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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据新华社电 随着南极极夜到来，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位于南极昆仑站的视宁度测量望
远镜（KL-DIMM）测量到了冰穹 A 地区的夜间
大气视宁度，同时证实了在地表 8 米之上有机
会获得极佳的大气视宁度。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商朝晖说，这是首次直
接测量到冰穹 A 地区的夜间大气视宁度。视宁
度表征大气湍流造成望远镜成像抖动的模糊程
度。视宁度数值越小，说明大气湍流越弱，成像
的角分辨率越高，望远镜对暗弱天体的探测能
力就越强，因此地面大型望远镜的建设需要选
择优良的台址。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天文台测得
的视宁度一般在 0.6 角秒，而在冰穹 A 地区测
得了 0.3 角秒的视宁度。不过，对冰穹 A 地区天
文观测资源的确认，还需要更长期的监测数据。

今年 1 月，在自然资源部极地考察办公室、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大力支持下，商朝晖等中国
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队员在海拔 4000 余米的昆
仑站安装了两台 KL-DIMM，并将其架设在 8
米高塔架上。安装调试结束后，KL-DIMM 即开
始自动观测，已获得大量白天视宁度测量数据。
测量结果表明，即使在白天，很多时候也同样可
以获得优异的自由大气视宁度。

据介绍，在 KL-DIMM 研制过程中，有多项
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一是首次实现了小型赤道仪
在冰穹 A 地区冬季的运行，将来可用于冰穹 A 地
区其他小型望远镜的运行，并为大望远镜提供借
鉴；二是开发了无人值守智能观测系统，实现了从
观测规划、望远镜指向到图像获取和保存、数据处
理、结果回传的全自动观测。 （刘诗平 董瑞丰）

我国首次测到
南极冰穹A地区夜间大气视宁度

近年来，天津把智能科技产业
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坚持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
合”，全面布局智能科技产业，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业结构，实
现转型升级。

积极布局 成果涌现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目
前已在政务、电力、航天、金融、电
信等多个行业或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采用银河麒麟操作系统的个人
征信自助查询机投放市场以来，受
到银行机构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普
遍欢迎。”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市场总监姚翎介绍。

这家公司 2014 年落户天津，
是天津以智能科技驱动产业向高
端迈进的缩影。

人脸识别、水下智能机器人、
视觉防火系统、无人机、新能源智
能乘用车、全景多目智能摄像机、
量子通信……近年来，天津加快科
技创新步伐，积极布局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
网、网络安全、虚拟现实等前沿技
术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培育出一批优秀创新型企业，
研发成果不断涌现。

为了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天津接连制定印发了《天
津市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
总体行动计划》《关于加快推进
智能科技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等
多个方案。

天津市工信局局长尹继辉介
绍，这些方案实施以来，天津共计
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项目 183 个，
奖补资金 6.2 亿元，拉动投资 60
亿元。目前，天津已与华为、百度、
360 等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投资额 1400 多亿元，加快构筑
智能科技产业新高地。

培育领军企业 带动全面发展

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在公司展
厅，市场拓展部副总监柯冠岩向记
者展示其最新研发的 FT-2000+
芯片。“这款芯片在单核计算能力、
访存带宽等指标上均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主要应用于高性能计算等
领域。目前基于飞腾产品的整机系
统已经在云计算平台、企业服务器
等多个领域推广应用。”

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
心区，近年来，天津滨海高新区着力
夯实智能制造基础产业，以自主可
控、安全可靠为核心，加强云计算、
大数据、操作系统、高性能服务器、
基础元器件等关键基础软硬件和信
息安全核心技术研发创新，飞腾、南
大通用、天地伟业、中科曙光等一批
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的行
业领军企业在这里快速聚集。

“打造完整产业链，实现集群
式发展，智能科技产业才能健康可
持续发展，未来才能大有可期、大
有所为。”天津滨海高新区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单泽峰说。
如今，天津正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中小企业

为辅的优势产业聚集区和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带动
智能科技产业全面快速发展。

记者了解到，为了大力培育智能科技产业领军
企业，天津今年将实施创新型企业领军行动计划，
分级分类遴选出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分别给予贷款
贴息、认定奖励等政策支持。

“七链”计划：构造创新体系

为了打造有利于研发公关、产业培育和产品应
用“三位一体”发展的大智能创新体系，推进智能科技
产业发展，今年初，天津市科技局对外发布了《天津市
人工智能“七链”精准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0）》。

“七条产业链的末端都是有形的，对应的是智能制造，
通过科技创新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天津市科技
局局长戴永康说，针对产业链内部缺乏衔接、主要节
点规模偏小、关键技术有待突破、原始创新能力有待
提升等不足，天津将实施“有机串链”“扶优育强”“补
短拉长”“平台搭建”“引智引企”“产业聚集”等六项工
程，推动七条产业链形成有机链条，促进产业聚集发
展，构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截至目前，天津初步形成了自主可控信息、智能
安防、大数据、先进通信、智能网联车、工业机器人和
智能终端等七条产业链，共聚集近 300 家高新技术企
业，2017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0 亿元。

智能科技产业，正在成为引领天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新华社记者周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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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佳）记者获悉，美国生态学
会 4 月 16 日公布了 2019 年度“惠特克杰出生
态学家奖”（the Whittaker Distinguished Ecolo-
gist Award）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
物研究所学术所长方精云因在陆地生态学领
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该奖项。这也是我国科
学家首获该奖项。

方精云长期从事全球变化生态学、植被生
态学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遥感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先后发表论
著 420 余篇，其中在《科学》《自然》和《美国科
学院院刊》等期刊发表论文 17 篇，相关论文已
被国内外引用超 3.5 万次。

方精云在国内最早系统开展了我国陆地生
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系统研究了中国陆地生态
系统的碳储量及变化，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尺
度的陆地碳循环框架；发展了大尺度植被动态的

研究方法，丰富了区域植被格局和动态变化的理
论；系统研究了我国植物多样性大尺度格局及形
成机制，丰富和发展了生物多样性的有关理论；
较为系统地开展了我国植物化学计量学研究，提
出了“限制元素稳定性假说”，纠正了学术界长期
以来的认识误区；较为系统地评估了我国及世界
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对气候变化的若
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我国政府
应对气候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开展生态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方精云也
非常注重研究和解决国家需求与社会发展中
的生态学问题，先后向中央政府提交咨询报告
7 份，一些重要咨询和社会服务工作在学界和
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了解，惠特克杰出生态学家奖由美国生
态学会设立。该奖授予对生态学作出杰出贡献的
非美籍生态学家，每年仅有一名生态学家入选。

当超级细菌的概念已经逐渐被人们熟悉
之后，另一种号称“超级”的物种袭来了。最
近，“致死率高达 60%”“被美国列为紧急威胁”

“中国已有 18 例确认感染”等字眼充斥着各
大网站。“超级真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超级真菌”是什么菌？它真的“超级”厉
害吗？我们要怕它吗？为此，《中国科学报》专
访了中国首例“超级真菌”感染病例报道者、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微生物
所研究员黄广华。他说：“健康人群不用怕！”

菌丝发育与致病性

这次的“超级真菌”学名叫“耳念珠菌”，
是 2009 年日本科学家首次发现的一种人体
病原真菌新物种，具有多重耐药性和高达
60%的血液感染致死率。2013 年后，在全球范
围多家医院内暴发了耳念珠菌感染。

2018 年，黄广华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
授王辉团队合作开展了大量临床和基础生物
学研究，从一位 76 岁肾病综合征兼高血压患
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得到了耳念珠
菌，并报道了中国首例“超级真菌（耳念珠菌

BJCA001）”感染病例，这一成果 2018 年 5 月
发表于《新发现病原体与感染》。

“我们团队建立了成熟的耳念珠菌遗传操
作系统和感染模型，并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耳
念珠菌重要的致病特征，也就是菌丝发育现
象。”黄广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这种菌丝的生
长发育与致病性和细胞记忆有密切关系。”

课题组通过实验发现，尽管在体外多种
培养条件下均没有菌丝生长，但经过小鼠血
液感染后，其中一部分从内脏器官分离出的
耳念珠菌细胞获得了菌丝发育能力。

同时，这部分细胞能够长期保持这种能
力，并将菌丝生长特征传递给子代细胞。菌丝
发育是真菌致病的关键过程，这是国际上首
次报道耳念珠菌菌丝发育现象，相关成果
2018 年 11 月发表于《新发现病原体与感染》。

感染只在医院发生

科学家观察到，在 42℃高温下，耳念珠
菌仍然可以分泌大量的毒性因子胞外蛋白
酶，这被认为是耳念珠菌在人体内高存活率
的原因之一。此外，该菌环境适应能力强，能

长时间存活于患者和医护人员的皮肤及医
疗设施表面。

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
团队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中国耳念珠
菌对临床一线药物氟康唑表现出非常高的耐
药性，但对多烯类和棘白霉素类药物敏感。

黄广华指出，耳念珠菌主要通过伤口、耳
道、黏膜和血液等途径，感染免疫力低下或免
疫缺损人群。目前报道的绝大多数病例均发
生在医院或家庭病房内，菌源及易感人群均
集中在医院环境。

被感染者几乎同时患有其它几种基础疾
病，包括糖尿病、脓毒血症、肾衰竭、恶性肿
瘤、慢性中耳炎和肝病等。因此，患者自身免
疫力低下，是“超级真菌”感染后致死率较高
的主要原因。

“耳念珠菌很难感染健康人群，因此不可
能在健康人群中大规模流行，普通大众不必
恐慌。”黄广华告诉《中国科学报》。

目前，耳念珠菌的生态源头还不清楚，在自
然环境中还找不到这类真菌。“正因如此，它对临
床上常用的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是如何起源和
进化的，尚不可知。”黄广华说。（下转第2版）

“超级真菌”来了 你怕了吗？
姻本报实习生霍悦记者甘晓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 通讯员白浩然）近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时间频率基准
实验室研究人员利用北斗三号卫星，采用双
频共视法，实现了我国时间基准 UTC 与捷克
国家时间基准 UTC 的亚欧长基线国际时间
比对。在当前北斗三号共视可视卫星数量比
北斗二号少一半的情况下，达到共视比对精

度 1.2ns（纳秒），提升幅度约 19%。
近两年来，国际权度局一直积极推进北斗

在国际原子时计算中的应用。国家授时中心已
经与德国物理技术研究院、西班牙海军天文台
和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等世界主要时频研究机构
合作，利用北斗二号开展了北斗国际时间比对
的研究。此次中—捷长基线国际时间比对的结

果，证实了在时间比对性能方面，北斗三号较北
斗二号有大幅度提升，为北斗比对正式纳入国
际原子时的计算提供了技术支持。

据悉，目前北斗三号已经成功发射了 19
颗全球组网卫星，包括 18 颗正常服务的
MEO 卫星和一颗在轨测试的 GEO 卫星，其
基本系统现已建成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本报讯（记者唐凤 鲁伟 通讯员孙慧）近日，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何舜平、中科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和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王
文、邱强等联合攻关，对生活在马里亚纳海沟
7000 米以下的狮子鱼开展了多方面的深入研
究，首次在形态上发现了其适应深渊的变化，揭
示了狮子鱼深渊适应的遗传基础。相关论文 4
月 15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生态与进化》。

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地方达 6~11 千米，
被称为超深渊区，这里液体静压高、黑暗、温度
低、含氧量低，且食物资源匮乏，因此它是地球
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尽管如此，研究人
员仍在这里发现了数百种物种，包括狮子鱼。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超深渊区的这种钝
口拟狮子鱼表现出对深海环境的多种适应，包
括透明的皮肤、巨大的胃、较纤细的肌肉、轻微
骨化的骨骼和不完全封闭的颅骨。

接下来，研究团队解析了超深渊钝口拟狮
子鱼的基因组，并揭示其对超深渊极端环境的
适应机制。

他们发现钝口拟狮子鱼骨钙蛋白被截短
了，而骨钙蛋白可以调控组织矿化和骨骼发
育。这可能是狮子鱼产生不同寻常的颅骨和柔
软骨骼的原因。此外，由于生活在黑暗环境中，
钝口拟狮子鱼丧失了若干光感受器基因，导致
其在有光环境下视线较差。研究人员还发现，
这种鱼体内使细胞膜更具流动性的基因具有
多个拷贝，这可能有助于细胞在深海极端高压
环境下正常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见习记者谷双双 记者陆琦）日
前，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祝雪丰与美
国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首次在
热扩散系统中提出反宇称时间对称性，并证实
其存在性。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科学》。

祝雪丰告诉《中国科学报》：“对任意一个
系统，物理学家通常倾向于优先研究它的对称
性，与对称性研究相关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我们的工作就是首次尝试在扩散系统中研究
反宇称时间对称性。”

研究人员发现，利用反宇称时间对称性有
效抑制了波动或热场随着背景煤质运动的扩
散，温度场分布会保持稳定。同时，把理论、模
拟、实验结合在一起，通过观测温度场演化证
明了反宇称时间对称性的理论性和可靠性。

“我们此前讨论了各种在反宇称时间对称
性的实施方案，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了反宇称
时间对称相破缺前后存在完全不同的物理现
象。”祝雪丰说。

研究团队利用两个低热导率且存在热耦合
的反向旋转的平行圆环开展实验，发现在相对较
低的转速时，满足反宇称时间对称性条件，观测
到稳定的热温度场分布，温度极大值位置不随着
圆环的旋转而移动；在转速较高时，反宇称时间
对称性破缺，观测到的温度场分布不再稳定，温
度极大值位置会随时间快速移动。

“我们首次尝试在扩散系统中研究反宇称
时间对称性，为耗散系统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角
度，也为对称性理论延伸到波动系统外的其他
系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祝雪丰说。

相关论文信息：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拍摄的 3D心脏。

4 月 15 日，以色列特
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宣
布，他们成功以病人自身
的组织为原材料，3D 打印
出全球首颗拥有细胞、血
管、心室和心房的“完整”
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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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精云院士首获
“惠特克杰出生态学家奖”

可
喜

本报讯（记者黄辛 见习记者卜叶）近日，
88 岁的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
如捐献 360 万元，设立“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
质工程激励基金”，用于支持生态环境与地质
工程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成果转
化等，推动相关学科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

据介绍，该基金将优先支持同济大学、贵
州师范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
质研究所、清华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5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奖励青年科技工作者
和优秀学生，并用于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
学科的公益性、引导性课题研究资金。

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均为卢耀如的母校。此外，卢耀如曾长期在
同济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
研究所工作，同时兼任贵州师范大学名誉校长。

捐赠仪式上，卢耀如赋诗一首抒发情怀：

“春光明媚心潮涌，借改李诗抒怀感。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能始干。生当强国好奉献，死
应报民留善安。新时代今三佳年，余生逐梦仍
未酣。”

他对其中的“三佳年”解释道：“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特别有
意义的一年。今年我 88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66
周年，参加工作 66 周年，学习地质学 70 周年，
希望在此时间节点，可以将慈善事业和生态环
境安全留给后人。”

据悉，该激励基金将设立基金管理委员
会，由受基金支持单位和捐赠方等代表组成，
每届任期五年。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
依托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在同济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下，该基金以 360 万元为启动基
金，接受国内外企事业单位、财团、社会团体、
个人等捐赠。

卢耀如院士捐款
360 万元设专项激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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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鱼深渊适应
遗传基础首次揭秘

研究揭示扩散系统
反宇称时间对称性

国家授时中心基于北斗三号实现中—捷时间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