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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记者从军事医学研究院了
解到，近日，该研究院李慧艳研究员团队
和张学敏院士团队合作发现，大脑视交
叉上核(SCN)神经元的初级纤毛是调控机
体节律的细胞器，相当于发现了人们常
说的“生物钟”在大脑中的位置。

北京时间 6月 2日凌晨，国际顶级学
术期刊 Science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的相
关研究论文。据李慧艳研究员介绍，大
脑视交叉神经上核区域是昼夜节律的指
挥中枢，又称“中枢时钟”，其神经元的初
级纤毛，在每个神经元的细胞膜上只有
一根，犹如“天线”结构。研究人员发现，
这一“天线”结构每 24小时伸缩一次，如
同生物钟的指针，通过它可实现对机体
节律的调整和时差的调节。生物钟的准
确性和稳定性与健康息息相关，节律如
果发生失常，可引起睡眠障碍、代谢紊
乱、免疫力下降，严重时可导致肿瘤、糖
尿病、精神异常等重大疾病的发生。

此次“有形”生物钟的发现，对节律
本质的认识和节律紊乱所致疾病的治疗
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项研究中，通过
对脑切片纤毛结构的连续观察，研究人
员惊奇地发现纤毛节律性变化的特殊现
象，并历经数年探索揭示了纤毛具有调
节节律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找
到了精准调控节律的开关。“此次纤毛调
控节律的重要发现，为节律调控新药研
发开辟了全新路径，使机体对各种复杂
环境的快速应对、快速适应成为可能。”
李慧艳研究员介绍，随着时代的发展与
科技的进步，社会竞争和工作压力与日
俱增，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存在节律
紊乱问题，表现为睡眠障碍等症状。由
于缺乏对生物节律调节机制的认识，当
前国际上尚未能研究出基于生物节律的
有效治疗药物。此次有关生物钟的重要
发现，也是我国脑科学研究的一次重大
突破。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
李才最近多次前往冷湖——一个地处
中 国 青 藏 高 原 东 北 部 、平 均 海 拔 约
2800 米的小镇。在距离小镇约 70 公
里的赛什腾山上，由他负责的 SONG望
远镜项目圆顶安装刚刚通过验收，望
远镜本体已于 5 月 31 日运抵冷湖，开
始安装调试工作。目前，包括 SONG望
远镜项目在内，共有总投资近 20 亿元
的 9 个天文望远镜项目，正在冷湖镇
紧张建设。

“这是中国首个采用新型技术建
设的望远镜圆顶，利用自然风控制圆
顶内温度，这将明显改善望远镜的圆
顶视宁度。”邓李才介绍，这个望远镜
项目是国家天文台参与的国际合作项
目的中国节点设施，建成后将和其他
国家的望远镜一起，对相同观测目标
进行全天连续不间断观测，通过星震
学方法研究恒星内部结构、探索太阳
系外行星系统。

世界首台用于太阳磁场精确测量
的中红外观测系统 AIMS 望远镜最近
也在赛什腾山上取得新进展，它的核
心科学仪器之一——8 至 10 微米红外
终端成像系统已在 4 月中旬运抵冷湖
天文观测基地，并开始了与望远镜系
统的对接和调试工作。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
观测基地总工程师王东光介绍，AIMS
望远镜将填补国际上没有中红外波段
太阳磁场望远镜的空白，揭开太阳在
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

光学天文观测台址是稀缺资源，
此前世界上大型光学望远镜几乎都集
中在西半球，如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
美国夏威夷的莫那卡亚峰、西班牙的
加纳利群岛以及南极内陆冰穹地区，
整个东半球曾是巨大的空白地带。

冷湖天文观测台址的选址和勘测
工作正式开始于 2018 年 1 月。连续 3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该台址的视宁度
中值为 0.75 角秒，与国际最佳台址同
期数据大致相同。此外，该台址在“可
沉降水汽”这一指标上也表现优越。

邓李才科研团队发现，青海冷湖
地区的光学观测条件可比肩国际一流
大型天文台，是光学天文发展的宝贵
资源。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于
2021年 8月发布了这一科研进展。

专家认为，天文观测常常需要时
域、空域的接力观测，冷湖天文台址也
是国际光学天文发展的宝贵资源。

“大家在同一个地球上看同一片
天空，所以任何天文项目，它一定不是
孤立的。”邓李才认为，冷湖天文观测
台址的发现，为世界各国进一步加深
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正在建设的清华大学 6.5 米宽视
场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是目前入驻冷
湖天文观测基地口径最大的望远镜项
目。清华大学天文系副教授蔡峥介
绍，这个望远镜将与国际上已建成的
数个大规模测光（拍照片）巡天望远镜
进行互补协同。

“SONG望远镜项目可以说是国际
合作的典范，目前涉及约 20 个国家。”
邓李才告诉记者，SONG望远镜项目是
国家天文台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的中
国节点设施，将在地球南半球和北半
球的不同经度区间，各选 4 个观测站，
每个观测站建设一台高技术光学望远
镜，组成全球联网观测系统。

“冷湖不冷，未来可期。”邓李才认
为，随着更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进一
步测试的开展，冷湖有望成为国际光
学天文研究的重要基地，为人类探索
宇宙奥秘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电

随着此前天舟六号的成功发射对接，
神舟十五号乘组航天员已经协助科研团
队开始展开为期 6天至 15天的细胞在轨
培养实验，其中就包括国际首次开展的人
类多能干细胞在太空条件下的人胚胎干
细胞体外造血分化的研究。

2017 年，科研团队利用天舟一号货
运飞船开展了小鼠胚胎干细胞的增殖、
分化研究。结果表明空间微重力环境对
小鼠胚胎干细胞的 3D 生长及干性的维
持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干细胞在太空
培养呈现出更优于地面的 3D 生长方式
且维持更高水平的多能性基因表达。

近年来，国外科学家也多次报道了利
用空间飞行任务中开展的干细胞生长和

组织再生方面研究，如针对航天员贫血的
血液干细胞等研究。专家介绍，利用独特
的空间微重力环境或许是解决干细胞维
持未分化增殖、增强诱导分化效率和提高
组织三维构建水平的一种新途径。这为
未来利用干细胞再生来服务于人类健康，
可以提供更多有益的帮助。

目前，中国空间站三舱已经部署了
多个科研领域的科学实验柜，支持空间
站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
术试验。记者从负责空间站在轨实验的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获悉，中国空
间站科学实验柜已基本调试完毕，各项
太空实验正有序展开。

据央视报道

冷湖不冷 未来可期

新华社新加坡6月3日电（记者 毛
鹏飞 蔡蜀亚）中国代表团 3日在香格里
拉对话会期间举行媒体吹风会，坚决反
对美国防长奥斯汀大会发言对中方的
不实指责，就美“印太战略”、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中美两军关系介绍中方原则
立场，并送美方三句话：“领导不是霸
权，地位取决作为，行动胜于空谈。”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
建峰中将首先点明了美鼓吹“印太战
略”意在巩固其霸权地位的实质。景建
峰表示，冷战已经过去 32 年，美国非但
没有清除“五眼联盟”、双边军事同盟等
冷战残余，反而炮制拼凑“四边机制”、
三边安全伙伴，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
挑起对抗。“美国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地
区国家求稳求治的诉求，通过利诱胁
迫，把别国顶在前面当枪使，根子上维
护的是唯美独尊的霸权体系。”

关于台湾问题，景建峰严厉批驳美
方涉台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一段
时间以来，美方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
原则，强化与台湾地区官方往来，纵容

‘台独’分裂活动，提升售台武器数量和
性能，频繁穿航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拉
拢他国插手台湾问题。”

景建峰强调，中方在台海周边组织
的军事反制行动，针对的就是“台独”分
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天经地义、无
可指摘。改变现状的帽子扣不到中方
头上！美方“以台制华”，“台独”挟洋自
重，才是改变现状、加剧紧张、破坏稳
定。“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容不
得任何妥协退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全
时待战、随时能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景建峰表示，近年来，美国持续插
手南海问题，借机打压他国。这与地区

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稳定的意愿和
努力，完全背道而驰。中国主张以和平
方式解决南海争议。地区国家有能力、
有信心、有智慧处理好南海问题，不需
要域外国家来多管闲事。

景建峰说：“美国才是南海局势紧
张的真正推手。近年来，美方动辄派遣
先进舰机到南海挑衅滋事，常态实施

‘航行自由’行动。美还变本加厉，增加
临时部署、轮换部署，增设军事基地，持
续强化南海地区力量存在。美国这么
做，只会带来更多安全风险、更大危机
隐患。”

针对美国防长指称所谓“中国军队
不专业的拦截行动”，景建峰表示，中国
南部战区已经就此公布了事实真相，是
美方侦察干扰在前，中方依法处置在
后。中方坚定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所
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中国军队采取

的行动，是应对有关国家挑衅的必要举
措，完全是合理合法、安全专业的。

景建峰指出，中方重视发展中美两
军关系，两军的接触交流并未中断。当
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的困难，责任在美
方。但美方一边呼吁要沟通交流，一边
在损害中方利益关切；一边声称要加强
危机管控，一边又不断挑衅示强，世上
没有这样的道理。中方敦促美方切实
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实际
行动为两军交往扫除障碍，推动两军关
系重回正轨。

“香会是讨论安全的平台，不是鼓噪
霸权的秀场。中方是为和平而来，为发
展而来，为合作而来；而美方明显是为宣
扬‘领导地位’，为抹黑打压他人而来，为
维护自身霸权而来。”景建峰说，“相信坚
持战略自主、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不会
随美起舞，重走阵营对抗的老路。”

中方回应美防长香会发言：

领导不是霸权 行动胜于空谈

空间站多项太空实验有序展开

科学家在大脑中找到“生物钟”位置

新华社酒泉6月3日电 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乘组将于4日返回东风着陆场。针
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任务，东风着
陆场首次新增后弹道返回搜救区域，这也
是我国首次在载人飞船返回任务中新增
后弹道返回搜救区域。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师卞

韩城介绍，通过对国外载人飞船后弹道
返回案例的分析研判，神舟十五号返回
任务在以往大范围偏差搜救预案的基础
上，首次规划飞船后弹道返回着陆区，设
计飞船后弹道返回搜救方案，提升东风
着陆场应对大范围偏差快速搜救能力，
进一步增强航天员安全保障能力，确保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安全返回。

我国首次在载人飞船返回任务中

新增后弹道返回搜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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