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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孕育了生命、
连通了世界、促进了发
展。600 多年前，郑和七
下西洋，留下了中外友
好交往的佳话。 当前，
以“科学”号为代表的
中国科考船对深海大
洋进行探测调查，为呵
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家
园”而不懈努力。

“保护海洋、 科学
利用海洋的第一步就
是要认识海洋。 ”徐奎
栋说，例如，海山生态
系统支持着独特的生

物群落， 生物多样性
高、生物量大、特有种
比例高，但人类开展过
生物取样的海山仅占
极少数，没有研究就谈
不上保护。

“科学” 号已在返
航途中，中国海洋科考
的大船正扬帆挺进。本
月 10 日， 作为中科院
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
“健康海洋” 联合航次
的组成部分，“实验 2”
号海洋科考船起航开
展多学科综合性调查；

“探索一号” 船近期完
成第三次系统升级改
造，将搭载载人潜水器
向海底万米深渊发起
冲击……

随着科技的进步，
中国探索海洋、研究海
洋、保护海洋的步伐越
发坚定，对于全球海洋
治理的贡献愈加突出。
中国将同世界各国携
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为海洋带来和平与
繁荣。

（新华社）

尽管美国卡西尼土星探测
器的使命已于两年前终止，其传
回的土星科学数据至今仍是科
学家研究的宝藏。 近日发表在
《科学》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揭示
了土星环的新奥秘。

新研究数据是卡西尼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
土星“掠环轨道”以及 2017 年 4
月至 9月其任务“绝唱”前飞越土
星云顶时搜集的。 2017年 9月 15
日，卡西尼坠入土星大气层，结束
长达 13年的土星探测使命。

新研究显示了卡西尼搭载
的 4 部仪器对土星环的近距离
观测结果， 包括土星环的细节、
纹理和图案等，这有助于了解是
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促成了土星
环的形成。新公布的图片显示了
土星环的颜色、化学构成和温度
如何发生变化。

比如， 此次新的光谱图显
示， 土星环成分中不含氨冰、甲

烷冰， 也没有发现有机化合物。
近距离观测图片显示，土星环有
3 种纹理质地， 分别是块状、光
滑状和条纹状，不同纹理之间有
清晰边界。这些特征究竟如何形
成，仍是不解之谜。

据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
验室介绍，这些观测结果增加了
科学家对土星复杂系统的了解。
科学家发现，在土星环外缘的 F
环上，一系列类似冲击产生的条
纹具有相同的长度和方向，表明
它们可能是由相同时间与土星
环发生的一组撞击形成。土星环
的形状是由围绕土星运行的物
质流打造而成，而非撞入环中的
彗星碎片形成。

论文主要作者、卡西尼项目
科学家马特·蒂斯卡雷诺表示，
了解土星的卫星体如何以各种
方式塑造土星环的新细节，为进
一步研究太阳系的形成打开了
一扇窗。 （新华社）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 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大约 9000 年前的古代农民已经
面临过度拥挤、暴力和传染病等
现代城市病。

一个国际考古团队在位于
土耳其中南部的恰塔尔霍于克
遗址发现， 这里的房屋密集，定
居者架梯子从房顶出入，垃圾堆
和动物圈舍就建在房屋旁边，屋
子内墙和地板经过多次粉刷，其
中有动物和人的粪便痕迹。

恰塔尔霍于克是人类最早
的农业部落之一，占地 13 公顷，
人类定居者在公元前 7100 年到
公元前 5950 年间在这里开展农
业活动。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古代定
居者患传染病的比例很高，其早
期定居者的遗骨显示，大约三分
之一感染了疾病，而人口拥挤和
卫生状况不佳可能是主要原因。

研究显示， 这一遗址发现的

93个颅骨中，25个有愈合的骨裂，
其中 12个受伤 2到 5次， 裂纹形
状显示裂纹由硬质圆形物体造成，
而遗址中也发现了大小相当的泥
球；受伤者的伤口多数在头顶和脑
后，表明他们是被偷袭的。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克拉克·拉森
说， 公元前 6700 年到公元前
6500 年，这里人口达到高峰（约
3500 人到 8000 人），定居者的颅
骨伤也相应增加，这可能是过度
拥挤造成社区压力增加，从而导
致冲突。

研究人员还通过牙齿化石
发现，埋在同一个屋子下的人类
遗骨多数没有亲属关系，但原因
尚不明确。

拉森说，人类今天面临的挑
战与恰塔尔霍于克定居者一样，
只是规模更大，研究古代人类如
何构建社区有利于现代人了解
自己生活方式的起源。（新华社）

观观星星辰辰，，也也要要探探大大海海——————
““科科学学””号号探探测测让让人人大大开开眼眼界界

西太平洋烟波浩渺，百米长的“科学”号科考船不过沧海一粟。然
而，它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深蓝梦想，凭着科技与勇气深入秘境、探
索未知。 呆萌的海兔、壮美的“海底花园”、矿产富饶的海山……从点
滴的“小确幸”到科研的“大收获”，漂泊万里的“科学”号不虚此行，满
载而归。它开拓了人类对地球深处的“眼界”，体现了中国维护人类共
同“蓝色家园”的担当。

这是一片神秘的
地域，这是一处中国人
甚少光临的空间。

5 月 27 日，犹如卡
通形象“海绵宝宝”的
“发现” 号遥控无人潜
水器入水下潜。“科学”
号开始了为期 20 天的
第 5 次西太平洋海山科
学考察， 开启又一段对
蔚蓝深海的探索之旅。

金柳珊瑚、丑柳珊
瑚、黑珊瑚、柱星螅和
海绵等在海山集聚，还
有蛇尾、铠甲虾等在珊
瑚林间生长。“此前在
附近海山也发现过珊

瑚林，但颜色和种类很
单一，这里的珊瑚林五
彩缤纷，是名副其实的

‘海底花园’。 ”航次首
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徐
奎栋说。

全球有逾 3 万座
海山，但有生物取样的
海山仅 300 多座，取样
调查较全面的海山仅
50 多座。 西太平洋是
全球海山系统分布最
为集中的海域，人类对
这一区域海山的认识
却非常有限。

据科考队介绍，本

航次超额完成了预定
任务，获得了丰富的样
品、资料和数据，仅海
洋生物样品就采集了
250 多种， 为人类进一
步认识海山提供了帮
助。

取得丰硕成果，有
赖于“科学”号上的高
科技“武器”。 除了“发
现”号潜水器，电视抓
斗、温盐深仪、浅地层
剖面仪等也都大显身
手。 如科考船的名字一
样，“科学”正是助力中
国走向深蓝、了解深蓝
的重要支撑。

后甲板上一个红
色集装箱，是“发现”号
的操控室。 科考队员们
在“箱子”里盯视着“发
现” 号实时回传的画
面，就像看一场场无声
电影———一坐就是七
八个小时，连续 20 天。

科考队员并不觉
得无聊。 在他们眼里，
海山景象、海底生物甚
至其貌不扬的石头，都
是这部“海洋大片”不
可错过的看点。 发现奇
异生物时，他们睁大眼
睛仔细辨认；“发现”号
抓取生物样品时，他们
屏息静气，手心捏一把
汗； 出现壮美珊瑚林
时， 他们直呼“难得”

“壮观”……
“做科学研究，就

是要保持强烈的好奇
心，再加上不断地努力
追求，才能达成目标。 ”
徐奎栋说。

回忆起当年只能跟
着几百吨的小科考船做
近海调查， 本航次作业
队长、 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研究员张武昌
说：“作为海洋科技工作
者， 我一直对深海大洋
充满好奇， 但当时却去
不了，只能望洋兴叹！那
时的梦想就是有像‘科
学’ 号这样的一艘科考
船，现在终于梦想成真，
感觉出海很幸福！ ”

也许正是这种“幸

福感”，促使着一代代海
洋科考人一次次告别家
人、漂洋过海。作为一名
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很多人都劝徐奎栋别再
辛苦出海了， 让学生们
把样品带回来研究就
行。 但 2014 年以来，他
参与了“科学”号全部 5
个海山航次。

“研究别人带回来
的样品和自己出海调
查取样，会得到完全不
一样的认识，” 徐奎栋
开玩笑道，“就像真正
的球迷，一定要到现场
去！因为强烈的热爱让
你迫切想看到比赛全
过程，和球星、赛场有
最近距离的接触。 ”

开“眼界”———探索人类未知疆域

总好奇———永葆“科学青春”

勇担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卡西尼新数据揭示土星环奥秘

新发现：
9000 年前农民就面临“城市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