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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记者从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获悉，中
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团队通过对多个航次获取的南
极样品进行深度测序和大数据分析，累计获得并鉴
定发表南极细菌新属6个，南极细菌新种7个。
  据了解，我国极地生物基因资源库已完成极地
微生物标准化保藏3500余株，累计近30000份，总计
达185个属。这些极地微生物来源丰富，分离培养
自南极阿德雷湾、阿蒙森海、普利兹湾、宇航员
海、哈康七世海，南极半岛长城站等，北极白令
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北极点、加克洋中
脊、北冰洋中心海域、北极新奥尔松黄河站等约39
个两极地理区系，包括海水、湖水、沉积物、土
壤、鸟类粪便、积雪、海冰、海豹粪便、湖边土、
海参肠道等10多种环境基质，为后期深入开发利用
南极新型微生物资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基因
资源储备。
  南、北两极地区因长期地理隔绝以及自然环境
特殊等原因，保持着原始、洁净且独特的生态系
统，蕴育着丰富多样且新颖的微生物菌种资源。它
们在极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中发挥重
要作用，同时也是研究生物遗传、物种及生理类群
多样性的资源宝库，在生物制药、化妆品研制、工
业酶类开发、极端环境保护及修复等领域具有广阔
应用前景。

我国科学家累计鉴定发表

6个南极细菌新属

  医学杂志《柳叶刀》近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
示，全球超重或肥胖人数已从1990年的9.29亿增至
2021年的26亿。到2050年，预计全球将有近六成成年
人和三分之一儿童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
  这项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研究报告使用了多
达1350种数据来源，涵盖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调
查数据。报告认为，过去30年来，全球在应对日益严
重的肥胖危机方面严重失败。
  报告指出，全球超重或肥胖人数已从1990年的
9.29亿增至2021年的26亿，成年男性和女性的肥胖患
病率均增加一倍多。特别是大洋洲、北非和中东地
区的肥胖率已经达到极高水平。在高收入国家中，
美国的肥胖率最高，2021年该国约有42%的男性和
46%的女性受到肥胖的影响。
  报告预测，若不采取紧急政策改革和行动，照此
趋势继续发展，到2050年，全球近六成成年人和三分
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将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全球
成年男性超重和肥胖率将从2021年的43.4%上升至约
57.4%，成年女性超重和肥胖率将从46.7%上升至约
60.3%。

最新研究显示到2050年

全球近六成人口或超重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
发布报告说，全球海冰覆盖范围在2月初降至历史
最低水平，2月也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气温第三高的
2月。
  报告显示，全球海冰覆盖范围在2月初达到历
史最低水平后，在该月剩余时间内一直保持在2023
年2月的记录值以下。2月的北极海冰覆盖范围比同
期平均水平低8%，创下有记录以来的该月最低水
平，这也是连续第三个月刷新同期海冰范围最低纪
录。当月南极海冰覆盖范围比同期平均水平低
26%，为历史同期第四低。
  报告还指出，2025年2月是全球第三热的2月，
2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13 . 3 6℃，比工业化前
（1850年至1900年）水平高出1.59℃，是过去20个月
中第19个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
的月份。

全球海冰覆盖范围

创历史新低

  上个月，美国宇航局（NASA）的地面团队使用
纹影摄影技术捕捉到了一架民用测试飞机在空气中
突破音障时产生的冲击波（上图）。
  当地时间2月10日，美国Boom公司对XB-1超音
速验证机进行测试飞行。为了能够捕捉到纹影图
像，飞行员必须将XB-1飞机在精确的时间内飞过莫
哈韦沙漠上空的一个特定地点。当飞机在太阳前飞
行时，NASA团队记录了飞机超过1马赫（音速，1225.1
公里/小时）时局部气流速度的变化。
  NASA团队还收集了XB-1在飞行路线上产生的
声音数据。Boom公司分析发现，在飞行过程中，没
有可听到的音爆传到地面。由于音爆干扰，美国联
邦航空管理局禁止在美国本土上空进行超音速飞
行。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音爆，一直是商业民用飞
机工程师试图攻克的难题。

NASA使用纹影摄影技术

拍到飞机突破音障瞬间

  伊朗副总统兼环
境署署长希娜·安萨
里近日说，濒临灭绝
的野生亚洲猎豹（右
图）如今在伊朗仅存
17头。伊朗是野生亚
洲猎豹目前全球唯一
栖息地。
  安萨里近日在环
境署与交警部门签署
一份旨在保护图兰保
护区的亚洲猎豹协议。图兰保护区位于伊朗首都
德黑兰东北方向约400公里，是亚洲猎豹在伊朗的
重要栖息地，但那里常有野生动物在穿越公路时
遭遇“路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07年估算，当时伊朗栖
息着60头至100头野生亚洲猎豹。
  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介绍，猎豹曾在非洲广
泛分布，但如今栖息地面积仅为先前的10%。全
球现在野外猎豹约6600头，绝大部分生活在非洲。
亚洲猎豹是猎豹5个亚种中唯一生活在亚洲的品
种，曾分布在多地，如今数量急剧下降，仅存于
伊朗。

野生亚洲猎豹

全球只剩17头了

  被称为“金臂人”的
澳大利亚男子詹姆斯·
哈里森（右图）近日去
世，享年88岁。哈里森
的血型是Rh阴性血，也
就是俗称的熊猫血。他
的血浆内含有一种罕见
抗体（免疫球蛋白D），
人们将其用于研制药
物，以防止新生儿患上
恒河猴病（也被称为新
生儿溶血病）。
  詹姆斯从1954年开始献血。2018年，他因超过
年龄限制而停止献血，总计捐献了1173次，至今保
持着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他的捐献帮助拯
救了超过240万新生儿的生命。
  詹姆斯14岁时因肺部手术接受了多次输血，
此后他“决心回馈社会”。研究人员不确定为何他
的体内含有如此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D，但推测
与他手术期间接受输血有关。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生命血液中心表示，詹姆
斯献血60多年来，从未错过任何预约，“承诺定期
献血且能够产生足够质量和数量的抗体的捐赠
者，真的很少”。

献血次数最多的人去世

曾帮助拯救超240万婴儿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英国大学超九成本科生
做作业时会使用人工智能（AI）工具。教育专家
提醒，高等学府面对这一新趋势应及早商议对策、
分享应对经验，一方面帮助学生妥善利用新工具，
另一方面防止学生因“过分偷懒”而虚度大学
时光。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和一家电子书供应
商近日对1000名本科生展开问卷调查，发现92%的
受访者在做作业时会使用AI工具。相比之下，去
年同期的比例为66%。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AI工具“解释概
念、总结文章中心思想、提出研究思路”。值得注
意的是，约18%的受访者承认直接把AI给出的答
案写进作业里。一些受访者则对做作业过程中使
用AI心存疑虑，担心这算“作弊、学术不端”。
  调查报告作者乔希·弗里曼提醒，过去一年
间，使用AI做作业的本科生比例激增，高校管理
层和教职人员亟须商议对策，调整和改进教学评
估方法。       本报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英国九成以上大学生

做作业时会使用AI

  3月10日，江苏南京，航拍江北浦云路大桥，
桥面及周边道路上一个个爱心图案显得“爱”意
十足，成为一道别样的城市景观。

“爱”意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