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西宁3月3日电（记者李宁、
耿辉凰）初春时节，在青海省西宁野生

动物园兽医院笼舍里，一只荒漠猫进食

后，眯上眼睛，将尾巴垫在身下，窝在

毛毯上小憩……看着监控里荒漠猫“黄

老太”的悠闲模样，兽医助理刘雪松很

是欣慰。

2022年3月，“黄老太”于西宁市

湟源县的一处垃圾场被救护。经检查，

“黄老太”感染多种病毒，呼吸道和消

化道感染严重，重度脱水营养不良。针

对复杂病症，工作人员制定科学治疗方

案，少食多餐喂食肉类补充营养，打针

输液进行抗病毒治疗。经过治疗，“黄

老太”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恢复健康，

“相比于在野外‘闹饥荒’，‘黄老太’

现在按时吃饭，规律活动，各项指标恢

复正常，有时还会在架子上玩耍、晒太

阳。”刘雪松说。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介

绍，考虑到“黄老太”已年老，且消化

系统较弱，缺乏野外生存能力，将不再

考虑放归。而且由于其特殊状况，不对

外进行展出，它将在兽医院的专业笼舍

里“颐养天年”。

在相距动物园数百公里的金银滩草

原上，荒漠猫“黄太急”正在无垠的原

野上恣意奔跑。

2023年6月初，在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州海晏县，“黄太急”在牧民家

“偷鸡”时，被鼠夹夹伤。所幸它被及

时发现，连夜送到西宁进行救治。经过

体检，“黄太急”只是外伤，骨头完

好，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无异常，无猫科

动物常见传染病。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护理，“黄

太急”康复，达到放归条件。齐新章介

绍，根据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

法》规定，动物园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

物医学院，决定给“黄太急”佩戴卫星

定位项圈后进行放归。

荒漠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也是中国特有猫科动物。这是国内乃至

世界首次给救护的荒漠猫佩戴卫星定位

项圈后放归。“卫星项圈每两小时上传

一次数据，记录它的活动轨迹。一方

面，有助于研究草原地区荒漠猫的生活

习性。另一方面，可以在它受伤后及时

提供救护。”齐新章介绍，“佩戴项圈的

大小、松紧都有规范要求，会最大程度

避免影响到动物活动。项圈没有自动脱

落功能，我们将持续观测，在合适时间

为它打疫苗，并帮它拆除项圈。”

2023年7月23日，工作人员驱车前

往救护地附近的相似生境进行放归。

“附近有山地、河谷、草原和灌丛等多

种生境，有大量高原鼠兔等小型兽类活

动，符合荒漠猫生境要求，满足放归条

件。”齐新章说。

由线条和点位编织成的卫星图上，

显示着“黄太急”活动区域：东西长约

2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总面积约

200平方公里。大部分时间，它在一片

约3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活动。齐新章

说：“相较于过去研究数据中平均3.3平

方公里的活动范围，‘黄太急’较大的

活动区域为荒漠猫生活区域研究提供了

新的参考。”

“科学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齐

新章表示，下一步，除了继续对符合条

件的荒漠猫，在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放

归，西宁野生动物园还将开展荒漠猫的

人工繁育，为青藏高原本土物种保护作

出更多贡献。

在专业笼舍“颐养天年”、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在原野恣意奔跑……

科技守护中国特有猫科动物荒漠猫

记者日前走进“超级光盘”研究团队

实验室，采访团队负责人阮昊研究员和

他的学生赵苗博士，听他们讲述挑战衍

射极限理论瓶颈、经过七年艰苦攻关取

得突破的背后故事。

2月2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对外宣布存储容量是普通

光盘上万倍、普通硬盘上百倍的“超级光

盘”诞生。据计算，十几张“超级光盘”就

可以存储下整个国家图书馆的数据量。

“超级光盘”是上海光机所与上海

理工大学等科研单位紧密合作、在超大

容量超分辨三维光存储研究中取得的突

破性进展。2月22日，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Nature） 杂志发表了相关研

究成果。

在过去20多年里，阮昊研究员带领

的研究团队始终坚持研究方向。经过长

达7年坚持不懈的攻坚克难，“超级光

盘”研究团队利用国际首创的双光束调

控聚集诱导发光超分辨光存储技术，实

验上首次在信息写入和读出均突破光学

衍射极限的限制，实现了点尺寸为

54nm、道间距为70nm的超分辨数据存

储，并完成了100层的多层记录，单盘等

效容量达Pb量级。经老化加速测试，光

盘介质寿命大于40年。

阮昊说，“超级光盘”的诞生，只是完

成了双光束超分辨三维光存储的原理和

实验验证，是从“0”到“1”的突破，未来实

现产业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阮昊期

望未来科学界、产业界就光盘存储能达

成新的共识，朝存算一体化方向发力：

“一切都比较乐观的话，大概5年左右

‘超级光盘’有可能跟用户见面。”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彭茜）
空气污染是当代社会人类健康的重大威

胁之一。一项新研究将大鼠打造为大气

污染“监测器”，在大鼠的一呼一吸

间，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程度得到实

时呈现。研究成果近期已发表在美国

《环境科学与技术》月刊上。

空气中的细颗粒物 （PM2.5）、臭

氧、生物气溶胶等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影

响巨大，可能引发炎症、呼吸系统疾

病、心血管疾病等。研究空气污染的健

康效应，通常需要基于血液和组织的毒

理学分析，有创伤且无法提供实时数

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要茂盛团队研发了基于大鼠活体实时在

线监测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的系统。相比

传统方法，该监测系统能实时在线、成

本更低，且简便无创伤。

大鼠与人类都呼吸着地球上的空

气，因此通过监测大鼠呼出气中的生物

标志物的变化，可反演空气污染程度，

从而判断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研究发

现，当大鼠暴露于空气污染后，呼出气

中的多种标志物发生了显著改变。当空

气中PM2.5较高时，大鼠呼出气中的一

氧化碳、一氧化氮、正丙醇等相对水平

升高；而当空气中臭氧浓度升高，呼出

气中的一氧化氮、硫化氢、庚醛等相对

水平上升。

“这些标志物上升，代表了大鼠健

康受到不同程度损害，比如炎症和氧化

损伤，对肝和肾的影响等。”要茂盛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污染物浓度越

高，呼出气标志物变化越大。相比之

下，大鼠呼吸洁净空气时呼出气标志物

改变不显著。

研究团队据此构建了一个空气污染

健康效应在线监测系统。通过集成活体

大鼠、大鼠呼出气标志物实时监测阵

列、网络数据传输与显示系统，实现了

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的实时探测与显示。

要茂盛介绍，该系统可以对真实环境中

空气污染健康危害进行更精准、更具时

效、更多维度的评估和预警。

要茂盛说，目前该监测系统已在北

京、南京、西安、郑州等全国12个主要

城市部署，形成了一张大气污染健康效

应实时“地图”。该系统可实时在线监

测到不同城市24小时的大气污染健康效

应，实现对污染事件的快速预警和不同

地区空气毒性差异的有效区分，有助于

对大气污染进行精准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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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光盘”是怎么诞生的？

大鼠如何成为空气污染“监测器”

赵苗博士在上海光机所材料实验室内观察实验材料。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赵苗博士展示赵苗博士展示““超级光盘超级光盘””。。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金立旺金立旺摄摄

这是2023年2月拍摄的荒漠猫“黄老太”照片。（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