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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加强猪类疫病研究合作

本报讯 3 月 12 日，欧盟、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动物与
人畜共患主要传染疾病研究统筹协调全球战略联盟举
办的“促进猪类疫病，特别是非洲猪瘟研究”研讨会在京
举行。会议瞄准疫苗研发、流行病学和疾病控制策略的
制定，同时分享了知识和经验，合作寻找应对非洲猪瘟
和其他猪类疫病威胁的解决方案。

非洲猪瘟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猪类严重病毒性疾
病，目前没有有效疫苗。中国生猪存栏数量约占全球总
量的 50％。自 2014 年以来，非洲猪瘟一直在欧洲东部向
西扩散，并于 2018 年 8 月首次在中国出现。 （唐凤）

《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上线

本报讯 3 月 10 日，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领域国际
首个专业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在京举
行发布仪式。该杂志将主要发表包括研究论著、短篇报
道、个案分析、专家评论、综述和编辑点评等有关生物安
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文章。

该期刊由科爱期刊出版社创办，出版模式为开放获
取，初期出版周期为 2 期 / 年（3 月与 9 月），所有文章都
发表在 ScienceDirect 出版平台上，供读者免费阅读及下
载。期刊主编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
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担任。编委专家团队
包括主编在内共有 25 位，来自 9 个国家。 （李芸）

《南海诸岛植物志》（英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邢福武主
编的《南海诸岛植物志》（英文版）一书出版发行。该书介绍
了南海诸岛的自然地理、植被和植物区系等特点，可供生
物学、地学、海洋学、林学、农学、生态学和旅游管理等相关
专业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植物爱好者参考使用。

该书共收录南海诸岛的植物 93 科、305 属、452 种
（包括变种），对岛上每一种植物的科、属、种，以及地理
分布、生境和经济用途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其中，南海诸
岛的分布涉及 49 个岛礁，填补了许多岛礁长期以来缺
乏植物记录的空白。 （朱汉斌周飞）

上海交大发布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报告

本报讯 3 月 11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
研究院、人文艺术研究院和文化创意产业学院联合举办
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研讨会上，《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报告》正式发布，
其中位居前十名的城市为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旧金
山、柏林、北京、洛杉矶、上海、罗马。该报告是中美课题
组通过分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各种统计标准，针对 51
个国际文化大都市进行的首次全球评价。 （黄辛）

还记得去年夏天北极圈内出现罕见高
温，一度达到 32℃吗？还记得刚刚过去的冬天
北京雾霾频发，仅去年 11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就出现 4 次重污染天气过程吗？

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却被科学
家找到了其中的关联。3 月 7 日，北京师范
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
赵传峰等发表在《气候动力学》上的一篇研
究论文告诉我们，北极与雾霾竟是“相爱相
杀”的一对。

雾霾导致北极变暖

赵传峰关于北极和霾的研究，可以追溯
到 10 多年前。

通常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了
极地变暖。当这一常识被固化后，很少有人会
去想，在温室气体外，还有什么物质会让北极
变暖。

2006 年，还在美国犹他大学读博士的赵
传峰，首次发现极地地区除温室气体外的另
一个导致变暖的重要因素就是气溶胶（霾），
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上。

回到北师大后，赵传峰又深化了这项研
究，揭示了气溶胶对北极冬、春季节的强增暖
效应，相关成果 2015 年发表于《地球物理研

究通讯》。
研究发现，大量来自中北美洲、欧洲和亚

洲的霾，对北极气候变暖作出了不比温室气
体低的“贡献”。

“北极的云层浅薄，地球热量辐射出来的
长波透过云层辐射出去后，地球表面温度本
应该低一些。然而，大量的霾这种小粒子气溶
胶的出现，使得云滴增多、粒径变小、光学厚
度增加，地面长波很少能够透过云层向外辐
射，反而被云层保留在地面大气之中，形成了
很好的保暖效果。”赵传峰解释说。

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被科学家大量引用，
还被美国、法国、挪威等作为制定污染控制政
策的科学依据。

不过，赵传峰的好奇心并没有因此得到满
足。他开始琢磨：霾对北极增温有影响，那么反
过来，北极变暖后会对霾有什么影响呢？会不会
影响大尺度环流，进而影响中纬度地区的雾霾？

北极增温，雾霾加重

赵传峰带领团队分析了 1979 年至 2016
年期间，北极地区（北纬 67.5 度以北）的地面气
温和中纬度地区（北纬 30 度至 60 度）的气溶胶
光学厚度（AOD）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北极除了增温的趋势外，还有

两个周期性变化，分别是 7 年和 12 年左右；
而中纬度地区的气溶胶也有 7~9 年和 11~13
年的周期性变化。两个周期性基本吻合，具有
一致性。

“其实大气污染更多取决于局地的影响，
短暂的可能是排放或天气的影响，但如果是
长时间的，比如一两年，那就是气候态的。因
此我们主要看大的周期性变化，从气候态的
波动来找规律。”赵传峰说。

除了周期性变化的一致外，该研究还有
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北极夏天（5、6 月）温度
比较高，那么当年冬天（12 月至来年 2 月）中
纬度地区的霾就会比较严重。

那么，这种影响是怎么产生的？赵传峰分
析说，中纬度风场受北极环流的影响，北极变
暖后，极地的风圈闭环环流不容易被强势打
破，因此中纬度地区来自北方的风速就会减
小，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至于影响的滞后性，他认为，是因为能量
有一个存储过程。到了夏天，北极海冰融化，
海温升高，能量存储在海洋里，到了冬天才会
释放出来。

气象只是个辅助条件

赵传峰等关于北极增温和中纬度污染之

间遥相关的发现，3 位匿名审稿人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们认为，该研究的方法新颖，更重要
的是，能够引起大家对大尺度环流对局地空
气质量影响的共鸣。

至此，赵传峰关于北极和雾霾密切相关
的研究算是闭合了。后续，他将带领团队利用
模式进一步去验证现象背后的机理。

“观测与模式彼此印证。”赵传峰说，“目
前我们只是提出了一种解释，可能还会有别
的解释，用模式能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机
理。”

“在排放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的这
项研究是可以作为预警的。”不过，赵传峰强
调，在霾的发生上，气象只是一个辅助条件。

他表示，我国雾霾成因复杂多样，各个因
素在雾霾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有“贡献”，是
各个因子纠缠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
到每个过程，雾霾主导影响因子或有差异。

在污染排放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
能气象条件一好，就不会形成霾了；如果本来
排放就很严重，气象条件的作用，则体现在霾
的持续时间和最大强度上。

因此，赵传峰指出，治理雾霾的最佳手段
永远是在源头着手。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没想到吧，雾霾还跟北极有关
■本报记者陆琦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近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高俊
平和马男课题组发现月季中一种水通道蛋白调节植株
生长与干旱存活之间的平衡。相关研究在线发表于《自
然—植物》。

在生产实践中，水分亏缺会影响月季品质。高俊平
课题组之前的研究发现，月季质膜型水通道蛋白 Rh-
PIP2；1 通过控制细胞吸水扩展，从而调节了花瓣生长和
花朵开放品质。

水通道蛋白是水分跨膜运输的最主要通道，是影响
动物和植物体内水分平衡的重要调节蛋白。在小鼠和拟
南芥中，水通道蛋白可以通过转运信号分子参与细胞信
号传递，但是水通道蛋白本身能否直接参与细胞信号转
导尚不明确。研究人员发现，在月季中，这种蛋白能够与
定位于质膜的一类转录因子相互作用，从而降低碳水化
合物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减缓了植株生长。沉默其中
某一基因后，提高了植株各器官在干旱胁迫下的生长
量，但显著降低了植株的存活率。

这一发现揭示了调节干旱胁迫下植株“生长—存
活”平衡的新途径。同时证实，水通道蛋白不仅具有水分
跨膜运输的通道功能，也可作为快速响应水分胁迫信号
的调节蛋白，主动参与植株的干旱胁迫响应。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中国农大

揭示月季水通道蛋白
参与干旱胁迫机制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因其
高效率、低成本、且制备工艺简单，而成为该行业最具颠
覆性的技术之一。同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低温制备工艺
已经成为制备柔性、轻质、高效薄膜太阳能电池的首选。

“在太阳能电池领域，晶硅太阳能电池和柔性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二者融合发展，各取所长，可能是今后太
阳能电池的发展方向。”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吴朝新说，

“目前使用的充电设备比较笨重，不方便携带。假如使用
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人们在户外想给手机或其
他设备充电，只需携带一个名片大小的电池，打开后有
A4 纸大小，很快就能给手机充好电。”

超薄、超轻、柔性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以满足航
空航天中的临近空间装备、阳光动力无人机、高空探测
装备和多种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据吴朝新介绍，这
种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目前实现玻璃基板钙钛矿电
池效率突破 22%，柔性器件效率突破 19%。

西安交大

研制出高效柔性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最新研究表明，如果夏天北极的温度比较高，那么当年冬天中纬度地区的霾就会比较重。这一发
现或可作为雾霾预警。

简讯

3 月 10日，山西省科技馆临时设立的天文观测站吸引了众多的天文爱好者。每年 3月的第二个周日为国际天
文馆日。为此，山西科技馆准备了多台专用望远镜，满足天文爱好者探索太空奥秘的愿望。活动当日，工作人员为公
众现场讲解太阳黑子的形成机理和对地球的影响，帮助人们了解光污染、大气污染对天文观测的危害。

图为天文爱好者现场观测太阳。 本报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黄文摄影报道

最近，中国科学
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
究员陆轻铀课题组和
南京大学教授陆轻铱
课题组合作的一项研
究出了点“岔子”。这
对兄妹本想设计一种
装置，用于研究强磁
场下纳米结构的生长
过程，可实验却意外
地走向了另一种“画
风”。

在这项研究中，
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
可直接插入强超导磁
体窄小低温孔径液氦
中使用的超隔热高温
反应系统，在一端封
闭的小口径瓷管中热
分解预先合成的片状
双金属前驱物，想要
做出一些磁性纳米复
合材料，可最后他们
却发现，实验长出来
的样品与常规的瓷舟
反应器中获得的产物
并不相同。

“当时我们的第
一反应是，强磁场导
致了新材料的生成。”
陆轻铀告诉《中国科
学报》，磁性纳米复合
材料就是因为其合成
能够受到磁场导向的
作用而特别受到科学
界关注的。

沿着这一思路，
科研人员随即对比了
不同磁场环境下反应
取得的产物，却发现，
即使磁场减到了 0，
依然产生出了新的纳
米材料。

到底是哪里出了
问题？此次研究与以

往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使用了非常窄小的
反应装置。科研人员不禁开始怀疑，会不会是
反应器的“胖瘦”影响了产物的生成？

陆轻铀等人进一步设计了实验，转而研
究反应器“长径比”对化学反应的影响。

结果叫人大跌眼镜———科研人员在不同
“胖瘦”的容器中，分别获得了 3 种不同成分、
不同形貌和不同组装方式的纳米结构材料。
而这些新材料，在传统“体型”宽大的反应器
里，不论怎么变温、变压，都长不出来。

这打破了人们已有的认知。要知道，对于
常用的固相反应来说，能改变反应过程和产
物生长的可调参数并不多，通常只有温度、时
间、通气体等而已。

“我们认为，反应容器的几何形状也能够
作为一个独立的参量，用于控制化学反应的
进程和纳米结构的生长结果。”陆轻铀说。最
终，他们的这项“意外发现”在《复合物 B 部》
杂志发表。

至于为什么容器的形状会影响纳米材料
的生长，陆轻铀坦言他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我们初步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纳米材料的
中间态产物在反应器中留存的时间不同有
关，但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确认。”

不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人们可以仅仅
通过设计各种形状的反应器，“创造”出用传
统方法永远得不到的纳米新材料了。对苦苦
求索的材料学家来说，这可是一个相当美好
的未来。

相关论文信息：

山西科技馆举办“国际天文馆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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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讯（见习记者卜叶 记者冯丽妃）化
肥促使粮食增收，也改变了土壤的养分循环
模式。化肥中的大量氮流入水循环体系中，
对我国的水安全构成威胁。2 月 28 日，清
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博士喻朝庆等在

《自然》发表题为《恢复中国水环境质量需
全面加强氮管理》的文章，揭示了中国从
1955 年到 2014 年人类活动导致的氮流失
量，建立了各省淡水环境氮容量的“安全”
阈值。文章为近年来全球环境容量限界研
究的区域阈值定义提供了新方法，为全方
位解决中国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提供了量
化依据。

氮素污染是全球环境问题的重点内
容，但关于氮排放安全阈值评估研究目前
还没有可靠的量化定义方法。一些学者基
于氮平衡模型开展全球尺度的阈值评估，
但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该论文第一作
者兼通讯作者喻朝庆介绍，这是由于氮元
素在不同区域的迁移转化受复杂的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影响，难以用简单的物质平
衡模型得到可靠的结果；而复杂的水文和

水质演变机理模型在大尺度模拟中所需
的数据十分缺乏。

该研究结合中国不同区域代表性水体
中历史总氮浓度的观测数据和其他氮平衡
模型计算的氮流失数据，重构了 1955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氮排放与水质演变的时空
关系。研究人员提出，水体氮浓度首次达
到或超过 IV 类水质标准（1.0mg/L）所在
年份对应的氮流失量为该区域的氮排放阈
值的观点。

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水环境的氮容量安
全阈值为每年 520±70 万吨，但目前氮的
实际排放量每年达到 1450±310 万吨。中
国绝大多数省份的氮排放在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超过了水环境安全阈值。有 14 个
省仅农田氮流失量就超过自身阈值，主要
分布在缺水的北方，中国当前的氮管理面
临严峻的挑战。

研究人员对不同氮管理措施的减排潜
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提高农田管理水
平可减小 50%左右的农田氮流失，但仅可
减小全国总超排量的 1/4。若进一步提高

污水处理的除氮效率，其能耗会呈非线性
增长。

喻朝庆认为，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是
重构传统的城乡养分循环体系。在提高农
田氮肥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将城乡有机废
物的还田率从目前的 40%以下提高到 86%
以上，其中 9 个省份需要将还田率提高到
95%以上。

研究人员推荐的几种方法中，其中之一
是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分流，在防止土壤
污染和疾病传播的前提下将生活污水接入
灌溉系统，既实现养分回收又减小农业的
水资源消耗。以 2010 年价格计，基础设施
所需成本近 7000 亿元。实现人畜粪便全部
循环利用的年运行成本为 1200 亿至 1900
亿元，略高于 2014 年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成本 1100 亿元。

“这不但可彻底解决中国的水体富营
养化问题，还可为农民增收提供机会。”喻
朝庆说。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分流废水解决水体富营养化问题
清华大学学者在《自然》发文建言我国水环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