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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疯牛病”或能
通过皮肤蛋白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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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我国加快地震研究的最新进展备受关注。

中国地震局日前发布消息，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

将于 5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成都举行，届时将展示发布我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

衡一号”的初步研究成果和数据共享方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中国在防灾减灾领域

的国际影响力。

近日，“张衡一号”卫星工程首席科学家兼副总设计师、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总

工程师申旭辉来到母校河北地质大学举办讲座，“跳出地球清晰看地震”成为他和师生们交

流最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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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疆域
地震实时观测

“ ‘ 张 衡 一 号 ’ 的 发 射 入
轨，实现了对我国全疆域地震实
时观测。”申旭辉一语中的。

“张衡一号”是我国地震立体
观测体系的第一个天基平台，可
以获取全球电磁场、电离层等离
子体、高能粒子观测数据，研究
地球系统特别是电离层与其他各
圈层相互作用及其效应，有效弥
补了地面观测的不足。

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在地
面上，像青藏高原的极寒地区，
现 有 的 地 震 台 网 并 不 能 完 全 覆
盖 ， 面 积 广 阔 的 海 洋 也 观 测 不
到。目前我国以青藏高原为主的
近 200 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缺乏
地震前兆监测能力，在国境线和
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地震
监测能力也几乎为零。

而跳出地球来“看”地震，
就能突破一些地震研究的限制。
对我国及周边区域开展电离层动
态实时监测和地震前兆跟踪，弥
补地面观测的不足。

地震在其孕育过程中由于能
量 的 持 续 积 累 激 发 产 生 相 关 形
变、电磁辐射及地下流体、化学
物质的放射等，并在地表积累进
而传播影响到电离层变化。这已
经成为众多专家的共识：地震电
磁效应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到
电离层，引起电离层和大气层的
变化。

这一认识有着大量的数据支
撑。科学家发现，人类监测到的

“空间电磁扰动”，与地震的发生
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上世纪 60 年代，有国外科学
家分析一颗卫星电磁信号时，发
现卫星记录到地震低频电磁辐射
现 象 ， 称 之 为 “ 地 震 电 离 层 效
应 ”。 我 国 在 1976 年 唐 山 地 震
时，也通过地面雷达系统发现了
相应的电离层扰动现象。

“张衡一号”的工作原理就是
通过实时监测空间电磁环境状态
变化，研究地球系统特别是电离
层与其他各圈层的相互作用和效
应，初步探测地震前后电离层响
应变化的信息特征及其机理。

申旭辉介绍，除了为地震电
磁立体观测提供更多种类、更加
海量的电磁类信息，“张衡一号”
还带动了其他空间信息技术在防
震减灾领域的应用，加快地震立
体观测体系建设，提高地震监测
能力。

高磁洁净度
特性独一无二

“张衡一号”不仅开辟了我国
地震监测研究的新视角，成为我
国构建天空地一体化地震立体监
测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同时它也
集合了多项航天技术创新成果，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卫星对电磁洁
净度的要求。

“张衡一号”执勤所在的太阳
同步轨道，是一个布满了电子、
离 子 的 电 磁 世 界 ， 这 里 受 到 太
阳、月球引潮力以及地球中高层
大 气 的 扰 动 ， 常 常 是 “ 波 涛 汹
涌”。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
长赵坚曾表示，卫星在这里工作
本就十分不易，还要探测这里的
磁场变化情况，更是难上加难。

“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精
确探测到地球磁场的细微变化，
需要卫星本体的电磁信息“足够
干净”。

申旭辉告诉记者，卫星本体
磁性对磁场测量的“影响不确定
性”需控制在 0.5 纳特，这大约相
当于地球表面磁场强度的十万分
之一。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卫星平台
的各个单机、系统都进行了无磁化
的更改。比如，去掉了有磁的红外
地球敏感器，整个飞行程序都要改
变；再比如，无磁化要求太阳能帆
板不能转动，但为了保证卫星能
源，又必须让帆板对日，如何找到
平衡点，团队想了很多办法。

最终，科研人员最终打造出
来的“张衡一号”整星，其磁洁

净度达到了0.33纳特。
申旭辉表示，这是一个巨大

的跨越，此前在轨运行的高磁洁
净度卫星全部由国外研制。“张衡
一号”不仅拥有了独一无二的高
磁洁净度特性，也成了我国第一
代磁洁净卫星平台，弥补了我国
天基科学探测领域发展的一大短
板，对后续空间电磁场探测任务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这颗卫星的主要载荷，是
用于探测卫星轨道环境空间电场
的电场探测仪。这也是目前国际
上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功能配置
最全的空间电场探测仪器。

为了感知空间三维电场，探
测仪通过伸杆向卫星本体外伸出4
个 传 感 器 ， 如 同 灵 敏 的 触 角 一
般，每个传感器都能准确感知周
围等离子体环境电势，这些探测

器灵敏度极高，可以探测到非常
微小的等离子体电势变化，相当
于在数千米高的巨浪浪尖，分辨
一粒小水珠。

在卫星内部，有着探测仪的
“大脑”——信号处理单元。这台
高灵敏电子学测量设备，能把传
感器探测到的微小波动细分成十
几 个 通 道 ， 通 过 进 一 步 精 细 处
理，变成数字量，分成频谱，再
传输到地面，供科学家研究。

申旭辉介绍说，作为我国地
震 立 体 观 测 体 系 第 一 个 天 基 平
台，“张衡一号”卫星旨在建造全
球电磁场和电离层监测平台，对
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电离层多
种物理量动态准实时监测；开展
全球 7 级、中国 6 级以上地震电磁
信息分析研究，探索地震电离层
响应变化的信息特征及其机理，
为地震观测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研究地球系统特别是电离层
与其他相关圈层相互作用及其效
应，向航空航天、导航通信等相
关领域提供空间电磁环境监测数
据应用服务。

每5天实现对地球上同一地点
的重访，卫星观测区域可覆盖地
球南北纬 65°以内的区域，重点
观测区域覆盖我国陆地全境和陆
地周边约 1000 千米区域以及全球
两个主要地震带——环太平洋地
震带、欧亚地震带。

这 颗 卫 星 的 发 射 和 投 入 使
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在轨
运行多载荷、高精度地球物理场
探测卫星的少数国家之一。

地震预测预报
还有多远

关于地震研究，人们最关心
的是能否有效预测预报地震。

对此，赵坚曾直截了当地回
答，“目前利用电磁监测试验卫星
尚不能直接预测预报地震。”

申旭辉说，摆在科学家面前
的地震短临预报有三大难题。

从科研角度看，首先是地震事
例太少。数据统计，我国大陆平均
每 3 年发生 2 次 7 级以上地震。这
样小概率的数据连有效的统计分
析都不够，不足以帮助科学家形成
完整的地震预测科学体系和方法
体系。卫星观测可以获取全球平
均每年大约 18 个 7 级地震，从而提
高开展地震研究的震例样本。

其次，地震科学研究的方法
和手段受到很多制约。地震发生

在地下几十千米，而当今世界上
最深的钻孔只有 12 千米，科学家
们很难去地下“看”究竟发生了
什么。

相 应 地 ， 现 有 的 地 震 “ 观
测”均是间接的，人们只能依靠
地面的观测资料，对地球内部的
状况进行反演和推测，但地面的
探测站点毕竟分散，又很难把全
球的地球物理场搞清楚。

第 三 ， 理 论 的 更 新 相 对 较
慢，地震研究的基本理论本身起
源于早期的牛顿物理学，而如今
物理学发展很快，基础理论学科
相互交叉渗透，地震研究迫切需
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

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地震的
认知还不够深入。虽然都叫地震，
但是单独一次其实没什么共通性
的特征。我们只知道地壳受压到
一定程度，积聚的压力就会以地震
的形式释放出来。那么，这个压力
到多少算是临界点？到达临界点
会有什么先兆？没有人知道。

地震究竟能不能准确预测，
科学界长期以来就有争议。20 多
年前，这个问题还曾在我国掀起
过一次大讨论。

当时，我国地球物理学家、
中科院院士陈运泰的态度相对乐
观——“地震不可预报这样的论
断要慎言”，在他看来，自然科学
问题必有解决的办法，需要寻找
探索新的思路。

申旭辉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
支持这一观点，他表示“张衡一
号”的发射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
尝 试 。 正 如 陈 运 泰 院 士 所 说 ，

“ 地 震 预 测 预 报 ， 是 世 界 性 难
题，但并不是说在这个难题解决
之前，地震工作者就什么都不能
做。”

在地震预测方面，申旭辉引
用了著名科学家、液态燃料火箭
发明人戈达德的话：“慎言不可
能，昨日之梦想，今日有希望，
明日变现实。”

目前，国防科工局正在会同
中国地震局、发改委、财政部加
快推动电磁监测卫星 （02 星） 论
证工作，并深化与意大利航天局
的进一步合作；后续还将规划安
排电磁、重力梯度等地球物理场
探测科学卫星持续发展。

从中也可以看出，地震观测
技术的进步、高新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为地震预测研究带来了历史
性的机遇，人类对地震的观测和
认识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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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雅氏症是人类版本的疯牛病，是由异
常折叠的朊蛋白所致的一种脑病。中美研究
人员近日研究发现，克雅氏症患者的皮肤组
织中具有传播活性的致病朊蛋白，这提示克
雅氏症也许有通过涉及皮肤的外科手术传染
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转化医
学》杂志上，由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邹文
泉副教授与其同事孔庆忠副教授及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拜伦·考伊等人合作完成，南昌大学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研究人员参与其中。

邹文泉表示，他们使用一种高度敏感的蛋
白质分析方法，直接检测23名克雅氏症患者的
皮肤组织，并与 15 名非克雅氏症患者对照，发
现具有传播活性的致病朊蛋白存在于所有克雅
氏症患者皮肤组织中。

研究还显示，把克雅氏症患者的皮肤匀浆
组织接种到小鼠脑内，会导致所有接种小鼠染
病，进一步证实克雅氏症患者皮肤携带的朊蛋
白具有传染性。不过研究人员强调，在克雅氏
症患者皮肤上检测到的朊蛋白量只有大脑中的
十万分之一至千分之一，这种病应不会通过随
意的皮肤接触而传播。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报告说，观测
到了迄今已知最遥远的超大黑洞，其质量约是
太阳的8亿倍。

这个国际研究小组利用美国航天局的广域
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WISE），以及位于智利
的麦哲伦望远镜，在遥远的宇宙深处发现了一
个类星体，其中心存在一个巨大黑洞，这个黑洞
正在吞噬周围的物质。

类星体是天文学家对一类遥远天体的称
呼，它们通常包括一个中央黑洞和周围的星云，
由于黑洞吞噬周围物质时所释放的大量能量，
它们在宇宙中显得非常明亮。

对这个类星体的分析显示，它发出的光经
过了超过 130 亿年才抵达地球，这意味着它在
宇宙形成初期就已经存在。分析还显示，其中
央的黑洞质量约是太阳的8亿倍。这是迄今已
知最遥远的超大黑洞。幼年宇宙可以制造如此
巨大的黑洞，对现有黑洞形成理论形成了挑
战。研究人员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发现，帮
助人类更好理解宇宙的演化。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近日宣布，该校研究
人员利用新开发的一种催化剂技术在实验室中
将啤酒转化成生物燃料丁醇。这种技术未来如
果能实现大规模应用，有望让生物燃料生产更
多元化。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生物燃料主要是生物
乙醇。与生物乙醇相比，生物丁醇的蒸汽压力
低，能够与汽油达到更高的混合比，且腐蚀性较
小，每加仑比生物乙醇可支持汽车多走 30%的
路程。然而，生物丁醇的生产工艺目前还不
成熟。

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
催化剂技术，在实验中将啤酒作为主要原料，结
果显示这一催化剂能将啤酒中的乙醇转化成
丁醇。

研究负责人、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沃斯说，
酒精饮品是工业乙醇发酵液的理想模型，如果
这项技术能对酒精饮品起作用，也就说明它具
备开展大规模工业应用的潜力，下一步他们计
划用5年左右研究如何实现这项技术的大规模
应用。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俗称的“左撇子”要在
幼儿开始自己吃饭、用手写字和画画时才能显
现出来。意大利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科学
报告》杂志发表最新研究说，早在胎儿 18 周的
时候，一个人习惯使用左手还是右手就已经决
定了。

意大利高级国际研究生院和帕多瓦大学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胎儿运动预测了
29 个胎儿的动作习惯。9 年后他们比照了这
些孩子的习惯，正确率达到 89%以上。他们在
胎儿 14 周、18 周和 22 周的时候以 20 分钟为
一个时间段，观察胎儿实时运动的超声影像。
研究发现，从第 18 周起，胎儿开始更多地使用
后来成长为更习惯用的那只手来执行对精准
度要求更高的动作，例如指向眼睛和嘴巴的
动作。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为其他临床应用
开辟了新思路。习惯用哪只手是由某侧脑半球
相对于另一侧脑半球的优势所决定的，这个特
征有时会与一些与大脑不对称相关的疾病联系
起来。因此观测胎儿运动的方法有可能用于发
现新的生物标志，有望让医生对发育过程中的
缺陷和问题进行早期干预。

（本组稿件/记者吴韬综合新华社）

□记者 张怀琛 张淑会

吃什么能催乳？吃什么会回
乳？这是每一位新手妈妈都关心
的问题。为此，哺乳期要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往往成为争论的焦点，
比如，鲫鱼汤、猪蹄汤能催乳，得使
劲儿多喝；荞麦、韭菜、山楂会回
乳，坚决不能碰⋯⋯

但是，真有这样的食材对催乳
或回乳有奇效吗？餐桌上“精挑细
选”是否健康科学呢？对此，记者
采访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营
养科副主任雷敏。

荞麦韭菜山楂不是“坏”食材

泌乳是个复杂过程，不同食物，
因其性味归经和功效的不同，食疗
作用也截然不同。目前常吃的食材
中，如猪蹄、猪骨、田螺、乌贼、芝麻、
蚕豆、玉米、南瓜子、花生豆、赤小
豆、豌豆、萝卜缨、丝瓜、莴苣、莲子、
冬瓜、白菜、藕、芹菜、西葫芦、黄豆
芽、哈密瓜、樱桃、木瓜、无花果等，

适 量 食 用 均 有 促 进 乳 汁 分 泌 的
作用。

“但对荞麦、韭菜、山楂，许多
哺乳期妈妈却有认识上的误区，把
它们归入了‘坏’食材行列。从科
学的角度讲，目前，并没有确切研
究支持这三种食材单品有回乳的
作用。”雷敏说。

在专家看来，无论是催乳还是
回乳，保证均衡膳食都是促进健康
的关键，吃任何食物，掌握适宜摄
入量最为重要。

“比如麦芽，有人说能催乳，有
人说会回乳，态度褒贬不一。”对此，
雷敏解释道，研究证明，当食用量在
30 克/日以下时，生麦芽可以通乳；
但当食用量在60克/日以上时，不管
是生麦芽还是炒麦芽，均会导致回
乳，“关于麦芽的食疗功效，不在于炒
制与否，而主要在于量的差异，即小
剂量消食化滞，疏肝解郁而催乳，大
剂量消散之力强，耗散气血而回乳。”

那么，哺乳期妈妈怎么样才能
吃得科学、吃出健康？

我们知道，哺乳期妈妈除了要
分泌乳汁、哺育婴儿外，还要通过
膳食来逐步补偿自身妊娠、分娩时
的营养素损耗并促进各器官、系统
功能的恢复。同时，通过乳汁的口
感和气味，她们还能潜移默化地影
响较大婴儿对辅食的接受，及其后
续多样化膳食结构的建立。所以，
一份营养均衡的食谱对她们来说
尤为关键。

专家对哺乳期妈妈的一天食物
给出了建议摄入量：谷类 250g 至
300g，薯类 75g，其中全谷物和杂
豆不少于1/3；蔬菜类500g，其中绿
叶蔬菜和红黄色等有色蔬菜占 2/3
以上；水果类200g至400g；鱼、禽、
蛋、肉类(含动物内脏)每天总量为
220g；牛奶 400ml 至 500ml；大豆
类25g，坚果10g；烹调油25g，食盐
不超过6g。此外，为保证维生素A
的供给，建议每周吃1次至2次动物
肝脏，即总量达 85g 猪肝，或总量
40g鸡肝。

“世上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

不好的吃法。偏食某种食材，很容
易导致哺乳期妈妈营养失衡、营养
不良，从而增加某些脏器的代谢负
担，导致乳汁的营养价值大打折
扣，并不利于母子健康。”雷敏说。

喝汤催乳要讲科学

哺乳期妈妈每天摄入的水量
与乳汁分泌量密切相关，当饮水量
不足时，乳汁分泌量也会随之减
少。此外，由于产妇基础代谢率较
高、出汗多，再加上乳汁分泌，需水
量也较一般人偏高，因此更应多补
充汤水。

鱼汤、鸡汤、肉汤等营养丰富，
含有可溶性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
质等营养成分，不仅味道鲜美，还
能刺激消化液分泌、改善食欲，促
进乳汁分泌。但汤汁虽好，想要喝
出效果，还要讲究科学。

“首先，餐前不宜喝太多汤。
餐前多喝汤可减少对其他食物如
主食和肉类等的摄取，从而达到减
肥的效果。但对需要补充营养的

哺乳期妈妈而言，此时应该增加而
不是减少食量，所以餐前不宜喝太
多汤。”雷敏说，正确的做法是，可
在餐前喝半碗至一碗汤，待到八九
成饱后再喝一碗汤。

其次，许多哺乳期妈妈认为汤
水更有营养，习惯只喝汤不吃肉，
这也是不对的。专家表示，肉汤的
营养成分大约只有肉的1/10，过量
喝汤会造成贫血和营养不足等营
养问题，为满足产妇和宝宝的营
养，妈妈们应该连肉带汤一起吃。

第三，不宜喝多油浓汤。太浓、
脂肪太多的汤不仅会影响产妇的食
欲，还会引起婴儿脂肪消化不良性
腹泻。煲汤的材料宜选择一些脂肪
含量较低的肉类，如鱼类、瘦肉、去
皮的禽类、瘦排骨等，也可喝蛋花
汤、豆腐汤、蔬菜汤、面汤及米汤等。

最后，根据传统说法，也可加
入对“补血”有帮助的煲汤材料，如
红枣、红糖、猪肝等，以及对催乳有
帮 助 的 食 材 ，如 黄 豆 、猪 蹄 、花
生等。

专科医生回应新手妈妈疑问

吃韭菜山楂会回乳？没依据

天文学家发现已知
最遥远超大质量黑洞

新技术可将啤酒
转化成生物燃料

胎儿 18 周就能
看出是否“左撇子”

“张衡一号”展开状态示意图。
图片由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

研究所提供

“张衡一号”发射状态示意图。图片由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