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导直线等离子体装置。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供图

本报讯欧洲南方天文台（ESO）1月 10日表
示，在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世界最大望远镜
上方的原始黑暗天空正在受到几公里外一个拟
建绿色能源项目的威胁。

据《科学》报道，该项目是一个生产氨和“绿

氢”的工业综合体，包括港口、光伏太阳能电池
阵列和风力涡轮机。ESO 主任 Xavier Barcons
说，即使该项目有最好的照明设计，也会让天空
充满杂散光。正在建设的超大望远镜（ELT）是遭
受影响的设施之一，它有一个创纪录的 39米宽
的镜面，将在 10年内完工。

在美国爱依斯电力公司（AES）于 2024年 8
月公布该项目后，Barcons在 9月至 12月间多次
向 AES解释了这座城市规模的综合体将对天文
台构成怎样的威胁。即便如此，12月下旬，AES
仍向智利环境评估局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进
行环境影响评估。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的天
文学家 Stefan Gillessen说，将能源项目建在离天
文设施如此近的地方“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他
正在使用 ESO的甚大望远镜（VLT）———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镜，研究银河系中心超大
质量黑洞人马座 A*周围的区域。

ESO将 VLT 建在阿塔卡马沙漠的帕拉那
山顶，因为那里空气极其干燥，光污染水平低
于世界任何其他主要天文台。VLT由 4个单独
的望远镜组成，每个望远镜都有 8.2 米的镜
面。它对人马座 A*进行了研究，为 2020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作出贡献，证实了宇宙的加速膨
胀，并拍摄了第一张行星围绕另一颗恒星运行

的直接图像。
ESO也是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CTA）的合

作伙伴，这是一个正在附近建设的伽马射线天
文台。CTA、ELT、VLT这三大设施共同占据了
一个 25公里宽的三角形区域，为保护它们的宇
宙视野，根据智利法律，该区域免于开发。ESO
的 16 个欧洲成员国已在这些设施上投资了数
十亿欧元。

AES项目预计占地 3000公顷，利用可再生
能源生产氢气和氨气的工厂计划建在距离 VLT
仅 5公里的地方。Barcons说，该综合体的建设将
产生灰尘，对精密的光学元件构成威胁，但这是
可控的，也是暂时的。最令人担忧的是，该地区
的黑暗天空将可能永远消失。

ESO一直在使用加拿大研究人员开发的光污
染模型估算 AES项目的影响。Barcons说：“即使
AES做得很好，使用了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完美光线
和完美屏蔽，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于遥远
早期宇宙的研究，将遭受更大损失。“一般来说，受
光污染的明亮天空会影响对更遥远宇宙的观测，
因为遥远的物体会更暗。”

ESO认为，人口稀少的安托法加斯塔地区
或类似地点同样适合建设 AES项目，将该项目
搬迁到距离天文台 50 公里的地方会最大限度
减少对天文设施的危害。 （李木子）

甚大望远镜得益于世界上最黑暗的天空。
图片来源：ALBERTO GHIZZI PAN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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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科技馆年接待人次首次破亿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1月 14日，记者从中

国科技馆获悉，经初步测算，2024年全国 31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馆接待观众
1.04亿人次，比 2023年增长 16.3%。这是我国
科技馆年接待人次首次突破 1亿大关。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现代科技馆体系建
设，推动高质量科普走进千家万户，促进公民科

学素质提升。2012年起，我国持续建设以实体
科技馆为依托，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数字
科技馆等协同发展的现代科技馆体系。2024年，
流动科技馆累计巡展 746站，服务公众 2848.6
万人次；科普大篷车累计行驶里程 268万公里，
开展活动 3.6万场；面对偏远地区乡村学校开展
的“流动科学课”活动网络传播量超 3.5亿次。

迄今最精细黑猩猩脑图谱发布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近日，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脑网络组研
究团队联合国内外多个科研机构，在《创新》发
布了迄今最精细的黑猩猩脑图谱———黑猩猩
脑网络组图谱。该成果不仅为比较神经科学领
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也为理解人脑演化
提供了新视角。

记者从自动化所获悉，为促进全球科研人
员合作，研究团队目前已公开黑猩猩脑网络组
图谱的表面和体积数据文件，以及支持所有图
表的源数据。

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
动物，与人类拥有 800万至 600万年前的共同
祖先。尽管黑猩猩的大脑只有人类大脑的 1/3
左右，但在神经解剖学和认知功能上与人类相
似，包括社会行为、工作记忆和工具使用。这些
相似性使得黑猩猩成为理解人类演化的关键
比较对象。

据研发人员介绍，当前跨物种神经科学研
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具有生物学意义的
标准化脑部参考系统。以往的比较分析尝试通
过细胞构筑、髓鞘配布、宏观解剖、功能连接模
式、功能激活等来定义物种间的同源大脑皮层
区域，但由于构建这些图谱所使用的模态和尺
度不一致，造成跨物种的直接比较十分困难。

针对这一难题，脑网络组研究团队成功绘
制出黑猩猩脑网络组图谱。利用这一图谱，研
究团队重建了同源白质纤维束，并为人类和黑
猩猩构建了连接指纹图，为在亚区级别进行细
粒度的跨物种脑连接差异分析以及识别相关
白质束提供了可能。

研究结果表明，黑猩猩脑网络组图谱揭示
了与人类大脑皮层显著不同的连接模式，特别

是在外侧颞叶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些差异
与大脑皮层扩张的模式不同，表明大脑皮层演
化中的连接性变化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加复
杂和微妙。此外，研究还发现了物种间连接性
不对称的区域，其形成可能与演化分歧有关。
在这些连接性差异区域高表达的基因，富集在
对皮层投射回路和突触形成至关重要的细胞
类型中，表明这些基因在神经回路的发展、功
能和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此次发布的黑猩猩脑网络组
图谱呈现了黑猩猩脑部的详细“地图”，将成为神
经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为揭示人类大脑独特
性提供新线索。该研究通过将神经影像数据与遗
传数据相结合，为人类认知能力演化的物种特异
性差异提供了潜在的基因表达相关性。

据悉，研究团队的后续工作将专注于建立
更准确的跨物种同源映射，进一步增强跨物种
脑图谱在理解神经系统演化中的实用性。

相关论文信息：

黑猩猩脑网络组图谱摘要图。 受访者供图

1月 14日，北京国家自然博物馆“脊椎动物的崛起”展厅对公众开放。该
展厅总展品数量达 197件，其中七成多展品为首次展出。

展览策划了 7个主题单元，依次为海洋中来、征服陆地、重返海洋、龙行大
陆、飞龙在天、展翅翱翔和哺乳初现。

图为家长带小朋友观看展出的霍夫曼沧龙头骨化石。
中新社记者田雨昊 /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超导直线等离子体装置建成并投入运行
本报讯（记者王敏）1月 14日，由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建
设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
关键系统”的关键子系统“偏滤器等离子体与材
料相互作用研究平台”完成测试。该平台的关键
设施———超导直线等离子体装置全面建成并投
入运行。

经专家组现场测试，该装置最大粒子流大
于 1024每平方米每秒，单次放电时间超过 1000
秒，最高中心磁场高于 3特斯拉，是目前国际上
综合参数水平最高的直线等离子体装置。

偏滤器是未来聚变堆主机内部服役环境
最严苛的部件，其材料在等离子体轰击下的性

能演化关系着聚变堆的安全运行。超导直线等
离子体装置能够稳定且持续产生高密度等离
子体，显著提高偏滤器材料测试效率。依托该
装置，科研人员能够模拟聚变堆偏滤器的严苛
环境和极端条件，深入研究材料在高热流和强
粒子流协同环境下的性能表现，为未来聚变堆
壁材料的选择和部件优化提供关键可靠的数
据支持。

据研究人员介绍，超导直线等离子体装置
的建成，既为聚变堆壁材料及部件的研发与测
试提供了一流实验条件，也为国内外材料科
学、等离子体物理等相关领域提供了一流研究
平台。

881天坚守，这项研究终于拨云见日
■本报记者 孙滔 朱汉斌

“轻舟已过万重山。”1月 9日，当看到历经
3次拒稿、4 次返修的论文终于在《自然》上线，
第一作者徐庆帅在朋友圈如此感慨。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视频连线采访时，这位 33 岁的
博士当着导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严克友的面，
哭得像个孩子。

从 2022年 8月 12日第一次向《自然》投稿
到论文上线的 881天里，这项研究产生了总计
20GB的工作数据以及 5000余个文件，给审稿
人的解答文件总计 6万字、180页。徐庆帅说，从
初稿到定稿，私下的修改稿有 100多个版本。

徐庆帅把 4年读博生涯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在
这项研究中。而这一切源于一次意外。

意外的沉淀物

2020年 11月 20日，徐庆帅在打扫实验台时，
发现手套箱角落里存放的废旧电解液变得浑浊起
来，出现了白色沉淀物。

徐庆帅的研究方向是锂电池电解液添加
剂，本来的研究目标是添加了氯化锆和硝酸锂
的电解液澄清溶液，然而这些澄清溶液在锂电
池中一直没有效果，于是他就把这些废旧电解
液堆放在实验室角落里。

澄清溶液为何会出现沉淀？会不会是新产
物？出于化学工作者的本能，徐庆帅觉得有必要
对此展开研究。

带着这份好奇，徐庆帅把沉淀物分离出来
并加到锂电池中。测试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
的锂电池只能循环 200圈，加入沉淀物后一下
子提高到 1400多圈，差不多是原来的 7倍。最终
实验测试显示，在这种沉淀物的加持下，锂电池
的循环达到 3000圈。

也就是说，这种锂电池可以循环充放电
3000次，且容量保持在初始容量的 80%以上。

锂电池和当前新能源汽车上的锂离子电池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仅
为 240瓦时每千克至 280瓦时每千克左右，而锂
负极与三元正极匹配组成锂金属电池时，其能
量密度能够达到 350瓦时每千克至 500瓦时每
千克。然而，目前的商业电解液无法在锂金属负

极表面形成稳定固态电解质界面（SEI），这就导
致电池安全性较差和循环寿命较短。

如果这种沉淀物能够突破上述锂电池困境，
那将是前景远大的创举。兴奋的徐庆帅决定重复
这个测试。但意外发生了。无论他怎么重复这个实
验，沉淀都不再出现。

在徐庆帅所在的环境与能源融合教研所，
丘勇才、严克友和陈光需 3位教授师出同门。除
了实验室和设备共享，他们平时做得最多的事
就是进行学术“头脑风暴”。

经过团队分析研究，并再度翻阅实验记录，
他们发现了端倪———沉淀物产生的那些天，广
州的气温为 28摄氏度，而重复实验的日子正值
广州降温，最高气温不过 11摄氏度。他们认为
可能是温度影响了实验结果。

果然，当徐庆帅把温度提升之后，沉淀物又
出现了。而把试剂放到冰柜里，过了一周都没有
出现沉淀物。他们最终得出结论，高气温对于形
成白色沉淀物至关重要。这种沉淀物正是论文
中提及的六氟锆酸锂基纳米颗粒。

不如发一篇重磅作品

这种添加剂实用性如何？徐庆帅与导师团
队先安装了一个全电池来测试。重复测试后发
现，电池的倍率性能，即在短时间内放电的速度
和稳定性表现惊人———20分钟就能把整块电池
充满，且循环性能依然接近 3000圈。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个添加剂在由
两个锂负极组成的对称电池的测试中，其表现仅
限于提升倍率性能，循环性能却没有变化。

这个问题困扰了研究人员近半年。于是，他
们只好用排除法进行分析，最终把关注点放在
了电压的影响上。他们证明了这个添加剂是一
种电压驱动型电解添加剂，即在电池充放电过
程中，它才会工作；而在没有施加电压的时候，
它就不起效。

这意味着，相对于传统添加剂每一次循环
都有消耗，这种电解添加剂能够长期对电池进
行保护。这也是它能够实现 3000圈循环寿命的
原因。

接下来的 3年多，徐庆帅把全部精力都投
了进去。

刚开始，徐庆帅并没有想着投稿到《自然》，
而是考虑发表在《先进能源材料》。丘勇才则建
议他投稿到《焦耳》。当徐庆帅按照《焦耳》的标
准写完第二版，导师团队经过讨论，又建议他改
投《自然 -能源》。

因为每份期刊风格不同、要求不同，徐庆帅
差不多每次都要推倒重来。当导师团队和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泓、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陶新永再次讨论后，大家觉得可以按照《自
然》标准来打磨这项研究。

但丘勇才和严克友基于多年研究经验认
为，这是一个重要科学发现，也是解决国家重大
需求的研究，发表多篇普通文章不如发一篇重
磅作品。

2022年 3 月，由于又要按照《自然》的标准
重新梳理论文写作思路，而自己没有任何经验，徐
庆帅感到信心不足并开始焦虑、失眠。在自我调整
了两个月后，徐庆帅告诉自己———往前冲！

一个长达两年半的故事

《自然》编辑一开始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
威。当年 10 月，徐庆帅收到拒稿信，被告知这
个材料已经有人研究过，他们的研究失去了
新颖性。

沮丧之余，徐庆帅很快发现，《自然》编辑说
的虽然是同一种材料，但却是两种结构不同的
晶体。之前人们研究的晶体结构是 t型，而自己
研究的是尚未有人报道过的 m型。

于是，他们做了补充实验，证明了 t型晶体
在锂电池中起不到一样的效用。《自然》编辑部
在收到申诉信后承认存在疏忽，这才把论文正
式送审，那时候已经是 2022年 12月。

2023年 1月 19日，他们收到第一轮回复意
见，有两位审稿人肯定了研究的创新性，但第三
位审稿人坚决反对。此时，《自然》编辑部再次拒
稿。当他们仔细阅读审稿意见时，发现审稿人在
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于是再次发起申诉。

智利大型能源项目威胁世界最大望远镜

寰球眼

（下转第 2版）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立新规：
设年龄门槛、杜绝弄虚作假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记者从中国科协获
悉，中国科协办公厅 1 月 9 日印发《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在参赛对象、组织方式、赛
制规则等方面进行了大幅改革，要求各关联
赛事和创新大赛建立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审
查机制。1 月 14 日，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
心负责人就《实施办法》出台背景和主要内
容进行了解答。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创新
大赛）创办于 1982年，对标新时代国家人才战
略需要。2024年，中国科协会同自然科学基金
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主办单位，全面启
动了创新大赛改革工作，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
础上研究制定《实施办法》。

据负责人介绍，本次发布的《实施办法》
在参赛对象上不再接受低龄段少年儿童和科
技辅导员参赛，重点面向 15 至 24 周岁校内
外青少年群体开展。在组织方式上，通过广
泛汇聚全国学会、地方科协优质赛事资源，
打造青少年科技竞赛矩阵。在评价机制上，
不再对选手创新作品进行评价，注重现场考
察和客观评价，着重考察选手知识应用、动
手实践、创新思维、批判精神和团队协作能
力，破除“一件作品打天下”现象，确保竞赛
公平公正。在奖励机制上，组委会设立“中国科
协主席奖”，并广泛联合社会机构设立专项奖，
为获奖选手提供后续成长支持，增强参赛选手
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在杜绝弄虚作假、涵养优良学风方面，
《实施办法》要求各关联赛事和创新大赛建
立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审查机制，确保竞赛
评审公平公正，活动组织规范有序。参赛选

手不得有违反相关竞赛规则、抄袭或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等学术不端行为。如因赛事组织
原因引发不良社会影响，创新大赛组委会将
取消相关赛事入选资格，该赛事两年内不得
再次申报。

同时，创新大赛对弄虚作假等违规问题
实行一票否决制。创新大赛期间，参赛选手
须按要求现场展示其在关联赛事中的获奖作
品，创新大赛科学道德和伦理审查委员会专
家将对选手的现场综合表现、是否遵守科学
研究道德、科技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进行
审查。如发现存在弄虚作假、他人过度参与、
移花接木等违规问题，将一票否决，取消相
关人员参赛资格，并视情扣减相关赛事下一届
创新大赛推荐名额。

创新大赛还将建立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
异常行为名录，将参赛学生、学生家长、评审专
家等存在的弄虚作假、违规违纪、干扰竞赛等
异常行为记录在案。

此外，创新大赛还将做好价值引领，在各
关联赛事和创新大赛期间举办弘扬科学家精
神主题活动，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为主题设计创新大赛活动，打造
青少年科技嘉年华，培养青少年家国情怀，树
立科技报国远大志向。
《实施办法》还建立了创新大赛关联赛事

的遴选机制，关联赛事名单实行动态调整机
制，每两年评选一次。创新大赛组委会面向
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开展 18 至 24 岁青年
科技竞赛申报和遴选，面向各省级科协开展
15 至 17 岁少年科技竞赛申报和遴选。据悉，
第 39 届创新大赛关联赛事的具体遴选工作
安排将于近期在中国科协官方渠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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