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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哈尔滨阳明滩跨江
大桥发生整体塌落，目前已造成 3人
死亡、5人受伤。该桥去年 11月 6日
建成通车，估算总投资 18.82亿元，
为中国长江以北最长跨江桥。（8月
24日《新民晚报》）

塌的桥多了，塌桥原因的分析自
然也轻车熟路。这不，在相关部门公
布调查结果之前，早有网友提前公布
答案为货车超载。

诚然，时代不同，技术迥异，非要
用赵州桥的“千年不塌”来要求当下
的新建桥梁，的确有些太过守旧，不
合时宜。然而，面对屡屡“英年早塌”
的桥梁，恐怕并不能总是得出“塌之
有理”的结论。

当代桥梁的建筑质量问题，其实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放在各类
建设工程普遍存在层层转包、偷工减
料、监管不力的背景下，桥梁建设领
域被波及，自然也就并不意外。

而除了建筑质量本身的问题外，
桥梁设计标准也同样令人担忧。早在
2003 年便有 14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提交咨询报告称“我国结构设计在安
全设置水准上的低要求，在世界上是
非常突出的”。该报告指出，我国规范
规定的车辆荷载安全系数为 1.40，低
于美国的 1.75和英国的 1.73；另一
方面，在估计桥梁构件本身的承载能
力时，我国规范规定的材料设计强度

又定得较高，因而对车辆荷载来说，我国桥梁的设
计承载能力仅为美英的 68%和 60%。而按照交通部
的桥涵设计规范，室外受雨淋（干湿交替环境）的
混凝土构件，钢筋保护层最小设计厚度尚不到国
际通用规范规定的一半。可见，桥梁的短寿与英年
早塌恐怕还缘于设计规范的低标准与先天不足。

院士们提醒，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仍将
处于持续大规模建设的高潮期。由于土建工程的
耐久性设计标准过低，施工质量较差，如再不采取
措施，将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大建、大修、大拆与重
建的怪圈中。

哈尔滨阳明滩跨江大桥作为松花江上的交通
动脉，原定 3年工期，竟然 18个月便超速完工，早
产的“大桥”，恐怕早已埋藏下“塌桥”的隐患。凌晨
的交通量，本不是大桥负荷最大的时刻，4台货车
的超载便能压垮建成不足 1年的大桥，当真又怪
超载吗？

曾记得有位桥梁专家对当代桥梁质量作出过
如是评价：“当代桥梁必定会被记入中国桥梁史”。
但愿这段“桥梁史”不要写满了“塌桥”。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物理
生物学实验室樊春海和柳华杰课题组最近发展出一种制备高
性能 DNA—金纳米粒子复合探针的新方法。业内专家认为，这
种探针不仅避免了使用修饰后的 DNA分子，而且能够精确调
控金纳米粒子表面 DNA分子的密度、取向和构型，可显著提高
该探针的识别能力。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美国
化学会会志》。

DNA—金纳米粒子复合探针是一种常用的纳米生物材
料，在生物检测、治疗乃至纳米光子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据专家介绍，制备 DNA—金纳米粒子复合探针的经典方
法是通过巯基修饰的 DNA分子在纳米金粒子表面自组装形
成。这种方法使用了化学修饰的 DNA分子，成本较高且操作
复杂。尽管多年来研究者已对这一体系进行了系统的优化，但
是如何精确控制 DNA分子在金纳米粒子表面的密度、取向和
构型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樊春海和柳华杰研究员指导下，裴昊和李凡等科研人员直
接采用天然的 DNA序列设计成双嵌段寡核苷酸来解决这些问
题。他们发现连续的腺嘌呤碱基（polyA）与金纳米粒子之间存在
很强的吸附力，因而将双嵌段序列设计成两部分，探针部分用于
进行 DNA识别，polyA部分则将 DNA固定在金纳米粒子上。

研究表明，这一新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制备稳定的复合探
针，而且可以通过改变 A碱基的长度来调控纳米金表面 DNA
密度，在纳米尺度上精确控制 DNA分子之间的距离，从而避免
DNA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探针的高识别活性。樊春海表
示：“通过这种方法制备的 DNA—金纳米粒子复合探针具有很
高的稳定性和识别活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对 DNA分子的
高灵敏快速检测。”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 DNA—金纳米粒子复合探针已在纳米
生物和医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可以预期这种新型制备方
法将为这些应用提供新的契机。

新型纳米生物复合探针制备方法问世

科学时评

“天文学要打破一种禁锢，即认为在航天上
无所作为，而应真正理解天文学与航天的战略
关系，采取切实可行、能持续发展的战略，才能
推动天文学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艾国祥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久前，艾国祥做客中国科技馆“科学讲
坛”之“天文的奥林匹克”系列讲座，作了题为
《天文学与航天》的科普讲座。艾国祥围绕航天
开辟了天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天文学对航天发
展的基础推动作用展开，介绍了空间天文学的
优势、规模和成就，以及中国空间天文学的发展
和规划。

艾国祥说，航天使人类的活动和文明扩展
到了天上，即天文学的领域，引发了古老、神秘
和作为基础科学的天文学的一次战略性发展。

从 1957 年至今，空间科学方面，共发射了
890个航天器，约占航天器总数的 20%，其中空

间天文方面约有 500个航天器；从 1957年至今，
全世界开展太阳及日球探测约 150次，月球及
行星探测约 200次，宇宙天体探测约 150次。
“航天为天文学发展提供了空间机遇。”例

如，航天科技的发展，使天文学进入了全波段天
文学时代，为天文学提供了全时段连续、全方位、
基线长度不受限制的天文观测机遇，也使天文观
测获得克服大气影响视线光学衍射极限分辨率
的机遇，同时提供了天文学在位探测的机遇。

但另一方面，天文学是航天科技的重要基
础。艾国祥针对天体力学对航天器轨道动力学、
天体测量学对航天器轨道测控、天体物理学对空
间能源开发、空间辐射对空间碎片与小天体碰撞
环境监测、各种各样的望远镜对空间探测和遥感
技术的贡献，以及各种空间系统对空间姿态确定
的贡献等，列举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案例。

艾国祥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天文学应用

于航天并促进其发展，航天又应用于天文并促
进了天文学的历史性发展。天文学的进展至少
有 70%来自空间天文，而且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和加速。

不过，艾国祥同时认为，尽管中国天文学发
展的不少方面已从无到有开展了基础研究，如
在卫星观测系统、时间系统和轨道方面都有贡
献，但仍没有像国际上那样促进航天和天文学
的大发展，也没有成为国内“两弹一星”的主要
单位。
“在美国，天文、航天始终是一家，许多人只

知道美国天文学家发展了天文，但不了解他们
的天文学家的战略贡献。”艾国祥坦言，在中国，
天文与航天曾老死不相往来。

为推动天文学发展，近年来，中国天文学工
作者认真调查和研究分析了世界上航天和天文
彼此促进发展的经验，明确了要全方位开展天

文学的航天应用，以及利用航天机遇的新发展思
路，并采取了全方位的准备措施以积极开展与航
天领域的协作，推动天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中承担
应有的责任，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成就。

艾国祥指出，天文学是国家空间发展的基
础，天文学须与航天结合，获得持续发展。中国天
文学和航天专家也应根据中国的国情，调查和研
究发展关系，以便找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

艾国祥透露，他曾对国外所有的天文卫星作
过详细调查研究，明白了一个道理：“天文学必须
投入到国家核心的战略发展方向中去作出贡献”。

这一看法目前已获得共识。正是由于这一
思路的确立，国内天体物理、天体测量、天体力学
等 3个方向已将空间科学作为重要发展内容。中
国空间天文也有了一系列重大发展计划，在今后
15至 20年，平均每年将有 3颗卫星发射。“空间
天文将迎来大发展。”艾国祥说。

“北京所采取的清理措
施，并没有超出以前其他各地
清理奥数的范畴，能起到怎样
的效果，前景并不乐观。”8月
21日，北京市教委关于治理奥
数热的四项措施出台后，21世
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
其博客中如是写道。他认为，从
近年来清理奥数的措施看，都
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与其不谋而合的是，8 月
23日，刘经南、林群、李邦河等
院士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教授曹一鸣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解决奥数“热”的问题，如果不
触及核心，单靠一个文件、一次
讲话，很难起到作用。
“每次宣称要对奥数进行

最严厉治理的地方，几乎都是
高调开场，草草收尾，学生仍深
陷苦海。原因在于清理措施没
有触及问题的核心。”熊丙奇表示。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也
认为：“北京市教委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应该从更深的层
次看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只能是半途
而废，收效甚微，让奥数热一次次重蹈覆辙。”

关于解决方法，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李邦河认为，奥数热最直接的“黑洞”就
是小升初没有统一考试。“如果不捅这个‘马蜂窝’，出台
其他一切措施都是白费。”

他指出，虽然各项有关奥数热的文件中都表示要
“严打”，然而，却并不见哪一所学校因此受到惩处。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林群认为，李邦河的意见点出了“要害”。他希望“各界人
士，从家长、各级教委领导，到推动奥数热的校长们以及
‘教练’们，都出来堵住这个‘黑洞’，让孩子们可以快乐、
健康地成长，不再受到强迫！”

多位专家学者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奥数热的
根源在于我国教学资源不均衡。“集中力量办优质学校，
这是我们在二三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思路已不能适应当
前大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曹一鸣表示。

熊丙奇认为，奥数热同时也与我国中高考制度采取
单一的学科成绩选拔录取标准有关，因为数学正是核心
学科之一。

他表示：“治理奥数，功夫其实在奥数之外，这就是
必须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打破单一的按学科考试成
绩选拔学生的升学考试制度。否则，造成变异的土壤还
在，奥数热是难以清理彻底的。”

“该死的奥数”
这次真能死吗

院士之声

姻本报记者张明伟
今年五六月份，小升初“激战”正酣。诸多家长

向本报反映：有个幽灵般的影子———奥数，在孩子
们的命运中扮演了不可小视的角色。
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本报高度重视家长们反

映的问题，组织精干力量，深入调查奥数的前生今
世，试图准确描述奥数现实，还原奥数异化过程，
厘清奥数背后的产业链，探寻奥数热破解之道。

7月 18日，系列报道首篇———《“该死的奥
数”》刊发。该文描述了家长和孩子在奥数热下“挣
扎”的“惨状”，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随后，系列
报道《走进奥数前生今世》、《奥数：利益滋养的产
业怪胎》、《“金坑”仁华》、《奥数之害猛于毒品》、
《奥数达人今何在》、《境外奥数面面观》、《选拔，不
靠奥数靠什么》在本报连续刊发，深度解析了奥数
的方方面面。
在系列报道刊发过程中，奥数这一话题激起

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人民网、光明网、腾讯
网、新浪网、雅虎网、凤凰网、大公网等网站转发
相关文章。网民也在微博等平台上热议奥数，腾
讯微博还以“你会送孩子去奥数班吗”为主题进
行网络调查，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同时，社会各界
好评如潮。7月 27日，本报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
主管部门、院士专家、社会名人、媒体、家长等的
感谢、支持和敬佩。

8月 18日，中央电视台就奥数现象进行了报
道。8月 21日至 23日，《人民日报》连发 3篇奥数
热反思评论。

8月 21日，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
市长洪峰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坚决治理奥数成绩
与升学挂钩，同时对全市所有学校进行全面检查，
集中查处与奥数竞赛和培训挂钩的入学行为。毫
无疑问，这是对媒体奥数报道的正面回应。
教育部 11年前就下文禁止奥数与升学挂钩，

然而，奥数的幽灵至今依然阴魂不散。现在，北京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次，该死的奥数真能死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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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成舸通讯员屈慧莹）近日，由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设计建造的异种移植猪供体
培育及胰岛制备研发中心在长沙落成，标志着我
国在异种移植临床研究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成
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医用级供体猪培育基
地的国家。

胰岛素是调节血糖浓度的主要激素，异种胰
岛移植则被认为是当前有望根治糖尿病的最佳途
径之一。但如何在确保供体安全性的环境下实现
大规模制备胰岛，是困扰各国研究者的一大难题。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长沙宣言》中指出，
生物安全是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关键环节，并对
供体质量提出了国际标准，要求胰岛移植猪必须
安全健康、不带有任何可能危害患者的疾病或遗
传因素。当时，全世界能提供这种“安全猪”的仅
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与 Spring Point公司共建的
异种胰岛移植供体中心。

中南大学与赛诺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历时两年建成的这座异种移植猪供体培育基
地共占地 50亩，150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建筑室
内完全密封，中心设有现代化空气过滤装置等多
种设施，严格防止外来微生物和外来生物的侵
入；猪食和餐具全部高压灭菌，饮水过滤后灭菌；
猪排出的粪便和尿分两级排出，经污水处理系统
充分净化后排入外界污水系统。

在集成多项安全技术的培育环境下，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王维团队成功将湖南猪及贵州猪
进行杂交，选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
新猪种。这种作为异种移植供体的猪有 3个突出
特点：不带肝炎、禽流感、艾滋病等危险人畜共患
疾病或遗传致病基因；胰岛含量极高，很容易分
离出来；容易喂养，可以大量提供使用。

据悉，通过这一方式培育出的供体猪经胰岛
制备、分离和纯化后可以移植到人身上，这将为
全国 4000万以上胰岛功能损伤的糖尿病患者带
来康复的希望。

我国建成世界第二家
医用供体猪培育基地

8月 23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师生为古枣树测量并登记造册。
当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师生组成的科研队伍来到陕西清涧县王宿里

村，通过研究古枣林中的枣树种群关系为创造新的枣树品种寻求方法。这里
的千年古枣林占地 500余亩，有千年古枣树 120余株。 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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