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自然资源总量快速减少应对响应
机制有哪些？

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日益增加的消
费，正在快速消耗自然资源。如何维持
和弥补全球自然资源总量，逆转因生物
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所造成的
损失，以保障优质生态产品持续供给并
提升人类福祉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9.哪些技术和材料能够更高效地存
储和转化清洁能源？

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都属于间歇
性能源。间歇性能源供电的电力系统需
要大规模电网存储材料，当下存储材料和

存储技术不能满足电力系统运行的需
要，亟须开发高效存储和转化清洁能源
材料和技术以满足人类对能源的需求。

10.采用哪些新技术能够大幅提升太
阳能资源的高效利用？

有效利用太阳能既能逐步满足人类
的能源需求，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人工
光合成制氢是实现太阳能向化学能转化
的有效途径，解决人类能源危机、环境污
染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迅速
提高人工光合成制氢转换率，同时减少
关键金属的使用量成为重大科学问题。

据中新网

资源领域

5.采用哪些科技手段能有效保证食
品更健康、更安全？

当今食品生产所使用的基本原料难
以保证良好的品质，例如：农作物中有
农药、化肥过量使用带来的残留物，甚
至含有因水和土壤受到工业污染而产生
的毒素；畜禽、水产品中有抗生素过量
使用带来的残留物。采用哪些科技手段
避免这些基本原料被污染，从而保证食
品更健康、更安全？

6.怎样使人类社会更具备抵御不安
全因素的能力？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生存环
境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一些不安全因素，例如流行病不断、

洪水泛滥、森林火灾肆虐，预示着
人类的未来或将受到更多生命安全
的威胁。因此，需要尽最大努力消
减 引 起 诸 如 气 候 变 化 、 生 物 多样性
丧失等不安全因素，以减少对人类社
会的伤害。

7.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良种覆盖
率以促进粮食安全？

在世界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消费者
需求持续增加的同时，一些区域的自然
资源日益减少、极端气候频繁发生，导
致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利
用新技术培育高产并能抵御恶劣环境的
优良作物品种，是当下全球粮食安全面
临的重要挑战。

安全领域

1.人类行为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对
传染病大流行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许多传染病的产生、流行和衰减都
与生态环境变化、气候变化有着紧密的
联系。如能清晰地了解其发生的作用机
制、恢复生物多样性良性变化，将有助
于从源头减少新传染病的发生。

2.抑制超级传染性和高危害性病毒
如SARS-CoV-2的机理是什么？

SARS-CoV-2病毒全球大流行，严
重影响人类健康，重创世界经济发展。
为了更快、更便宜、更安全地研究和生
产出针对这些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迫
切需要了解抑制这些病毒传播和危害的
机理。

3.未来新技术有效保障人类卫生和
健康的模式是什么？

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能很好地服务
于人类的卫生健康。医疗大数据、人工智
能、先进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型材料、
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智能制造等领域中
的哪些技术能高效推动卫生服务模式、诊
疗方法和健康保障体系的发展？

4.重大疾病高效、准确早期诊断和
筛查的机制是什么？

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脑损
伤、帕金森病和精神病等重大疾病严重
影响患者及其家庭人员的正常工作和生
活质量。如何高效、准确诊断和筛查出
这些疾病的早期症状，意义重大且非常
紧迫。

卫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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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看快来看看都有哪些看都有哪些
日前，在第二届世界科

技与发展论坛闭幕式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和《柳叶
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共同
发布了“2020年度人类社会
发展十大科学问题”。本次
发布的十个问题以联合国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17
个发展目标为基础，聚焦人
类可持续发展中最迫切、最
基本、最具挑战性的需求，
内容涉及卫生、安全、资源
三大领域。

蜘蛛丝为何兼具强度和韧性？日本
科学家在实验室用化学工具模拟了蛛丝
从吐丝器官中有序喷出的过程，解密了
这一自然现象背后的机制，为人类模拟
蜘蛛吐丝过程，并在未来创造超韧可持
续材料提供了理论基础。相关研究发表
在最近出版的《科学进展》杂志上。

蜘蛛丝形成初期是液体形式，但不
到一秒，这种黏稠液体状的蛋白质就发
生转变。在离开蜘蛛身体时，被称为蜘
蛛丝蛋白的物质会自我折叠并交织在一
起，在不受任何外力引导的情况下，构
建出高度有组织的结构。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试图模拟蛛
丝，希望创造出超强韧并可持续使用的

材料。为此，他们一直在研究是什么化
学诱因把储存在丝腺中的液体变成了蛛
丝。

此次，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方
法，在实验室里用化学工具模拟了蛛丝
从吐丝器官中有序喷出的过程。他们发
现，吐丝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蜘蛛要把
蛛丝蛋白从包裹在丝腺内的水缓冲液中
分离出来——这一步会使蛋白质高度浓
缩；随后，大量涌入的酸性物质促使蛋
白质安全地互锁。

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专家安娜·
瑞斯表示，蜘蛛丝在离开蜘蛛身体时必
须经历蜕变。当蜘蛛丝蛋白还在腺体中
时，它们必须以“极高浓度”的液体形

式悬浮，几乎像牙膏一样黏稠。
研究人员还发现，液体状的蛛丝蛋

白在移动过程中的脱水是这种自我组装
的先决条件。进一步研究表明，时机和
效率都是吐丝过程的关键要素。如果蛛
丝太早变硬，就会阻塞蜘蛛的腺体；时间
太晚，蜘蛛可能只吐出不成形的液体。

这篇论文用简化的实验室模型取代
真实的蜘蛛。阿克伦大学的蜘蛛丝研究
员安吉拉·阿丽西亚-塞拉诺表示，这项
有意义的研究让人们一窥蜘蛛吐丝背后
的重要机制与过程。“我们曾看到过很多
这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但没有看到两
者之间的重要过程。”

据《科技日报》

蜘蛛丝为何如此坚韧

日前，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雷教授
团队成功研发“超级涂层”。这种新型涂
层能够为户外、高空、高寒等环境下的仪
器设备穿上“防寒服”，实现高效率、低能
耗、无损伤防冰除冰。相关成果已发表
于国际权威期刊《化学工程杂志》。

在高空高寒环境下，飞机、输电线
路等设备表面结冰常常带来重大经济损
失，甚至造成灾难性事故。目前，主流
除冰方法有电热除冰、热风除冰、机械除
冰及化学制剂除冰等。这些方法效率
低、能耗大，甚至会腐蚀设备本身，对环
境造成损害。如何制备出一种高效、节
能、环保且适用于高空高寒环境的防除
冰涂层成了科学家面临的重要挑战。

天津大学张雷教授团队利用新型两
亲性材料结合光热碳纤维，研发出一种
利用太阳光产热的“超级涂层”。该涂层
性能优异的关键在于将可降低冰点的亲
水材料、低表面材料与光热碳纤维有机
融合，不仅能有效阻止结冰形成，吸收太
阳光产热除冰，还降低了涂层表面的冰
附着力，可使积冰在阳光的照射下，仅依
靠风力、重力等自然条件轻松去除。

“新型涂层在太阳光照下，表面温
度可以达到46℃。与冰接触的表面发热
融冰，极大降低了冰附着力，在重力作
用下冰壳就能轻松脱落。”据研发团队
青年教师杨静介绍，“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新型涂层稳定性良好，可经受酸
雨、落沙的冲刷，有望成为高空高寒环
境下先进仪器设备的‘保护神’。”

据央广网

超级涂层
为户外设备披上“防寒服”

都说“顺水推舟”，但对飞机而言，
却是逆风起飞更容易，这是为什么呢？

这和放风筝的道理是类似的——
想让风筝升起来，你得逆着风跑。逆
风跑固然费劲，但它能更快增加风筝
或飞机的升力。

这 里 需 要 区 分 飞 机 的 两 种 速
度 ——地速和空速。地速即飞机相对
地面的速度，空速则是飞机相对周围
气流的速度。

飞机起飞靠的是机翼上下两侧空
气流速差产生的压强差，进而提供升
力，因此决定飞机能否顺利起飞的是
空速，而非地速。

假设一架飞机需要每小时300千米
的空速才能起飞。如果此时有相对地
面速度每小时 50 千米的风迎面吹来，
那飞机只需要加速到每小时250千米的
地速即可。但要是顺风飞，风速反而
会抵消空速，飞机就需要加速到每小
时350千米的地速才行。

不过，在起飞后的巡航阶段，还是
顺风飞行效率更高。一些航班如果搭
上大气急流的顺风车就可以大大缩短
航行时间。最后的降落阶段则需要增
加阻力减速，此时逆风更安全。 晚综

飞机为什么要逆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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