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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记者在北京朝阳
公园“索尼探梦”科技馆看到，寒
假期间，科技馆为游客准备了丰
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右图 观众观看科普童话剧
《梦想国奇游记》。

下图 观 众 观 看 光 影 科 普
展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快乐寒假
探梦科学

近日，“问祖寻
根——姓氏文化主
题展”在国家典籍
博物馆开展。展览
以中华姓氏源流为
主题线索，精选百
余种珍贵文物，包
括刻有姓氏文字的
甲骨、青铜器，以及
珍贵族徽拓片等。

图为小观众观
看展览。
本报记者 洪星摄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开始打

小行星的主意。近年来，各国科学家提出

了开发小行星资源的方案，例如让探测器

登陆小行星进行开采、把一颗小行星抓回

月球轨道开采等等。最近，奥地利科学家

提出的设想，为五花八门的小行星开采攻

略谱写了新的篇章。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近日报道，奥

地利维也纳大学专家托马斯·迈因德尔及团

队提出，人类可以将空间站设置在一个自转

的小行星内，从“内部”开采小行星资源。该

研究发表在美国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上。

对于这一开发热潮，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二院研究员杨宇光认为，目前看不到这

样的需求。

在 小 行 星 内 部 建
站？只能防辐射而已

虽然目前开采小行星的设想很多，但

万变不离其宗，基本想法都是将探测器发

射到小行星上，开采资源后带回地球，或直

接在太空用于建设。

迈因德尔团队却认为这种方式无法实

现。因为大多数小行星重力很弱，常规挖

掘的撞击力足以将设备反推到太空中。按

照他们的想法，如果将空间站模拟成圆柱

体，建在一个自转的小行星内部，就会产生

人造重力，以便进行开采，同时可以保护采

矿平台及航天员免受辐射等环境危害。

不过，怎样将空间站“植入”小行星内

部？如果是通过挖坑，岂非与直接开采一

样会面临微重力的尴尬？记者的这些疑

问，在外媒报道中没有找到答案。

抛开工程问题不谈，杨宇光认为，该设

想确实有一点好处。他说，无论是登陆月

球还是火星，都会用土壤填埋基础舱以抵

御辐射。如果要长期在小行星上进行开

采，进入其内部相当于得到了一层辐射屏

障。但其意义仅此而已。“我认为这件事还

非常长远。”他表示。

迈因德尔自己也对媒体说：“科学研究

和科幻小说之间的界限在这里有些模糊。

我认为对小行星资源进行真正的开采，至

少还要等 20年左右。”

想靠开采小行星发家
致富？目前没有此需求

除了漫长的等待，也许并不像想象中

那么美好。首先要面临的是距离。

杨宇光说，即使是近地小行星，距离地

球最近时通常也有数百万公里，人类访问

一次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如果没有稳定

的货运补给，航天员生活会有很大困难。

“毕竟现在人类重返月球都很难，登陆小行

星虽然比登陆火星难度小，但要长期驻留，

也是规模很大的工程。”他表示，“我认为未

来 20年内不会发生。”

另一个问题是，开采小行星资源能带来

多大效益。以耗资巨大的阿波罗计划为例，

多次无人、载人登月活动带回的月壤，总共

不过382公斤而已。杨宇光认为，在小行星

上开采资源带回地球，从经济角度说毫无意

义。“没有什么元素或矿物是地球上发现不

了的。即使是地球上很稀有的矿物，开采成

本肯定也比去小行星上开采要低得多。”他

说，除非是基于科学考察目的，带回少量样

本进行研究，这会有很大的科学价值。

要说利用小行星资源，杨宇光认为原

位利用才有价值。“例如从小行星岩石中提

取可以制作推进剂的物质，或是可用的材

料，直接在现场生产制造，这比带回地球实

用得多。”他说。

综上所述，希望靠开采小行星发家致

富的小伙伴们可以醒醒了。杨宇光表示，

无论是科学探索还是原位资源利用，都是

很长远的事。至少在人类登陆火星以前，

基本看不到这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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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 18 时，王贻芳院士登上了飞往

美国华盛顿的航班。他是要参加美国科学促

进会年会,并在大型科学研究设施的全球合

作分会上，介绍中国科学家的观点。全球化

不仅在经济领域，在科学研究上也很重要，特

别是在大型科学研究设施上。

作为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是

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主要提

出者和推动者。当国内还在质疑这样的大型

环形对撞机在科学上是否必要、300亿元的预

算是否太高、工程的技术方案是否可行时，欧

洲核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欧核）在春节前夕

公布了他们的未来环形对撞机（FCC）的《概

念设计报告》，计划投巨资分两步建设下一代

的超级对撞机。

2012 年 ，中 国 高 能 物 理 学 家 提 出 了

CEPC 计划。然而，计划甫一提出，就在科学

界掀起轩然大波。支持者主张超级对撞机是

中国高能物理学的一个重大历史机遇，一个

能够领跑世界的机会；反对者认为建超级对

撞机耗资巨大，性价比不高，在国家科研经费

投入总体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工程将

会挤占其它研究的份额。

去年 11 月 14 日，有上千名世界各国科学

家参与的、用时 6 年的中国 CEPC《概念设计

报告》完成。

对比中欧方案，可以发现，欧核的 FCC与

中国的 CEPC 大同小异：都是周长 100 公里，

都走先电子对撞后质子加速的技术路线。当

然，两者的造价不一样，中国的全部费用约为

欧核费用的一半左右。中国 CEPC 的一期工

程计划 2030 年完成，二期工程计划 2040 年完

成；而欧核的 FCC 一期工程计划在 2040 年前

后完成，二期计划能在 2050 年代后期投入使

用。前后相差基本都是 10年。

王贻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

说，在工作模式上，欧核的FCC是从低能到高能

逐渐增加，而中国的 CEPC则可以做到高能低

能随时切换。“我觉得CEPC的工作模式更好一

些，可以根据不同的科学目标，灵活选择不同的

工作模式。而FCC的工作模式却是固定的。”

王贻芳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在最热门和关键的大科学装置上

开展过直接竞争，我们更多地是在做填补空白

和拾遗补缺的工作。“建设超级对撞机，对中国

高能物理来说是一次重大机遇。我们有10年的

窗口期，有非常大的把握取得成功，可能改变世

界高能物理研究的格局。如果错过这个机遇，

我们就只能继续做拾遗补缺的工作了。”

此次公布的欧核方案进一步验证了中国

方案的可行性。中国的 CEPC 计划在国际上

首先提出了先电子对撞再过渡到质子对撞这

一大型环形对撞机的方案。但这一路径当时

并没有得到全球科学家，特别是欧核的认

同。“2012 年之前，高能物理学家都认为高能

加速器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直线对撞机，我们

提出建设环形对撞机以后，在欧核内部引发

了激烈辩论，最后他们才决定把环形对撞机

作为发展超级对撞机的参考。”王贻芳说，欧

核最初选择的路径是质子对撞机，而不是作

为第一步的电子对撞机。

经过 5 年多的研究，大家逐渐认识到，先

电子后质子，无论从科学上还是从技术上，都

是最可行的方案。欧核的 FCC方案最终也选

择了此路线。这从科学和技术两方面证明了

中国 CEPC设计方案的正确性。

规模大，投资高，但科学前景光明。建还

是不建，这是分别摆在中国和欧盟面前的一

道选择题。 （科技日报北京2月14日电）

大型环形对撞机：中国CEPC“对撞”欧洲FCC

最近我在校园里碰到一位生化专业“准

院士”级的教授。他非常不悦地说：“你们搞

的那个什么抄袭检测，真有问题，搞得我们，

尤其是我的学生下笔先恐‘查’，难道我们参

考文献或按照行业常规描述实验就是抄袭

吗？特别是对生物实验中经典方法的描述，

为了降低查重率，就一定要拆散字词重新组

织实验过程吗？”

两周前，一位女博士来我办公室礼貌地

说：“老师，你们有查重软件服务吗？可否查

查我的毕业论文的重复百分比？”我虽有疑

惑，但还是帮她联系了中文刊编辑部。被告

知无该服务，她一脸失望地要离开时，我禁不

住问她：“既然论文是你亲力亲为完成的，为

什么要查呢？可以告诉我吗，看我是否能帮

到你？”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因为博士论文中

有一部分是读博期间已发表期刊论文的内

容，为了不被查重，已有改动，但还想看一下

到底有多大比例，只要低于一个限值，就不想

再动心思刻意改了。我跟她解释，引用已发

文章在博士论文中一要标示文献，二要括引，

若一页之多可以用缩进排版，或改字体区别，

表示这些内容已经发表。规范标识，无需查

重来回避重复率，即使高于上限，也是正当行

为，如 CNKI网站已有明确说明，因为博士的

工作理当是毕业论文一部分，当然不宜把全

文直接粘贴没有任何标识，但若论文核心部

分按以上标识就没有任何问题。她听后豁然

轻松地离开了。

上面的两件事，让我想起 2010 年在《自

然》的一篇关于“31％剽窃”的文章引起的“地

震”，让自己掉进学术抄袭大辩论的漩涡之中

（当时，我在文章中介绍，《浙江大学学报（英

文版）》从 2008 年 10 月到 2010 年 9 月收到的

2233 份稿件中，大约有 692 份被检测出有抄

袭嫌疑，所占比率高达 31％。文章标题原为

“创新软件帮助中国编辑应对抄袭”，在发表

前最后一刻被《自然》编辑修改为“中国某期

刊检测出 31％的投稿中有抄袭现象”）。女

儿第一时间在越洋电话中安慰我：“妈妈您

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还记得 9 岁那年我刚

到美国写第一篇 report 吗？”是啊，当时仅有

一点粗浅英文看画书能力的她从图书馆煞

有介事地借回来一大包关于林肯的书，为第

一篇报告“为什么林肯当了总统”做参考资

料。我帮她一起看书，并提议第一句直接抄书

“林肯 1809 年 2 月生于美国的肯塔基州……”

她一本正经地说，老师课堂上说了“直接抄书

要打引号！” （下转第三版）

论文亲力亲为，规范引用，何惧查重软件？

科技日报乌鲁木齐2月14日电（记者朱
彤 通讯员张俊 于洋）记者 14 日从中国石化

西北油田分公司获悉，西北油田顺北 5-5H

井顺利完钻进入测试阶段，完钻井深 8520

米，刷新了亚洲陆上最深井顺北蓬 1 井 8450

米的纪录，同时创下 4 项工程技术亚洲陆上

新纪录。

该井创亚洲陆上 120.65毫米小井眼完钻

8520 米最深纪录，定向 870 米最长纪录，井底

水平位移 645.16 米最大纪录，垂深 8032.84 米

最深纪录。

据悉，2016 年发现的顺北油气田已建产

27 口超深井，2018 年累产原油 52.18 万吨，成

功建成 70万吨产能阵地。

因塔里木盆地特殊复杂的地质构造，油

田埋藏超深，尤其是顺北油气田埋深大于

8000 米，经鉴定为亚洲陆上埋藏最深油气

田。为了把埋藏在地下 8000 米深度的原油

开采到地面上，该公司从 2002 年就开始专注

于超深井钻井技术。

顺北油气田因受断裂运动影响，钻遇地

层 极 其 复 杂 ，往 往 导 致 完 钻 井 眼 尺 寸 为

120.65 毫米，定向钻井存在井底温度高和井

眼轨迹控制难度大等难点，是国内仅有、世界

罕见的难题。面对难题，西北油田成立了技

术攻关组，通过多年攻关和实践，形成了基于

超深、高温井眼轨迹精确控制的超深水平井

钻井技术。

顺北 5-5H 井地处沙漠腹地，是西北油

田部署在塔里木盆地顺托果勒低隆北缘的一

口水平井，技术人员通过将单增剖面优化成

双增剖面、改进高效定向 PDC 钻头、应用抗

高温混油钻井液体系、优化钻具组合及钻井

参数和针对性制定降摩减阻措施，保障了顺

北 5-5H 顺利完钻，确保了井眼轨迹符合率

和中靶率。

8520米，亚洲陆上最深钻井纪录刷新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4日电 （记者陈瑜）
自然资源部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总工程

师丁忠军 14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

今年 7 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新母船“深海

一号”将执行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科学应用与性能优化研究任务，

和技术升级后的“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开

展为期约 40 天的适配式海试，预计下潜深度

7000米，共 10个左右潜次。

据了解，适配式海试结束后，潜水器将进

入业务化运行阶段，“深海一号”将携“蛟龙”

号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盆，执行中国大洋

56航次任务。

“蛟龙”号从完成研发至今已10余年，部分

设备性能下降，同时，经过百余次下潜，部分安

装设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个别部件和设

备经过了多次修复，总体性能受到一定影响，安

全风险升高。按照《“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全寿

命维护保障技术方案》要求，潜水器每隔10年须

进行大修，以保持其先进的作业能力。

丁忠军告诉记者，“蛟龙”号大修主要包括

全系统勘验与拆检、设备检验、故障修复、全系

统复装、陆上联调、水池试验等，技术升级主要

包括框架结构优化、控制系统升级、测深侧扫

声呐升级等。经过为期一年的大修与技术升

级，“蛟龙”号已完成总装及陆上联调，技术状

态具备转段条件，即将进入水池试验阶段。

“这是海试前的最后一环，将全面验证潜水

器的技术状态。”丁忠军说，通过大修与技术升

级，“蛟龙”号具备了一些新功能：机械手有效作

业半径提高了近30厘米，作业范围扩大，取样能

力增强；升级后的控制系统精度提高，目标搜集

效率大幅提高；测深侧扫勘查精度提高。

他同时表示，在大修与技术升级中开展

了锂电池探索性研究，但其并不会直接替换

“蛟龙”号目前使用的银锌电池。

“蛟龙”号预计7月乘新母船重返马里亚纳海沟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衣晓峰 朱玉威 记

者李丽云）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该校

生命学院教授黄志伟课题组完成的一项课题

《高保真 SpCas9 变体的结构基础》，日前发表

在最新一期国际期刊《细胞研究》上。该成果

不仅首次揭示了高保真的 Cas9基因编辑系统

的分子机制，而且为改造 SpCas9以及其他 Cas

核酸内切酶，使之成为更高效、更特异的基因

编辑工具夯实了关键结构基础，具有指导改

造新型基因编辑系统的应用价值，有望治疗

遗传性疾病和疑难病。

CRISPR-Cas9系统作为最广泛使用的基

因编辑工具被应用于生物、医学等领域，可以对

基因进行编辑。目前，通过全球基因编辑领域

科学家的努力，还在Cas9基础上产生了高保真

的SpCas9突变体，这些突变体都能成为更高效、

更便捷的基因编辑工具和系统。但脱靶效应成

了这一高效基因编辑工具的最大伤害，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突变，让人类难以精确调控基因编

辑工具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进行编辑。

上述研究一方面通过结构生物学手段阐述

了 SpCas9变体识别底物的高兼容性和高保真

性的分子机制；另一方面合理设计了更多的突

变体，以进一步提升底物的兼容能力与保真性。

基因编辑工具SpCas9变体作用机制揭示

科技日报厦门 2月 14日电 （记者谢
开飞 通讯员李静）记者从厦门大学获悉，

该校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大

旺教授团队发现和鉴定了血液中存在的一

种细胞因子，能够通过特定机制调控胆汁

酸代谢，进而控制肝脏再生、尺寸大小及癌

变，为调控肝脏再生临床应用及预防肝癌

产生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该最新研究成

果日前在国际期刊《发育细胞》上发表。

近年来，Hippo 信号通路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热门领域，该通路被认为对组织再

生、器官大小以及肿瘤发生起着重要调控

作用。在此次研究中，周大旺教授团队首

先利用小鼠连体共生实验及先进的质谱技

术，发现了血清中的一种细胞因子能够活

化 Hippo信号通路的关键激酶进而激活该

通路，并抑制肝脏的生长。他们进一步研

究发现，该种机制能够调控胆汁酸代谢使

其处于稳态，当 Hippo信号通路失能后，会

导致小鼠胆汁酸代谢异常而使体内胆汁酸

大量积累，高水平胆汁酸能够促进肝脏变

大并最终产生肿瘤。而当饲喂小鼠能降低

其体内胆汁酸水平的消胆胺时，则可以有

效缓解肝脏过度生长及肿瘤的形成。

调控肝脏癌变的细胞因子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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