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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俞雯艳 记者黄辛）近日，由中国
科协和中共上海市委共同举办的“弘扬科学道德，践
行‘三个倡导’，奋力实现中国梦”报告会在上海科学
会堂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程东红出席并致辞，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主持报告会
并讲话。

报告会上，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
刚用一个个故事，动情地讲述了钱学森的科学报国精
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从航天事业的
发展讲起，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为例，作了题为《中国飞
天梦：为了祖国的强盛》的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根据多年从事疾病预防和
治疗的经验，呼吁“严谨求实，提炼关键；服务民生，科
学报国———为国民健康而探索”。

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科技工作者弘扬科
学道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团结拼搏，开拓
创新，勇攀高峰，为推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辉煌事迹。

中国科协举办
“中国梦”报告会

“大洋一号”
赴南海海试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讯（记者陆琦）记者今天从
国家海洋局获悉，“大洋一号”船于 10月 18日驶离国
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青岛团岛码头，前往南海执行
2013 年“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任务，之后将赴印度
洋执行中国大洋第 30航次科学考察任务。

据了解，此次海试共有 12家科研单位、74 名调
查队员参加，海试计划为 32天，11月 18日抵达海南
三亚。本次海试主要检验“大洋一号”船的整体性能，
包括动力定位系统等；同时对船上主要调查设备进行
检验，包括 ROV、电子探测仪、中深孔钻机等新研制
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装备在内的 7类 75台套设备。

在南海综合海试结束后，“大洋一号”船计划于
11 月 26日从三亚正式起航，执行中国大洋第 30 航
次科学考察任务。该航次科学考察预计 180天，分 4
个航段执行，计划于 2014年 5月中旬返回青岛。航次
主要任务是在印度洋开展多金属硫化物、生物资源和
环境基线调查，同时兼顾相关科学调查研究。此外，作
为 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流动宣传大使，“大洋一
号”船还将在国内外经停港口宣传推介青岛世园会。

云南发现 5.2亿年前完整中枢神经系统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节肢动物具有漫长而丰富的历史，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古老节肢动物的神经系统几乎一无所知。
为揭开其神秘面纱，云南大学教授侯先光和博士马晓娅联合
日本、英国和美国科学家，从云南澄江动物群始虫化石标本
中，发现并确认了 5.2 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完整保
存最古老神经系统的动物化石。10 月 17日，相关论文在《自
然》杂志发表。

据介绍，科学家对云南澄江动物群中大附肢节肢动
物———始虫化石标本进行研究时，发现这类动物前部具有一
对强壮的螯肢，但长期以来对其系统分类关系存在许多争论。

该研究团队对始虫化石标本进行了计算机断层扫描
（CT），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神经系统，包括与现生节肢动物相
同的具有 3个节的脑部，脑前方有一个与眼部相连的视神经

组织，以及 11个躯干体节中连续显示的前 8个神经节。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将寒武纪早期的始虫化石与现生的

螯肢动物类群的节肢动物，如鲎、蝎子和蜘蛛等，进行了对
比。”侯先光说，澄江动物群中节肢动物神经组织的较完美保
存，为阐述化石类群中头部附肢与哪一神经节相联系的长期
争论提供了新证据。

寒武纪早期始虫化石的神经系统与现生鲎的幼虫神经
系统十分吻合，支持了大附肢节肢动物与其同源的观点。因
此，科学家认为，寒武纪大附肢节肢动物属于螯肢节肢动物，
外观上也可以看出两者形态的相似之处。这是首次利用化石
的直接证据进行神经解剖学分析，对古老和现代不同动物间
亲缘关系进行分类，使在古老化石中研究中枢神经系统成为
可能。

姻本报见习记者李瑜
10月 16日，有媒体报道，西藏自治区气象

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变化监测公报显示，从 1961
年至 2012年的 51年间，西藏年平均气温上升约
1.6摄氏度，年降水量增加约 33毫米。此外，西藏
每年连续干旱日数、冰雹、雷暴、大风和沙尘暴日
数均呈显著减少趋势。
“西藏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植被明显增多

了，过去光秃秃的山上都长出了‘墨绿色’。”一位
拉萨市民欣喜地讲述着周遭环境的变迁。

然而，在有关专家看来，这片欣荣之景的背
后，隐藏的却是青藏冰川不断退缩的严峻现实。

冰中“铁证”

“当年的核试验痕迹在冰川中消失了。”作
为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名冰川专家，康世
昌最近有些懊恼。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冰川研究中，
核爆试验通常是重要的参考年份，因为试验过程
中释放出的许多放射性物质会在冰川中沉降下
来，对冰芯定年起到极大作用。
“冰芯研究是重现古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重

要手段。”康世昌解释说，钻取冰芯之后，人们能
够获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冰体，而它们便是
由当时该地区降雨、降雪或其他物质构成的。

但是，在其团队所考察的两座冰川中，却没
有找到核爆发生时的蛛丝马迹。“这也就意味着
它们一定是在后来消融掉了。”康世昌给出了这
样的答案。
然而，更令科考队员感到不解的是冰川融化

的海拔高度。
“我们当时在 5800~6000米的位置进行考

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消融区。”康世昌指出，同
一冰川可以分为积累区和消融区两部分，通常说
来，上面在积累，下面在融化。“而我们钻取冰芯
后发现，传统的积累区也在发生强烈消融。这也
就是说，它的消融区在不断上移，整条冰川都在
慢慢变成消融区。”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王澄海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观测到的数
据表明，青藏高原的气温日较差正逐渐变小，最
低气温的上升速度超过了最高气温的上升速度。
“冰川、积雪、冻土的形态主要是由最低气温

决定的，如果最低气温升高，便会加速它们的消
融。”王澄海同时指出，青藏高原的冰川退缩也不
能一概而论，有些冰川的确是在消融，可有些却
仍旧保持静止。

影响几何

资料显示，地球中低纬度区的冰川主要集中
在高原之上，而青藏高原的冰川覆盖面积约 4.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冰川总面积的 80％以上。
“冰川在提供水资源方面主要从两处发挥

作用，一是影响水资源的总量变化，二是影响河
流的季节性变化。”康世昌认为，对于南亚地区来
说，青藏高原冰川的消融可能改变当地水资源的
季节性分配，比如说已经是消融季节，却出现增
流推后的现象。

此外，冰川的退缩也会带来南亚地区季风
性降水的变化，“因为冰川在这方面同样有一个
调节作用，但具体的数据是很难给出的。”康世昌
表示。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青藏高原冰川的衰退
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小冰川彻底消亡后，其下游河流的冰雪

融水就没有了。”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
究所研究员何元庆告诉记者，长江、黄河都发源
于青藏高原，所以，冰川融水的减少势必会影响
到下游地区。

但在王澄海看来，目前阶段的冰川融水测
量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在每条
河流上的人工干预太多，有很多水库在调节，所
以，对大多数流经地而言，感受到的实际水流变
化可能不会太过明显。”

摸清“家底”

多年来，尽管人们已在冰川资源保护方面

作出了种种努力，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无异于杯
水车薪。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的冰川保护必须从
摸清“家底”开始。
“目前，我们都知道全球变暖对冰川消融的

影响十分剧烈，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量
化它，冰川又是如何响应气温的。”康世昌指
出，这是一种冰川动力学的响应过程，需要用
模式去估测和计算。
“过去研究冰川时，比较简单的办法是通

过遥感图像观察其面积的变化，但对于体积变
化的观察却十分困难。”康世昌认为，未来还要
把冰川储量这个“家底”摸清，也就是说，要把
冰川到底储存了多少冰，保存了多少水资源等
问题弄清楚。

何元庆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关于冰川
的理论研究还需要不断深入，比如冰川是怎么
形成、如何变化的及其变化的机理。“国外在这
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细致了，而我们还很粗
略，要补的课还很多。”

与此同时，有关专家认为，公众对于青藏
高原冰川的未来也不必过度忧虑。
“冰川并非不可再生资源，它的形成与消

失主要取决于气候条件。”何元庆指出，气候
的变化规律是波动的，冷暖周期交替，在冷周
期时冰川依然存在再次生长扩大的可能。“冰
川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的形态变化，这从
我们对古冰川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明。”

青藏冰川：正在消逝的美丽
专家认为高原冰川消融影响南亚及中国数亿人口用水

姻本报记者 龙九尊
中国许多城市目前正遭受着严重的空气污

染，而氮氧化物被认为是导致空气污染的罪魁祸
首。原因在于，氮氧化物排放造成的二次污染可
以产生多种环境影响：酸沉降、水体富营养化、臭
氧、PM2.5、气候变化……
“因此，NOx（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是改善我

国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近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在贵阳“第七届全国环
境化学”大会报告上如此表示。

氮氧化物主要来自电厂燃煤烟气和汽车尾
气。郝吉明说，仅通过锅炉优化燃烧和机内净化
控制氮氧化物远不能满足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
“而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氮氧化物为氮气是最
有效的净化方法”。

该方法要用到脱硝催化剂———其功能在于
促使还原剂选择性地与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发生
化学反应。郝吉明说，关键在于高效低成本脱硝
催化剂的设计，目前该领域主要聚焦在“高性能
催化体系设计和复杂环境下技术适应性”两个方
面。

SCR 催化剂可以分为金属氧化物和分子筛
两类催化剂，前者主要应用于燃煤烟气脱硝，后
者用在柴油车尾气氮氧化物控制。

郝吉明说，我国燃煤烟气脱硝主流技术为
NH3-SCR，但这一技术存在高温选择性差、抗中
毒能力弱、工作温度窗口窄等问题，难以满足我
国电厂复杂烟气排放特征（高灰高钙高硫），及不
同负荷宽工作温度下脱硝的需求。

而影响催化剂选择性及抗中毒和温度窗口

的关键因素是脱硝催化剂的氧化还原性和酸性。
因此，郝吉明提出通过合理调控催化剂的氧

化还原性和酸性，设计新的催化剂体系，从而最
终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

我国 2003年前建设的电厂，由于没有预留
脱硝空间，烟气脱硝装置被安装在除尘或脱硫之
后，此时烟气温度已经降到 200℃以下。要在如此
低温条件下，将氮氧化物还原为氮气，对国内外
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是一个挑战。

郝吉明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仍然是
探索新的活性组分。由于锰具有很好的低温活
性，研究人员将二氧化锰应用到低温脱硝领域，
最终发明了锰铈锡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剂体系。
目前该团队已完成了从原材料到脱硝催化剂制
造的整个产业链工作，相继完成了小试、中试和
产业化应用全过程。

在分子筛研究方面，当前国际上主要聚焦在
小孔高硅 CHA 分子筛上。郝吉明研究团队发
现，Cu/CHA分子筛具有优异的脱硝活性和氮气
选择性，铜含量的增加会有效提高低温活性，且
具有优异的抗水热老化和抗积碳能力，成为柴油
车尾气净化的关键催化材料。

郝吉明说，下一步需要对不同排放源的氮氧

化物开展污染控制，但关键的脱硝催化剂材料研
究及应用仍然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再生及废弃催化剂如何资源化利用。
“十二五”期间将大规模安装脱硝装置，脱硝催化
剂市场良莠不齐，很难保证所有的脱硝催化剂都
能够达到设计寿命，所以脱硝催化剂寿命和稳定
性仍然是一个挑战。此外，将来大量的废旧催化
剂如何再利用是下一阶段的研究课题。

二是推动烟气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零价汞
是全球性的大气污染物，燃煤烟气是汞的主要排
放源之一，燃煤烟气汞的排放控制成为需要迫切
解决的问题，研究如何能够在高效脱硝的同时氧
化汞。

三是研发高效低成本分子筛脱硝催化剂。对
于柴油车尾气中氮氧化物控制，虽然小孔分子筛
负载铜的催化剂体系具有良好的脱硝性能及高
热稳定性和抗积碳特性，但针对国内的劣质柴
油，仍然需要解决催化剂的抗硫性能。

此外，替代燃料车尾气排放控制也面临难
题。含氧替代燃料会造成尾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
增加，提高了脱硝难度；不同燃料车尾气中非常
规污染物（醛类、酸类等）的排放和危害也成为环
境化学家必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

控制氮氧化物排放是改善空气质量关键

院士之声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据媒体报道，近期多部委
与多套养老方案设计者在养
老制度上达成共识，延长缴费
年限势在必行，但延长多少年
等具体方案都需要相关部门
进一步讨论。
我国现有养老保险的最

低缴费年限是 15年，延长养
老保险缴费无疑有助于改善
我国养老金的财务状况。但笔
者仔细分析后发现，如果延长
养老保险缴费，对正规就业者
而言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或影
响不大，因为他们的工作年限
基本上都超过 15年，也就是
说，很多人实际上的缴费年限
将远远超出 15年。
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影响

对象主要是城镇个体工商户
和灵活就业人员，因为这些人
的保险费用全部由自己缴纳。
因此，从这个方面看，延

长缴费年限对改善养老金的
财务状况影响有限。
此外，一些低技能参保者

并非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而
是由于没有足够长的工作时
间，那么这一规定将可能使一
些低技能劳动者将来无法实
现“老有所养”。这也有悖于养
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和“广
覆盖”原则。
其实，延长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对改善养老金财务状况
的效果不如延长退休年龄，一
是因为延长退休年龄会缴纳

更多费用且缩短领取时间；二是基本上影响
所有参保人员。所以，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
限只能算是对现有制度的一个小修补而已。

另外两个问题也值得关注：一是认为养
老金并轨已是无须讨论的问题、早晚的事，
但是将目前的多轨制整合成一轨、两轨还是
多轨的具体方案尚无定论。二是针对企业缴
费的问题也达成了共识，参与讨论者一致认
为，企业的缴纳费率太高，下一步，相关部门
将就此从多渠道筹集资金，用来减少企业相
关费率的负担。

笔者认为，企业缴费偏高的问题主要缘
于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问题。我国 1997年
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初期并未
对历史欠账进行确认和解决，这种模糊化处
理已成为影响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历史欠账是无法逃避的，如果能
够厘清养老保险制度历史欠账的各方责任，
以我国当前的财力和发展水平，这个问题也
是可以解决的，企业的缴费率也应该可以降
到合理水平。此外，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
为解决养老金的并轨问题和老龄化问题提
供良好的经济基础，也可以为解决这两个问
题的相关政策，如延长退休年龄等奠定良好
的舆论基础，使民众愿意支持这些有利于我
国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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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巧玲）国内
首座由海量科学数据驱动运行
的互动式数字天象厅 10 月 21
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小
学正式交付使用。这是国内首座
WWT互动式数字天象厅。

国家天文台博士崔辰州介
绍，万维天文望远镜 （简称
WWT）是一套架构在虚拟天文
台理念和技术基础上，由海量数
据驱动的互动式数字天象厅系
统。借助先进的信息和网络技
术，万维天文望远镜把世界上最
好的天文观测数据融合成一个
无缝的数字宇宙，并通过极富创
新性的数据可视化方式呈现给
使用者。借助 WWT，天文教师
可以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资源
置于指尖。

据悉，石新路小学 WWT互
动式数字天象厅项目由重庆市
九龙坡区教委资助，石新路小学
与国家天文台、微软研究院、华
中师范大学合作共建，由重庆梧
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施。

右图为学生在新落成的天
象厅中展示自己的作品。

国内首座互动式数字天象厅在渝落成

据新华社（记者李江涛、丁静）10 月 21 日，北京
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中高考改革方案。降低中高考英
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重点高中名额向一般中学倾
斜等成为方案的亮点。

北京市教委委员李奕介绍，北京市 2016年起语
文卷总分值由 120分增至 150分；数学卷总分不变；
英语卷总分值由 120分减至 100分，其中听力 50分；
2016年起化学卷总分值由 80分减至 60分。

据介绍，北京将通过增加优质高中数量、按办学
条件标准上限适当扩大班额、班数增加优质高中供
给，满足更多学生上好学、进入优质高中的需求。

此外，北京市将逐年减少特长生入学比例，改变
单纯为进入优质学校而培养“特长”的现象。

北京出台
中高考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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