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一个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近

地天体望远镜连续发现 3 颗近地小行星：2 月

26 日发现的 2020 DM4，是一颗直径近 160
米的“潜在威胁小行星”。根据轨道计算，它

将于今年 5 月初飞掠地球；3 月 17 日在六分

仪座方向发现的 2020 FD2 直径约为 26 米，

已于发现前两天在 32.8 万公里处飞掠地球；3
月 19 日发现的 2020 FL2 直径约为 20 米，于 3
月 23 日凌晨在约 14.4 万公里处飞掠地球，这

也是迄今紫台近地天体望远镜发现的与地球

轨道距离最近的近地小行星。

它们是在茫茫星河间，与地球擦肩而过

的无数小行星的代表。发现它们、监测它们，

并进行预警，是全球科学家们的一项长期工

作目标。

从数量到精度，观测水
平不断提高

面对“不速之客”的造访，必须在小行星

“发现”地球前就找到它们，这才有可能提前

进行精确预警并采取防御措施。

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毛瑞青介绍，紫金

山天文台具有观测小行星的悠久历史。1928
年，留美学生张钰哲发现了“中华星”，这是中

国人首次观测发现的小行星。学成归国后的

张钰哲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开创了我国

小天体的观测研究工作。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我国主要利

用紫金山上的一架 40 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

开展小行星的观测和研究。当时的观测手段

是底片观测，观测极其辛苦，处理流程也非常

复杂繁琐，但也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发现

一大批小行星和彗星，我国第一次近地小行

星的观测就在当时完成。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城市灯光的

亮化，需要寻求更好的站址和设备来延续这

一工作。北京天文台接过了接力棒，在兴隆

观测站利用 60/90 厘米的施密特望远镜进行

观测，并引入了电子成像、计算机处理技术

等，观测到多颗中国首次发现的近地小行星。

紫金山天文台也在推进近地天体望远

镜建造和盱眙天文观测站建设。2006 年 10

月，近地天体望远镜正式运行观测，成为国

际小行星联测网中有影响的观测利器，每年

在该领域的 400 多个观测计划中观测量名

列前十，并在数据量前十的观测计划中数据

精度最高。最近密集观测到的 3 颗近地小

行星，就是利用这台国产近地天体望远镜实

现的。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一个

可远程控制的、视场达到 9 平方度的巡天观

测望远镜，实现了海量观测数据的近实时处

理，提高了望远镜对近地天体的巡天发现能

力和其他瞬现天体如超新星等的探测能力。

紫金山天文台近地天体望远镜团组首席

研究员赵海斌介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监

测小行星的手段还包括红外观测、雷达测量

和空间探测，这些也将是这一学科领域未来

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预警到利用，监测带
来多项意义

发现和监测小行星，最直接的目的就是

保卫地球家园的安全。

赵海斌说，观测发现近地小行星之后，通

过进一步监测并精确定轨，可以分析其轨道

特性，评估撞击概率，预测陨落地球的时间、

地点，然后基于对其材质结构等物理性质的

研究，评估可能发生的碰撞事件对地球环境

和人类生存安全的危害程度。

直径 10 米以下的小行星经过大气层时

基本被烧蚀了；部分小行星烧蚀后会有陨石

落到地面。小行星和地球都有自己的运行轨

道，当二者的轨道相交，就有可能存在潜在威

胁。但轨道运行的参数，受制于观测数据的

影响，也会存在精度上的误差。例如，2004
年 6 月发现的“阿波菲斯”小行星，一开始曾

被 测 算 出 2029 年 撞 击 地 球 的 概 率 高 达

2.7%。此后，经过长期的观测，目前已经消除

了该小行星 2029 年撞击地球的概率。而前

段时间观测到的 2020 DM4 小行星，预计会

在今年 5 月初于 735 万公里外与地球交会。

研究团队表示，将会持续监测这颗小行星，不

断修正观测，以提供更精确的轨道数据。

这些年，多国科学家都在研究讨论防御

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方法。目前来看，暂时还

没有严重威胁地球安全的目标，随着科技力

量 的 增 强 ，很 多 对 地 球 的 潜 在 威 胁 可 以 避

免。不过，小行星对地球的“造访”，也带来许

多主动和积极的研究意义。“小行星是太阳系

的宝贵遗产。”赵海斌介绍，太阳系形成时，未

凝聚成大行星的物质，构成了目前的小行星

带。因此，它们还保留着许多太阳系形成早

期的信息，可以为研究太阳系的演化提供丰

富的资料。如果将近地小行星本身作为研究

对象，也能从对它们的观测和分析中，逐步了

解其起源和宿命，以及为何呈现如此的多样

性。目前已知的近地小行星分为碳质、石质、

金属质等多种类型，对研究分析地球演化历

史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小行星与地球的“亲密接触”，多携

带着丰富的水和贵金属等资源，以及近地空

间资源探索的可能。当它们飞掠时，可以通

过原位利用、在轨使用等，方便进行空间站建

设和科学探索。

从自发到协同，国际合
作频繁多元

2013 年，是天文观测史上重要的一年。

当年，一颗直径 17 米、重量 7000 吨的小行星，

斜着切入大气层，在距离俄罗斯车里雅宾斯

克小镇地面 24 公里处爆炸解体。这一撞击

事件促使国际社会加强了对近地小行星的发

现、监测和预警合作，并于当年 12 月经联合

国大会批准成立了国际小行星预警网，以此

来加强协调全球近地天体监测和近地天体危

险防护。2018 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小行星

预警网。

实际上，来自“科学社区”即世界各国科

学家们自发进行的行业合作与研究分享，一

直在进行。

2012 年 12 月，嫦娥二号卫星在距地球约

700 万公里远的深空飞越“战神”小行星，并

在国际上第一次近距离拍下这颗小行星的光

学图像。在探测过程中，全球 5 个台站的 6 台

光学天文望远镜对其进行跟踪观测，科学家

们汇合分析了上百组观测数据对其进行自主

轨道确定，小行星定轨位置误差在 5000 米以

内，为嫦娥二号近距离飞越小行星提供了重

要依据。赵海斌介绍，建立和加盟国际小行

星预警网后，这样的国际合作共享更加频繁

多元。同时，近年来紫金山天文台也在积极

推动组建中国的小行星监测网，以进一步提

高我国的观测和预警能力。

今年 2 月，位于江苏盱眙的近地天体望

远镜搜索到小行星 2020 DM4 时，科研人员

立即将相关信息通过国际小行星预警网，上

报国际小行星中心，国内外共 12 家天文台站

先后加入观测。经过 4 天接力追踪，各观测

台站共同认证数据并确定了这颗小行星的轨

道，预测今年 5 月初，它将会在 735 万公里外

与地球“擦肩而过”。

3 月 17 日、19 日，紫台近地天体望远镜连

续监测到的两颗近地小行星，也是科研人员

将数据与国际小行星中心共享，汇总全球多

地观测站的数据，确定了其轨道数据，共同做

好了迎接“不速之客”的准备。

我国小行星观测能力日益提升，参与国际合作贡献力量

茫茫星河间 紧盯“不速客”
本报记者 姚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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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监测小行星，
是全球科学家们的一项长
期工作目标。

观测最直接的目的是
保卫地球的安全，同时也
能为研究地球的演化历史
提供丰富资料，为近地空
间资源探索提供可能。随
着我国观测水平的提升以
及国际合作的不断加深，
未来，我们能更精准地发
现这些近地小行星，守护
自己的家园。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

常钦、李刚）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我国海域天然气

水合物（又称可燃冰）第二轮试采日

前取得成功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在水深 1225 米的南海神狐海域，试

采 创 造 了“ 产 气 总 量 86.14 万 立 方

米，日均产气量 2.87 万立方米”两项

新的世界纪录，攻克了深海浅软地

层水平井钻采核心技术，实现了从

“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

大跨越，在产业化进程中，取得重大

标志性成果。

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广东省人

民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加快

推进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

查开采先导试验区建设。中国地质

调查局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北京大学等国内外 70 余家单位近

千名业务骨干，经过两年多的集中

攻关，2019 年 10 月正式启动第二轮

试采海上作业。试采团队克服了无

先例可循、恶劣海况等困难，尤其是

施工关键期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最吃

劲阶段，现场指挥部全面精准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保障正常生产作业，

于今年 2 月 17 日试采点火成功，持

续至 3 月 18 日完成预定目标任务。

此 次 试 采 取 得 一 系 列 重 大 突

破。一是创造了“产气总量、日均产气量”两项世界纪录，实

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本轮试

采 1 个月产气总量 86.14 万立方米、日均产气量 2.87 万立方

米，是第一轮 60 天产气总量的 2.8 倍。试采攻克了深海浅软

地层水平井钻采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产气规模大幅提升，为

生产性试采、商业开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我国也成为

全球首个采用水平井钻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

家。二是自主研发了一套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产业

化的关键技术装备体系，大大提高了深海探测与开发能力。

形成了六大类 32 项关键技术，其中 6 项领先优势明显。研发

了 12 项核心装备，其中控制井口稳定的装置吸力锚打破了

国外垄断。这些技术装备在海洋资源开发、涉海工程等领域

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将带动形成新的深海技术装备产业链，

增强我国“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能力。三是创建

了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和监测体系，进一步证实了天然气水

合物绿色开发的可行性。自主创新形成了环境风险防控技

术体系，构建了大气、水体、海底、井下“四位一体”环境监测

体系。试采过程中甲烷无泄漏，未发生地质灾害。

实现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大致可分为理论研究与模

拟试验、探索性试采、试验性试采、生产性试采、商业开采 5
个阶段。第二轮试采成功实现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

试采”的阶段性跨越，迈出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进程中极其

关键的一步。

上图为第二轮试采平台“蓝鲸 2 号”。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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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张烁）教育部近日印发方

案，启动实施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计划面向西部

地区行业、产业、企业急需的紧缺专业，遴选组织一批高校

优秀退休教师支教、支研。据悉，2020 年将从部分部属高

校招募 120 至 140 名退休教师支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

拉玛依校区、塔里木大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首批援派教

师拟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到位。

方案要求，首批援派教师一般从教育部直属高校退休人

员中遴选，年龄一般在 70（含）岁以下（身体情况较好者可适

当放宽年龄要求）。援派教师工作以课程教学、教学指导、课

题研究、团队建设指导为主，指导受援高校教师做好教学和

科研工作。长期援派教师，支援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

年，每学年承担不少于 64 课时的教学工作，参与指导 1 项课

题研究，组织开展若干学术讲座、教研等活动；短期和远程支

援教师，按照“突出实效、形式多样、时间灵活”的原则，根据

受援高校需求，认真做好支教、支研工作。教育部从部本级

经费中直接划拨资金，用于发放援派教师补助。教育部希望

通过持续实施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更多高校优

秀退休教师，助力西部高校提升立德树人、队伍建设和科研

创新的能力，推动西部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
今年将招募120至 140名

本报长春 3月 26日电 （记者李家鼎）25 日，一汽红旗

工厂车间里，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戚鹏飞正在

测量底板各点位数值。“操作熟练，基本功扎实。”一汽红旗

工厂副厂长庞海飚说，“实习生适时投入复工复产，解决了

企业当下的用工难题。”长春市教育局和学校还在为红旗工

厂组织全国各地学生的网上面试，预计 3 月下旬将有 200 余

名实习生陆续进厂实习。

疫情期间，长春有计划地组织省内学生适时返岗复工，

目前已组织 1600 余名即将毕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企

业专门为学生们准备了宿舍，按照防疫相关要求进行集中

管理，早中晚餐都实行送餐制。”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

校副校长胡国良表示，学校本着家长知情、学生自愿、企业

保证的原则，做好复工复产学生的防控管控工作，确保教育

和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长春产教融合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北京 3 月 26 日电 （赵婀娜、吴雅兰、

柯溢能）跨越胚胎和成年两个时期、涵盖八大系

统、建立 70 多万个单细胞的转录组数据库、鉴

定人体 100 余种细胞大类和 800 余种细胞亚类

……人类细胞图谱日前问世。北京时间 3 月 26
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在线刊登浙江大学医

学院郭国骥教授团队的这项研究成果。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过去，科学家主

要利用显微镜和流式分析等技术，依靠若干主

观选取的表型特征对不同物种的细胞进行分类

和鉴定。然而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出现对这一传

统的细胞认知体系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基于自主研发的单细胞分析平台，郭国骥

团队对 60 种人体组织样品和 7 种细胞培养样品

进行了高通量单细胞转录组测序。“这项工作概

括地说，就是人体细胞数字化。我们能用数字

矩阵描述每一个细胞的特征，并对它们进行系

统性分类。我们的研究定义了一些未知的细胞

种类，并观察到一些特殊的基因表达模式。”郭

国骥介绍。通过这张图谱，团队发现，多种成人

的上皮、内皮和基质细胞在组织中似乎扮演着

免疫细胞的角色。此外，通过跨时期、跨组织和

跨物种的细胞图谱分析，团队揭示了一个普适

性的哺乳动物细胞命运决定机制：细胞分化经

历了一个从混乱到有序的状态变化过程。

该研究首次从单细胞水平上全面分析了胚

胎和成年时期的人体细胞种类，研究数据将成

为探索细胞命运决定机制的资源宝库，研究方

法将对人体正常与疾病细胞状态的鉴定带来深

远影响。在未来，临床医生可以通过细胞图谱

数据的比较鉴别异常的细胞状态和起源。

我科学家绘出
人类细胞图谱

26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杜庄镇杜庄学区第一小学开展“树叶彩绘戏剧人

物”主题绘画活动。

学校教师录制以废旧树叶作为画布进行彩绘戏剧人物的教学视频，并在绘画过程

中讲解戏剧知识和传统文化，让孩子们感受国粹之美，迎接 3月 27日“世界戏剧日”。

曹建雄摄（人民视觉）

树叶之上绘脸谱

本报合肥 3月 26日电 （记者田先进）记

者近日从安徽合肥科技局获悉：合肥正着力

推进高校院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仪

器对外开放共享，提高科研设施与仪器利用

率，释放科研资源潜能。

合肥已建成运行合肥市科学仪器设备共

享服务平台，鼓励本地企业租用平台中的仪

器设备，目前，平台已收集包含光谱、色谱、电

子、电磁等各类仪器信息 1422 台（套），与中

科大、合肥物质院等 92 家单位建立合作关

系，累计 1200 多家本地企事业单位使用共享

资源，主要分布于环保、电子通信、生物制药

等行业，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同时，向长

三角城市群开放。深入实施 G60 科创走廊

《九 城 市 科 学 仪 器 开 放 共 享 试 点 方 案》，为

G60 科创走廊提供两批共计 928 台（套）仪器

设备信息。此外，向长江中游城市群开放。

以武汉、南昌、长沙、合肥四城市现有大型仪

器设备为基础，加快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省

会城市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子平台，涵盖仪器

共享、科研服务共享、成果管理等功能，着力

搭建形成互联互通的跨区域共享平台。目前

共享子平台已具备上线使用条件，预计于今

年正式运行。

合肥推动科学仪器开放共享

本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任姗姗）灯塔

研 究 院 25 日 发 布《2019 年 演 出 行 业 洞 察 报

告》。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演出票房迈入 200
亿大关，同比增长 7.29%，票房增速赶超电影市

场；演出票房方面，剧场、演唱会、旅游演出形成

三足鼎立态势，旅游演出增速最快；市场消费结

构“年轻化”趋势明显，95 后成电影演出消费主

力；“跨城观演”成为新常态，沿海演出消费升

温，但现场演出依旧高度依赖一、二线市场，市

场下沉之路有待开拓。

《2019 年演出行业洞察报告》是灯塔研究

院发布的首份全维度演出行业洞察，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为本次报告提供行业指导。灯塔研究

院是灯塔旗下数据服务和研究品牌，成立至今

已服务 100 余个电影演出剧综项目。

去年我国演出票房增速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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