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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妙 科 技

外星生物可能与
人类有许多共同点

数学研究证实
衰老无法阻止

科学家发现
胰腺癌诊疗新靶标

承德：开展居民电气化主题活动
11月6日，承德供电公司携手9个家电销

售卖场，开展“国家电网 居民电气化”主题活
动。向用户讲解电采暖、电能替代等知识，促进
公司电能替代工作推广。 （李海洋、陈悦伟）

秦皇岛:创新成果获殊荣
近日，在国家电网公司第二届运检业务

职工创新实践活动发布会上，秦皇岛供电公
司申报的创新成果（输电线路检修作业自锁
滑轮）荣获输电类创新成果优秀奖。（焦健）

张家口:加大变电站巡视力度
10 月 11 日，国网张家口供电公司加大

重要变电站巡视力度，定时利用红外测温检
查设备运行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全力
确保张家口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张岩）

承德：“四个精准”服务光伏扶贫
国网承德供电公司本着扶贫对象精准、

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
准原则，从贫困户实际情况入手，走访光伏
扶贫贫困户，解答用户疑问，积极为当地政
府光伏扶贫献计献策。 （盖巧琳、杨慧中）

秦皇岛：“煤改电”助推清洁暖冬
为了减少大气污染，国网秦皇岛供电公

司实施“煤改电”工程，积极推动普及清洁采
暖设施建设。目前，该公司已完成2万余户居
民、78所学校“煤改电”工作。 （张媛）

张家口:全力做好保电工作
近期，国网张家口供电公司保电人员

在巡查设备的同时，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
深刻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

示，将全力做好当前保电工作。（张岩）
安新:开展冬季取暖用电安全培训

11 月 15 日，雄安新区迎来自成立
以来第一个北方冬季取暖日。国网安新供
电公司配合县教育局、县安监局在白洋淀
文化广场开展了教育系统冬季取暖用电安
全培训会。 （陈川）

蠡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讲座
11 月 7 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讲座。讲座结合电力行业
特点，围绕常见的职务犯罪特点，提醒电力
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未丹）

定兴：积极做好专业培训工作
为加强基层班组员工专业培训管理，国

网定兴县供电公司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全力
加强一线生产员工专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提
升了该公司基层员工的整体素质。（李玎玎）

博野：举办退休职工棋艺交流活动
重阳节前夕，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举办

退休职工象棋棋艺交流活动。棋艺的“较量”
让退休职工尽享活动的乐趣，营造出欢乐、
祥和、健康、文明的良好节日氛围。（湛淑娜）

涞源：加快“煤改电”施工进度
取暖期到来，国网涞源县供电公司加快

“煤改电”电力设施配套增容改造施工。确保
在采暖期各项电力设施正常运行，为居民正
常取暖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翟文涛）

霸州：开展防小动物隐患排查
秋末冬初，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运维检

修中心及各供电所开展了“防小动物”隐患

排查工作。通过此次排查，将防小动物措施
落到实处，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赵亚彬）

武强:多举措夯实安全生产
11月份以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以深

入开展“查隐患、强管理、保安全”活动为抓手，
强化管理，多措并举，夯实安全生产根基，确保
安全生产工作有序开展。 （贾永生、刘建峰）

霸州：服务用户赢好评
11 月 8 日，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来到该市宏瑞御景小区，及时了解用户的
日常用电需求，为客户提供面对面服务，赢
得了小区用户的一致好评。（赵亚彬、张洁）

康保：加强防区线路特巡
10月20日，国网康保县供电公司加强输

变电设备防雨、防覆冰、防舞动巡视，落实灾害
预防、预警措施，认真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确保
防区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薛海龙）

尚义：护航“供暖季”用电安全
近日，国网尚义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

组织用电检查人员深入全县供暖小区，开展
“暖心供电”义务巡检活动,听取客户意见和
建议，护航“供暖季”用电安全。 （魏建国）

枣强:让供电服务焕发新活力
日前，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组建电力

抢修、优质服务、电力保障 3 个党员工作
组。主动了解群众用电需求，简化业扩报
装流程，开通绿色通道，让党员与群众的心
贴得更近。 （冀洋）

隆化：开展秋检自查工作
11月10日，国网隆化县供电公司秋

季安全大检查工作进入自查阶段。全面检
查记录信息，核对所辖变电站、线路及设备，消
除安全隐患，确保电网安全入冬。 （庞晨光）

丰宁：做好迎峰度冬工作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确

保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迎峰度冬做好
准备，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在全县范围内多举
措部署开展安全大检查工作，确保用电高峰
期的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张欣）

安新:提前完成“煤改电”工作
11 月 12 日晚 8 时，国网安新供电公司

职工正在安新县第二中学“煤改电”现场如
火如荼的施工中。随着“煤改电”工程最后一
台变压器竣工验收，该公司提前完成了“煤
改电”任务。 （陈川）

蠡县:联合开展主题活动
近期，国网蠡县供电公司携手蠡县几家大

型家用电器商场开展了“买电器送电费享服
务”主题活动。当天，该公司工作人员在活动点
不断解答客户咨询等网上缴费方式。 （未丹）

武强:开展冬季居民安全用电宣传
近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开展居民安全

用电宣传活动。普及安全用电常识，使广大用户
了解和掌握安全用电常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确保冬季居民安全用电。 （贾永生、刘建峰）

枣强:推进农村市场电能替代工作
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扎实推进农村市场电

能替代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多渠道多形式

的宣传。该公司还深入村庄开展走访调研，着力
解决用户“最后一公里”的用电难题。 （李莉）

沧州：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你奔走在银色的线路下，仰望铁塔的

巍峨；线路的每一寸延伸，都是你照亮时代
的颂歌⋯⋯”11 月 8 日，在掌声和感动中，国
网沧州供电公司“同庆十九大，共抒电网情”
主题演讲比赛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公司系
统的 45 名青年选手展开精彩角逐。沧州供
电公司对演讲比赛的组织和开展高度重视，
精心部署，周密策划，通过“榜样就在身边”

“做最好的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对事业负
责”等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在施工一线、班
组层层选树典型，征集优秀作品，开展先进
事迹总结和宣讲。本次演讲比赛突破了单人
演讲的局限，引入双人组合、四人组合等团
队演讲形式，并画龙点睛地使用视频、音频
等辅助演讲形式。从音响效果、会场布置、氛
围营造到活动流程、主持词撰写细化到人，
力求做到完美。45组选手经过紧张激烈的预
赛选拔，最终产生了 10 组选手进入此次决
赛，100 余名员工现场观看了比赛。比赛中，
选手们通过充满活力而又饱含深情的真情
演讲，带领观赛人员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共产
党员的精神世界和工作生活场景，深切感受
着电力铁军的拼搏与奉献。大屏幕上一幅幅
感人至深的画面，也唱响了一曲曲沧州电力
人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雄壮凯歌，西藏援
建、抗险救灾等感人事迹打动了在场的观
众，赢来了阵阵掌声。 （曲仪昂、李磊）

保电力供应 铸服务品牌

外星生物到底长什么样儿？是否都像电影中描
绘的那样奇形怪状？英国牛津大学发布的一份新报
告说，基于进化论的预测显示，它们与人类的相同特
征可能比想象中更多。

研究团队在报告中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许也
适用于外星人。它们可能同样会经历自然选择这样
的进化机制才最终发展出稳定的形态。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在生存斗争中，具有有利
变异的个体，容易在生存斗争中获胜而生存下去，凡
是生存下来的生物都能适应环境，而被淘汰的生物
都无法适应环境，这就是适者生存。这种适者生存、
不适者被淘汰的过程，叫作自然选择。

根据这份报告，研究团队推测外星生物也会像
人类进化过程一样存在不同等级的实体，并且各等
级生物中，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机制去消除冲突，维持
一个合作共赢的状态，以便让生物体发挥正常作用。

报告作者之一、牛津大学学者萨姆·莱文说，现
在还无法确切地说外星生物是两条腿走路或者它们
有绿色的大眼睛，但“我们相信进化论提供了一个独
特的工具来深入理解外星生物可能的样子”。

本组稿件/记者周远综合新华社稿件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天然气与水在
高压低温条件（0℃-10℃和 30 个大气
压）下，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物质。这种
结晶物质因外观像冰而且遇火即可燃
烧，所以被称作‘可燃冰’。”河北地质大
学资源学院刘伟博士解释说，其中天然
气的成分既可以是甲烷、乙烷、丙烷、丁
烷等烷烃气体，也可以是二氧化碳、氮
气、硫化氢等气体。通常，我们所说的天
然气水合物主要是指甲烷水合物，里边
的主要气体成分为甲烷。

说到甲烷，有的人也许感到陌生，实
际上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是日
用天然气中的主要可燃成分。我们日常
烧水做饭使用的天然气是一种多组分的
混合气体，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甲烷，此外
还包括气态乙烷、丙烷、硫化氢和二氧化
碳等气体。

“常温常压下，甲烷以气态存在，水
以液态或气态形式存在，两种物质的分
子运动太迅速而不能形成化学键，因此
彼此不会相互反应。但是，在较低温度和
较高压力下，两种物质分子运动变慢，彼
此相互接近，水分子会形成紧密的‘笼’
状结构，将甲烷分子包裹在其中而成甲
烷水合物。”刘伟介绍说。

据介绍，天然气水合物主要有 3 种
结构类型。I 型由甲烷、乙烷、二氧化碳、
硫化氢等较小直径的气体分子和水分子
结合而成；Ⅱ型由甲烷、乙烷等小分子，
丙烷及异丁烷等较大分子和水分子结合
而成；H 型由气体组分中有异戊烷等较
大气体分子和水分子结合而成。在自然
界，Ⅰ型天然气水合物最常见，Ⅱ型次
之，H型较为罕见。

“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需要大量烃
类气体，这些烃类气体有的来自于微生
物的分解，也有一些来自于油气田的热
降解，当然也有两者混合形成的。相应
的，天然气水合物可以分为三种成因，分
别是生物成因、热成因和混合成因。我们
可以通过碳同位素比值来判断天然气水
合物的气体来源。”刘伟说，目前我国南
海北部海域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属
于生物型；在陆域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
以混合型和热解型为主，比如我国祁连
山冻土区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

天然气水合物中的天然气是被高度
浓缩的，其燃烧效能比较高。据刘伟介
绍，1 立方米天然气水合物能够转化为
164 立方米的天然气和 0.8 立方米的水。
天然气水合物燃烧时几乎不产生任何残
渣，污染比煤、石油要小得多，是一种非
常有利用前景的新型清洁能源。

天然气水合物又很“娇气”。它作为
“冰”存在需要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
一旦温度上升或压力减小，笼状物的化
学键就会迅速解体，天然气水合物也就
会崩解，甲烷被释放出来。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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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国已正式将天然气水
合物（俗称可燃冰）列为新矿种，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这也意味着，可燃
冰进入了勘探开发新阶段。

与传统燃料相比，可燃冰有什么不同，它又是怎样形成的？真正实现可
燃冰的开采利用还有多远？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很多人肯定想过，随着

科学的进步，会出现永不衰老的办法吗？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研究人员带来了坏消息：从数学上看，像人类
这样的多细胞生物，衰老无法阻止。

研究人员之一、亚利桑那大学教授乔安娜·梅塞
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从数学上看，衰老不可避免，完
全不可避免。逻辑上、理论上和数学上都没有办法。”

梅塞尔和博士后保罗·纳尔逊说，从细胞层面看，
人衰老时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方面，多数细胞形成速
度变慢，功能开始丧失。比如，头发细胞停止生成色
素，导致头发变白。另一方面，一些细胞生长速度加
快，可能会形成癌细胞。当人衰老到一定程度，很多人
体内都会有癌细胞形成，不过不会表现出患癌症状。

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清除那些生长缓慢、功能丧
失的细胞，就会让癌细胞增殖。如果清除生长过快的
细胞或让其减速，生长缓慢、功能丧失的细胞将在体
内积聚。两者只能取其一，无法兼而有之。他们的工
作从数学上证明衰老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和“多细
胞生物的内在属性”。

“衰老也许能够减缓，但却不可阻止，”梅塞尔
说，“我们从数学上证明了为什么不可能同时解决两
个问题。”纳尔逊补充道：“作为一个多细胞生物，衰
老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件。”

胰腺癌被称为“癌症之王”，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
之一。澳大利亚新研究发现，一种蛋白可以作为生物标
记为胰腺癌诊断和治疗提供新靶标。这项研究还发现，
一种乳腺癌治疗药物或许同样可用于胰腺癌治疗。

澳大利亚加文医学研究所 11 月 1 日发表公报
说，他们的一个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发现，在550例胰
腺癌肿瘤活体组织切片中，有三分之二样本中的
CDK4/6 细胞通路被激活，而这一通路一旦被激活
将触发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分裂。进一步研究发现，视
网膜母细胞瘤蛋白（RB 蛋白）在这一通路被激活时
处于高水平，这意味着这种蛋白有潜力作为癌症诊
疗的生物标记。

这一团队还针对靶向性 CDK4/6 激酶抑制剂帕
博西尼用于胰腺癌治疗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帕博西
尼是一种乳腺癌治疗药物，2015 年获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批准上市。其作用原理是重组高RB蛋白水
平的癌细胞外基质，从而破坏癌细胞生存环境。

动物实验显示，患胰腺癌的实验鼠接受帕博西
尼治疗后，可比接受标准化疗多存活100天左右，而
将帕博西尼与化疗相结合疗效更好。

研究人员说，他们只是在动物层面初步测试了
帕博西尼用于治疗胰腺癌的可行性，具体效果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可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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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然气水合物虽然储量丰富，但
真正进行开采利用，技术要求很高，存在的
风险和问题也需要重视。

世界上首次从海底开采出天然气水合
物的国家是日本。2013 年 3 月，日本在爱知
县渥美半岛以南70公里、水深1000米处海
底开采出天然气水合物并提取出甲烷。在 6
天之内，日本共开采出12万立方米气体。此
后，开采因泥沙堵住钻井通道而中止。

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于今
年 3 月至 7 月在南海神狐海域进行。3 月 28
日第一口试采井开钻，5 月 10 日下午 14 时
52 分试气点火成功，从水深 1266 米海底以
下 203-277 米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开采出
天然气。截至 7 月 9 日 14 时 52 分，试开采连

续试气点火 60 天，累计产气
30.9万立方米，平均日产 5151
立 方 米 ，甲 烷 含 量 最 高 达
99.5%。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首次试采圆满成功，取得持续
产气时间最长、产气总量最
大、气流稳定、环境安全等多
项重大突破性成果，创造了产
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
刘伟介绍说，此次试采海域周
围地层无明显变化，海水及周
边大气等甲烷浓度无异常，环
境无污染，未发生地质灾害。

通过此次试采，我国实现
勘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和
装备自主创新。据介绍，自主
创新的技术包括“地层流体抽
取”、未成岩超细储层防砂和

天然气水合物二次生成预防技术，4500 米
级无人遥控潜水器探测、保压取样、海洋高
分辨率地震探测和海洋可控源电磁探测技
术等。此外，在技术装备方面，研制了我国第
一台 4500 米作业级无人遥控探测潜水器

“海马”号，研发了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
样器，利用了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超深水半
潜式钻井平台“蓝鲸Ⅰ号”等。

“目前，国际上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
风险还不能准确估计。相当一部分学者认
为，开采天然气水合物可能会造成不可预计
的环境危害，对此我们不得不谨慎。”刘伟表
示，天然气水合物中的甲烷，其温室效应为
二氧化碳的 20 倍。若有不慎，一旦失控，海
底天然气水合物中的甲烷大量释放并逃逸
到大气中去，将严重助长全球变暖的趋势。
此外，天然气水合物固结在海底沉积物中，
一旦条件变化使甲烷气体从天然气水合物
中释出，还会改变沉积物的物理性质，极大
地降低海底沉积物的工程力学特性，引发海
底开采区的崩塌或滑坡事件，毁坏海底工程
设施，比如危害海底输电或通讯电缆、海洋
石油钻井平台等。

我国已确立天然气水合物为新矿种，这
有利于加快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开发利用步
伐、勘查开发投资主体多元化，促进天然气
水合物勘查开采科技创新。刘伟表示，天然
气水合物试采成功，仅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
步，要实现未来的产业化开采，仍有很长的
路要走。

“自然界中，天然气水合物往往分布于水
深大于300米以上的海底沉积物或寒冷的陆地
永久冻土带。不同于石油、煤炭等矿种，天然气
水合物在自然界中被发现的历史比较短。这种
深藏于深海沉积物或陆域的永久冻土中的物
质，到上世纪才被发现。”刘伟说。

在19世纪，英国等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首次
发现天然气水合物，并人工合成甲烷水合物。
但当时，人们以为甲烷水合物只能通过工业合
成得到，对它的研究也仅停留在实验室。

最早在自然界中发现天然气水合物的是
苏联。1934 年，苏联在天然气输气管道里发现
了冰状物质，堵塞了输气管道。奇怪的是，当时
气温并未降到零度，怎么会结冰？经研究表明，
这种冰状物质正是由甲烷和水组成的天然气
水合物。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在西伯利亚永久
冻土带发现可燃冰矿藏。这证明天然气水合物
在自然界是存在的，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此
后，天然气水合物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陆续被
发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追寻，人类已经在世
界大洋海底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在陆地也发
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刘
伟说，已发现的海底天然
气水合物多分布于环太
平洋周边、大西洋两岸、
印度洋北部、南极近海及
北冰洋周边。此外，地中
海、黑海、里海和贝加尔
湖也有零星分布。陆地上
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分布
于北纬高纬度冻土区以
及我国青藏高原冻土区。
截至目前，发现的天然气
水合物已超过220处。

据介绍，天然气水合
物的储量十分丰富。按照
国际上通行的评估，全球
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量为
2.1×1016 立方米，相当于
21 万亿吨油当量。全球天
然气水合物储量是现有天然气、石油储量的两
倍，目前已探明到的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储量
至少可够人类使用 1000 年，具有广阔的开发
前景。

“目前，国际上对天然气水合物这种新型
能源比较关注，尤其是一些自身没有化石能源
储备、大量依赖进口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
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和开发更是表现出浓
厚兴趣。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机构，投入巨资，
旨在探明本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和进行开采
准备。”刘伟说。

“我国对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和调查起步
较晚，但进展很快。”刘伟表示，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我国进行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工作，经
过多年努力，在南海和青藏高原发现了天然气
水合物的存在。

2007年，我国首次在南海北部进行天然气
水合物钻探，取得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成
为继美国、日本、印度之后第4个通过国家级研
发计划采到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的国家。
2008 年在青藏高原永久冻土带中发现了天然
气水合物。此后，在我国海域连续进行天然气
水合物钻探，获得大量天然气水合物样品，证
实我国海域蕴藏丰富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在南海北部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工作
中，中国地质调查局圈定了两个千亿方级的矿
藏，控制资源量分别为 1231 亿立方米和 1500
亿立方米。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类型及赋存
状态，结合地质条件，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量预计约800亿吨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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