气溶胶含量密切相关。普通云或
者冰雪 AAI 指数很小甚至是负值，而霾对紫
外线具有强烈的吸收作用，AAI 指数会明显
增大，因此通过 AAI 可以很好地克服云或冰
雪的影响，对霾进行监测。”王咏梅说。

不过，目前，“臭总”的数据情况还有优
化空间。“现在，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是
50km×50km，光谱分辨率是 1nm，所以，这
些数据产品上，彩色区域都是一块一块的
色块。”王咏梅指着气象局月报上的数据产
品说。

“卫星，是观测霾的一个重要手段。”采
访中，团队的另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风
云三号气象卫星 01 批和 02 批上，加载了三
台“臭总”仪器，目前，该团队正在为 03 批研
制既可以监测“臭总”情况，又可以监测雾霾
情况的新仪器。

投身新仪器

1999 年，当“臭总”刚立项时，付利平就加
入了这个团队，如今也算是“臭总”的元老级人
物之一。自那时起，夏天的高温假对于现任“臭
总”副主任设计师的付利平来说，实在太奢侈。

“我们的用户是气象局，但是我们对口的
卫星总体是航天八院，他们没有高温假，我们
要一直和他们有技术和接口联系，所以我们
高温假期间，经常会与合作伙伴有技术等方
面的工作要沟通协调。”付利平说，这样的状
态一直持续到 2008 年———作为我国第一台
紫外臭氧仪器，“臭总”跟随风云三号上天。

现在，这个 13 人的团队，承担了两项职
责，其中之一是监测仪器的工作状态，并向用
户反馈。“这项工作基本不会占用我们太多时
间。”王咏梅告诉记者，从 2008 年至今，仪器
的衰变很小，数据基本不需要进行修正，就可
以直接出产品。

现在，该团队将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了新仪器的创新研制上。“新的探测仪名
为‘紫外可见高光谱臭氧总量探测仪’，将于
2018 年到 2019 年左右发射，相比之前的探
测仪，它的空间分辨率将有望提高 6 倍。这台
仪器与美国宇航局目前正在用的仪器在同一
档次。”王咏梅说。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
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社会和谐生存
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应当建立若
干国家濒危、珍稀动植物种源基地，加以有效
收集、防疫、保存、抢救、开发。”近日，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中国林业科学院
首席专家、国际林联东北亚森林保护学工作
委员会主席杨忠岐这样表示。

虽然全世界现存的各类动植物种类繁
多，但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也伴随对自然环
境和野生生物的诸多破坏。近两个世纪，一方
面外来入侵生物跨境传播问题越来越严峻，
另一方面野生动植物资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丧失。
“物种灭绝对整个地球的危害和威胁以

及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是难
以预料和无法挽回的。”杨忠岐指出，生物多
样性是衡量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
重要标志。获取、拥有、开发利用以及保护濒
危、珍贵动植物资源的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
国家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非传统国
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指标。

杨忠岐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自然
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依然面临很大的压
力和挑战。我国利用国外物种资源更是不多，
且国家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体系，在种质资
源的收集引进、检验检疫、健康检测、珍稀资
源保存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

距，与我国作为世界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大
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为有效保护我国的濒危珍稀动植物物
种、增加我国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丰富我
国陆地与海洋的生物多样性，为国家的生态
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奠定长远基
础，他建议，借鉴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
的经验与做法，从国家层面着手，进一步加强
和推动这方面的战略布署和系统组织。

对于具体的执行策略，杨忠岐也给出了
建议。他认为，首先，国家要加强对野生动植
物资源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及宣传推广工
作；其次，在新一届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总
体方针和《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战
略规划纲要》指引下，把建立国家濒危珍稀生

物资源拯救中心和世界珍稀动植物种源基地
确定为国家战略。此外，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
全社会特别是有实力民营企业的作用，制定
有吸引力的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充分调动
全社会参与国内外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事
业的积极性。

“当然，国家应在资源保护政策上给予
更多支持。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尽快审核各
地申报及在建的濒危、珍稀动植物物种拯救
保护中心和种源基地项目，并列为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同时，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应加
大外来入侵生物防控，保护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国内濒危珍稀动植物种源基地及生
态安全，防止珍稀物种资源非法流失。”杨
忠岐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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