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短波

●32年前，人类历史上

首次量子通信在实验室诞

生，传输了32厘米。而今，中

国 人 将 这 个 距 离 扩 展 了

1400多万倍，实现了从地面

到太空的多用户通信。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日前宣布，中

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跨越

4600 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

分发，标志着我国已构建出

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

雏形。该成果已在英国《自

然》杂志上刊发。

●美国《科学》杂志近日

公布其评选的 2020 年十大

科学突破，“以创纪录的速度

开发和测试急需的新冠疫

苗”当选头号突破。中国、美

国、欧洲等地科研人员在

2020 年年初获得新冠病毒

基因组序列后，便尝试不同

技术路线研发疫苗。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将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征集来自全球科学家的观测

申请。届时，各国科学家可以

通过在线方式向国家天文台

提交观测申请。

●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

子山海拔 4410 米处的高海

拔 宇 宙 线 观 测 站“ 拉 索 ”

（LHAASO），已建成首个探

测器阵列并投入科学运行。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拉索”的主要使命是捕

获高能宇宙线并分析其来源

和机理。宇宙线是来自外太

空的高能粒子流的总称。这

些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天外

来客”，携带着大量天体演化

以及宇宙早期的信息，是人

类探索宇宙的重要途径。

●近日，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四院自主研制的中国

直径最大、装药量最大、工作

时间最长的固体分段式助推

器——民用航天 3.2 米 3 分

段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地面

热试车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周建平介绍，我国

将于 2021 年春季在海南文

昌用长征五号B遥二火箭发

射空间站核心舱。目前，核心

舱已经基本完成测试的全部

工作，航天员乘组已选定，正

在开展任务训练。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队对“亚洲水

塔”冰川储量、湖泊水量和主

要河流出山口处的径流量进

行初步估算发现，三者之和

超过 9 万亿立方米，至少相

当于230个三峡水库的最大

蓄水量。青藏高原及周边高

山地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

大河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

水塔”。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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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底以来，冷

空气轮番来袭，大江南北

一起喊“冷”。这是不是传

说中的“最冷”冬季？今冬

还会有多冷？新华社记者

日前专访了国家气候中

心主任宋连春，权威解析

极寒天气。

眼下是隆冬时节，尤

其 1 月中下旬，全国气温

处于全年最低的阶段。可

以说，我们现在经历的，

正是这个冬天最冷的一

段时间。

从未来预测看，后期

还会有冷空气活动，强度

达不到过去这两次全国

型寒潮的程度，但部分地

区的气温还有可能会持

续偏低一段时间。

宋连春表示，1 月中

旬后期开始，部分地区的

气温会逐渐回暖到接近

常年同期，2 月全国大部

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

高的概率较大。

他说，目前冬季还未

过半，还不能说今年冬季

是近年来最冷的冬季。

从过去几十年全国冬

季平均气温来看，整体呈

增暖的趋势，并且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多数冬季气

温都较常年同期偏高。但

这两年我国北方和南方地

区气温都出现了较常年同

期明显偏低的现象。

气候受多重因素影

响。宋连春表示，今年冬天

比较冷的原因，主要是“一

南一北”两大因素导致的。

第一就是北极海冰。

北极可以说是冷空

气的老家。“去年秋季，北

极 海 冰 为 历 史 上 第 二

少。”他说，海冰少，就意

味着北极温度高。北极上

空的极地涡旋，本来起着

将冷空气锁定的作用，然

而一旦北极温度升高，海

冰减少，极地涡旋就会减

弱，冷空气会随之南下。

这是强寒潮发生的背景。

从监测情况看，这个

冬天北极的极涡比较弱，

非常有利于冷空气从高

空一路南下入侵。

第二个原因是赤道中

东太平洋目前处于发展盛

期的拉尼娜事件，对我国

冬季气候有明显影响。

宋连春说，一般而

言，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

全球暖冬概率较高；受拉

尼娜事件影响，冬季全球

温度偏低的概率较大。

拉尼娜事件会有利

于冷空气从高纬度地区

南下，同时，影响我国的

副热带高压位置和强度

也会发生变化，难以阻挡

冷空气南下。

全球气候变暖了，为

什么寒潮还这么凶猛？

宋连春表示：“并不

是气候变暖，就没有寒潮

了。”

实际上，气候变暖导

致了气候更加不稳定，暴

雨洪涝、高温热浪等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其

中，寒潮也是一种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

因此，冬季平均温度

比常年偏高，极端的寒潮

天气过程，两者同时存

在，正是气候变化典型的

响应。

“我们要高度重视气

候变暖带来的气候风险。”

宋连春说，比如强寒潮会影

响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应该做好足够的应对措施，

要提早防范、提早应对，减

少损失。（据新华社报道）

和人类一样，植物感

染病毒也会生病。植物病

毒引发的病害是威胁农

业生产的第二大病害，作

物染上病毒将带来毁灭

性后果，轻则减产、重则

绝收。

那么，植物如何抵抗

病毒？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抵御威胁作物的大

部分病毒，进而保障粮食

稳产？

我国科学家交出了

漂亮的答卷。近日出版的

《科学》杂志报道了中国科

技大学赵忠团队的最新

研究成果：找到了植物干

细胞免疫病毒的关键因

子 —WUSCHEL（WUS）

蛋白，并揭示了植物干细

胞的广谱抗病毒机制。

同行专家如此评论：

此研究解决了一个长期

存在且备受关注的问题，

是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发

育领域的一个开创性研

究。

据赵忠教授介绍，与

人体对许多病毒有免疫

抵抗能力一样，植物也能

凭借自身的免疫能力抵

抗病毒。尽管国内外研究

人员已从 RNA 干扰、细

胞自噬、植物激素等多个

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但

对于植物干细胞具有广

谱抗病毒能力的原因依

然不清楚，影响着人类研

发植物抗病毒技术的发

展。目前已知的植物病毒

有1000多种，但人类现有

的抗病毒手段只能针对

少数的病毒；而且，随着

病毒不断进化，抗性也会

逐渐减弱。

在已有的抗病毒生

物技术中，“茎尖脱毒”是

少有的可以应用于大多

数植物、清除体内病毒的

最有效的，但其深层机理

一直未被揭示。赵忠团队

以茎尖脱毒技术为灵感

来源，历经8年潜心研究，

发现WUS是一个存在于

植物干细胞中的关键抗

病毒蛋白。干细胞内的

WUS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蛋白，从低等植物到高等

植物中普遍存在。这个蛋

白受病毒感染诱导，并且

通过直接抑制一类甲基

转移酶基因，影响了细胞

参与蛋白质合成的主要

细胞器“核糖体”的组装，

从而降低了蛋白质合成

速率。这将直接导致病毒

不能利用植物细胞完成

自身蛋白质的翻译和病

毒的复制、组装过程，从

而抑制了病毒的传播。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

WUS蛋白也可以成为其

他细胞抵抗病毒的“利

器”，研究人员在植物其

他细胞中表达 WUS 蛋

白，可以保护植物免受病

毒的感染。同时，研究人

员还检查了多种病毒，证

实WUS蛋白均可以抑制

这些病毒对植物细胞的

感染。这说明，WUS蛋白

介导的干细胞病毒免疫

具有广谱性。

该工作研究了植物

分生组织存在的广谱抗

病毒免疫活性，第一次发

现在病毒抗性和分生组

织维持基因之间存在如

此精确的分子连接。

赵忠介绍说，下一步

他们计划将该成果应用到

育种中，基于蛋白质人工

进化技术，筛选高抗病蛋

白，并利用生物技术转入

多种作物中，以得到广谱

高抗病的作物新品种。他

表示，WUS作为一个保

守的干细胞调节蛋白，其

同源蛋白存在于多种植物

中。“WUS蛋白介导的广

谱抗病毒机制可以为多种

作物抗病毒防治提供一

个新的研究思路，为解决

全球粮食稳产带来新曙

光。” （据《科技日报》）

植物如何抵抗病毒？

古生物学家
发现5亿年前“兔耳朵虫”

新华社消息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寒武纪大爆发研究团队最近在

山东潍坊发现一种约5亿年前的奇特虫子。这种远古虫

子头部轮廓形似一对兔耳朵，科学家将其命名为“耳形

范特西虫”。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耳形范特西虫是远古节肢动

物三叶虫的一种。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三叶虫是当之

无愧的“海洋霸主”。它们的身体表面长着坚固的甲壳，

好像身穿盔甲的武士。从5.2亿年前出现，到2.5亿年前

灭绝，三叶虫在地球上生存了约2.7亿年，可见生命力

之顽强。

新发现的耳形范特西虫体长约4厘米，长相奇特。

它的头部狭长，长度接近身体总长的一半。头壳前端两

侧向前延伸，中间则有一个明显的凹口，这使得它的头

壳形状特别像一对兔子耳朵。

“这样怪长相的虫，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它们长

出这样奇特的头部，有可能是为了迷惑天敌，也有可能

是出于捕食需要。”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方臣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古生物学国际期刊

《波兰古生物学报》上。 （王珏玢）

今冬还会有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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