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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全球各地都出现了一串
亮点珠划过夜空的画面。据考证，这
些视频和画面中，或几珠，或十几
珠，或十字交叉，按一个方向鱼贯通
过，在夜空中十分显眼。据分析，它
们不是遥远的星星，不是不明飞行物

（UFO），不是无人机群，而是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这些招摇的不速
之客，离我们距离之近、数量之多、
出现之频繁，不由让人为之忧虑。

■星链卫星，值得警惕

星链计划虎视眈眈，美国野心彰
显，霸权阴谋昭然若揭。美国在快速
推进星链计划的同时，也在测试星链
卫星的攻击性、将之变成太空武器可
行性，并正在付诸试验。

星链组网速度非常快。2019 年
第一批“星链计划”的 60 颗卫星被
猎鹰9号运载火箭发射到太空中。短
短3年多时间，SpaceX共向太空发射
了几十批、总数超过 4800 颗卫星，
它们分布在地球的近地轨道。可回收
火箭实现低成本、超大能力运载器等
技术不断提升、迭代，资本的大力推
崇，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战略支持推动
星链快速组网。目前，在轨并处于工
作状态的星链卫星有 4500 多颗，其
他300颗由于损坏或脱离轨道等原因
已经失效。预计在5年时间，马斯克
将完成 4.2 万颗星链卫星部署，即
2024年底完成。

SpaceX 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
原定当地时间 2023 年 7 月 18 日深夜
发射搭载一批星链卫星的“猎鹰 9
号”火箭，在发射前5秒钟紧急取消
发射。消息未指明取消发射的原因，
但表示下一次发射计划会晚些时候进
行。可见，美国的“星链计划”正在
快速推进。

SpaceX 公司声称，星链计划只
是造福人类，为了增强网络信号的覆
盖率和速度，为地面提供互联网通讯
服务。然而，星链系统具有密切监视
他国的导弹或者火箭发射的能力不容
置疑。SpaceX 的研发资金大部分由
美国军方提供。美方打着发展民用网
络的旗号，正在部署天基太空防御乃

至进攻系统，现在已经不是秘密。
星链卫星具有干扰他方导航信号

的军事化能力。星链会通过他方使用
的频率或轨道进行多角度干扰。他方
的导弹会致盲，面临失控飞行，从而
失去目标打击能力。他方通信等会面
临信号混乱、失真、中断、丢失等各
种受干扰问题。

星链系统会大幅提升美军的协同
作战效能。它也是美国在全球的低轨
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4.2万
颗星链卫星会互联互通，能让美国在全
球部署的武器装备相互配合。星链系统
通过了拦截大规模洲际导弹的模拟演
练，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

星链系统会大幅提升美国的高精
度打击能力。美国导弹可以进入星链的
通信网络，对目标的导航定位更加精
准，并能实现全球 360 度无死角的
打击。

星链卫星能通过机动变轨，具有
对目标航天器的摧毁能力。在战时，星
链卫星能承担其反卫星的任务。其本身
造价低廉，实现低成本战略目标。

星链卫星曾两次逼近中国空间
站，造成严重威胁。有两次，处在
500 千米高度的星链卫星两次降轨，
冲向处在3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如
果不主动避让，后果不堪设想。外交
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曾这样表述，

“我可以负责任地向大家证实，美国
的星链卫星前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
站，在此期间中国航天员正在空间站
内执行任务，出于安全考虑，采取了
紧急避碰措施。”

■低轨资源，有战略价值

星链卫星数量多、布置密度大，
它们又处于近地轨道，将地球近地轨
道包围、全覆盖。因此，在晴朗夜空
情况下，肉眼很容易看到星链卫星的
掠过。

低轨卫星具有强大优势。低轨高
度一般处于 300—2000千米，细分为
低层 （350 千米）、中层 （550 千米）
和高层 （1100千米）。中轨高度一般
在2000—3.6万千米、高轨在3.6万千
米，即地球同步轨道。

低轨通信卫星的优势可以总结为

“三低”，即低信号延迟、低功耗、低
成本。低轨卫星的信号延迟时间能降
低到 20 毫秒，甚至更低。与中高轨
卫星相比，低轨卫星信号传输效率能
大幅提升。星链卫星采取批量化生产
模式，“猎鹰-9”火箭具有强大的运
载能力，十几次的回收、重复使用，
使星链卫星达到了“白菜价”的超低
成本。

低轨通信卫星通信需要卫星的数
量庞大。低轨卫星相对地面速度较
大，因此卫星需不断接续，数量要多
才能保证地面一点信号传输的持续
性。低轨通信卫星具有民用市场潜力
的同时，还具有巨大军事潜力。“星
链”计划最终 4.2 万颗卫星的数量将
使人类卫星总量提升一个数量级。

低轨卫星的频段资源有限。对低
轨 频 段 卫 星 ， 国 际 电 信 联 合 会

（ITU） 对于频段使用采“先占先得
原则”。SpaceX申请星链频道并大幅
追加，疯狂掠占频段资源，使航天大
国难以接受。

几万颗星链卫星数量过于庞大，
致使地球的低轨空间区域变得拥挤。频
段资源大量占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其他国家的航天发展空间。美国正在进
行对低轨太空资源的掠夺和垄断。

太空垃圾会因星链而不断增多。
已经发射的 4800 多颗星链卫星中，
有300多颗由于损坏或脱离轨道等原
因已经失效。随着星链卫星在轨数量
的不断增大，失效数量也会不断增
多。星链卫星的寿命一般只有 5 年，
本身到寿命后就是相当数量的太空垃
圾。它们会对这一区域现有的其他卫
星和航天器形成不小的威胁。中国空
间站已经受到威胁，“意外”的说辞
属强盗的逻辑。

利用星链及其产生的垃圾容易实
现碰瓷。星链卫星数量庞大，4.2 万
颗低轨卫星，堪称高密度卫星。这已
经足以影响到其他任何国家的火箭发
射。一旦这张星链网部署到位，任何
国家想要发射火箭，在低轨区域与工
作的星链卫星、星链产生的垃圾等碰
撞概率无疑会大幅提高。星链卫星的
发射成本已经被控制到极低的水平，
因此只要发生碰撞事故，吃亏最大的
都是对方，无论在成本代价、功能实

现代价，乃至舆论等各方面。

■居安思危，需见招拆招

制太空权是未来大国间博弈的关
键。美国已经占领了相当部分的低轨空
间资源、频道资源。数万颗星链卫星将
会奠定美军在军事通信、预警、拦截、
进攻等诸多领域的绝对优势，这很令人
忧心。

星链计划会大大补齐美国进攻和防
御短板。美国依托全球 4000 多个军事
基地和 11 个航母打击群，以及天上众
多的各型卫星，打造了海面上下、陆地
一体化的导弹进攻及防御系统。路基中
段的反导系统、海上的宙斯盾防御系
统，还有爱国者和大功率的激光武器，
实现了远中近三层防御拦截网。但是，
整体的拦截率大概在60%，抵挡不了饱
和攻击；拦截系统不能拦截能机动变轨
的高超声速导弹。全球空天星链部署完
之后，会补上这两个短板。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威胁了其他国家
在太空领域的安全利益，威胁了其他国
家在网络领域的信息主权。中国必须加
快自主研发能力建设，提升卫星通信技
术水平和反制能力。作为世界重要的航
天大国，针对美国的太空霸权，中国航
天提出的鸿雁星座、鸿云星座计划等，
为中国的中式星链奠定了基础。国家发
改委提出了国网 （GW） 星座计划，预
计发射近 1.3 万颗卫星，被称为中国
星链。

中国星链的轨道可能比美国的低。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避免重叠和碰撞，确
保安全距离。更低轨道卫星具有抗毁性
强、部署灵活、传输容量大、不受地形
影响等优势。

中国要构建自己的星链，关键在于
克服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火箭回收和
重复使用技术可能使发射成本大幅降低
80%以上。液氧甲烷发动机也是可重复
使用火箭的突破点。中国已经在相关领
域取得重要突破。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势，中国版本的低轨星链在有
序推进。

中国航天的发展、中国人的命运，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作者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

科学应对“星链”对低轨圈地威胁
全国政协委员 曲伟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 7月
26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
院院士万建民领衔，中国农业科
学院和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
合作，系统鉴定了引起籼稻和粳
稻杂种花粉不育的位点，并对其
中一个最主效的位点进行了基因
克隆和遗传、分子机制的深入解
析，解开了水稻生殖隔离之谜，
同时揭示了基因的演化规律以及
其在不同水稻种质资源之间的分
布。该研究为利用亚种间杂种优
势培育高产品种提供了理论和技
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细胞（Cell）》期刊。

据万建民介绍，作物杂种优势
利用是大幅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
径。水稻分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
我国北方多种植粳稻，南方多种植
籼稻。20世纪70年代以来，袁隆
平研发的杂交水稻主要是利用籼稻
亚种内的杂种优势，实现了水稻大
幅增产，带来第二次“绿色革
命”，为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作
出了突出贡献。一般来说，品种间
亲缘关系越远，杂交优势越明显。
如果籼稻和粳稻亚种间能育成超级
杂交稻，据预测，可以比现有杂交
水稻增产15%以上，因此如何利
用亚种间的超强优势一直受到育种
家的关注。然而，籼稻和粳稻之间
存在严重的生殖隔离，其杂交种常
表现出杂种不育现象，是阻碍杂种
优势利用的最大障碍之一。

该研究团队首先在全基因组层
面分析鉴定了引起籼稻和粳稻杂种
花粉不育的主效位点，随后对位于
第12号染色体上的一个效应最大
的位点进行了后续研究。遗传分析
发现该位点由紧密连锁的两个基因
组成，可以分别比喻为“破坏者”
和“守卫者”。“破坏者”对所有花
粉产生伤害作用，引起花粉的败
育；而“守卫者”阻止“破坏者”
的伤害作用，因此那些遗传了该基
因的花粉，因受到保护能正常发
育。在世代繁衍过程中，当携带和

不携带这对基因的水稻植株进行杂交
时，在得到的杂交植株中，凡是不携
带这对基因的花粉都不能正常发育，
反之，凡是发育正常的花粉都携带这
对基因，随着世代的增加，含有该对
基因的后代个体会逐渐增加，最终占
主导地位，这种遗传效应被称为“基
因驱动”。

进一步的生化研究发现，“破坏
者”是通过与细胞中能量工厂线粒体
的一个核心功能蛋白互作，干扰线粒
体的产能功能，花粉因缺能而最终败
育；而“守卫者”能与“破坏者”直
接互作，阻止其进入产能工厂，从而
解除破坏作用。“守卫者”还进一步
将“破坏者”押送到一种叫作自噬体
的细胞器中进行降解，从而彻底消灭

“破坏者”，使花粉的发育不受任何影
响。可以这样说，该研究首次从分子
层面阐明了水稻杂种不育的机理，实
现了该领域里程碑式的突破！

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这对基因
在水稻中的起源及其分布。研究表明
这对基因在最开始的祖先野生稻中并
不存在，随后产生无功能的类型，最
后在亚洲栽培稻的祖先——普通野生
稻中分别进化出“破坏者”和“守卫
者”功能。在野生稻中形成之后，经
过人类的驯化，这种有功能的类型仅
被一部分籼稻农家种继承，而粳稻农
家种可能因为地缘不同没有继承这一
功能类型。由于这对基因在水稻种间
或亚种间的分布不均一，因此它们相
互杂交产生花粉不育是一普遍现象。
利用该研究的发现，可以通过分子标
记辅助选择等手段规避花粉败育问
题，从而推进水稻亚种间超强优势利
用和高产品种的培育。

该研究还发现，现代水稻育种无
意中将这对基因从籼稻引入粳稻后，
其在粳稻种群中快速扩散，进一步说
明了这对基因的“基因驱动”特性。
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将优良基因（如
优质、高抗、耐逆） 与这对基因串
联，“驱动”这些优良基因在后代群
体中快速传播和纯合，从而大大缩短
育种时间，提高育种效率。

我国科学家破解水稻生殖隔离之谜

本报讯 （记者 王菡娟） 近
日，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
所乡村环境建设创新团队成功诱变
筛选出高效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
突变菌。该研究为生活污水脱氮治
理提供了新的菌种资源和筛选方
法。

含氮污染物被排放到水体中会
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对人类健康
和生态平衡造成不良影响。异养硝
化-好氧反硝化是一种高效的污水
生物强化脱氮技术。具有异养硝
化-好氧反硝化功能的细菌可以利
用环境中的有机物作为碳源和能

源，实现同步硝化和反硝化，直接将
含氮污染物脱除转化为氮气。因此，
筛选具有高效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
功能的微生物菌种对污水生物脱氮具
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首次获得了高效异养硝
化-好氧反硝化突变菌。该突变菌的
最大硝化速率和反硝化速率比野生型
细菌提高了30.30%和17.10%。31种
有机碳源的利用能力和关键脱氮功能
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提高。该突变菌
在实际生活污水处理中具备突出的脱
氮能力，氨氮和硝氮的去除率可分别
达到95.05%和96.67%。

生活污水脱氮治理有了新菌种

瑞士一项新研究说，通过基因
编辑技术等改造一类侵袭细菌的病毒
——噬菌体，可以高效杀灭引发尿
路感染的细菌，这比抗生素治疗更为
精准，有助于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人
员利用俗称“基因剪刀”的基因编
辑技术等对噬菌体进行改造。一方
面，经过改造的噬菌体识别并袭击
细菌后，会产生特定的光信号，可
用于快速确定细菌具体种类。目前
检测尿路感染细菌的过程往往需要
几天，导致医生在检测结果出来前

选择药物时有一定盲目性。新方法能
在不到4小时内得出结果，有利于准
确用药。

另一方面，噬菌体清除细菌的天
然能力不足，经过改造的噬菌体进入
细菌内部后会释放有杀菌作用的物
质，更好地杀灭细菌。

利用尿路感染患者尿样进行的体
外试验表明，改造后的噬菌体对大肠
杆菌有良好的杀灭效果。研究人员还
针对另两种常见的尿路感染致病细菌
——克雷伯氏菌和肠球菌，改造出了
相应的噬菌体。 （新华社）

新方法可利用噬菌体治疗尿路感染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
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针对网站平台
提出了13条具体工作要求，包括
严防假冒仿冒行为、规范信息来源
标注、加注虚构内容或争议信息标
签、限制违规行为获利等，通知的
发布对于优化自媒体生态具有重要
意义。

对标13项工作要求，可以发
现诸多问题在科普类自媒体中也同
样存在。如科普类自媒体中常有以
某领域专业人士自居，打着输出专
业内容的旗号，兜售相关产品；或
打着揭秘行业内幕的旗号，制造不
满和恐慌情绪，进而吸引流量。此
外，缺乏资质认证，科普标签随意
添加；以科普之名进行价值观和意
识形态输出等问题也屡见不鲜。这
些也都需要从平台层面做好内容准
入的把关，阻断不合规合法的劣质

“科普”内容的传播链条。
而如何把好这个关，从哪些方

面把关，因为科普内容的特殊性，
目前的13条工作要求还不足以回
答好这两个问题，科普自媒体需要
更具有针对性的管理细则。

目前中国科普研究所和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正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对
此项工作的探索，如以科普短视频
为抓手，以视频本身的内容形式为
依据，形成科普短视频评价指标体
系，从意识形态、法律法规、伦理
和道德规范以及科学性等多维度提
出了对科普短视频的基本要求。各
网站平台可参考此类模式和评价指
标形成符合一致性要求和适应自身
特色的“把关”细则，在推动形成
良好网络舆论生态的同时优化科普
内容创作与传播环境，提升平台自
身的科普内容品质。

有了“把关”细则后便需落实
到具体的“把关”实践。

各网站平台可作用的“把关”
对象有且仅有两类：一是对人的把
关，二是对作品的把关。

“人”是“内容”的源头，特
定的科学内容只有让符合条件的人
进行创作才能保证创作出的内容作
品的可靠性。笔者认为，除了按照
《通知》中的要求，对具有一定行
业壁垒且影响性较大的科学内容
（如医学） 创作者强化资质认证展
示和进行违规处置之外，还需要对
注册成为科普博主，贴科普标签行
为进行基本准入素养测试，明确成
为专业科普创作者应具备的基本观
念、意识、品质、技能和行为
要求。

在对作品的把关上，笔者认
为，尽可能详尽的“把关”细则只
是基础，提升各网站平台的“把
关”能力才是关键。这种能力既包
括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手段的利用能力，同时也包括具体
的内容审核人员的判别能力。除了
建立违规样本数据库，借助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内容
审核效率和准确度之外，科普内容
的特殊性需以人工审核弥补机器审
核的不足。这就需要做好人才培育
工作，着力提升科普内容审核人员
的科学素养，并搭建好与专家的沟
通机制，发挥专家队伍的作用，以
减少审核漏洞。

通过“把关”细则制定、“把
关”技术提升和“把关”人才培育
三部曲，自然能够逐步优化科普自
媒体生态，推动创作出让大众喜闻
乐见的科普优品、精品。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科普类自媒体亟待
更专业的“把关人”

黄荣丽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为切实推
动开展黑土地保护与农业防灾减灾事业
发展，首届黑土地防灾减灾论坛日前在
吉林省梨树县召开。中国农业大学资源
与环境学院杨晓光教授代表“黑土地与
防灾减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发布了 《黑土地与防灾减灾研究报告
2023》。

该报告分析了黑土地气象灾害发生
特征及对粮食产能的影响，提出黑土地
保护利用与防灾减灾的对策建议，提高
公众对防灾减灾的意识，提升黑土区应
对气象灾害的能力，有效发挥科技为

农、气象为农的关键作用，服务于国家
粮食安全。

据悉，多年来，梨树县与中国农业
大学等深入开展“校地合作”，致力于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技术体系的研究推
广，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梨树模
式”。“联盟”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黑土
地现代农业研究院发起，联合从事黑土
地防灾减灾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气象和农业等相关单位共同成立，
旨在推动黑土地保护与农业气象防灾减
灾事业，加强科技合作与创新、服务与
推广，助力黑土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黑土地与防灾减灾研究报告2023》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硕）中国科
协、教育部近日共同发布《“科学
家 （精神） 进校园行动”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共同推
动实施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

《方案》提出，要构建开放协同
工作模式，将科学家精神从抽象符
号转化为生动的科学家故事，引导
广大中小学生走近科学家，了解科
学家精神，增强科学探索的好奇心。

《方案》部署了四项主要任务：
一是大力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

教育。邀请院士专家走进校园开展
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组织科技辅
导员、少先队员、共青团员讲述科
学家故事。鼓励各地分层次建立科

学家精神宣讲团。
二是精心打造“科学家故事众创空

间”。依托中小学建立一批“科学家故事
众创空间”（以下简称“众创空间”）。

三是深入开展科学家故事阅读推
广。充分利用中小学现有读书角、图
书架、书报亭，充实科学家故事图
书。提升科学家精神出版物质量，推
动出版社、科技馆等机构向中小学生
推荐优秀书目并定期更新补充。

四是加强科学家精神资源共建共
享。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等平
台，建设“科学家精神专栏”，提供
优质数字资源。依托“共和国的脊梁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让科
学大师剧走进中小学校。

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启动

科学发现
kexuefaxian

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已发现800余颗新脉冲星。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
介绍，“中国天眼”是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目前“中国天
眼”发现的新脉冲星数量是国际上同一时期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
3倍以上。

近年来，“中国天眼”在快速射电暴起源与物理机制、中性氢宇宙研究、脉冲
星搜寻与物理研究等方向持续产出成果，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

目前，“中国天眼”已进入成果爆发期，今年以来发布多个重要成果，包
括发现轨道周期仅为53分钟的脉冲星双星系统、探测到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
关键性证据等，继续保持了我国在低频射电天文学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

（新华社发）

““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发现发现800800余颗新脉冲星余颗新脉冲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