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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大禹路小学的900多名学生齐刷刷
来到了学校的体育馆里。 一个二年级小男生看着
台上的表演， 小声地跟边上的同学嘀咕：“今天有
啥重要事情要发生吗？ ”

表演结束后，校长陈伟泉宣布———学校里来了
一个插班生，同学们有了一个新伙伴。 什么样的插
班生这样有面子，竟然让全校师生出动？ 一个机器
人缓缓地“走”到舞台中央，站在校长的边上。 他就
是那个插班生，校园里的新成员。

这个机器人目前还没有名字，等着大伙儿给他
取名呢。 他是个男生，还有一个妹妹，过段时间也要
到学校来。 他的个子跟一年级学生差不多，1.20米、
60多斤。 听校长说， 这个机器人可厉害了，能
记住300首诗词，通晓天文地理，什么问题都难不
倒他，还会唱歌跳舞。

第一天来学校，机器人去的第一个班级是一年
级的一个班。 他的到来， 让这个班的同学开心坏
了，纷纷上来打招呼，每一个跟他打招呼的同学，

机器人都报出了名字。
报出同学名字， 这对机器人来说是小菜一碟。

陈伟泉说，他以后会安排机器人在校园里承担出勤
晨检管理的职能，“他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只要之
前识别过学校的每一名师生，他就记住了，想忘都
忘不了。 ”

陈校长说，机器人以后会站在校门口迎接上学
的同学，“我们会在前一天把某个学生特别棒的表
现告诉机器人，第二天遇到这个学生，除了跟学生
打招呼，他还会进行表扬。 ”

这个机器人还会去图书馆值班，“学生去借阅
书籍，机器人会做引导、记录等工作，时间长了，他
就知道每个学生最喜欢看的是什么类别的书籍，一
个学期看了多少书，这些都是大数据分析。”陈校长
说。

这台教育机器人的研发用时半年多，目前还只
有一些基本功能，比如行走、对话、地图构建等，未
来还会开发辅助教学、管理等功能。 /钱江晚报

5 月 31 日是 2017 年世界无烟日，世界
卫生组织的宣传主题是“烟草———对发展的
威胁”， 展示烟草业对所有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 包括对公民健康与经济福利构成的威
胁。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目前每年约
有 600 万人死于烟草使用； 如果不加强行
动，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每年
超过 800 万人。 此外，烟草种植需要使用大
量农药和化肥，这些产品可能有毒并污染水
源。 每年烟草种植占地 430 万公顷，导致全
球毁林率在 2%至 4%之间。烟草加工还会产
生 200万吨以上固体废物。

烟草使用还导致卫生保健费用增加并
降低生产力。 它加剧了健康不平等和贫困。
烟草导致的过早死亡中约 80%发生在低收
入或中等收入国家。

科研人员在最新一期德国《毒理学要
览》上报告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了吸烟对健
康的危害。 由英国爱丁堡大学、阿伯丁大学
以及格拉斯哥大学学者领衔的团队通过利
用一种基于多能干细胞的方法，在实验室中
检测了吸烟对胎儿肝脏的危害。

研究人员将发育中的肝细胞暴露在一
组吸烟会产生的化学物质中，结果发现这组
化学物质共同对肝细胞产生的危害作用要
大于其中任何一种物质单独产生的危害。 进
一步观察还发现，这类物质会导致男性胎儿
的肝脏组织样本出现肝脏瘢痕，给女性胎儿
样本带来的损害则主要在细胞代谢方面。

世卫组织称，所有国家都可从成功控制
烟草流行中获益，尤其能保护其公民免受烟
草使用的危害并减少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
失；并鼓励各国将烟草控制纳入响应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家行动。
烟草控制已被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并

被视为帮助实现到 2030 年将全球包括心血
管疾病、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病在内的非传
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的
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7 届会议期间在印度新
德里召开。 该框架公约指导全球打击烟草流
行， 是一项拥有 180 个缔约方的国际条约。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建立“防火墙”，以防止
烟草业干扰政府的烟草控制政策。

即将离任的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称，她在执掌世界卫生组织过程中最骄傲的
成就之一就是不断推动全球努力，减少烟草
使用。 她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联合国历
史上最受欢迎的条约之一。 /新华社

通晓天文地理，还会唱歌跳舞

新来的插班生
竟是个萌萌的机器人

世卫称烟草成发展的威胁
用地批复文件、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征

地补偿费用发放情况……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日
前联合省政务公开办发文要求， 这些征地信息将
在一定“时限”内公开，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知情
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记者查阅安徽省日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征地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看到，为破解征
地信息公开不到位的问题，安徽省将全面加强征
地信息主动公开。 按照要求，安徽省国土资源厅
负责公开建设用地批复文件，包括国务院批准用
地和省政府批准用地文件， 具体包括征地范围
（按行政区划具体到村）、征地面积、项目名称（仅
限单独选址征地审批）、批复文号、批准时间等信
息。其中，国务院批准的用地，省国土资源厅在收
到省政府转发的用地批复文件后，10 个工作日
内完成批复文件信息公开； 省级政府批准的用
地，省国土资源厅在用地批复作出后，20个工作
日内完成批复文件信息公开工作。

与此同时，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适时公
开征地批准文件、 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
征地公告、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和批准与申
报情况变化等相关信息。

安徽省还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规定，及时主动公开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
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新华社

天文专家介绍，6月 3日天宇上演金星西大
距，当日清晨，以“启明星”姿态现身的金星在东
南方天空熠熠生辉， 感兴趣的公众可以看看它
究竟是如何开启黎明的。

作为夜空中最亮的星， 金星的另外一个名
字为“启明星”，意思是说，当看到地平线附近出
现金星时，天就快亮了。

专家说，所谓金星西大距是指金星在太阳的
西面，同时从地球看去，金星与太阳的张角最大，
此时是早晨观赏金星的有利时机。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天文教育专家赵之珩
介绍说，3日的这次金星西大距，金星与太阳的角
距离达到 46度，观测条件很好，其亮度 -4.5等，
亮如明灯，独步夜空。 若借助望远镜，还可欣赏到
金星如小月亮般的迷人身姿。

据了解，金星与水星同为“内行星”，即它们
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内。从地球上
看，它们经常运行在太阳的附近被太阳的强烈光
辉所淹没。 它们与太阳的角距离越大，就越容易
观看。水星与太阳最大角距离为 28度，金星与太
阳最大角距离为 48度， 因此我们看到金星的机
会比水星多。 /新华社

6月3日“金星西大距”
公众可赏明亮“启明星”

北京大学 5 月 31 日在京宣布，该校多个研
究单位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组
成跨学科团队，历经三年多的协同奋战，近期成
功研制出新一代微型化双光子荧光显微镜。 这
是我国科学家首次在自由行动中的哺乳动物的
学习和记忆发生过程中记录其神经活动。

人脑包含了百亿级神经元和百万亿级的神经
突触，其结构和功能上极其复杂精密的连接，涌现
出意识和思想。 目前各国脑科学计划的一个核心
方向就是打造用于解析脑连接图谱和功能动态图
谱的研究工具。其中，如何整合微观神经元和神经
突触活动与大脑整体的活动和个体行为信息是亟
待解决的关键挑战。

北大分子医学研究所程和平院士介绍，新
研制的显微镜体积小，重仅 2.2 克，适于佩戴在
小动物头部，可实时记录数十个神经元、上千个
神经突触的动态信号。 在大型动物上，还可望实
现多探头佩戴、多颅窗不同脑区的长时程观测。

研究团队主要成员、 北大分子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陈良怡说，给小鼠戴上这一显微镜后，研
究团队经多次实验获取了小鼠在觅食、打斗、嬉
戏等自由行为中大脑神经元和神经突触活动清
晰、稳定的图像。

精神卫生专家、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说，过去人们大部分是在静止状态下了解大脑，通
过这项新技术， 就有可能从动物的实验来了解人
类活体状态下大脑的功能， 将来也可能在临床上
了解人在活动时大脑的功能状况和细微机构的变
化。“这对将来了解大脑或治疗一些目前还不能确
定病灶的大脑的疾病非常有帮助。 ”/新华社

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存在
在搭载“蛟龙”号和中国大洋 38 航次科

考队员的“向阳红 09”科学考察船所在的水
面下，就是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渊。 如果
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放进来，也还会沉在
海平面以下 2000余米。

在这个海沟的最深处，每平方厘米的压
力超过一吨。 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很难想
象会有生命存在，但“蛟龙”号连日来下潜深
渊区发现， 生命不仅在极端的条件下生存
着，而且还以优雅的方式存在着，比如 5 月
30 日进行的深潜中，在 6600 多米海底看到
两条狮子鱼在漫游着。

在海沟深渊区，生活着大量肉眼看不到
的微生物和肉眼能看到的一些大型生物和
巨型底栖生物。 在“蛟龙”号带回的生物样品
和现场拍摄的视频中，有常见的海参、海星、
海绵、海葵、鱼、虾等。

专家介绍，深渊区有高压、低温、无光照
及相对封闭的生态特征，生存着大量特有物
种，同时保存着一些“活化石”物种，是研究
生命演化的天然实验室。 同时，“蛟龙”号看
到的一些常见动物，虽然在浅海和日常都能
看到，但它们一旦生活在深渊区，与生活在
浅海里的同类相比，看似相同，但长相、生理
构造、生活习性等都大为不同。

“马沟”深渊区发现肉食海绵
海绵动物是最原始的多细胞后生动物，

能适应各种生活环境，从淡水到海水、从热
带海域到两极区域、从浅海到深海海沟都有
分布。“蛟龙”号今年马里亚纳海沟首潜和 5
月 30 日完成的第 4 潜， 从 4800 多米和
5600多米各带回了一个海绵样品。

从事海绵分类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琳博士说，大多数海
绵不具有固定的形态，有些甚至连个体都分
不清楚， 而深海海绵常具有一定的形状，呈
管状、杯状、球形等；浅海海绵颜色多样，呈
红色、蓝色、绿色、紫色等，深海海绵多为白
色。

龚琳介绍，海绵是深海生物较常见的类
群之一，海沟海绵数量相对较少，较常见的
是松骨海绵，常含有一个长长的柄，托住海
绵类似蘑菇状的身体。 今年马里亚纳海沟首
潜带回的海绵样品，与去年在马里亚纳海沟
深渊区发现的海绵一样，就属于松骨海绵。

“今年第 4 个潜次采集到的一个小型海
绵样品，根据它的骨针形态，初步鉴定为肉
食海绵。 据我所知，这也是我国科学家首次
发现的肉食海绵标本，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也为马里亚纳海沟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
新的数据支撑。 ”龚琳说。

海参的深渊生存之道
日本海洋与地球科技研究社藤冈换太

郎博士和杜卡尔·林赛博士撰文指出，8000
米以下深海，拖网捕获到的动物超过 98%是
海参。“蛟龙”号今年在马里亚纳海沟已经进
行的 6000米以上潜次中， 获取的样品和科
学家在现场看到最多的动物也是海参。

“海参的适应性极强。 动物在深渊极端
环境下生存，需要适应高压、低温，以及黑暗
等条件。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张海滨说， 深海与浅海的海参不
同，已经适应深渊压力的海参到浅海来生存
不了，正如浅海海参无法在深渊环境下生存
一样。

为研究生物对深渊极端环境的适应机
制， 在今年马里亚纳海沟已进行的潜次中，
张海滨在深渊区利用生物原位固定装置成
功采集并固定了 1 只海参，比较完整地保存
了生物原位 RNA（核糖核酸）信息。

藤冈换太郎博士和杜卡尔·林赛博士
说， 在缺乏食物资源的深渊秘密世界里，有
个凝胶状的身体，让动物无须为了生成坚实
的身体而消耗太多的能量，海参水样的身体
和环境完美地配合，是频繁适应的结果。

/新华社

“蛟龙”号眼中的深渊动物世界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6 月 1 日将进行今年马里亚纳海沟的最后一潜，设计潜深为 6700 米。
海沟深度超过 6000 米的海域，是极端环境下的深渊区。 在无光的幽暗世界，极端高压、温度超低、地震频繁，在

这样最富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蛟龙”号连日来深潜发现，深渊区竟然生活着众多的动物。 这些动物如何承受巨大的
海底压力？ 有哪些生存之道？

中国成功研制新型显微镜
记录哺乳动物神经活动

安徽：
征地信息主动公开
将有“时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