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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7月 16日，记者从宁夏科协获悉，我区
日前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域科普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了我区全域科普工作的目标任务：积极探索开展全域科普行动，
着力构建宁夏科普工作新格局，推动宁夏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意见》确定全域科普工作将落实 4个方面重点任务和 15项工
作措施。融合创新发展，实现科普全领域行动。发挥科普服务政治
领域价值、经济领域价值、文化领域价值、社会领域价值和生态领域
价值。联动协同配合，推动科普全地域覆盖。着力构建各级科普工
作新格局，压实自治区机关单位、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及社会组织
开展科普工作责任，着力强化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各
成员单位科普工作职责。联合协作高效，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建
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科普中国”落地应用。聚焦重点人群，实
现全民参与共享。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农民科学素质、产业工人
科学素质、老年人科学素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

为确保全域科普工作落实落地，我区将从 3个方面组织实施
并加以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全域科普工作，统筹协
调全域科普工作重要事项，明确职责，压实责任。强化牵头抓总，
各级科协负责全域科普日常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
性科普活动，建立并落实本级全域科普工作通报制度。加大投入
力度，确保科普专项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需要相适应。

本报讯（记者 张红霞） 近日，银川经开区企业宁夏隆基宁光
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在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织召开的科技成果鉴
定会上，凭借“面向电力物联网的云原生-边缘计算-智能终端高级
量测系统”项目，成功通过科技成果鉴定，推动了企业科研工作迈
上新台阶，为科技创新高速发展开启了新局面。

鉴定会上，鉴定委员一致认为，隆基宁光选送项目可实现配电
网用户侧智能管控及精益运营，对运行状态进行实时估计和优化，
整体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据悉，2017年，隆基宁光
携手宁夏大学、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联合启动“面向电力物联网
的云原生-边缘计算-智能终端高级量测系统”项目研究，4年来，企
业已在国内外多个国家和城市部署实施项目方案，进一步扩大企
业海外市场，打造了企业走向世界的新名片。

隆基宁光相关负责人说，多年来，企业始终专注于计量仪表的
研发与生产，主导产品覆盖智能电能表、水表、燃气表、热量表、信
息采集设备、管理系统及成套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截至 2020年底，
已形成智能电能表七大类 100多种产品，智能水表六个系列 30多种
产品，智能热量表五个系列 16种产品以及六个系列 20种智能燃气表
的系列化产品规模。在项目创新上，企业成功研发了一系列成果，
开启了企业“高端计量技术+先进物联网通信技术”的研发应用新模
式。未来随着全球智能电网建设的深入推进，隆基宁光将会迎来更
多新的发展机遇，为银川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我区出台意见推进全域科普工作

银川经开区一家企业
通过国家相关科技成果鉴定

“我们这次研究中的 Cry4涉及动物磁感应
的三种主流假说中的两种，即自由基对假说和
生物指南针假说。但本次研究集中在对自由基
对假说的验证。”谢灿告诉记者，这也是世界上
第一次用鸟类的 Cry4在实验上验证了自由基
对假说，但并不能简单地说基于 Cry4的这一机
制或者说这一假说就完全被证明了，也并不能
简单地排除其他几种假说的合理性。

“就事论事，此次研究‘第一次用鸟类的
Cry4在实验上验证了自由基对假说’，并不排除
其他可能性。”采访中谢灿特意强调，最近的很
多新闻报道中说此次研究“破解了鸟类迁徙的
机制”，其实并非如此。这项研究只是验证了其
中的一个假说、一个机制，最多说是探秘，并不
是真正的破解。真正的破解，需要多年的工作
积累，慢慢地去阐明所有的细节。

“对我自己来说，未来的更多研究将聚焦
在MagR和MagR/Cry4的蛋白质复合物上，我们

实验室关注的点是，在本研究中指出的自由基
对的这个电子传递链中，第 4个色氨酸介导的
信号传递，是不是和MagR有关，电子传递是不
是磁受体MagR和 Cry4之间信号传递和感知磁
场变化的关键的机理。”谢灿表示，从自由基对
假说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结果适用于其他的
迁徙鸟类。Cry 是在进化中非常保守的蛋白，
Cry4在绝大部分鸟类中都有表达，从已有的研
究来看，Cry4存在于已经研究过的鸟类的视网
膜中。

谢灿直言，目前动物磁感应的机理还是一
个未解之谜，并没有一个能被整个领域广泛接
受的模型，无论是 Cry，还是MagR蛋白，都依然
处在争议当中。

在谢灿看来，磁感应和生物导航原理是生
命科学中引人注目的未解之谜, 它可能引发物
理学新模型的提出、生物学新机理的发现。随
着生物导航机理的最终诠释, 或将催生新一代
的仿生导航仪和定位仪的出现及新一代生物磁
控技术的发展。

（据《科技日报》）

这种蛋白质或是关键
动物“出厂”自带指南针

当你进入茫茫大海、走进荒漠戈壁，需要指南针、罗盘为你指引方向。而在自然界中，许
多生物可以完成令人惊叹的长距离迁徙活动，却并不需要借助任何外物。比如，北极燕鸥每
年往返 4 万公里于南北极间、可可西里藏羚羊上千公里大迁徙、黑脉金斑蝶四代接力往返北
美大陆……动物在迁徙过程中，究竟是如何导航和定位的？

6 月底，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谢灿与
英国牛津大学、德国奥登堡大学等实验室组成的国际团队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迁徙鸟类的隐
花色素 cryptochrome4 蛋白（以下简称 Cry4）比非迁徙鸟类中的 Cry4 磁场敏感性更强，揭示了
由Cry4介导的磁感应机理，很可能就是长期寻找的磁传感器。

动物地磁方向感的三个假说

“动物究竟是如何感知强度约 0.4 至
0.6高斯左右的微弱地球磁场进行迁徙，一
直是个未解之谜，因此被《科学》杂志社在
2005年列为尚未解决的 125个前沿基础科
学问题之一。”谢灿告诉记者，过去数十年
里，科学家们都在找寻动物身上的“指南
针”究竟源自何处，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
一种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动物迁徙和生物
导航中的所有问题。

事实上，随着迁徙鸟类能感知地球磁
场的证据陆续被找到，科学家们逐渐关注
到了“生物能够感知地球磁场”这一重要领
域，并尝试解读生物感知磁场的机制。这
种生物磁感应被科学家生动地形容为“第
六感”。

“生物磁感应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在质
疑和希望中前行。”谢灿告诉记者，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威尔奇
可和罗斯维塔·威尔奇可经过 10余年的实
验研究发现，知更鸟可以通过感知人工磁
场进行定位, 以及常见于北美的迁徙鸟类
靛蓝彩鹀对地球磁北极和人工磁场磁北极
有感知能力。至此，迁徙动物能感知地球
磁场的概念才终于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地球上的一些动物能够以某种机制
来感知微弱的地球磁场，我们称之为动物
磁感应。”谢灿说目前动物磁感应有几种主
要的假说，第一是基于生物矿化的磁铁矿
假说，第二是基于隐花色素 cryptochrome蛋
白（以下简称 Cry）的自由基对假说，第三是
基于磁受体 MagR 和 MagR/Cry 蛋白复合物
的生物指南针假说。

“这些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动物也有着
各种表现。例如动物的体位，身体排列，筑
巢等行为受地球磁场影响。偶蹄类动物吃
草和休息的时候，从统计学上来看身体受
磁感应影响南北排列。另外是鸟类的长距
离磁导航，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
是动物迁徙，如欧洲知更鸟的迁徙；另一种
是归巢，例如信鸽的归巢。”谢灿说，不同动
物对磁场的感知能力差异非常大。也有很
多动物目前并没有发现对磁场的感知能
力，或者对磁场的感知能力一直被争议，例
如我们人类。“但动物迁徙尤其是鸟类迁徙
和信鸽归巢，一直是磁感应的经典动物模
型和范例。”

谢灿告诉记者，动物能利用各种方式来辨
别方向，并不局限于磁场。除了地球磁场之外，
太阳位置、星空、地形地貌等，都与生物导航和
定位相关。但在长距离的迁徙中，地球磁场的
作用尤为明显，或者占据最主要地位，尤其是在
需要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过程中，因为在海洋
中完全没有可供鸟类识别的地形地貌特征。

但是，既往的研究都只有行为学实验，这
种行为如何解释？是哪些基因开关控制着这一
行为？人们不得而知。

2000年，国外的科学家研究发现，Cry很可
能就是鸟类磁导航过程中的关键分子，并大胆
推测了其磁感应过程，该模型不断被后来的研

究所发展。后来，Cry一直被认为是磁受体蛋白
的“唯一候选者”。

Cry是一种对蓝光敏感的蛋白，它与辅因子黄
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形成的自由基电子对，在
调节生物钟及感应磁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5年 11月，谢灿团队在《自然·材料》杂
志上首次报道了一个全新的磁受体蛋白MagR，
它能通过聚合形成一个棒状的多聚体，并和
Cry4形成复合物，就像一个小磁棒一样有南北
极，是一个“生物指南针”，该研究为揭开生物

“第六感”之谜提供了第二位“候选者”。
“我们这一次的研究不只是验证了自由

基对假说，同时还扩展了原来这个假说的内
涵。”谢灿表示，大致来说，这一假说的感磁机
制可以认为是 Cry4能结合一个叫做 FAD 的辅
基。FAD 是发色基团，受蓝光激发有一个电
子跃迁，然后出现一个空轨道。随后，FAD 从
相邻的 4 个色氨酸中依次夺取电子，这个过
程叫做电子传递，最终在 FAD 上产生一个单
电子，在色氨酸上产生一个单电子，形成了自
由基对。

“这两个电子的自旋方向受磁场影响。鸟
类可能靠这个机制感磁。”谢灿告诉记者，他们
最新的研究还发现了在这个电子传递链上第 4
个色氨酸对于信号传递至关重要，这是研究者
在以往的自由基对假说中所不知道的。

探秘生物体内指南针的开关

破解鸟类迁徙机制仍需努力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早在上世纪 70年
代末就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湿式稀释制
冷机，实现了零下 273.116℃，即绝对零度
以上 0.034℃的极低温。他们最近又向媒
体透露，该所自主研发的无液氦稀释制冷
机又成功突破了之前的纪录，成功实现
10mK（绝对零度以上 0.01℃）以下的极低
温运行。

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极低温仪器研
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稀释制冷机是一种能够提供接近绝
对零度环境的高端科研仪器，在凝聚态物
理、材料科学、粒子物理乃至天文探测等
科研领域广泛应用。无液氦稀释制冷机
是商业上可以买到的温度最低的制冷机，
不需要液氦辅助就可以实现仅仅高于绝
对零度 0.01℃的极低温。它可以为量子计
算机芯片提供用于维持量子态必需的极
低温环境，是量子计算研究中不可替代的
关键设备。

量子计算是当前世界各国科技竞争
的“主战场”。我国此类仪器之前完全依
赖进口，是亟待攻破的关键核心技术。
如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人员攻克
了低温设备焊接工艺难题，解决了长期
困扰的冷漏、超漏等问题，自主研发的无
液 氦 稀 释 制 冷 机 原 型 机 已 成 功 实 现
10.9mK（零下 273.1391℃，即绝对零度以
上 0.0109℃）的连续稳定运行，满足超导
量子计算需要的条件，基本达到了国际
主流产品的水平。这无疑是令人欢欣鼓
舞的，意味着我国朝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技术也
将为我国的量子计算实验前沿研究提供
有力支撑。

（据《羊城晚报》）

绝对零度并不是0℃——

“冰冷的极致”刷新到

这样一台看似简陋的机器就能实
现无限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
一直在挑战达到一种“冰
冷的极致”，那是一个理
想的、几乎无法达到的最
低温度，又被称为“绝对
零度”。从热力学上来描
述 ，它 大 致 为 零 下
273.15℃（摄氏度）或零下
459.67℉（华氏度）。

中 国 科 学 院 物 理 所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就
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湿式
稀释制冷机，实现了零下
273.116℃，即绝对零度以
上 0.034℃的极低温。而
今年 6 月 24 日晚，该所自
主研发的无液氦稀释制冷
机原型机，又成功实现了
一次新突破，达到了零下
273.1391℃，即绝对零度以
上0.0109℃。

“冰冷的极致”再次
刷新了纪录。

它是热力学的最低温度，热力学温标的
单位是 K（开尔文），绝对零度就是 0K，约为
零下 273.15℃或零下 459.67℉。

物体的温度实际上就是原子在物体内
部的运动。当我们感到一个物体比较热的
时候，就意味着它的原子在快速运动：当我
们感到一个物体比较冷的时候，则意味着其
内部的原子运动速度较慢。我们的身体是
通过热或冷来感觉这种运动的，而物理学家
则是以绝对温标（或称开尔文温）标来测量
温度的。

科学家通常认为，温度达到绝对零度
时，构成物质的所有分子和原子均会停止运
动。在此温度下，物体分子没有动能，但仍然
存在势能，此时内能为最小值。然而，绝对零
度几乎是无法达到的，只是理论上的下限值。

科学家在对绝对零度的研究中，发现了
一些奇妙的现象。如氦本是气体（氦是自然
界中最难液化的物质），在零下 268.9℃时会
变为超液态；当温度持续降低时，原本装在
瓶子里的液体，能轻而易举地从只有 0.01毫
米的缝隙中，溢到了瓶外，继而出现喷泉现
象，液体的粘滞性也消失了。

科学家们在相关研究中，发现关于绝对
零度的研究，还可能为发现新的物质——暗
物质提供新思路。

什么是“绝对零度”？ 为量子计算实验提供有力支撑

-273.1391℃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机构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DNA检测新技术，可测定鱼类的年龄，以此改
善对野生鱼类种群的管理。

研究人员介绍，传统上硬骨鱼类年龄一般通过测量耳石等钙
化结构的增量来确定，然而摘取耳石会造成鱼类死亡，该方法对
于受威胁鱼类物种并不可取。为此，他们开发出一种分子水平的
鱼类年龄测定新方法，不仅快捷经济，而且不会导致鱼类死亡。

根据先前已在斑马鱼基因组中发现的与年龄相关的DNA甲基
化位点，研究人员测定了澳洲肺鱼等 3种濒危淡水鱼类的年龄。研
究人员利用已知年龄的鱼类个体校准发现，与斑马鱼年龄相关的
DNA甲基化位点同样可以准确测定澳洲肺鱼等鱼类年龄。

研究人员表示，了解鱼类年龄对于物种保护非常重要，有助于
了解鱼类生长繁殖情况，制定可持续捕捞方式，以及确定物种是否
面临灭绝风险等。 （据《北京日报》）

DNA“测龄”有利于鱼类种群管理

云南迁徙象群。（资料图片）

迁徙的候鸟。（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7月 12日至 16日，第六届中国创新挑
战赛（宁夏）“新材料领域相关企业进校园”活动成功在南京举办。

本次活动参加企业涵盖了我区近 20家新材料领域优势特色企
业，前期征集到技术需求 100余个，筛选出 21项高质量技术需求，
举办专场对接活动 5场，精准对接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河海大学 5所高校和新型研发机构推
介成果 300余项。最终，我区企业 2项技术需求与成果解决方达成
了意向合作协议，涉及金额 300余万元。

“这次对接会一共带来了 6项技术需求，河海大学基本都可以
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回去以后我们将抓紧对接，争取早日把成果转
化到宁夏。”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宋克军说。宁夏
特鑫焊接热喷涂有限公司总经理童喜民告诉记者，这次实地到南
京理工学院智能焊接与高效增才实验室对接，非常震撼，看到了电
弧 3D打印增材成套技术的优势，特别期盼引入此套设备和技术。
河海大学教授王刚深有感触：“没想到宁夏这次成果对接活动这么
实，成果匹配度特别高。宁夏苏宁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与我们的
研究方向也比较吻合，下一步将主要在耐磨防腐涂层、材料表面改
性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据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赵功强介绍，此次把区内优秀的
新材料企业带到南京与各高校进行深层次对接，是为我区本土企
业搭建科研合作的桥梁，扩大成果转化队伍的“朋友圈”，通过“请
进来”“走出去”，加快江苏更多的优秀科技成果在宁夏的转化，为
全区加速转型升级，打造现代产业贡献力量。

扩大江苏“科技朋友圈”
为我区新材料企业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