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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的96名队员完成83天的首次北极业务化调
查，10月10日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据了解，在本次北极科学考察中，考察队实现了我国首次环北冰洋科学
考察，先后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北欧海等海域进行了北极航
道综合调查、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水文、海洋化学、海洋地质、海洋微塑料
和海洋垃圾等污染物调查等综合调查，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首次实施
环北冰洋考察，并在北极地区开展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测量，开辟了我国
北极科学考察新领域；历史性穿越北极中央航道，填补了我国北冰洋中心
区大西洋扇区的作业空白；首次成功试航北极西北航道，为后续西北航道
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首次执行北极业务化观测任务，开展了北极航道
环境综合调查、北极生态环境综合调查和北极污染环境综合调查，填补了
我国在拉布拉多海、巴芬湾海域的调查空白；首次在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开
展海洋塑料垃圾、微塑料和人工核素监测。

7 月 20 日，搭载考察队员的“雪龙”号从上海起航，9 月 25 日在白令海
完成最后一个站位调查后返航，总航程 20590 海里, 其中冰区航行 1995 海
里，在我国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来源：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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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最新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近
日通过“身份验证”。湖南省农学会组织的验收专家一致认为，这是理想的
杂种优势利用方式，它的应用推广，有利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进一步普
及，有望为全球水稻种植带来新“福利”。

当下，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主流”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
隆平团队研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技术。第一代是以细胞质雄性不育性为
遗传工具的“三系法杂交稻育种”。该方法育出品种具有稳定的育性。但
育种所需的恢复系、保持系材料难以获得，配组受局限。第二代“二系法育
种”，配组较前者大为自由，但极易受异常极端高低温气候影响。

2011 年，袁隆平领衔启动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并
获得了以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利用该
技术获得的不育系，克服了前两代的缺点，制种和繁殖均简便易行。“利用
第三代技术，可实现普通核雄性不育系的大规模繁殖。普通核不育性败育
彻底，遗传简单，是水稻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良好遗传工具。”团队专家
李新奇说。

袁隆平称，第三代技术利用了非转基因雄性不育系和非转基因的父本
进行杂交制种，生产出的杂交水稻种子也为非转基因品种。去年底，在海
南三亚举行的国际海水稻学术论坛上，他曾宣布，将利用第三代杂交稻育
种技术进行海水杂交稻研究。 （来源：科技网）

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通过验收 紫色的海参、红色的游虾、白色的小鱼、
蓝色的海葵……色彩斑斓的生命在海底一
隅欢快地游弋，上演了一出生动的“海底总
动员”。

“ 利 用 深 海 摄 像 ，我 们 清 楚 地 观 测 到
5200 米海底的热闹景象，其实，那些肉眼看不
到的微生物才是潜藏深海的‘主角’。”中国大
洋第 45 航次首席科学家林辉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连日来，大洋 45 航次科考队利用大面积调
查和原位富集培养等方式，在东太平洋密集
开展深海微生物菌株及其基因资源调查。

此前，我国深海生物基因调查大多集中在
西南印度洋、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洋中脊热
液区，在类似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区深海平
原的调查相对较少。

把实验室搬到5200米海底
深达数千米的大洋深处，高压、幽暗、寒

冷，曾被人类视为生命禁区。目前人类认识
的深海微生物还不足 1%，对海底环境中微生
物的生命活动及能量代谢过程也知之甚少。

不仅如此，在陆地实验室完全模拟深海环
境来培养微生物，也是当前的世界性技术瓶
颈。就在前几天，大洋 45 航次科考队成功回
收在海底工作 12 天的深海微生物原位富集系
统，该系统将实验室“搬到”5200 多米的海底，
利用深海原位的高压、低温、寡营养等极端环
境以及开放的物质交换条件，富集和培养在陆
地实验室无法获取的海洋微生物。

“我们用滤膜截流由不同底物获取的原位
富集菌体，用于种群结构分析。”来自国家海
洋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的董纯明
博士说。

微生物是新药开发的独特资源
“极端的深海环境赋予微生物独特的种群

结构和代谢机制，蕴含着如嗜压、嗜冷及功能
待确认的极端菌。深海微生物资源的价值，体
现在科研和应用上。”国家海洋局海洋生物遗
传资源重点实验室主任邵宗泽表示，开展深海
微生物基因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深海生命的
起源和进化机制。

在推动基础研究稳步向前的同时，深海
微生物资源在生物医药、工农业、食品、环境
等领域均获重要进展，已经形成数十亿美元
的产业。

“深海微生物的特殊代谢途径，将产生大
量结构全新的药物候选物，为生物技术产业发
展和新药开发提供独特的资源。”邵宗泽介绍，

科研人员已分离鉴定出 50 个具有抗肿瘤、抗衰老、抗氧化
或抗菌、抗病毒等活性的小分子化合物。其中，深海微生物
抗超级耐药性细菌 MRSA 与流感病毒 H1N1 的新结构化合
物已获发明专利，并将进入成药性评价环节。

我国微生物资源库仍存不足
经过 15 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库藏量和种类数世

界领先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库。
“我国在资源库数量等方面跻身世界前列，但在相关的

数据挖掘、开发利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关注不够。”大
洋 45 航次临时党委书记黄浩坦言。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深海调查与样品采集方面技术手
段有待加强，观测与采样工具正在逐步完善，生物资源研发
方面也需补齐短板。”邵宗泽坦言。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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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效果图

“中国天眼”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出成果了！这个世界
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发现了 6 颗新的脉冲星。这是我国天文望远镜
首次发现脉冲星，由此也开启了中国射电波段大科学装置系统产生原创发
现的新时代。

10 月 10 日，中科院在北京宣布，FAST 团队利用位于贵州师范大学的
FAST 早期科学中心进行数据处理，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经
国际合作，例如利用澳大利亚 64 米 Parkes 望远镜，进行后随观测认证，目
前已通过系统认证了 6 颗脉冲星。

FAST 副总工程师李菂研究员说，在新发现的脉冲星中，编号为 J1859-
0131 的脉冲星，自转周期是 1.83 秒，距离地球约 1.6 万光年；编号为 J1931-
01 的脉冲星，自转周期是 0.59 秒，距离地球约 4100 光年……

“脉冲星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而产生，因发射周期性脉冲信号而得
名。”李菂说，脉冲星的本质是中子星，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端
物理性质，是理想的天体物理实验室，比如 1 立方厘米的脉冲星有 1 亿吨到
10 亿吨的重量，对其进行研究，有望得到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的答案。再
比如：脉冲星的自转周期极其稳定，准确的时钟信号为引力波探测、航天器
导航等重大科学及技术应用提供了理想工具。

去年 2 月，LIGO 科学合作组织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广义相对论预言已
久的引力波之后，对引力波的探测已经成为天文学界的热门话题。李菂
说，通过对快速旋转的射电脉冲星进行长期监测，选取一定数目的脉冲星
组成计时阵列，可以探测来自超大质量双黑洞等天体发出的低频引力波。

“FAST 将有希望发现更多守时精准的毫秒脉冲星，对脉冲星计时阵探测引
力波作出原创贡献。”

FAST 是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备之一，2016 年 9 月 25 日竣工
进入试运行、试调试阶段。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FAST 调试难度极大，
涉及测量、控制、力学、电子学、天文等多学科领域，具有极大的技术挑战。

“我们提前两年就开始研制实时仿真系统，为反射面索网的耦合控制提供
了重要的安全评估手段。同时在馈源支撑系统调试过程中，在安全防护方
面做了充足的技术保障。”

为什么我国望远镜新发现的脉冲星，需要得到澳大利亚 64 米 Parkes
望远镜等的确认？严俊说，因为 FAST 正处在调试期，慎重起见，我们希望
新发现的脉冲星在得到国外望远镜百分之百的确认后再对外公布。“未来
等到 FAST 调试完成正常工作后，就不必非得经过国外确认了。”

“未来两年内，FAST 调试团队将继续致力于望远镜性能及可靠性方面
的提升工作，争取早日实现望远镜验收指标，并稳定地保证望远镜的有效
观测时长，将 FAST 打造成世界上具有工作频段内统治力的射电望远镜。”
严俊说。 （来源：《科技日报》）

“中国天眼”发现6颗脉冲星

据外媒报道，近日，现存全球最大原钻
以 5300 万美元（约合 3.5 亿元人民币）售
出。该钻石在 2015 年 11 月在非洲博茨瓦
纳的一处矿区内被发现。

这颗钻石叫 Lesedi La Rona，在博茨
瓦纳语中意为“吾光”，距今约有25亿到30
亿年历史。钻石重 1109 克拉，如网球般大
小,被英国著名珠宝商格拉夫收入囊中，并
将负责对其进行切割打磨。据悉，“吾光”
钻石是全球现存最大原钻，仅次于著名的
卡利南钻石。卡利南原钻重3106.75克拉，
最终被切割成105块钻石，其中一部分被用
于英国王室的王冠和权杖镶嵌。

全球现存最大原钻如网球般大小

美国明尼苏达州34岁男子克里斯近年
来一直在自家菜园种植巨型蔬菜，这次，他
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
根须纷繁，状如树精，并且重达 22.4 磅（约
20.3斤），打破了之前来自英国诺丁汉郡的
世界最大胡萝卜重 20 磅（约 18 斤）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除了胡萝卜外，克里斯还种
出了巨型西瓜、南瓜和甘南等。

世界最大胡萝卜重20斤状如树精

摄影师史蒂夫·兰斯·李在马来西亚和
印尼等地旅行，拍摄了一组银河和火山的
风光照。

照片中璀璨的银河在沉静的火山上
方架起一座闪耀的星桥，绿色和橘色的光
芒点亮了幽蓝的夜空，星光熠熠美到令人
窒息。 （来源：《科技日报》）

摄影师旅拍银河与火山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