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出生时的 DNA突变可导致寿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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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之前，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水平村还
是一片荔枝林，偏僻冷清。如今，荔枝林摇身变成
了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的所
在地，国内外的科研工作者熙熙攘攘。

10年来，从荔枝林到科研高地，这场华丽转身
离不开一群充满斗志的年轻人———中国散裂中子
源建设团队。4月 28日，这支年轻人占 70%以上的
团队荣获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从“门外汉”到技术骨干

2009年，加入散裂中子源项目时，张玉亮还是
个刚走出校门的硕士生，学的是通信工程专业。第
一次听说散裂中子源时，他立刻被吸引了。

散裂中子源被誉为“超级显微镜”，是用中子
散射的方式探索微观世界的工具，可以用于研究
物质材料的微观结构，也由此成为支撑基础研究
和高新技术开发的得力工具。

张玉亮参与的是加速器控制系统建设，这一
系统可谓加速器的“中枢神经”。

作为加速器控制专业的“门外汉”，张玉亮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前
辈们手把手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加速器相关专
业知识，并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也是从那时起，
张玉亮的工作节奏紧张起来，工程建设的高峰期，
他和整个控制组团队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2017年 8月 28日，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
成功，装置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张玉亮紧张的神
经终于放松了一些。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就在前一
天，控制组团队度过了一个紧张的夜晚。

8月 27日晚上 7点多，走在回家路上的张玉
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定时系统的一个信号源出
了问题！”张玉亮脑子里“嗡”的一声，二话没说，转
身就往回走。在加速器的“中枢神经”里，定时系统
相当于整个系统的“节拍器”，一个节拍打错了，整
个系统就要乱套。张玉亮与同事赶紧排查差错，终
于在晚上 11点多妥善地解决了问题。在办公室睡
了一晚后，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亮又赶去现场，直到
打靶成功，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如今，中国散裂中子源加速器已经达到 100
千瓦束流功率的设计指标，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半
实现稳定运行，高能所东莞分部也成立了加速器
技术部运行组。与中国散裂中子源一同成长的张
玉亮，也已经成为加速器技术部主任助理。
“10 多年来，我和团队已经逐渐从年轻走向

成熟，之后也将承担更多任务。”面对未来加速
器束流功率升级至 500 千瓦的任务，张玉亮信
心满满。

在积累中创新突破

2010年，康乐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同步辐射及应用专业获得
博士学位后，便加入中国散裂中子
源工程任务建设之中。入职后，康
乐用最短的时间承担起了通用粉
末衍射谱仪的相关工程建设任务。

这些年，从谱仪的物理设计、
工程设计到最后的工程实现，康乐
全程参与，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中
子谱仪物理工程转化、谱仪机械设
计及安装调试的经验。

回想起通用粉末衍射谱仪建
设的那些岁月，如今身为中国散裂
中子源合作谱仪工程项目部机械
总工程师的康乐，会不由自主地露
出一丝自豪的笑容。

在谱仪建设过程中，他所在的团队成功研制了
一个个自主创新的设备。例如，为了节约成本，这个
只有一位材料学专业背景的团队，但他们与东莞理
工学院联手，用 1年多的时间，研制出了用于吸收中
子的碳化硼陶瓷片。1年多里，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材料研发及工艺制备的难题，最终将碳化硼陶瓷
片成本降到了原先的 1/5。

目前，包括通用粉末衍射谱仪在内的三台谱
仪已经稳定运行，而新的谱仪建设任务又落到了
康乐的肩上。“我会用毕生精力把自己负责的工作
做到最好。”康乐说，从现在到未来的两三年里，他
作为机械总工负责合作谱仪工程的机械设计、加
工制造与安装等工作，之后可能紧接着还会参与
散裂中子源的二期建设。

这些工作让康乐倍感兴奋。“每台谱仪都有不同
的工程需求难点，需要在原先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再
基于新谱仪的特点开展技术攻关和难点突破，这是
一个不断创新突破、不断学习的过程。”康乐说。

团结务实薪火相传

2018年 8月，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正式
投入运行。通过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散裂中子源
建设团队先后攻克了 25赫兹交流磁铁、探测器等
多项关键技术，设备国产化率超过 90%。

这支团队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 70%。作
为工程的总指挥，中科院院士陈和生见证了这些
年轻人的成长。“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这一代人相
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很高兴地看到，老一辈的精
神传承下去了，年轻人成长得很快。”陈和生说。

在陈和生看来，大科学装置的建造工程和运
行开放动辄涉及数百人的队伍，一个环节出问题，
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这就要求参与大科学装
置建设的科学家、工程师实事求是、踏实严谨、团
结协作、甘于奉献。

对于建设团队中的年轻人来说，老一辈的科
学精神，正是他们最珍视的。

张玉亮曾经为了进入散裂中子源团队，不顾
家人反对，放弃了一份提供北京户口的工作。但他
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散裂中子源团队是一个专
业、敬业、团结、有朝气的团队，大家不扯皮、不推
诿、通力合作，不同专业的人经常能在聊天中碰撞
出智慧的火花。”
“我们的团队有朝气、有魄力，更有向前突破

的精神。对于我来说，能在这个团队里工作是非常
幸运的事，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发挥特
长，不断学习和提高。”康乐说。

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高能所成功建设了一
支水平高、专业齐全、经验丰富的科学、工程技术
和管理队伍，而这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
的宝贵财富。

对于获得“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这一荣誉，散裂
中子源团队里的年轻人表示，这是对他们过去工作
的肯定，也是对他们未来工作的鞭促，他们将继续埋
头苦干，不辜负国家为他们提供的广阔舞台，做好基
础研究平台建设，为国家科技发展谱写青春之歌。

2014年 10月 15日，中国散裂中子源首台设备负氢离子源下
隧道安装。 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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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自然指数年度榜单出炉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2020自然指数年

度榜单 4月 30日发布，该榜单展示了不同
国家和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领域高质量科
研产出情况。美国依然位于首位，中国居第
二位，但差距不断在缩小。数据显示，美国的
贡献份额自 2015到 2019年下降了 10%，而
中国则增加了 63.5%，是增长最快的国家。其
他年度产出居前十位的国家是德国、英国、
日本、法国、加拿大、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

中国科学院、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马普
学会依然位居机构产出的最前列。中国科学
院贡献份额是哈佛大学的两倍，占自然指数
总份额的 2.8%，并且在化学、物理、地球和环
境科学领域的产出均居全球首位。哈佛大学
的生命科学研究产出在全球居首。值得注意
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贡献份额增加了

25.6%，令其位次大幅提升。其他居前十的机
构还包括：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斯坦福
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亥姆霍兹国
家研究中心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
国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

此外，今年的自然指数年度榜单还增加了
机构上升之星榜单，该榜单追踪了 2015至
2019年各机构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增长情况。
中国在该榜单居主导地位，前 44家机构上升
之星全部来自中国。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贡献份额增加了 242%，这反映了该校在过去 4
年发表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显著增加。升幅最快
的前十家机构上升之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
山大学、四川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京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

“超级显微镜”里的青春之歌
———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团队
■本报记者倪思洁

罕见“杀手”基因突变或缩短寿命

本报讯 DNA可以决定寿命吗？此前有研究
表明，DNA变异可以影响人类衰老过程。而近
日，科学家发现一些人类诞生后细胞中极为罕
见的基因突变，或可减少数年寿命。

据研究人员估计，这些 DNA突变有很大可
能是从父母身上遗传的，其不同组合，可以决定
人们在患上癌症、糖尿病和痴呆等年龄相关疾
病前的寿命。

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家 Vadim Gladyshev

等人，对英国生物银行（一个包含约 50 万志愿
者基因型的公共数据库）进行检索，并采用了其
中 4万多种基因型，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寻
找 DNA微小变化与人体健康状况间的相关性。

该研究小组本月在 杂志上报道，平均
每个人出生时都具有 6种极为罕见的 DNA突
变，它们可以缩短人类寿命。突变越多，一个人
越有可能在年轻时就患上与年龄相关的疾病或
死亡。
“确切的组合很重要。”Gladyshev说，一般情

况下，一个突变会使寿命缩短 6个月。
这些研究成果建立在关于衰老的已有认知

上，即“家族基因”的影响很重要。现在研究人员
针对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更罕见的变异进行研
究，而不是研究在特别长寿的人身上发现的常
见变异。

Gladyshev 希望这些信息可以用于临床试
验，除了性别和实际年龄等因素外，根据参与者
的突变进行分类。

当然，上述研究也存在争议。因为研究中限
制了体细胞突变、激素等同样在衰老过程中产
生影响的因素。爱因斯坦医学院遗传学家 Jan
Vijg指出，体细胞突变也可能导致皮肤癌等疾
病，从而缩短人类寿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
Alexis Battle也提示道，此次新研究只关注了“外
显子”，即能够积极构建引导细胞蛋白质的 1%
的基因组。

Gladyshev表示，下一步他想重复对百岁老
人 DNA的分析。“以前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
这些人身上哪些东西使他们长寿，但我们想研
究的恰恰相反，是哪些东西他们没有。”（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首次揭示气溶胶中
新冠病毒载量特征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朱莹）4月
27日，《自然》在线发表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蓝柯团队的研究成果。该研
究首次揭示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环境气溶
胶病毒载量及动力学特征，同时也为疫情防
控提供了参考依据。

飞沫和接触传播被证实是新冠病毒的
主要传播途径，而目前对其气溶胶传播途径
还所知甚少。

在武汉地区疫情的高峰时期，蓝柯带领
团队骨干深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重症
及普通病房、武昌方舱医院病区及厕所、居
民小区和超市等采样点，进行气溶胶样品采
集，并利用团队前期研发的检测技术，定量
分析了各采样点样品的新冠病毒气溶胶载

量及其空气动力学特征。结果表明，在当时
严格防控的条件下，两所医院和公共环境总
体是安全的。但在患者使用的厕所中气溶胶
病毒载量较高，提示冲水过程可能是病毒气
溶胶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人流聚集的超市附
近和医院楼栋通道等可检出一定的气溶胶
病毒载量，说明人员聚集时病毒携带者与周
围人群存在潜在的气溶胶传播风险。

此外，团队通过分析病房落尘样品和医
护人员脱防护服区域的病毒气溶胶载量和粒
径分布，首次揭示了新冠病毒气溶胶的空气
动力学特征，提出了病毒气溶胶“沉降（衣物 /
地面）—人员携带—空中扬起”的传播模型。

相关论文信息：

脑同步或使“疯狂群体”
不惜自我牺牲

本报讯（记者唐凤）近日，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马燚娜课题组首次揭示群体凝聚力和
群体内部成员的神经活动同步性在群际冲
突中的作用机制。该成果 4月 27日在线发
表于《自然—神经科学》。

在群际冲突中，群体成员会不惜牺牲自
身利益甚至生命，帮助群体在冲突中获利。
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这种“疯狂群
体”的起源，这种群际极端行为的神经机制
更是未知。

马燚娜团队采用群际“攻击—防守”经
济决策游戏进行分析。游戏由 6 人同时参
与，3人为攻击组、3人为防守组。实验中，研
究者同步记录了 6名实验参与者的右侧背
外侧前额叶和颞顶联合区的神经活动。研究
者通过操控群体成员间的相似性，进一步探
究了群体内部凝聚力对群际冲突及其神经

模式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群体处于凝聚力增强或防

守地位时，群体成员可能会协同性地增强自
我利益牺牲行为，从而增加群体的竞争优
势。背外侧前额叶和颞顶联合区的神经同步
性是群体决策的重要神经机制，群体凝聚力
增强了处于进攻地位的群体内部成员在这
些区域的脑间同步性———降低了背外侧前
额叶的神经活动，增强了背外侧前额叶与颞
顶联合区的功能连接。

该研究结果揭示了群体成员在背外侧
前额叶脑间活动的同步性降低是“疯狂群
体”冲动群际行为的神经机制，也提示了直
接调控脑神经同步特征可能是改善冲突的
群际关系的有效手段。

相关论文信息：

神光 II升级装置快点火实验
获高水平中子产额

本报讯（记者黄辛）4月 28日，记者从中
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获悉，在
该所“神光Ⅱ”升级高功率激光物理综合实
验平台上开展的快点火集成实验获重大突
破。激光聚变研究团队共同开展的间接驱动
高增益激光聚变快点火实验，获得了国际较
高水平的内爆中子产额。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于《自然—物理》。
“神光Ⅱ”升级装置作为我国首个支持

激光惯性约束聚变（ICF）快点火研究的物理
实验平台，经过近 10年的技术攻关，于 2016
年进入试运行阶段，2017年圆满完成综合性
能验收，进入正式运行。该装置由八路万焦
耳级纳秒激光束线和一路千焦耳级皮秒激
光束线组成，可实现高能量、高聚焦功率密

度、高瞄靶精度、高同步精度、超短超强脉冲
与大能量纳秒脉冲组合打靶的实验能力，目
前广泛服务于激光聚变快点火、新型驱动方
案探索研究、实验室天体物理等前沿基础研
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据了解，这次物理实验是激光聚变联
合研究团队，在“神光Ⅱ”升级装置上创新
性地采用间接驱动方式对靶丸进行预压
缩，克服了传统快点火用激光直接烧蚀靶
丸的诸多缺陷，而后利用大能量皮秒脉冲
激光束进行快加热，最终获得的内爆中子
产额增加了约 280 倍，显著提升了中子的
产生效率。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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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
海域，工作人员在海底的移植钉上固定
珊瑚。

近日，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研
究员张浴阳带队来到海南三亚蜈支洲
岛海域开展海底生态修复工作。从
2016年开始，张浴阳便带队在此工作，
这也是该团队“热带岛礁型海洋牧场发
展模式创新与应用”项目的一部分。

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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