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国共发生 5级以上地震
18次。其中，大陆发生 5级以上地震 11
次，包括 6级以上地震 2次，分别为 1月
30日新疆沙雅 6.1级和 12月 18日甘肃
积石山 6.2级地震；海域发生 5级以上地
震 4 次，分别为 4 月 3 日南海海域 6.1
级、6月 24日北部湾 5.0级、9月 18日东
海海域 6.4 级和 10 月 23 日广东南澳县
海域 5.0级地震；台湾发生 5级以上地震
3次，最大为 10月 24日台湾花莲县海域
5.9级地震。

甘肃积石山 6.2级地震为当年大陆
地区最大地震。该地震位于青藏高原
东北缘，发震断层为拉脊山北缘断裂。
采用双差定位方法对甘肃积石山 6.2级
地震序列进行精定位，结果表明，余震
呈北北西走向，长度约 15千米，深度主

要集中在 10千米左右，临近并平行于拉
脊山北缘断裂。

总体来看，2023年以来我国大陆地
区 5级以上地震活动水平较 2022年（27
次，最大为 2022年 1月 8日青海门源 6.9
级地震）和历史平均水平（20次）明显偏
弱；从时间分布上看，1月至 2月发生 3
次，3月至 9月仅发生 2次，10月至 12月
增至 6次，出现 5级以上地震由弱转强
的活动特征。

2023年以来我国大陆东部及附近
海域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3 次，分别为 6
月 24日北部湾 5.0级、8月 6日山东平原
5.5级和 10月 23日广东南澳县海域 5.0
级地震，地震活动水平较 2022年（0次）
显著增强，为 2014年以来活动频次最高
年份。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近日，由自治区科技
厅立项支持，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研
究团队自主创新设计和研发出宁夏首套“儿童 AD⁃
HD认知行为治疗计算机系统”，成功应用于临床。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常见儿童精神
障碍，及时干预是改善预后的关键、认知行为治
疗是有效的措施，但当前全国各地均缺乏专业治
疗师，大多数患儿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严重
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发展。基于 ADHD
发病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
我区自主研发的针对儿童 ADHD不同认知功能损
害设计开发涵盖多种认知行为训练任务的 CBT
软件，包含 ADHD 心理评估系统和儿童 ADHD 认
知行为治疗系统两大部分。评估系统可通过临
床症状、认知功能、社会功能三个维度评估，全面
了解 ADHD 患者症状和功能损害，从而制定个性
化治疗方案。认知行为治疗系统包含注意力训
练、工作记忆、抑制控制、问题解决、自我管理、社
交技能等 8 个治疗训练模块和 52 个治疗软件组
成处方库，可以评估系统监测疗效并智能化调整
治疗方案。

该系统取得 5 项国家软件著作权，发表 6 篇
学术论文，已对 355 名 ADHD 就诊儿童进行全面
评估和为期 8 周的治疗，患儿的认知功能及临床
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其有效性及便利性得到一致
好评。目前儿童 ADHD认知行为治疗计算机系统
已在全区多家医院使用，进一步提高完善后将在
全国推广。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1 月 16日，记者获悉，我
区扎实推进《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实施，科技创新对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规划》围绕创新投入、创新主体、创新人才、创
新产出、创新环境 5 个方面提出了 11 项指标，有 8 项
主要预期目标进展顺利，总体完成情况较好。围绕
新型工业化、现代农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及
民生保障领域，组织实施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597
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42 项，登记科技成果
1874 项，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科技支撑全区高质量
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如国能宁煤集团 400 万吨煤间
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为全区首次
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建了酿酒葡萄优质
抗寒生产技术体系及优秀奶牛体外胚胎工厂化生产
技术体系；在国内首创了具有“滞洪、拦沙、排清”功
能的水土保持截流缓释技术；全球首创糖尿病肾病
治疗药物新药研发成功获批进入临床试验，填补了
宁夏没有 I类新药研发的空白。

《规划》任务总体进展比较顺利，阶段性成效明
显。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2022 年全区 R&D 经费
支出 79.38 亿元；R&D 经费投入强度 1.57%，排名西部
第 4 位；全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736 家。创新支撑引
领作用持续增强，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2020 年
的 289 家增长到 2022 年的 489 家，增幅连续多年居于
全国前列；2022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
1853.11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到 7.3%；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2020 年的
22.52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34.37 亿元。科技创新生
态持续优化，2022 年我区获批建设东西部科技合作
引领区，开放创新格局进一步拓展。率先建立以需
求为导向的科研项目形成机制，启动重大科技项目

“揭榜挂帅”“赛马制”，率先对企业申报项目实行“前
引导、后支持”改革；实行奖励提名制度，加大科技奖
励激励力度，科技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

■ 新知 ■

据新华社北京电 限制卡路里摄入被认为能改
善健康并延长寿命，但科学界长期以来并不清楚这
背后的机制。美国一项新研究揭示，名为 OXR1的
基因在限制饮食从而减缓大脑老化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来自美国巴克老龄化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团队
近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
了约 200种具有不同遗传背景的果蝇品种，将它们
分两组饲养，一组按正常饮食饲养，另一组则限制
饮食，后者获得的营养只有正常饮食所含营养的
10%。研究人员发现了 5个具有特定变异的基因，
这些变异在饮食限制下显著影响寿命，其中有两个
基因在人类遗传学中具有对应物。

研究小组重点研究了这两个果蝇基因中一个
叫 mtd 的基因，其在人类和小鼠中对应 OXR1 基
因。OXR1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进一步测
试发现，OXR1影响逆转运复合体，它是参与细胞蛋
白质和脂质再利用的一组蛋白质。逆转运复合体
功能障碍与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

研究显示了饮食限制如何通过mtd/OXR1维持
逆转运复合体的作用来减缓大脑衰老。当营养获
取受限时，逆转运复合体通路在保护神经元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

研究人员说，通过限制饮食，细胞增强了OXR1
的表达，实际上增强了细胞中蛋白质正确分类的机
制。此外，增加果蝇的mtd表达可以使它们活得更
长，这使得研究人员推测，增加人类的OXR1表达水
平也可能有助于延长寿命。

我区“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实施时间过半
交出亮眼“成绩单”

宁夏自主研发首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认知行为治疗系统成功应用于临床

限制饮食可减缓
大脑衰老

地震频发
意味着地球进入“震动模式”？
专家表示，现有数据难以断定全球地震进入“活跃期”

2024 年刚开始，各种关于地震的消息就此起彼
伏——新年第一天，日本本州西岸近海发生 7.6 级地
震，随后又发生数百次低级别地震；同日，我国四川
绵阳也发生了 2.9 级地震；1 月 2 日，美国纽约罕见地
发生 1.7 级地震；1 月 4 日，我国广西北海海域发生 4.2
级地震；秘鲁首都利马西部卡亚俄西南海域当地时
间 4 日也发生 4 级地震；5 日，我国新疆阿克苏地区库
车市发生3.7级地震……

不少人担心，全球地震频发，是否意味着地球
进入了“震动模式”？

据中国地震台网发布的消息，2023年，
全球共发生 7级以上地震 19次，最大为
2月 6日土耳其两次 7.8级地震。同年，
我国共发生 5级以上地震 18次，大陆地
区最大地震为 12 月 18 日甘肃积石山
6.2级地震。

全球地震频发，是否意味着地球
进入了“震动模式”？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苏德辰
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
发生的规律比较复杂，地震活动趋势
不能只按照地震发生的次数来研判，
尤其不能仅根据 2022 年和 2023 年两
年的数据判断 2024 年及以后的发震
趋势。除了地震次数外，还要注意地
震释放的总能量。依据地震总释放
能 量 来 研 判 地 震 趋 势 可 能 更 加 合
理。比如，一次 8 级地震释放的能量
等效于 30 多次 7 级地震。综合来看，
近几年全球的地震活动水平都处在

正常范围之内。”
此前，广东省地震台副台长王力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介绍，从数据上
看，1900 年以来，全球每年平均发生 6
级以上地震 133 次，7 级以上地震 20
次，8级以上地震 1次。

从近几年的地震活动数据中可以
看到，2020年全球发生了 89次 6级以上
地震，10 次 7 级以上地震，没有 8 级以
上地震；2021年全球发生了 115次 6级
以上地震，19次 7级以上地震，1次 8级
以上地震；2022年全球发生了 112次 6
级以上地震，7次 7级以上地震，没有 8
级以上地震；2023年全球发生了 129次
6级以上地震，19次 7级以上地震，没有
8级以上地震。

由此可见，近年来全球的地震发
生频率和强度弱于 1900 年以来的年
平均水平，全球地震活动并未进入

“活跃期”。

地震预报分临震预报、短临预报和
中长期预报，临震预报和短临预报仍属
于世界难题。

此前，中国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
系统总结了M7级以上高震级地震危险
性的物理、形变、地质等多种标志，较为
准确地拟定了未来 10年左右的中长期
地震危险区和年度危险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
资源学院二级教授徐锡伟表示，地震短
临预报还差“临门一脚”的功底，还需要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仿真
模拟等技术，在构建具有地域地壳结构
特征的物理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特
定地震构造模型条件下大地震、特大地
震孕育过程中的应力—应变积累与演
化机理，发现地震断层发生地震破裂和
滑动前的特征参数值。也就是说，需要
加大基于三维地震构造模型基础上的
数字地震预测预报探索，才能真正做到
具有物理意义的地震监测预报。

（据《羊城晚报》）

我国大陆东部及附近海域地震活动较去年有所增强

地震预报仍是未来防震的重要工作

2023年全球发生 7级以上地震 19次

智商高
既是搬运工又是建筑师

章鱼又称石居、八爪鱼、坐蛸、石

吸、望潮、死牛，属于软体动物门、头
足纲、八腕目。它的头与躯体分界不
明显，上有大的复眼及 8 条可收缩的
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吸盘，能有
力地握持他物。全世界章鱼约有 650
种，它们以体型大小来区别，最大种
类体长达 5.4 米，而最小种类体长仅 5
厘米。

章鱼最为突出的特性是具有 3个心
脏，2 个记忆系统，大脑中有 5 亿个神经
元。由于它有相当发达的大脑，所以智商
高，超过一般动物的思维能力，被认为是
无脊椎动物中智力最高者。这从它的生
活中可见一斑。

章鱼喜欢住进牡蛎壳，但它是怎么
“出入”的呢？智慧使之找到诀窍。

只见牡蛎旁边，章鱼若无其事地
待着，不动声色。实际上，它正在耐
心地等待时机——牡蛎开口。终于，
牡 蛎 开 口 了 。 这 时 ，“ 眼 疾 手 快 ”的
章鱼，立刻将准备已久的一块小石头
扔进牡蛎壳里，造成牡蛎的两扇门无
法关闭。章鱼便趁机吃牡蛎肉，之后
再钻进去。从此，牡蛎壳就变成了它
的家。

章鱼还会以石头、贝壳和蟹甲为建
材造房子，其触手是收集搬运建材的神

器，一次可运走超过自己体重 10倍至 20
倍的建材，所以，章鱼建房的速度比较
快。这些房子鳞次栉比，颇为壮观，被称
为“章鱼城”。此城在章鱼喜欢栖息的地
方基本上都有。

天才“伪装大师”
能随意改变颜色和构造

章鱼有“伪装大师”之称，其智慧还
表现在拥有高超的“拟态”本领。它能够
改变自己的颜色和构造，灵活程度不亚于
变色龙。

作为捕猎能手的章鱼，利用灵活
的腕足在礁石、石缝及海床间爬行，
把 自 己 装 扮 成 一 束 珊 瑚 ，或 者 一 堆
闪 光 的 砾 石 ，抑 或 是 变 得 如 同 一 块
覆 盖 着 藻 类 的 石 头 ，突 然 地 扑 向 猎
物，而猎物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俘
虏”了。

除此之外，章鱼还能拟态成海蛇、狮
子鱼及水母等有毒生物，以防止或避开攻
击。它在敌情面前，能喷射浓黑的墨汁，
以掩藏自己，而且可趁此机会观察周围情
况，决定进攻或撤退。章鱼可以连续 6次
往外喷射墨汁。之后半小时，它又能积蓄
很多墨汁。

（据《科普时报》）

据新华社天津1月16日电 1月 18日，
腊八节，一场赏心悦目的木星伴月将在
这天上演，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我国公
众当晚凭借肉眼就能欣赏到这幕“星月
对话”。

作为肉眼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之一，
木星是太阳系中体积最大、质量最重的行
星，而巨大质量产生了强大的引力，使得
木星可以捕获很多经过它轨道附近的小
行星、彗星，或是改变它们的运行轨迹，因
此木星被称为太阳系中的“大扫帚”，也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帮助地球扫清侵袭天体
的“保护者”。

天文预报显示，1月 19日 5时木星合
月。木星合月指的是木星和月球刚好运
行到同一赤经时，两者角距离达到最近。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
修立鹏介绍，木星合月的天象每月都会发
生一次，有时甚至是两次，但受天气、月
相、太阳位置、发生时间等因素影响，并不
是每次都可以观测到。就拿本次木星合
月来说，相合时，木星和月球早已没入地
平线以下，看不到。

对于我国公众来说，本次木星伴月除
了用肉眼欣赏外，喜欢星空摄影的朋友还
可以将二者“同框”拍下，定格这幕“星月
童话”。

腊八夜可欣赏
木 星 伴 弦 月

章鱼不是鱼
——揭秘“似是而非”的动物

在我们的生活中，海鲜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
其是章鱼、鱿鱼等深受欢迎，
但是很多人对它们并不了解。

作为深海一霸的章鱼，与
鱼有许多类似：名字称鱼，生
活在水中，肉质鲜美而营养丰
富。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章
鱼是鱼。然而，章鱼却非鱼。
动物分类显示，从门、纲、目到
科，章鱼与鱼类均无亲戚关
系。那么，章鱼的“真实面貌”
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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