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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健康

我国育成高产高抗水稻新品系

首个 5G 手机拨通了，5G 还有哪些应用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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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4 月 1 日电(记者陈席元、眭黎曦)记者 1 日
从南京农业大学获悉，该校杨东雷实验室利用高产基因 IPA1
提高了水稻对白叶枯病的抗性，培育出既高产又具高抗病性
的水稻新品系。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自然·植物》上。
“植物抵抗病菌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所以有强抗病力

的作物往往产量不高，而高产的品种又容易染病。”杨东雷教
授说，抗病与高产通常是一对矛盾，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同时达到高产和高抗一直是作物育种的一大挑战。为解决这
个问题，科研团队尝试在高产基因中寻找抗病基因。

2010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在国际上首先发现水稻

理想株型基因 IPA1，作为水稻 miRNA156 的靶基因，IPA1
能够参与调控水稻多个生长发育过程，适度上调 IPA1 的基
因表达可以减少水稻的无效分蘖，增加穗的分支，增强秸秆强
度，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杨东雷团队的研究人员发现，当白叶枯病菌侵染水稻时，
miRNA156 与 IPA1 等靶基因的表达水平会发生改变。如果
下调 miRNA156或者增加 IPA1 的表达，水稻对白叶枯病的
抗性虽然会得到大幅增强，但这些水稻分蘖大量减少，穗子变
小，育性降低，产量会大幅下降。

为了获得高抗与高产兼具的水稻品种，研究人员给水稻
安装了一种“报警器”，一旦有白叶枯病菌入侵，IPA1 就会增

加表达，经过测试，研究团队将最终培育出的水稻命名为
HIP 。

后续研究显示，当没有病原菌侵染时，HIP 水稻植株的
IPA1 表达量会微量上调，表现出少蘖、大穗、茎粗等性状，产
量得到了提高；当白叶枯病菌侵染时，IPA1 就会大量表达，
为植株补充“抗体”，增强植株的抗病性。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白叶枯病侵染时，HIP 水稻
仍然能够保持高产。”杨东雷说，该研究发现了 miRNA156
与 IPA1 这一对控制水稻生长与抗病的因子，阐明了 IPA1
抗病的分子机制，研究团队也据此培育出高抗高产的水稻
新品系。

新华社上海 4 月 1 日电(记者龚雯、何曦悦)近日在上海
虹口区拨通的首个 5G 手机通话，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也让人
们对 5G 生活的憧憬愈发强烈。未来，我们还将遇见哪些 5G
新场景、新应用？记者对此展开采访一探究竟。

5G 到底有多快？

近日，首个行政区域 5G 网络在上海建成并开始试用。上
海市副市长吴清在虹口足球场拨通了首个 5G手机通话，在
询问对方是否清晰时，对方表示：“太清楚了，我在黄浦江边，
你就像在我身边。”

5G 到底有多快？一位来自电信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如果把 3G 比作汽车速度，4G是飞机速度，那么 5G 就
是火箭速度，下载一部 4K 高清电影用时不到 2 秒。

据悉，在上海拨通的首个不换卡不换号、基于中国移动 5G
网络的手机间通话，首次实现了基于现网升级的 5G 核心网、业
务系统和 5G手机的电话互通，完成了 5G 终端与无线网的优
化适配。

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袁泉表示，目前虹口区已建成 5G
基站 228 个，实现了千兆固定宽带网络和 5G 网络全区覆盖。

“解锁”5G 应用新场景

上海虹口区的一通电话，折射了 5G 应用场景的一角。记
者在 5G手机通话现场看到，多款 5G 创新应用令人惊喜：

5G+8K 展区内，北外滩滨江大道的风貌实时回传，浦江景
色尽收眼底。

5G 赛事直播区，超短时延、高清视频为无法去现场的观众
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

……
据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5 年

底，我国将拥有 4 . 6 亿 5G 连接，占总连接数的近三成。
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张建明表示，今年是 5G

元年，年内上海将建成超过 1 万个 5G 基站，到 2021 年全市将
累计建设超过 3万个 5G基站，实现 5G网络深度覆盖。

新场景也在其他地方展现：成都的 5G 地铁站，江西的

5G 智慧医院示范区，重庆的马拉松 5G+VR 直播……
工信部部长苗圩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根据终端成

熟情况，估计于今年适时发放 5G 牌照。

开启万物互联时代

5G 将开启万物广泛互联、人机深度交互的时代。
“5G是未来与科技连接的基础，没有它，一些‘科技大厦’

就建不起来。”上海市信息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说，5G
将会给人们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首席规划师贺仁龙表示，
5G 最革命性的意义在于与工业设施、医疗仪器、交通工具
等的深度融合，实现万物互联。部分先行地区可结合 5G 商
用部署，系统制定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完善行业管理法规。

贺仁龙还建议，要深度结合 5G试验与应用，加快推动行
业融合发展。比如，引导运营商、行业龙头企业、信息服务提供
商等组建 5G 联合创新实验室，开展关键技术产品研发与应
用示范验证，积极探索和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记者张
莹)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日宣布，美国要展
开一场 21世纪的“太空竞赛”，5 年内将
美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并且将选择
在月球南极迈出第一步。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美国无人探测器和宇航员多次登
月，但主要集中在月球赤道和中纬度区
域。半个世纪后，为什么美国选择月球南
极作为重返月球的首选登陆点？

按照彭斯在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第
5 次会议上的说法，月球南极具有“巨大
的科学、经济和战略价值”，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月球南极拥有水冰。

月球黑暗、寒冷的极地地区一直被
推测含有水冰，但直到半年前，美国科学
家才通过分析印度“月船 1 号”月球探测
器的数据，确认月球南极存在水冰。月球
南极对美国整体太空探索计划、特别是
对登陆火星的战略价值因此大幅提升。

按照去年 8 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在月球南北纬
70 度以上的永久阴影区存在多个含有
水冰的区域，但水冰在月球南北极的分
布规律并不相同：月球南极的多数水冰
集中在陨石坑内，而月球北极水冰的分
布较为广泛和稀疏。由于阳光永远照射
不到月球极地陨石坑底部，因此产生的
永久阴影区温度不高于零下 163 摄氏
度，使这里的水冰可以长期保存。

美国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援引有关估算数据指出，月球两极可能
存储了超过 1 万亿磅(约合 4 . 5 亿吨)的
水冰，这意味着“生命的维持、可以呼吸
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以及在月表存在
作为火箭推进剂的氢气和氧气”。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下令重
建搁置 25 年的国家太空委员会，并宣
布重返月球计划，提出“不仅要在月球
上插旗并留下脚印，还要为将来的美国
载人火星任务奠定基础”。可以看出，在
美国政府的太空探索计划中，月球是登
陆火星的重要“中转站”。如果要建立月
球基地，为最终登陆火星做准备，月球
上的水冰就成为极其宝贵的资源。水冰
分布比较集中的月球南极自然成为首
选登陆点。

理论上科学家已掌握了开采月球
水冰的技术，但实际开采利用仍面临不少困难。

首先，印度“月船 1 号”月球矿物质绘图仪的探测深度只
有地表以下 1 至 2 毫米，月球极地地下究竟蕴藏多少水冰可
供利用，具体是以与月土混合还是大块水冰的形式存在，还需
要更先进的探测器甚至着陆器找出答案。

其次，在月球南极登陆将“需要做得比其他登陆点更多”。
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科学家瑞安·沃特金斯解释说，月球南极
所在方位使宇航员和地球控制中心的通信变得更困难；与美
国阿波罗 11 号载人飞船降落的月球赤道附近地区相比，月球
南极的地形也更为崎岖。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记者胡喆)把地面
测控站升高到 36000 公里的太空，为卫星与地
球之间架起“信息桥”，组网卫星被称为“卫星的
卫星”…… 3 月 31 日深夜，天链二号 01 星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是我国第二代地
球同步轨道数据中继卫星的首发星。

记者走进天链二号主要研制团队——— 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探访了天
链二号的更多“新技能”。

“天链”顾名思义是“天上的信息链”，组网
卫星也被称为“卫星的卫星”，主要为飞船、空间
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
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遥感、测绘、气象等卫星
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
测控支持。

“相当于我们把地面测控站搬到了 36000
公里高度的轨道，既可以为其轨道之下的航天
器之间提供数据传输，又可以为卫星与地球之
间架起‘信息桥’。”天链二号 01 星总设计师赵宏
说。

在天链二号之前，我国发展了天链一号卫
星系统。2008 年至 2012 年，我国先后发射天链
一号 01 至 03 星，三颗卫星组网运行，使我国成
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对中、低轨航天器全球覆
盖能力中继卫星系统的国家。2016 年，天链一
号 04 星成功入轨并完成在轨测试，与 01 至 03
星实现全球组网运行。

“此次成功发射的天链二号 01 星，能够与
天链一号卫星系统相互兼容，使我国以数据中
继为特征的天基通信基础设施在传输速率、服
务数量、覆盖范围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为我国强
化数据中继和测控等战略服务提供基础性保
障。”卫星总指挥张鹏说。

此外，天链二号 01 星还具有服务目标数量
增多、服务范围增大以及自主能力强、任务调度
功能更灵活等优点，可以自动接收多目标任务，

并自主排序完成。
“目前天链一号卫星系统运行稳定，天链二号 01 星将作为

新的力量补充到我国数据中继卫星的应用中。”天链二号工程总
师王家胜告诉记者，天链二号 01 星还将以更加完善有效的信息
互联互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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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多光谱相机助力我国智慧农业
新华社长春 4 月 1 日电(记者孟含琪)记者从中科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了解到，张军强副研究员团
队研发出新型多光谱相机，该相机可直接应用于农、林行
业，判断作物长势和病虫害情况，助力智慧农业。

操控无人机绕农作物飞行一周，将获取的数据导入软
件，就可以收到“处方图”。图中作物长势情况清晰明辨，哪
些作物不健康都用坐标准确标注，同时给出如何治疗的精
准处方……张军强团队研制的多光谱相机已在吉林省公主
岭市、山东省东营市、湖北省孝感市等多地成功应用。

光谱，可被通俗地理解为色彩。处于不同状态的农作
物，具有不同的光谱信息。一直以来，农民种地都是凭经验
查看作物颜色来判断长势。光谱相机则可以通过农作物的
光谱，快速、精准判断其长势、受病虫害等情况。

我国不少科研院所对多光谱相机设备开展研究，但能
在农、林等行业应用的并不多见。相对于科研相机，研制
应用型多光谱相机的难点是在控制成本时如何尽量提高
相机性能指标，使其更贴近行业应用的要求，让更多用户

用得好、买得起。
自 2007 年起，张军强团队就从事高光谱、多光谱相机

研发，掌握了核心技术后，开始致力于技术成果转化。
张军强说，该相机具有质量轻、成本低、个性化的特点。

科研使用的光谱相机重量多在 1 公斤以上，不便于农林勘
测，该多光谱相机重量约为 190 克，便于安装在无人机上进
行大范围勘测。

过去，我国农林勘测使用的多光谱相机多是从美国、瑞
士等进口，这些相机可观测的波段都已提前设定好，无法满
足我国农业生产不同作物的观测需求，且价格基本在 10 万
元以上。团队自主研发的多光谱相机可针对农业病虫害、作
物倒伏、水体污染等不同勘测需求调整光谱波段，提供完整
的多光谱遥感监测解决方案，价格仅为进口设备的一半。

该多光谱相机已获得两项国家专利授权，于 2019 年 3
月实现量产。张军强说，下一步团队将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
系统，让相机在智慧林业、环境监测、应急灾害预警监测等
更多领域发挥作用。

免疫疗法对一些实体瘤初显疗效
新华社华盛顿电美国研究人员 3 月 31 日公布的两项

试验结果显示，一种已被批准治疗血癌的免疫疗法对一些
实体瘤也显示出初步疗效，这意味着该疗法未来有可能被
用于治疗一些更常见的癌症。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CAR-T)通过改造患
者自身免疫细胞来治疗癌症，2017 年已在美国获批治疗特
定白血病和淋巴癌。但这种疗法对恶性实体瘤一直表现不
佳，许多专家还担心有严重副作用。

当天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
上，“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普拉萨德·阿杜苏米利
报告说，他们设计了一种以癌细胞表面蛋白质间皮素为靶
点的新型 CAR-T 细胞，在其中添加一种“自杀”开关。一旦
CAR-T 细胞造成意外伤害，这种开关就被激活，杀死所有
CAR-T 细胞。

阿杜苏米利等人招募了 19 名恶性胸膜间皮瘤患者、一
名转移性肺癌患者和一名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将新型 CAR

-T 细胞直接注入他们的胸腔，其中一些患者还接受了其他
治疗手段。总体结果显示这种新型疗法效果良好，特别是未
发现有毒副作用。

阿杜苏米利说：“如果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美国每年将
有 200 万名间皮素表达型实体瘤患者能接受这种治疗。”

年会上公布的另一项研究说，10 名 4 岁到 54 岁的肉
瘤(一类生长于软组织或骨骼上的恶性肿瘤)患者接受了
CAR-T 细胞注射治疗，其中两人的肿瘤消失，一人已 32
个月未复发，另一人也已有 17 个月未复发。

多数 CAR-T 疗法是一次性治疗，而在美国贝勒医学
院开展的这项试验中，患者接受多次 CAR-T 细胞注射。试
验中也未发现该疗法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CAR-T 疗法近年来发展迅速，其做法是，先从患者自
身采集在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T 细胞，对其重新
“编程”，所得 T 细胞含有嵌合抗原受体，能识别并攻击癌
变细胞，因此可重新注入患者体内用于治疗。

新华社济南 4 月 1 日电(记者萧海川)在掌握气态、液态、固
态的制备方法后，如何制备“金属氢”是科学界正努力攻关的难
题。近期，山东大学赵明文教授团队提出利用碳纳米管高机械强
度的特点，在碳纳米管中以相对“较低”的压力制备与保护准一
维“金属氢”，并由此发展出相应的理论模型。这项理论成果日前
被国际学术期刊《纳米快报》发表。

山东大学赵明文教授团队表示，由于碳纳米管具有高机械
强度的特点，在其内可以形成超高密度的准一维“金属氢”。作为
容器的碳纳米管，不仅可以保护稍纵即逝的“金属氢”，并能有效
降低实现氢金属化的临界压力，在相对“较低”的压力下实现氢
的金属化和超导特性。

科研团队介绍，基于量子力学第一性原理的分子动力学模
拟显示，束缚于碳纳米管的准一维氢在 163 . 5GPa(即 163 . 5 万
倍大气压)下可以变为金属态，其超导的临界温度也接近室温。
研究人员在埃利亚西伯超导理论的基础上，已发展出相应的理
论模型，成功解释了准一维“金属氢”的超导特性。

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与希拉德·亨廷顿 1935 年曾预言，
“金属氢”存在于超高压强条件下。随后，制备“金属氢”成为各国
科学家竞相攻关的目标，甚至被称作高压物理学的“圣杯”。根据
理论模型推算，在 450 万倍大气压下，“金属氢”具有接近室温的
超导特性。

超高的压力条件，却令实验论证步履维艰。因此，如何在相
对“较低”的压力下获得“金属氢”，成为目前重要研究方向。此
次，中国科学家取得的理论成果，将为实验制备和研究常温超导
体“金属氢”提供新方案。

制备常温超导“金属氢”

我国科学家提出新方法

（上接 1 版）“投资运营比雷埃夫斯港，我们不是追求简单
的财务回报，而是通过投资惠及希腊当地的整体发展。我们没
带走一块砖、一块瓦，但却留下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中远
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说。

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
希腊经济和工业研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远海运与比雷

埃夫斯港港务局签订的协议可为希腊经济贡献 15 亿欧元，并
创造 12 . 5 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

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项目建设扎实
推进，瓜达尔港等重点港口项目进展顺利，国际产能合作稳步
推进……设施联通的不断加强，将沿线各方连接成更紧密的
利益共同体。

在碧海银沙、椰风拂动的马尔代夫，北京城建集团承建的
维拉纳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新跑道去年 9 月成功试飞。

新跑道、新停机坪、新油库……北京城建集团国际事业部
总经理李道松初步测算，该工程建成后将为马尔代夫当地旅游
相关产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助力当地旅游经济实现新飞跃。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联通世界、促进贸易，体现了
互利共赢的精神，是一项积极的倡议。”英国阿斯利康董事长
雷夫·约翰逊如此评价。

数字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绿色丝绸
之路……在迈向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一条条纽带多元联动，为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在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智看来，中方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不仅关注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助于促进商务发展、繁
荣服务和教育等软实力的提升。“这一宏大的愿景将在未来继
续发挥作用，让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活力。”

享开放蛋糕 促美美与共

2 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提出，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去年 11 月，一幕全球贸易大合唱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精彩呈现———

全球 17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五大洲 3600
多家企业参展，境内外采购商超过 40 万人，短短 6 天，按一年
计累计意向成交 578 . 3 亿美元……

“进博会为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创造
了一个独特和高效的平台。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好的成
果，这说明中国市场仍然充满潜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
长克雷格·艾伦说。

共享中国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一次次握手、一份份订单背后，是中国坚定拥抱世界的开

放胸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激发进口潜力、放宽市场准入、完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

新高地……一系列扩大开放之举，是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长远考量。

“在开放合作中做大蛋糕、共享蛋糕。”中央财经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说，中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让更多的伙伴参与和受益。

统计显示，“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已与 40 多个国家建
立了双边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机制，与 10 多个国家，包括法国、
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展了
第三方市场合作。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介绍，2018 年，中国民营企业
进出口总值超过 12 万亿元，占全国接近 40%。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民营企业投资超过 6000 亿美元，并将继续致力于推
进全球化的进程。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展望未来，从“大写意”转为“工笔画”，“一带一路”建设将

更加走深走实。在打造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同时，中国将与全世
界携手，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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