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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有“人
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
聚变实验装置（EAST），将于近期完
成新一轮升级改造，向芯部电子温
度 1 亿摄氏度、100 秒长脉冲等离子
体的科研新目标发起挑战，力争将世
界可控核聚变能源研究推向新高度。

“万物生长靠太阳，EAST 拥有
类似太阳的运行机制，因此有‘人造
太阳’之称。”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王腾博士
说，煤、石油、天然气未来有枯竭的危

险，还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而“人造
太阳”核聚变反应所需的原材料在地
球上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成
物也没有危害，被认为是理想的“终
极能源”。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
涛说，EAST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目
标为人类开发核聚变能源提供工程
和物理实验基础，建成以来已开展实
验 96000 余次，先后实现了稳定的
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
运行、电子温度 1亿摄氏度 20秒等离

子体运行等国际重大突破。
从去年 7 月起，EAST 启动新一

轮升级改造，在尖端材料、关键部
件、主要子系统等方面实施一系列
重大提升。“装置升级的技术难度
高，工作量大！”中科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研制中心主任吴杰峰说，

“‘人造太阳’非常复杂，要让上亿摄
氏度高温与零下 269 摄氏度低温 1
米内共存，上万个零部件，有一点点
瑕疵，未来实验可能就会失败。”

“党员带头，我们每个人都是缺
一不可的螺丝钉！”EAST 升级改造

项目内部施工负责人胡凯说，近百
人的科研工程团队每天超过 12个小
时“争分夺秒”工作，从春节前到现
在一直没有休息。

“从 1亿摄氏度 20秒到 1亿摄氏
度 100 秒，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跨
越，也将把人类核聚变能源研究推
向一个新高度！”中科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托卡马克物理实验研究室
主任龚先祖介绍，目前升级改造工
作进展顺利，预计将于 4 月底结束
改造，向“1 亿摄氏度 100 秒”的新目
标发起冲击。

我国“人造太阳”之称的全
超导托卡马克巨变实验装置

（图片来源 新华网）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

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研人员近
期在脑出血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发现在超早期内强化降压可以提
高脑出血治疗效果和预测后果的
准确率，为脑出血临床治疗和科研
带来了新方向。

相关研究成果作为 2020 年脑
出血领域重要进展之一，被国际学
术期刊《中风》写入《2020 急性脑
卒中治疗进展专题报告》。

论文第一作者、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教授李
琦介绍，此前的研究表明，强化降
压治疗无益于控制血肿扩大或改
善患者不良预后。然而，临床研究

发现大多数血肿扩大发生于症状
出现 2 至 3 小时内，而不是传统认
为的 24小时。

针对这一发现，李琦来到哈佛
大学对脑出血患者不同降压方案
进行反复比较，提出“脑出血抗血肿
扩大治疗时间窗”概念，发现在超早
期内强化降压可降低血肿扩大风险
并有助于预测病情严重程度。

该研究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神经病学纪事》，得到国际权威卒
中专家组的肯定，李琦也受邀参加
首届欧洲卒中学会-世界卒中学
会联合会议并介绍超早期治疗时
间窗内治疗脑出血经验。

我国专家在脑出血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据新华社电 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徐华强和蒋轶团队，联
合浙江大学张岩团队等多个研究
组，25 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最
新研究成果，破译了三种 5-羟色
胺受体的近原子分辨率结构，揭示
了磷脂和胆固醇如何调节受体功
能，以及一种抗抑郁症药物的分子
调节机制。

5-羟色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
传递物质，它在大脑中发挥作用，
赋予我们感受快乐和幸福的能力，
因此也被称为“快乐神经递质”。
5-羟色胺系统参与人体广泛的生

理功能，包括调节大脑的记忆、认
知、情感、学习和成瘾性，该系统的
失调可能会引起多种精神类疾病，
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偏头痛等。
明确 5-羟色胺的分子结构和功能
机制，会为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
精神类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过去科学家们对 5-羟色胺家
族受体的精细结构了解甚少，使得
新型靶向药物的研发十分困难。为
了开发更有效且毒副作用更低的
治疗药物，研究人员解析了三种
5-羟色胺受体结合不同配体的冷
冻电镜结构。

中国科学家破译“快乐神经递质”结构

北半球上方火星影像。北半球
影像由“天问一号”中分辨率相机于
北京时间2021年3月18日拍摄，此
时环绕器轨道高度约1.15万千米。

3 月 26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 2
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
一号”探测器拍摄的南、北半球火
星侧身影像。图像中，火星呈“月
牙”状，表面纹理清晰。

“天问一号”探测器飞行至距
离火星 1.1 万千米处，利用中分辨

率相机拍摄了火星全景。此时，由
于探测器处于火星侧后方上空（以
面向太阳为前方），得到两幅“侧
身”影像。

目前，“天问一号”探测器已经
在停泊轨道运行一个月，高分辨
率相机、中分辨率相机、矿物光谱
仪、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离子与
中性粒子分析仪、磁强计等载荷
陆续开机，对火星开展探测，获取
科学数据。 新华社发

国家航天局发布国家航天局发布““天问一号天问一号””拍摄火星侧身影像拍摄火星侧身影像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3日从山东
大学获悉，围绕太阳耀斑对地球空
间效应研究，中美两国的科研人员
近期取得新成果——太阳耀斑可影
响到包含广袤地球磁层在内的整个
地球空间。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
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学》上。

这一成果，由山东大学“太阳
爆发及其对行星空间环境的影响”
攀登团队与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
心、中科院地质地球所、美国达特
茅斯学院等国际团队共同取得。山
东大学刘晶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

刘晶介绍，耀斑是太阳大气上
局部区域最剧烈的爆发现象，短时

间内爆发大量能量，导致几乎全波
段电磁辐射如 X射线、极紫外辐射
等突然增强。太阳耀斑强度最高为
X 级。2017 年 9 月，太阳在几小时
内先后爆发 X2.2 级和 X9.3 级耀
斑，导致地球朝向太阳一侧高频无
线电通信近乎瘫痪 1个小时。

“高频无线电通信受到干扰，
是因为耀斑爆发时太阳辐射电离
显著增强，引起突发电离层扰动。”
刘晶说，科研团队经比对与模拟，
发现耀斑还影响到距地面更远的
磁层。突然增强的太阳辐射通量，
减弱了“太阳风-磁层-电离层”能
量耦合效率，削弱了太阳风和磁层
向地球高空大气的能量注入。

科研团队揭示太阳超级耀斑辐射扰动地球空间

3月26日，在雄安智绘未来科技
园，雄安数字交通实验室负责人任大凯
触碰开关打开无人驾驶汽车的车门。

雄安数字交通实验室位于河
北雄安新区的雄安智绘未来科技

园。实验室致力于提供数字交通共
性技术研究方案，助力智慧城市建
设，目前已吸引 30 余家知名智能
化设备制造商落户科技园。

新华社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纸随处可见。室内
装修用的壁纸、阅读时的报纸、易消耗的餐巾
纸，可以说纸为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也正是由于人们对纸的大量需求，作为造纸
原料的树木砍伐量也在与日俱增。为了更好
地节约资源，人们开始寻找更高效地利用纸
张的办法，再生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生纸，即废纸回收后经过分类拣选、
温水浸涨，被重新打成纸浆后，再次制作而
成的产品。废纸的来源不一，主要分为造纸
废料、经商业用途后产生的废物和消费后
产生的废物三个基本类型。

造纸废料来自于造纸过程本身产生的
废料，包括退货的纸张和木材加工产生的
废料，如整木碎屑、锯木厂废料和锯末等，
属于纸张制作工艺中的前期产物；商用后
废物是指在纸张加工、印刷和装订工序中
产生的废物，还有商店、批发商和零售商未
售出的纸张及纸制品等；消费后废物则是
指那些从一般废弃物流（如垃圾堆填区）转
移过来的纸张和纸产品，比如人们丢弃的
报纸、杂志、书籍、纸板箱和商务用纸张。这
三种废纸都能在再生纸生产工艺中变废为
宝，发挥余热。

由于纸张内含丰富的纤维素，因此具
有一定的韧性。当我们把用过的纸泡在水
里，纤维潮湿后会膨胀，紧密度也就相对减
弱，这些纤维就可以被分离。人们也可以通

过这样的方法制造出新的纸张。但一般来
说，由废纸制作而成的纸浆中会含有一定
量的杂质，如沙粒、小石子、塑料膜、胶质、
尘埃颗粒等，这些物质会在纸张表面形成
空洞和粗糙颗粒，或者融化粘在卷纸轮上
中断作业。因此在生产再生纸的过程中，如
何筛选剔除出这些杂质是重中之重，目前
较常见的方法是先经过高温烘烤，对其进
行筛选净化，然后经过纸浆除渣器，最后经
过多级多段往复除渣，废纸浆终于淘尽尘
沙，重现洁白。在如此完备的技术处理下，
废纸重新焕发出新的价值。

利用废纸制作再生纸，其环保意义不
言而喻，数据显示利用废纸作原料生产出
来的纸张，其原料中的废纸纸浆比例为
60％至 100％，这个数据表明当我们每回
收利用 1 吨废纸，就相当于保护了十几棵
大树。如此可以看出回收利用废纸，生产再
生纸确实是有益环境的好事。

但是生产再生纸也存在一些缺点，其
一就是增加企业的成本，因为和木材纸浆、
草类纤维纸浆造纸不同，再生纸的生产对
设备和工艺有诸如脱墨等特别要求，使得
再生纸的价格也随之增加，缺乏价格优势。
其二就是由于再生纸本身存在的特点，如
外观存在斑点、亮度偏低、颜色灰暗等，很
难满足高质量要求的纸张使用条件，适用
范围有局限性。 （据新华社电）

什么是再再再 生纸生纸生纸？？？
在大自然中，松萝的外形并不算出众，它

没有娇艳的花朵，也缺乏挺拔的姿态。更多时
候，它在深山老林中，和各种植物相互依存，
以默默无闻的形式存在着。

松萝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它喜
欢多湿多雾、阳光充足的环境，作为一种山林
植物，即使在露天的环境下，经历一年四季的
风吹日晒，松萝依旧可以蓬勃健康地生长。以
植物分类学的知识来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
松萝是松萝科植物长松萝或裂环松萝的地衣
体，别名松上寄生、飞天蜈蚣、松毛胡须草、茶
须、石须等。通过它的别名，我们不难想象松
萝所存在的形态，它属于枝状地衣的一种，像
丝线般垂挂在树干上。长松萝和裂环松萝之
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长松萝的表面呈现
出灰绿色、草绿色，老枝则是灰草黄色，主枝
具有皮层，二级分枝缺乏皮层。裂环松萝的颜
色则有所不同，呈淡绿色至淡黄绿色。枝体基
部直径约 3 毫米，主枝粗 3 至 4 毫米，呈圆柱
形，少数末端稍扁平或有棱角，次生分枝整齐
或不整齐多回二叉分枝。如裂环松萝的名字，
它的枝干具有如脊椎状的环状裂隙。因此，两
者比较好区别开来。

但无论是哪一种松萝，它们在性状上还
是很相似的，比如都不需要土壤，只要挂在竹
条、铁丝、花卉或植物枝条上，就可以正常生
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树木上常常挂满
松萝，其实这对树木本身生长而言，会造成一
定的负面影响。

松萝属于地衣的一种，地衣的生长非常
缓慢，平均年生长不足 1厘米。松萝已经属于
地衣中生长速度的领头羊选手，但每年也只
能长 2厘米左右。生长缓慢的松萝，主要依靠
营养繁殖。一些园艺爱好者，会在松萝已垂长得蓬松又茂密
时，利用植物体断裂来产生新的个体。

松萝不仅受园艺爱好者喜爱青睐，它还是一味具有抗菌物
质的中药，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等药物功效，可治疗烧烫伤、
中耳炎等。一般在夏、秋两季采收，先去杂质，再切断、晒干。

松萝虽然具有超高的耐寒及耐旱性，但它却对空气有着严
格的要求，只有空气新鲜，它才能安然生长，若大气受到污染，
是无法存活的，因此也被称为特殊的“环境污染指标”，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很难在空气质量差的城市看到松萝的原因。因为松
萝类的地衣没有根、茎、叶，相较高等植物，它们对环境的变化
更为敏感。科学家们通过分析地衣体内的污染物及其含量，就
可以对周围环境进行定量监测，这种研究就是建立在地衣能吸
收重金属，同时对二氧化硫、氟等污染物极度敏感的基础上的。
一旦周围环境被污染，地衣能迅速作出反应甚至死亡。

松萝属于地衣的一种，也将自己的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
尽致，它对空气的要求极高，对大气污染也十分敏感。目前，依
托于松萝的这种特性，不少科学家们也十分认可其出众的实
用价值，潜心研究这些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植物。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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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中国
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获悉，经过近两
年的深入研究，科学家对人类首次

“看见”的那个黑洞，成功绘制出偏
振图像。北京时间 24 日 22 时，包括
中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合作的相关
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天
体物理学杂志通讯》。

当光线通过某些滤光片、或从
被磁化的高温区域发出来时，就会
发生偏振现象。就像偏光太阳眼镜
能减少来自明亮表面的反射和眩
光，帮助人们看得更清楚一样，天
文学家可以通过观察来自黑洞边
缘的光的偏振特性，来锐化他们的
视野。

2019 年 4 月 10 日，科学家们发
布了有史以来第一张黑洞图像。人

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位于室
女座一个巨椭圆星系 M87 的中心，
距离地球 5500 万光年，质量约为太
阳的 65 亿倍。它的核心区域存在一
个阴影，周围环绕一个新月状光环。

自那以后，成功捕获到首张黑
洞照片的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合
作组织，又组织了多国天文学家深
入研究 2017 年收集到的 M87 星系
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数据。他们发
现，M87 黑洞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光
是偏振的。但由于获取和分析这些
数据涉及到十分复杂的技术，科学
家 们 花 了 近 两 年 时 间 ，才 绘 制 出
M87黑洞的偏振图像。

据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合作
组织成员、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副台
长袁峰研究员、路如森研究员等专

家介绍，最新绘制的 M87 黑洞的偏
振图像，清楚地显示出黑洞的光环
是磁化的。这是天文学家第一次在
如此接近黑洞边缘处，测得表征磁
场特征的偏振信息，这对深入研究
黑洞“吸积盘”、黑洞“喷流”等科学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黑洞周围的气体在它的强引力
作用下，会朝着黑洞下落。这些气体
并不是垂直下落，而是一边旋转一
边下落。大量被强引力牵引的气体
围绕着黑洞形成一个巨大的盘状结
构，被称为“吸积盘”。以强大引力著
称的黑洞，并不能将所有的气体与
物质都吞噬掉。在靠近黑洞的地方，
还有一些物质被磁场等强作用力往
外高速发射，形成“喷流”。

“最新绘制的黑洞偏振图像，对

解释距离我们地球 5500 万光年的
M87 星系，如何从其核心向外传播
能量巨大的喷流至为关键，能帮助
科学家推断黑洞喷流如何形成。同
时，还可以帮助科学家推断吸积盘
的模型。”袁峰说。

黑洞是浩瀚宇宙广泛存在的一
种神秘天体。为了观测到黑洞，天文
学家将世界各地的八台望远镜连接
起来，创建了一个类似于地球大小
的虚拟望远镜——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其分辨率可相当于在地球
上看清月面上的一张信用卡。

来自全球多个组织和大学的
300 多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国际
合作研究，由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科
研人员领衔的中国团队也一直深度
参与。

人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 有了偏振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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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人造太阳人造太阳””将再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