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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先行 步步为赢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全面启动“兴航程”合规强化执行年活动

2018年，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全面开展“兴航程”合规内控强化执行年活动，紧密围
绕和贯彻落实总行“把合规视为一种盈利模式，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之义”重要理念，
把“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纪律”作为开展各项业务的底线，牢固树立“依法合规经营、合规
全员有责”意识。

“兴航程”活动开展以来，全分行积极行动，至5月中旬已举办合规展业、尽职调查、安全
消防、法律实务等30余次合规类培训，开展网络安全、金融知识进校园、国家安全教育日、防
范非法集资等4项合规专项宣传活动，印发合规内控制度文件5份、合规风险提示4份，开展

“深化整治市场乱象”、个人征信、营业厅堂办公场所等27项合规专项检查，共有33个机构和
部门开展“职业操守教育”集体学习活动，形成了全员参加、人人行动的良好氛围。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紧紧围绕“紧跟监管步伐，坚持业务引领，打造合规盈利模
式，将合规内控理念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推动业务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目标，以开展“‘兴航程’2018合规内控强化执行年”活动为契机，全面提升合规内控执行
力，为业务发展及战略转型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持。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在木星轨道附近的一颗

“逆行”小行星不是太阳
系“土著”，而是来自星际
空间的“移民”，它在太阳
系形成初期就来此定居。
这是人们首次在太阳系
中发现永久驻留的外来
天体。

这颗小行星编号为
（514107）2015 BZ509，它
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与木星
轨道非常接近，但运动方
向与太阳系绝大多数行星

和小行星相反，就像在大
卡车车道里逆行的一辆
小车。

根据目前的太阳系
形成理论，行星和小行星
由早期太阳周围的尘埃
盘凝聚而成，因此它们的
轨道位于同一平面附近，
并且运动方向应该一致。
在实际观测中，“逆行”的
小行星非常罕见。

法国蔚蓝海岸天文
台和巴西圣保罗州立大
学研究人员报告说，模拟
分析显示，这颗小行星已
在当前轨道上稳定运行

很久，在太阳系内诞生的
天体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轨
道，它应该是约45亿年前
被太阳引力捕获的星际

“移民”，当时太阳系诞生
约1亿年，处于行星形成过
程的末期。

研究人员说，这一发
现意味着太阳系内可能
还有更多外来小行星有
待发现。追溯太阳系外来
天体的身世有助于理解
行星形成和太阳系演化
过程，甚至可能为地球生
命起源提供新线索。

（据新华社报道）

一般来说，野生动物
群体规模越大，就会有越
多“人手”轮换站岗放哨，
越有助于减少被捕食的
风险。不过，英国布里斯
托尔大学发布的一项新
研究显示，长颈鹿的行为
方式比较特别，它们更喜
欢小团体生活，群体规模
也不会因为捕食者的威
胁而改变。

研究人员以生活在
非洲东部地区的部分长
颈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对其群体规模产生影响
的不同因素，其中包括被
捕食风险、栖息地类型和
个体特征等。

结果发现，栖息地类
型对长颈鹿群体规模有
一定影响，但是真正起到
决定作用的是成年雌性
长颈鹿，它们在产下幼仔
后会选择在较小的群体

内生活。这与另一流行看
法相反，即认为雌性长颈
鹿倾向生活在较大群体
中，以便共同看护幼仔。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
研究有助解开野生长颈
鹿生活方式的谜团，从而
为长颈鹿保护提供支持。
相关报告已发表在新一
期英国《动物学杂志》上。

（据新华社报道）

【数据】

●据有关数据显示，

最近30年长颈鹿数量减

少了40％，目前野生长颈

鹿数量估计不足9.8万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已将长颈

鹿列为易危物种。

探秘神秘的暗物质
来自美国、德国和加拿

大的多位天文学家日前在
《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找
到了一个缺乏暗物质的星
系。人们相信，宇宙是一个
有着统一自然规则的整体。
以往对银河系及遥远的星
系和星团的观测证实，暗物
质普遍存在于星系和星系
团之中。这一新发现是否意
味着引力和星系形成的理
论再次受到了挑战？

以耶鲁大学天文学系
教授彼得·冯·杜克姆为首

的科研团队利用世界上一
批最大型的望远镜，其中
包括10米口径的凯克望远
镜，观测了遥远的星系
NGC1052—DF2。他们分
辨出这个星系内部的10个
星团，仔细测量了这些星
团的运动速度，结果出乎
意料———10个星团的速度
相对比较接近。

在一个自成体系的系
统里，天体速度之间的差异，
可以反映中心物质的质量大
小。星团之间的速度相差不
大，意味着星系内部包含的
质量不大，提供的引力不足。

计算表明，NGC1052—DF2
星系发光物质的质量几乎
达到提供引力的总质量，不
发光的暗物质似乎没有置
身其中的余地了。

根据主流的宇宙学体
系，组成我们生活的常规物
质只占到宇宙整体的4%，而
神秘的暗物质占到27%。暗
物质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
质量，提供引力。它形成弥漫
的晕，通过引力的作用控制
着一般物质的聚集，形成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结构。
因此，暗物质被认为在星系
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其本质是天文学家
热衷追寻的秘密。观测到一
个缺乏暗物质的星系，可能
成为破解暗物质秘密的突
破口。这正是此次科研发现
最令人兴奋之处。

不过，天文学家们清醒
地 认 识 到 ， 现 在 确 定
NGC1052—DF2星系不存
在暗物质还为时尚早。由于
观测到的星团数量不够丰
富，速度的测量也有较大误
差，整个结论的推导过程
中，需要考虑特别多的理想
模型。因此，未来更多的观
测时间和更细致的数据分

析可能会修正或改变现有
的结果。今年夏天，又会有
一批大型的望远镜对准
NGC1052—DF2星系的方
向，试图分辨出更多的星
团，重新测定它们的速度。

暗物质不仅宏观上影
响着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
成，微观上也涉及基本粒
子的相互作用，因此，它可
能是未来一百年天文学和
物理学最重要的课题之
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的“悟空”卫星，就是
专门探测暗物质组成成分
的科学仪器。在地球上空

500公里的高度上飞行一
年多后，它终于发现了暗
物质存在的蛛丝马迹。人
类对暗物质的探索，刚刚
出发。 （据《人民日报》）

【名词解释】

暗物质（DarkMatter）

是一种因存在现有理论无

法解释的现象而假想出的

物质，比电子和光子还要

小的物质，不带电荷，不与

电子发生干扰，能够穿越

电磁波和引力场，是宇宙

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阳系内发现首位外来“移民”

长颈鹿喜欢小团体生活 害虫啃过的水稻更好吃

五羟色胺是一种让人
的大脑产生愉悦感的化合
物，浙江大学农学院舒庆
尧及其合作者最新研究发
现：害虫也喜欢五羟色胺。
害虫啃食水稻时，植株体
内的五羟色胺含量会增
加，对害虫来说，这使水稻
的“口感”和“营养”都提升
了。

据了解，这是科学界
第一次揭示五羟色胺与水
稻抗虫性之间的关系，将
对下一步培养更优抗性的
水稻和发展防虫治虫策略
提供新的思路。

褐飞虱和螟虫是稻田
中两种破坏性最大的害
虫。浙江大学昆虫所的娄
永根教授长期关注植物化
合物与昆虫的互动机制，
他发现在遭到害虫侵害
时，植物机体会分泌出不
同的化学物质。

通过研究发现，害虫
在侵食水稻时，水稻体内
的五羟色胺含量升高了。

它主要由一个叫CYP71A1
的基因合成。“当害虫侵食
水稻时，这个合成五羟色
胺的‘开关’就被打开了。”
舒庆尧说。

为了探究五羟色胺对
害虫的影响，博士生罗婷
开始了“数虫子”工作：数
出15只褐飞虱，放到装有
两株水稻的容器中：一株
水稻是自然野生型水稻，
另一株是敲除了CYP71A1
基因的水稻。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
趣的现象：刚开始分布均
匀的褐飞虱，一段时间后
会表现出明显的分离。”罗
婷说，大部分褐飞虱选择
去自然野生型水稻。

显然，被敲除了CYP71
A1基因的水稻被害虫嫌弃
了，原因则是无法调高五
羟色胺的分泌。

令科学家好奇的是：
害虫为什么喜欢五羟色
胺？

研究发现，摄入更多
的五羟色胺之后，虫子的
生长发育加快了，身躯也

更加壮硕了，这在螟虫的
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虫
子很聪明，它不但懂得

‘吃’，还能把食物变得更
加‘营养美味’。”舒庆尧
说，这是害虫的智慧。这一
发现对提高水稻的抗性，
维护粮食产量和品质有很
重要的科学价值。

科研团队进一步探究
发现，在植物体内，五羟色
胺和水杨酸的合成有一个
共同的源头物质———分支
酸，水杨酸是一种已知的
能够提高水稻抗病性的化
合物。简单来说，当害虫啃
食水稻致五羟色胺增加
时，原本帮助抗病的水杨
酸就减少了。

舒庆尧介绍，很多植
物中都存在五羟色胺和水
杨酸合成代谢通路，这项
研究将对水稻及其它作物
的抗虫育种带来启发意
义。相关论文《基于五羟色
胺生物合成抑制的水稻抗
虫性》日前发表在《自然·
植物》杂志上。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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