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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 月 26 日，中国南极中山站举行建站 28 周年纪念仪式，中国第 33 次南极科考队领队
孙波（右）及中山站站长赵勇为新修葺的“中山广场”石刻揭幕。

第 33 次南极科考队队员在度夏考察作业期间，利用铲车、挖土机等设备在中山站站区前平整了
一片开阔地，修葺成“中山广场”。 新华社记者荣启涵摄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启动建设

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升级换代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为风云四号打造一双超级慧眼

据新华社电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动
员大会 2 月 27 日在合肥高新区举行。作为国家批准
建设的全国第二个、中西部首个国家创新体系基础
平台，该中心将聚焦科技前沿开展高水平研究，代表
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带动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

今年 1 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正式批复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该中心由安徽省政府
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建设，将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
境等交叉前沿领域，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高
水平研究，推动实现重大原创性突破，催生变革性技
术和新兴产业，目标是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
台、科学研究的制高点、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创新驱

动发展先行区。
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以钉钉子

的精神、只争朝夕的劲头，扎实推进各项建设工作，
确保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

根据建设规划，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在升
级合肥地区现有大科学装置的基础上，争取新建聚变
堆主机、大气环境立体探测、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等大
科学装置，发挥“1+1>2”的科研装置集群效应。

依托这些大科学装置，合肥规划建设量子信息
国家实验室、大基因中心、离子医学中心等新型科研
平台，主攻国家信息安全、核聚变能源、雾霾治理、癌
症治疗等重大科研方向，力争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率
先取得突破。 （徐海涛）

环保部和中科院再次合作

2010-2015年全国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陈发虎院士研究团队的一项最新科研成果揭示，人为
排放气溶胶正对亚洲高山湖泊生态系统产生深刻影响，未
来人为气溶胶的减排将可能加速其退化。该成果 2 月 27 日
在线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

陈发虎团队依托亚洲高山湖泊记录，首次揭示出在自
然暖期环境下，亚洲高山湖泊发生了显著的湖泊富营养化，
而在最近几十年以来人类活动主导的暖期环境下，由于人
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阻止了亚洲夏季风的增强，从而造成
亚洲高山湖泊没有发生富营养化，而如果未来由人类活动
排放的气溶胶减少，亚洲夏季风将返回到自然暖期环境下
季风增强的状态，将又可能导致亚洲高山湖泊系统出现之
前的富营养化状态，进而导致其生态系统退化。

相对于自然状态，评估和预测现代暖期人类活动主导
的区域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极具挑战性的前
沿科学问题。有研究认为，亚洲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
发展导致近几十年来该地区气溶胶含量显著增多，导致海
陆热力差异减小，进而对亚洲夏季风气候产生了显著影响。
但这种由于气溶胶导致的现代暖期季风变化与由于太阳辐
射等自然因子导致的自然暖期季风变化特征有何不同？其
对亚洲季风区的水生生态系统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潜在
影响？在全球未来持续变暖背景下，这种潜在影响会如何变
化？这些问题尚不清楚。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兰州大学刘建宝博士告诉记者，通
过对比自然暖期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暖期的季风变化对湖泊
生态系统的影响过程及其机制，可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重
要窗口。他们的研究认为，人为排放气溶胶影响下的全球变
暖对亚洲湖泊生态系统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事实上改变
了自然状态下气候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方式，而且这种人为
影响已经明显超越了过去两千年的自然变率。这项研究表
明，未来人为气溶胶的减排以及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将进
一步加剧该地区的高山湖泊的生态系统退化，可能会产生
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使该地区已经较为紧张的淡水供应
形势更为严峻。

本报北京 2 月 27 日讯（记者丁佳）环境
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今日在北京联合召开

“全国生态变化（2010-2015 年）调查与评估”
启动会。会上，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和中科院
副院长张亚平代表双方签署了《环境保护部
中国科学院生态数据共享协议》。

生态数据共享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加
强两部门合作研究和成果共享，实现数据互
联互通，促进双方共同完善监测网络，在监
测网络和数据共享方面推动出台一批标准
规范。

黄 润 秋 表 示 ， 会 议 的 召 开 标 志 着
2010-2015 年全国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正
式启动，尤其是双方共同签署的《环境保护部

中国科学院生态数据共享协议》，将是两部门
在生态保护数据和成果互联互通与共享方面
迈出的第一步。

黄润秋强调，全国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
是一项基础性国情调查，要按照“看变化、找
问题、查原因、提对策”的思路，全面掌握 2000
年以来我国生态状况变化的总体态势，建立
和规范长效机制，保质保量完成好这项政治
任务。此次调查评估设置了全国综合评估和
6 个典型区域的专题评估，今年九月底前要
先形成全国综合评估报告，实现“边实施、边
产出、边应用”。

张 亚 平 表 示 ， 环 保 部 与 中 科 院 于
2012-2015 年联合实施了“全国生态环境十年

（2000-2010 年）变化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
该项目的成功合作，凸显了部院合作在促进
高水平创新成果产出中的优势，也是促进高
水平创新成果产出的重要平台。

张亚平指出，新一轮全国生态状况调查
评估的启动以及生态数据共享合作协议的签
署，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双方合作关系。中科
院将利用生态保护领域形成的学科积累优
势、研究队伍和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为双方合
作提供科技支撑。他建议双方加强合作与沟
通，确保项目任务顺利完成；明确科学问题，
加强科技创新，把完成国家任务与推动学科
发展结合起来；把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结
合起来。

张亚平强调，环保部和中科院再次联合组
织全国生态状况变化调查与评估工作，是在面
向加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这一具体的
国家需求背景下开展的，中科院高度重视并积
极参与调查评估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将配备最
强的技术力量，动员生态环境领域的专家和大
量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一线工作。

据悉，2012-2015 年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科
学院联合开展了“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

（2000-2010 年）调查评估”，有关成果为修编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十三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供了重要参
考。部分成果发表在《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等国际期刊上，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

作为享誉世界的两位科学家，杨振
宁、姚期智教授已经放弃美国国籍，成为
中国公民，并于去年底主动向中国科学
院提出申请，由中科院外籍院士转为中
科院院士。日前，二人的名字出现在中科
院官网的“院士名单”里，同时从外籍院
士名单中消失。

对此，坊间有不少质疑之声，有的担
心“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有的怀疑“回
国养老来了？”笔者认为此类意见未免狭
隘，且流露出固执的偏见。其实，对于两
位在各自领域做出过世界级贡献的科学
家的此番“回归”，我们更应该以开放的
视野和历史的眼光予以解读。

显而易见，两位科学家做出“回归”
的决定，绝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深思
熟虑的结果。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当初
加入美国国籍，曾经考虑很久，是一个痛
苦的决定，而 2015 年放弃美国国籍，也
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之所以选择回归，
既是因为“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
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也是因为对回
国后多年来为国家所做的工作感到欣

慰。而姚期智先生则更加明确地表示，全职回国工作十
几年来，“投入中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划时代壮举，得以培
养我们的青年才俊，促进高端科研的开展，是我一生中
感到最有意义的工作”。“能做回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觉
得万分的欣慰与骄傲！”换句话说，两位先生当年加入外
国籍，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而他们今天的欣
然“回归”，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正在实现这
一时代召唤下的必然选择，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

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综合国力不
断提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的战略目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人才制度体系，我国的科技事业已然处于赶超一流的
关键阶段。先进的设备、优厚的待遇、开放的环境、尊重
科学的社会价值导向等等，这一切都使得当今中国科技
工作者拥有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优越条件，也使得
千千万万的归国学子都可以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更
好地实现强国之梦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完美结合。因此，
在两位科学家之前，已经有很多优秀的海归学者做出了
同样的选择，这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
象。据新华社报道，自 2008 年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 4
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 1978 年至 2008 年引进
总量的 20 余倍，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
的海外人才回归潮。与此同时，大量海归人才释放出巨
大发展能量。目前，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业园 300 多个，
入园企业 2.4 万家，2015 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 2800 亿
元，6.7 万名留学人才在园创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位先生的“回归”显然具有极为
强烈的风向标意义，不仅表明他们对中国发展现状的高
度认同和对未来发展的乐观预期，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必将从更大范围
和更长时间的维度激发广大留学人员报效祖国的热情。

“箫韶九成，有凤来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
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的，“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
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一个更加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再也不需要科学家们面对去
国怀乡的痛苦抉择，相反，只会吸引更多的海外赤子归来
报效祖国，加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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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赵斌课题组通过
建立初期肝癌动物模型，首次捕捉到单个肝肿瘤起始细胞
逃避免疫系统“追杀”的过程并揭示其原理。这一研究将对
进一步研究肝癌发病机理和开发免疫治疗手段产生重要影
响。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基因与发育》杂志。

“肝癌发病率、死亡率较高，多数病人在确诊时已处于
癌症中晚期。深入了解肝癌的发病机理，找到新的早期诊断
标志物，以及新的治疗靶点是肝癌研究的重点。”赵斌说。

赵斌课题组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小鼠活体肝细胞基因编
辑体系，这一新型的体系可以“定向”让个别正常的肝细胞先
行癌变，并精确模仿肝癌的发展进程。“绝大多数的癌症都是
由个别正常的体细胞突变而来，新型技术揭示出，当第一个细
胞癌变时，肿瘤是怎样一步步发生发展的。”赵斌介绍。

课题组发现，肝癌细胞通过分泌一种特定细胞因子吸
引巨噬细胞成为自己的“帮凶”，从而存活下来。研究人员介
绍，巨噬细胞是人体内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该细胞会定向
识别并吞噬病原体，但在单个体细胞初期癌变的阶段，巨噬
细胞却能够抑制免疫细胞，肿瘤细胞从而成功逃过免疫监
视，避免被清除。

“具有识别和对抗癌细胞功能的免疫细胞‘缴械投降’，
是肿瘤细胞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肝癌发生的起
始阶段，课题组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找到了原因。”赵斌说。

肿瘤的免疫治疗是近年来癌症研究的热点之一，全面
阐明肿瘤免疫逃逸的机制是开发新方法重新调动机体免疫
系统杀灭或预防肿瘤的关键。赵斌表示，课题组将进一步探
索肝癌细胞“逃逸”机制并尝试开发癌症初期阶段的免疫预
防方案。 （朱涵）

中国学者揭示
初期肝癌细胞逃逸机制

本报北京 2 月 27 日讯（记者丁佳、黄辛、
张楠 通讯员任远）今天上午，国防科工局、中
国气象局在北京联合发布我国新一代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获取的首批图像与数
据。风云四号卫星与地面应用系统协调匹配、
工作正常，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成

功实现了升级换代。
此次发布的风云四号卫星首批影像图和

数据主要包括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获取的
图像、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获取的大气红外
辐射光谱、闪电成像仪获取的闪电分布和强度
信息、空间环境监测仪获取的空间效应及粒子
探测信息。经过对首批获取的图像和数据初步
分析，图像层次分明，云层和地表纹理丰富，风
云四号卫星的主要探测功能得到全面验证。

风云四号工程总师李卿表示，2004 年，随
着风云二号 C 星的业务应用，我国结束了气
象卫星数据依赖国外的历史。现在，风云四号
A 星同日本葵花 9 号、美国 GOES-16 一起，
跻身国际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的先进行列。

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田玉龙告诉记者，
风云四号与我国第一代卫星观测系统相比，
观测的时间分辨率提高了 1 倍，空间分辨率
提高了 6 倍，大气温度和湿度观测能力提高
了上千倍，整星观测数据量提高 160 倍，观测
产品数量提高了 3 倍，综合探测能力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风云四号卫星实现了多项重大技术突破。
如将 4 台遥感仪器安装在一个卫星平台上，成
功解决了多仪器同时工作所产生的相互干扰

问题；世界上首次实现了静止轨道高光谱大气
垂直观测，可进行高频次、高精度垂直大气观
测，获取大气温湿结构信息；自主突破了静止
轨道三轴稳定平台的图像导航配准技术，使得
图像定位精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首次实现了
我国静止轨道闪电成像观测，可对我国及周边
区域闪电每秒拍摄 500 张照片，将提高对雷电
和暴雨等灾害的监测预警水平。

其中，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和干涉式
大气垂直探测仪堪称风云四号的两只超级慧
眼。记者了解到，这两大光学载荷由中科院上
海技物所历时 20 多年研发。

该所研究团队先后破解了亚秒级指向精
度的碳化硅双扫描镜二维扫描机构研制技术、
高灵敏度面阵探测器技术、甚长波红外探测技
术等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实现了所有
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完成了从基础机理到核心
元部件再到系统集成全创新链的自主可控研
制。这两大红外光学载荷充分利用卫星姿态的
三轴稳定方式，成功抢占了地球静止轨道气象
卫星在国际上竞争的制高点：高频次观测和高
分辨率区域机动探测能力。

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可加强中小尺
度天气系统的监测能力，成功实现了技术的

代际跨越：探测波段数大幅增加、空间分辨率
和时间分辨率成倍提高、温度分辨率明显提
高、光谱分辨率显著提高、辐射定标精度有进
一步提升，载荷具有灵活的区域成像功能，可
获取地球表面和云的多光谱、高精度定量观
测数据和图像，包括昼夜的地球全圆盘图像、
高频次的区域图像。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是最受同行瞩目
的风云四号的关键有效载荷之一，填补了高
轨三维精细遥感知识的空白。作为国际首台
静止轨道的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其在长
波红外和中波红外波段可实现 1500 个以上
细分光谱的探测，光谱分辨率达 0.625 波数，
红外波段空间分辨率达 16 公里，相当于给大
气做超过 1500 层的精细“立体 CT”切片式探
测。它为人类深入研究大气对流、更精细预测
灾害性天气提供了新的可能。

两台主载荷同时装载在高轨气象卫星
上，在国际上率先实现高时效对地三维探测，
对提高我国气象卫星全球观测能力具有划时
代的重要意义。

据悉，国防科工局、中国气象局目前正在
按计划组织有关单位开展卫星在轨测试，计
划今年 6~7 月份交付使用。

气溶胶减排或将加速
高山湖泊生态退化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南极中山站建站 28周年“中山广场”落成

风云四号 A 星第一幅彩色合成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