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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野生大熊猫幼仔（右）在吃奶。
近日，一对野生大熊猫母子在陕西省佛坪县岳坝镇大古坪村的原始森林中活动。佛坪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

采风途中拍摄到难得一见的秦岭大熊猫母子野外哺乳瞬间。 新华社发（蒲春举摄）

简讯

中国林学会
举办百年纪念林植树活动

本报讯 日前，中国林学会在北京百望山
森林公园组织“百年纪念林”植树活动，纪念中
国林学会成立 100 周年。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中国林学会理事
长赵树丛、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彭有冬、北京市
政府党组成员夏占义共同为百年纪念林纪念
石揭牌，并与所有参与活动的植树人员共同种
下了 100 棵白皮松和其他树种。

此外，为纪念百年华诞，学会还将组织召开
第五届中国林业学术大会暨中国林学会百年华
诞纪念大会，举办学会百年华诞专题展览等系
列纪念活动。 （丁佳）

河南成立复杂系统
建模与高性能计算院士工作站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复杂系统建模与高
性能计算院士工作站落户许昌学院并举行揭
牌仪式。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许昌学院院长
赵继红共同为工作站揭牌。

“河南省复杂系统建模与高性能计算院士
工作站”由许昌学院动力学控制、高性能计算
研究团队与林群院士共同组建，将致力于工
程、物理等诸多科学领域中复杂系统的数学模
型建立及其高性能算法与模拟，为实际问题的
解决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策略。（史俊庭）

两位菲尔兹奖得主
受聘复旦荣誉教授

本报讯 日前，数学大师公众报告会在复
旦大学举行，十余位国际知名数学家齐聚复
旦。菲尔兹奖、阿贝尔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
士迈克尔·阿蒂亚与菲尔兹奖得主、法国科学
院院士阿兰·孔耐分别做了演讲。

报告会前，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许
宁生为迈克尔·阿蒂亚和阿兰·孔耐颁发复旦
大学荣誉教授聘书。受聘仪式由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包信和主持。 （黄辛）

中科院西安分院举行
2017 年院士联络工作研讨交流会

本报讯 日前，由中科院西安分院主办，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承办的“中科院西安分院
2017 年院士联络工作研讨交流会”在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太白校区举行。

与会人员围绕做好院士服务保障工作以发
挥好院士的科研创新领头和为地方发展的智库
咨询作用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交流和讨
论，并对西安分院进一步做好中科院院士的联
络服务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张行勇）

“中蒙俄国际经济走廊多学科
联合考察”项目启动

本报讯 近日，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中蒙俄国际经济走廊多学科联合考察”项
目启动会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召开。来自科技部、中科院等部门领导专家，
以及俄罗斯、蒙古科学院相关院士专家等近
120 位科学家参加了启动会。

项目旨在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提供战略咨询和决策支持，为我国东北
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合作提供科
学支撑，为“一带一路”和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多
学科联合科学考察探索模式、制定技术标准规
范、建立国际协同创新信息网络平台和培养人
才提供样板。 （王卉）

社会组织联名向环保部发出紧急建议函

请挽救我们的绿孔雀
发现·进展

■本报记者 李晨阳

3 月 30 日，自然之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和野性中国三家环保社会组织联名向环保部
发出紧急建议函，建议暂停红河流域水电项
目，挽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硕果
仅存的栖息地。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不过几个月而
已。”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工作室创始
人奚志农语带急切地说。就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和云南省玉溪市新平
县几位领导一起，商谈新平县境内的绿孔雀
保护工作。

绿孔雀重回视野

故事要追溯到 2013 年。一名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者张白（化名）在云南省做季雨林植
被调查研究时发现，这里一些河流流域还有
绿孔雀分布。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云南的野生
绿孔雀。”张白说。后来，他为此专门去那里访
问、调查、踩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知这
一区域要修建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电
站，开始为生存在这里的绿孔雀担忧。

民间人士采取行动的同时，科研机构也
在关注着这一物种。去年，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的一支科研团队在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恐龙

河州级自然保护区调研时，听到玉溪市新平
县方向传来绿孔雀的叫声。这一信息公布后，
玉溪市和新平县的政府领导都非常重视。

在地方政府的邀请下，今年 1 月 16 日，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 15 名师生和哀牢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理局的数名干部
职工组成三个调查小组，分别前往新平县三
个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我们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月，什么都没
有发现。”领衔这项调查的云南大学教授陈明
勇说。春节刚过，他们便返回那里查看之前留
下的红外相机。惊喜的是 15 台相机中，共有
12 台都拍到了绿孔雀，相关照片共计 1 万余
张。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影像，包括雄孔雀开
屏、绿孔雀和其他物种生活在一起的照片。

“这是很大的收获！在此之前，像野生绿
孔雀这么珍稀的物种，哪怕只拍到一张照片
都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陈明勇欣喜地说。

迅速消失的倩影

那么，野生绿孔雀究竟有多珍稀呢？有人
粗略估计，全世界的绿孔雀存量在 1.5 万只到
3 万只之间。至于中国的绿孔雀，上世纪 90 年
代一项调查给出的数据是 800 只到 1150 只，
而现在这个数字很可能已不足 500。

曾经，云南省大部分区域都有绿孔雀分
布。而 2013 年至 2014 年，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省仅 11 个县市的 14 个
地点还有绿孔雀的野外记录。

曾经，中国的动物园是有养殖绿孔雀的。而
据中国动物园协会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管理
养殖不善，任由蓝、绿孔雀杂交等问题，目前中
国所有的动物园已没有一只纯种的绿孔雀。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杨晓君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的绿孔雀仅分布于
云南和西藏两省区。而新平县和双柏县（包括
恐龙河保护区）的这批绿孔雀，是国内目前已
知最大的绿孔雀种群，意义非同寻常。“但即
便是这片栖息地，很大程度上也已支离破碎，
保护现状非常严峻。”他说。

从野性中国工作室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中
可以看到，挖矿、修路、电站施工已经破坏了
大量山体植被，大片黄土裸露出来。而一旦戛
洒江电站蓄水，上游位于双柏县和新平县交
界的石羊江和绿汁江河谷会被淹没，恐龙河
保护区低海拔的地方也会被淹没。这里的绿
孔雀种群将遭受严重的威胁。

他们在行动

“绿孔雀的致危因素有很多，最核心的是
盗猎和栖息地被破坏，绝不仅仅是一个电站
的问题。”陈明勇说。

由于当地百姓不知道绿孔雀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偷猎捕杀行为一直存在。而绿孔雀

个体大、色彩艳、叫声响，很容易被人类发现。
就在野性中国工作室前往拍摄的第二天晚
上，工作人员还听到了枪声。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地政府的支持至关
重要。”奚志农说。就在他们与新平县政府洽
谈的第二天，就有县领导一大早赶赴现场调
查。这些积极行动对打击盗猎、加强保护无疑
有重大意义，野性中国则将为他们提供必要
的技术支持。

陈明勇和他的团队也在抢分夺秒：确证
绿孔雀种群的存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
会对种群数量、栖息地面积、分布现状以及当
地植物物种和植被覆盖等情况做一系列详细
调查。

“放牧、打猎、采伐、电站……我们要把各
种因素对绿孔雀造成的威胁进行量化评估。
预计在 6 月份以前，我们会汇集各项结果，并
最终提出一个完整的绿孔雀保护规划。”陈明
勇说。

杨晓君则建议，将这一地区专门划为绿
孔雀的重要栖息地。如果可能，将现有的恐龙
河州级自然保护区升级或是干脆新建一些保
护区，都会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就在几周之前，奚志农再度回到 17 年前
拍摄绿孔雀的地方，如今那里已经建成了省
级自然保护区，但绿孔雀的芳踪却再难寻觅。
他说：“时间不等人，要保护中国仅存的绿孔
雀，我们必须以最快的步伐开展行动！”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站立石墨烯
微型超级电容器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郑双好、赵雪君）近日，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吴忠帅与包信和院士、中科院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郭丽伟合作，采用高温热解 SiC 法制备
出高堆叠密度、单取向阵列、直接键合基底的站立石墨烯，
并将其应用于高功率微型超级电容器。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美国化学会纳米》期刊上。

研究人员利用高温热解 SiC 基底方法制备出高堆叠
密度、高导电、单一取向的站立石墨烯阵列。与传统电极
材料相比，该阵列直接生长在导电 SiC 基底上，在电极材
料与集流体之间形成较强的界面键合作用，并建立了有
效的离子和电子传输通道。电解液离子可沿着站立石墨
烯平面无障碍快速移动，有效缩短了电解液离子路径，同
时，电子从石墨烯平面到集流体实现了快速传输及其存
储。采用该阵列的微型超级电容器在凝胶和离子液体电
解液中均表现出较高的面容量、快速的频率响应 （9 毫
秒）、优异的循环稳定性以及超高扫描速率（200V/s）。该超
级电容器功率密度达到 61W/cm3，理论上可为小型化、集
成化电子设备提供足够的峰值功率。为发展强界面键合
电极材料应用于高功率超级电容器提供了新方法。

中国提案首个情感交互国际标准获立项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记者近日从中科院

软件所获悉，在近期举办的 ISO/IECJTC1/S-
C35 德国柏林会议上，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小 i 机器
人三家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提出的“信
息技术—情感计算用户界面—框架”提案通
过国际投票，获得正式立项。这是用户界面分
委会首个关于情感计算的标准，也是中国在
用户界面领域第一个立项的国际标准，填补
了国内外在该领域标准的空白。

目前，人机交互界面中的情感交互信息
的处理方式多种多样，情感描述方式，情感数
据获取和处理过程，情感表达方式等均缺乏

统—的标准。
标准发起人之一、中科院软件所研究员

王宏安表示，该标准将规范计算机系统分析
识别情感以及实现情感反馈表达的过程和方
法，使用户和计算机对情感的理解和表示达
到一致。

据王宏安介绍，此次立项的标准是情感
计算用户界面系列标准的第一个框架标准，
该标准共有五部分内容，涉及基本术语、情感
交互过程、情感交互框架等方面的规范性描
述。后续将对情感的分类和表达、情感计算用
户界面的功能接口、情感表达与呈现和情感
数据集等四个部分内容制定更详细的标准。

工作组将通过三年时间完成标准制定。
这期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负责项
目管理，从宏观层面对标准制定的进程进行
把控，指导联合组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将和小 i 机器人一起主导执行工作。

除了共同提案的三家中国研究机构和企
业，工作组还将可能纳入其他中国团队和外
国团队，一起联手完成此国际标准。不过，由
于该标准由中国团队负责主导，其他各国只
能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所以标准的规范、规
则、定义自然会更多地受到中国文化背景、标
准制度，用户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标准将先天
性地利于中国企业。

新乡医学院新乡医学院

发现冷休克蛋白
可模拟亚低温效应

本报讯近日，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杨海
杰带领的“低温保护”科技创新团队在亚低温神经保护机制
方面取得了新进展，首次揭示了亚低温对神经细胞凋亡的分
子保护机制，发现冷休克蛋白 RBM3 对亚低温效应的介导
作用，该成果发表在《科学报告》上。

时至今日，将婴儿体温降至亚低温（33℃），仍是目前
临床上用来减轻新生儿缺氧导致的神经缺陷的唯一可选
方案。但亚低温技术存在明显副作用。

该团队以一氧化氮诱导的人神经瘤母细胞凋亡为细
胞模型，发现亚低温（32℃）预处理可有效抵抗一氧化氮诱
导的细胞凋亡，同时观察到亚低温对冷休克蛋白 RBM3
的强烈诱导作用。该基因被敲低后，亚低温对神经细胞的
保护作用被完全废止，而过表达 RBM3 基因则能够模拟
亚低温对神经细胞的保护效果。团队随后深入分析了
RBM3 的具体保护机制，首次证实了 RBM3 通过对 p38
应激信号通路的有效抑制，以及对 p38 信号通路下游分子
miR-143 的调控，实现对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该研究结果提示冷休克蛋白 RBM3 是介导低温保护
神经细胞的关键基因。其重要意义在于：若能在神经损伤
部位特异性诱发 RBM3 的表达，就可以在模拟低温神经
保护的同时，减少低温的副作用。 （史俊庭）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实现高精度
全光纤化重频锁定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理工大学曾和平课题组通过
共振增强光学非线性实现对有源增益光纤折射率的精密
调控，实现了全保偏光纤激光器的重频锁定。相关研究成
果日前发表于《光学学报》。

随着超快激光向全光纤、全保偏、小型化发展，使得机
载和星载逐步成为可能。因此，研究一种更高锁定精度、全
光纤化的重频锁定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人员在掺镱光纤激光谐振腔内加入一个 980 纳米
/1064 纳米波分复用器和一段用于控制光学腔长的掺铒光
纤，实现了全保偏光纤激光器的重频锁定。在不影响锁模状
态的前提下，通过调制加载至该掺铒光纤上的抽运光强度
来改变该段光纤中铒离子的反转粒子数，进而控制该光纤
的非线性折射率，实现对整个激光器光学腔长的控制。

同时，还在实验中分别测量了不同掺铒光纤长度、抽运
光初始功率对激光器重频控制范围和锁定精度的影响。结果
表明，当掺铒光纤为 1.75 米时，可实现 180 赫兹的重频调整
范围。重频的锁定精度仅与抽运光的初始功率相关，而与掺
铒光纤长度无关。当泵浦光为 18 毫瓦时，重频峰 - 峰值的波
动范围为±0.5 毫赫兹，相应的标准偏差为 0.16 毫赫兹。

“随着光学频率梳的飞速发展，使得重频精确锁定的光
纤激光器在绝对距离测量、天文观测和星载光钟等领域中将
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曾和平表示，今后将继续研究腔内噪
声抑制、超连续谱产生、载波相位探测和锁定等问题。

北京市新添14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协同创新人才引进迈开新步伐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近日，北京市科协
14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集体授牌仪式在未来
科技城中粮集团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举行。
14 家企事业单位院士专家工作站集体授牌,
标志着北京市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引进高
层次人才工作迈开新的步伐。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澳大利亚技术科学
工程院院士陈晓东，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马林以及 14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相
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仪式上，马林建议，进一步提高对院士
专家工作站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进
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进一步加强院士专
家工作站的建设管理，从完善政策措施、扩
大发展规模、加强服务管理等方面推动院
士专家工作站高水平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企业科协工作。要以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科协
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推
进科技创新、激发人才活力作为企业科协

的根本任务，要把加强对外联系、汇聚科技
资源、服务企业创新作为企业科协的重要
任务，企业管理决策层要积极支持企业科
协开展工作。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市科协将按照巩
固、提高、发展的思路，从制度、管理、机制、服
务等方面下手，完善考核办法，加强动态管
理，整合科技资源，不断提升工作站的运行质
量和实效，推动院士专家工作站科学化、规范
化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

设计新型肿瘤治疗策略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 通讯员王泽锋）近日，第二军医

大学基础医学部生物物理学教研室教授雷长海和博士胡
适课题组，在针对癌症治疗上，设计出一种新型肿瘤靶向
治疗策略，并自主制备了一种新型抗体药物有效阻止肿
瘤生长。该成果发布于《科学·转化医学》。

据介绍，在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中，一种称为 EGFR
的分子靶向药物常结合放射治疗使用。但该疗法仅在初
期见效，长用则易产生抗药性。

据胡适介绍，如同“擒贼先擒王”，唯有同时实现对肿
瘤实体细胞和肿瘤干细胞的双重抑制，治疗才能产生效
果。他们研究发现，肿瘤干细胞对 EGFR 靶向药物和放射
治疗都具有抵抗性，这种抵抗性和细胞上的 Notch 信号通
路有关，通过干预 Notch 信号通路，即可抑制治疗时肿瘤
干细胞的耐药问题。利用新型基因工程抗体制备技术，他
们成功构建了一种能同时阻断两种信号的新型基因工程
抗体。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模型中显示，这种抗体药物可以
减缓肿瘤生长并抑制肿瘤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