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也许还能活到2万岁

它可能已生长了4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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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7月25日，
记者从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获
悉，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稳经
济、保增长、促发展政策措施，扎实
推进科技政策落地，推动企业家创
新创造意识提升，该中心党支部开
展“科技强企服务行”党建品牌活
动，通过政策宣讲与调研结合的方
式，实地了解企业困难，精准宣传科
技政策，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从服务内容来看，培训紧扣企业
实际需求，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
灌”，将“真金白银”的科技政策送入
企业，推动科技政策扎实落地。结
合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培训，重点
就科技强区 22条、科技型企业梯次
培育、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科技
金融、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科技创新
后补助等惠企政策进行宣讲和解读。

从服务方式来看，通过实地走
访、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困难和
需求，精准把脉，面对面帮助企业进
一步梳理凝练，手把手指导企业如
何享受科技政策，现场为企业解决
科技创新工作中存在的疑惑和难
题，并积极为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
牵线搭桥，解决技术需求。

今年三月至今，已实地走访全
区 5市 22个县区、110余家企业，集
中开展培训 10场次，培训企业管理
和研发人员近 700人，发放科技政策
解读材料 3000余份。

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将不断
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能力、加大
服务力度，打造好支部“科技强企服
务行”党建品牌活动，实现党建和业
务的双促双融，推动中心业务工作
再上新台阶。

太阳黑子分布周期图NASA。

中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先进天基太阳天文
台”（ASO-S）将于今年 10 月择机发射。利用第 25 个太阳活动
周的契机，ASO-S 以“一磁两暴”为科学目标，对太阳耀斑、日
冕物质抛射和全日面矢量磁场开展同时观测，为严重影响人类
正常生活的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供支持。

科学家普遍认为，太阳活动周期大约为 11 年。那么科学
家是如何发现这个规律的？太阳活动为什么会有周期性？太
阳活动周期对于太阳科学观测和日常生活有何影响？

太阳“发脾气”
为何还有个周期

？
太阳平日里并不“安静”。中国

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颜毅华介绍，太阳上会出现黑子、耀
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爆发活动
导致的瞬变现象。此外，太阳还会持
续不断地往外“吹”出高温带电粒子
流，即太阳风。

“太阳黑子是太阳活动的基本标
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谭宝林说，黑子像太阳“脸上的痣”。
但实际上，一个中等黑子的大小就和
地球差不多，而且黑子本身并不黑，
只是温度比太阳光球层低而显得
黑。现有研究表明，黑子的这种低温
是强磁场所致，其磁场强度大约比地
球磁场大 1万倍。

161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
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了太阳黑子。
到了 1851 年，德国天文学爱好者施
瓦贝通过 17 年的连续观测及绘图，
发现太阳黑子数存在 10 年左右的
周期。

受施瓦贝的启发，瑞士苏黎世天
文台台长沃尔夫经过分析整理，获得
了超过250年的太阳黑子记录。沃尔夫
发现，当太阳黑子数或黑子群增多时，
太阳活动现象如日珥、耀斑等也相应
地增强。因此，沃尔夫提出，太阳黑子

数可以代表太阳活动的平均水平。
沃尔夫还观测到，太阳黑子数随

时间呈周期性变化，短则 9 年，长则
接近 14 年，平均约为 11.1 年。他将
1755年至 1766年命名为第 1个太阳
活动周。据此，目前我们处在第 25
个太阳活动周的上升期。

随后，德国天文学家斯波勒发
现，太阳黑子出现的纬度位置随太阳
活动周也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这就是
斯波勒定律。每一个太阳活动周开
始时，黑子出现在太阳南北半球纬度
30度至 45度附近，随着太阳活动周
的发展，黑子逐渐向赤道靠近。在太
阳活动周的极大年（黑子数量最多的
年份），黑子群主要出现在太阳南北
纬 15度附近；而在活动周的末期，黑
子群则主要出现在太阳南北纬 8 度
附近。

1904 年，英国天文学家蒙德夫
妇将太阳黑子在日面纬度的分布变
化过程绘制成图，图中的太阳黑子分
布呈蝴蝶状。

颜毅华介绍，1908年，美国天文
学家海耳发现太阳黑子是太阳上的
强磁场区域，第一次证实了宇宙天体
中磁场的存在，也揭示了太阳活动是
由太阳磁场引发的。

谭宝林指出，太阳活动周期不
仅是太阳上黑子出现多少的周期
性体现，更是太阳向周围空间释放
能量、太阳爆发活动，以及太阳风
暴发生的周期性展现。

“研究太阳活动周期将对许多
学科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谭宝林
表示，对太阳活动周的起源研究，
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太阳以及
宇宙中与太阳类似的众多恒星的
形成与演化过程。

此外，对太阳活动周的研究还
有助于更好地预测未来空间天气
活动的发展趋势，提前获悉未来太
阳爆发活动及太阳风暴可能发生
的情况。

“对太阳活动周的研究还可能
直接推动等离子体物理、流体物理
和天体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甚至
对工程技术方面也会产生重要影
响。”谭宝林说。

太阳活动周对于普通人的生
活影响大吗？颜毅华表示，一般情
况下并不算大，甚至没有直接的影
响。但是，太阳活动会对卫星系
统、电网系统等产生非常显著的影
响，甚至会对其造成严重破坏，
从而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比
如导致手机信号变弱或丢失、
无法使用导航等。

此外，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岚峰表
示，太阳黑子的长期变化还
和地球气候密切相关。
例如，1300 年至 1850年
是一个小冰河时期，
当时太阳的活动就
显 著 弱 于 后 续
年代的平均
水平。

从250年太阳黑子记录中总结规律1

驱动太阳产生磁周期的原因
是什么？这一问题被《科学》杂志
列为125个最前沿的科学问题之一。

“恒星尺度上的磁场如果自然
衰减，需要100多亿年的时间。但是
太阳南北两个半球的黑子磁极是相
反的，还存在22年的磁极转换周期，
即每11年磁场极性反转一次。这显
示太阳不是一颗普通的恒星，它的
磁场不是自然衰减。”颜毅华说。

为揭示太阳磁场的起源，1955
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帕克提出太
阳发电机理论。谭宝林解释说，太
阳是一个快速旋转的等离子体“大
火球”，等离子体是良导体，其内部
物质的运动有可能在局部区域形
成电流，而电流又可以形成感生磁
场，这个过程被形象地称为太阳发
电机过程。太阳发电机理论是解
释地球、太阳和其他天体磁场起源
的理论基础。

“太阳发电机理论不仅能说明
太阳磁场的起源，而且能解释 22
年的磁周期，还与黑子‘蝴蝶图’的
纬度分布以及观测结果能够较好
地吻合。但是该理论目前尚不能
准确预报太阳活动的周期，无法解
释太阳黑子呈现的各种周期以及
周期的不规则性。”颜毅华指出。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科学家
巴布科克父子和莱顿等人提出了
一种早期太阳发电机模型：太阳较

差自转、太阳偶极磁场、子午环流
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太阳
活动的周期性，该模型被称为巴布
科克——莱顿模型。之后一些天
文学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数
值模拟，能对一些太阳活动周期进
行半定量的预测。

谭宝林介绍，巴布科克——莱
顿模型基于太阳的 3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是太阳上存在较差自转，即
太阳不同纬度处的自转周期不同，
太阳赤道附近的自转较快，周期大
约是 27天，随着纬度的增加，自转
逐渐变慢，在南北纬度 45度附近，
自转周期大约为 31 天，到两极地
区，自转周期接近 40天左右。

第二，在太阳宁静区（没有黑
子的区域）和两极地区均存在较弱
的磁场，并且太阳南北半球磁场方
向相反。

第三，太阳对流层中存在子午
环流，即太阳表面的物质从赤道向
极区流动，而在太阳对流层底部的
物质则从极区向赤道流动，形成闭
合环流，这种现象被称为太阳子午
环流。

但在谭宝林看来，发电机模型
仍然是半定量的经验模型，人们至
今都无法从理论上准确解释到底
是哪些物理因素决定了太阳活动
周期的长度和发生时间，以及为什
么太阳活动周期大约是 11年。

太阳活动周期还无法准确预报2

会对卫星电网系统等造成严重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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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技日报》）

新华社堪培拉电 澳大利亚海
洋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日在
美国《生态学》杂志发表论文说，他
们发现鲸鲨不仅吃磷虾等浮游动
物，也吃并消化藻类植物，这使其成
为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杂食性动物。

鲸鲨是目前已知世界上体型最
大的鱼类，体长可达 18米。长期以
来，研究人员观察到鲸鲨是滤食性
动物，即张嘴吞下大量海水和其中
食物后，再排出水留下食物，其典型
食物是磷虾等小型浮游动物。

新研究分析了西澳大利亚州宁加
卢礁海域鲸鲨的食物来源，收集了上
述海域里可能的食物来源样本，既有

小的浮游动物，也有大的海藻。研究团
队分析了这些动物和植物样本中的氨
基酸和脂肪酸，与鲸鲨样本中的氨基
酸和脂肪酸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鲸
鲨身体组织中有的化合物来自一种在
宁加卢礁海域常见的海藻——马尾藻。

澳大利亚海洋学研究所鱼类生
物学家马克·米肯说，在陆地上体型
最大的动物一直是食草动物，人们
一直以为在海洋中有所不同，因为
过去通常认为鲸鲨等大型动物以小
鱼小虾为食，但事实证明陆地和水
中的进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在长期的进化中，鲸鲨已经有能力
消化一些被吞入体内的马尾藻。

新华社耶路撒冷电 以色列研
究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神经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说，睡眠期间大脑
也会分析听到的声音，但与清醒时
相比，某些波段的脑电波明显减少，
因此难以产生相应意识并对声音做
出反应。

人在睡眠时，听觉等感官刺激
很少触发行为反应或有意识的感
知。为研究大脑在睡眠时如何处理
声音信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
机构研究人员将播放各种声音的扬
声器放在 13名癫痫患者床边，在其
清醒和不同阶段睡眠状态下，观察
大脑不同区域的神经活动和脑电波
情况。这些患者因治疗等需要在大
脑中植入了电极，监测脑电波更方
便。研究历时 8年。

分析显示，大脑在睡眠期间对

听觉的反应比预期的要强烈，但是
脑电波 α-β 波段的活动水平较低。
正是这一波段，构成了大脑在清醒
状态与睡眠状态下对听觉反应的主
要区别。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在睡
眠期间，大脑会分析听到的声音，但
难以识别声音并保持专注，也缺乏
相应意识并做出反应。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或可通过
改进测量 α-β波段的技术、结合脑
电图等非侵入性监测手段，评估一
个人在各种情况下的意识状态。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尤瓦尔·尼尔
举例说，这可用于分析外科麻醉
手术过程中患者是否处于无意识
状态，监测痴呆症患者意识，以及
判断一个看似昏迷、无法交流的
人是否真的对其所处环境一无所
知等。

新研究揭示睡眠与清醒时
听觉反应的区别

新华社耶路撒冷 7 月 27 日电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发现，已用于治疗
癌症等疾病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虽然非常有效，但并非绝对安全，该
技术可能导致遗传物质损失，进而影
响基因组稳定性，长远来看甚至可能
致癌。研究人员建议在使用CRISPR
基因编辑疗法时应注意安全隐患。

以色列政府办公室日前发布公
报，介绍了这项由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研究人员领衔、已发表在英国
《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的研究。

CRISPR 是一种用于编辑 DNA
（脱氧核糖核酸）的开创性技术，可
通过切割DNA序列以实现删除或添
加DNA片段等目的。为调查该技术
对人体 T细胞的影响，以色列研究人
员尝试用 CRISPR技术切割 T细胞基
因组的第 2、7 和 14 号染色体，再利
用单细胞 RNA（核糖核酸）测序技
术，测量每个细胞中每条染色体的
表达水平。

结果发现，一些细胞中的遗传
物质损失显著。例如，当 14号染色
体被切割时，约 5%的细胞显示该染
色体很少表达或没有表达。而当上
述的所有染色体同时被切割时，损
伤进一步增加，分别有 3%、10%和
9%的细胞无法修复第 2、7和 14号染
色体的断裂。

研究人员介绍，人体细胞中的基
因组经常由于自然原因断裂，但通常
能够自我修复，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不过，有时也会出现受损染色体无法
恢复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基因组稳
定，这在癌细胞中较为常见。因此，
CRISPR这种通过有意切割DNA来治
疗癌症等疾病的方法，在极端情况下
也可能会引发恶性肿瘤。

基于最新发现，研究人员建议
在 使 用 CRISPR 疗 法 时 应 格 外 小
心。另外，为进一步减少相关风险，
可加强如何减少受损细胞产生等方
面的研究。

基因编辑疗法需注意安全隐患

■ 新知 ■
鲸鲨是体型最大的杂食性动物

研究人员推测，这株澳大利亚海
草如果继续现在的状态发展下去，至
少还能活到 2 万岁。多少生命体对
此只能仰望而不可企及。

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的海
草专家凯瑟琳·麦克马洪教授说：“海
草的生长模式多种多样，为了生存，
它们通常会发展出各种延长生命的

办法，比如向营养丰富的海域生长，
或者向竞争压力小的地方发展。这
是一种生命求存的本能，只要它们找
到了正确的方法，它们就可以活很长
时间。”她认为这株海草能长到如今
这个规模，其实“合情合理”，“海洋植
物本来就可以长得很快。而它是一
株，也是一个集体，它的每一株分枝

都在生长，并向外围扩张，变成现在
这么一大片也就并不奇怪了。”

研究人员还在继续探究着这株
神奇植物生命的奥秘，希望能带给人
类更多关于生存的启示。“适者生存”
的道理，在这个污染日益严峻的自然
环境显得更加不容易。

（据《羊城晚报》）

“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占地 200 平方公里
有40条染色体 活了4500岁

在澳大利亚西海
岸的鲨鱼湾，有一

片广袤的海草草甸，
占地 200 平方公里，面

积是纽约曼哈顿岛的三
倍大。人们一直以为，

它 们 只 是 一 片 海 草 而
已。但当海洋生物学家检
测了它们的 DNA 后，却惊
讶地发现，整个这一片海
草竟然DNA完全一样——
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简
单的“一片海草”，而应该
称为“一株海草”。

西澳大利亚大学的海洋生物学
家原本是出于保护这片海域的目
的，想要了解这片草甸有几种海
草。如果未来这里出现海洋污染，
他们便可以按原来的群落种植相应
的海草来补救。但当他们潜入鲨鱼
湾，从 10个海草堆中采集样本，并对
比了 18000个遗传点后，他们发现这

些海草堆虽然分布在鲨鱼湾的各个
角落，相隔也颇远，但最终的检测
结果却显示，所有海草的 DNA 竟是
完全一样的。

生态学家马丁·博瑞德表示，他
们观察到这里的海草很少开花，也不
结种子，繁殖活动并不明显，他们也
曾找到过这株植物开出的花，但是从

没有看到过果实。经研究发现，这株
澳大利亚海神草是用根茎繁殖的。
这说明，这株澳大利亚海草可能无法
有性生殖，只能靠克隆生长。

研究人员还测量出，澳大利亚海
神草的根茎每年大概可以长出 35厘
米。按照这个速度，这株植物估计已
经长了4500年，才长到现在这个规模。

科学家们现在确认，这株海草是
目前世界上已被发现的“最大的单株
植物”。当然，这个“最大”是从它的
面积上来形容的。

其实这株澳大利亚海草的生存环
境并不乐观——这片海域盐分较高，营
养物质含量也低，这里白日的光照非常
强烈，海水温差变化又极大，能从15摄
氏度变到30摄氏度。对于无性繁殖的
植物来说，它的生存压力其实颇高。为

什么它依旧可以“活得如此精彩”？研
究人员发现了它的秘密——这株澳大
利亚海草竟拥有两套DNA，共 40条染
色体，属于一种多倍体植物。也就是
说，别的海草可能只有20条染色体，而
这株拥有染色体数量是人家的两倍。

染色体是遗传信息（基因）物质的
载体，存在于生物的细胞核中。各种
生物的细胞里都有一定数目的染色
体，具有多于两套染色体的植物，叫多

倍体植物。在高等植物里，有一半以
上是多倍体植物；在禾本科植物里，多
倍体植物也占一半以上。通常多倍体
植物都具有生命力强、经济性状好、
高产优质等特点。这可能就是这株
澳大利亚海草能存活下来的原因之
一。哪怕是在 2010年和 2011年的夏
季，西澳大利亚海岸曾出现过严重热
浪，那片海域有三分之一的海草都死
亡了，这株海草依然顽强地活下来了。

无性繁殖顽强生命力的秘密——40条染色体

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紧扣企业需求送政策解难题

海草偶见开花，但从未看到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