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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3日电（记者 陈文仙 尚昊）
受疾病等因素影响，一些人大脑的“脑龄”可能比

实际年龄更老。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本-古
里安大学 3日发布公告说，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

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框架，可以分析人们

的“脑龄”。

研究团队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人类大脑研究

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收集了多个开源数据库

中的一万多张大脑核磁共振图像，相关人士的年龄

在 4岁至 94岁之间。研究团队利用这些数据开发

出一种深度学习框架，用它分析一个人大脑的核磁

共振图像，可以判断其“脑龄”。

测试显示，如果所分析的大脑核磁共振图像来

自一名健康人，那么这个深度学习框架得出的“脑

龄”与实际年龄的符合程度较高。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脑

龄”与实际年龄有较大差距，那么可能说明大脑健

康出现了一定问题。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技术可用

于跟踪大脑发展和提供对有关疾病的早期预警，还

可能有助于开发相关疗法。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

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

术创新。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集

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 2日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

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再次凸显科研攻关

对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的关键支撑作用，

在与会专家学者、广大科研工作者和社会各

界引发强烈反响。

疫情突袭，响应一线防控紧迫需求，我国

迅速组织全国优势力量开展科研攻关，部署

启动83个应急攻关项目，5条技术路线开展疫

苗研发，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筛

选出“三药三方”为代表的有效治疗药物，加

快推广应用临床验证有效的诊疗方法……

“我国科研攻关能力在战胜大灾大疫中

历经淬炼。一方面全力救治患者、抢救生命，

另一方面全速推进研发攻坚与临床救治、防

控实践深度结合。”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作现场

发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呼吸

内科教授钟南山深有感触地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初步统计，截

至 5月 10日，国际上发表的有关新冠肺炎病

毒的论文有 2100余篇，其中，中国 650余篇，

约占 30%。“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

次，全国科研工作者和高科技企业都积极行

动起来了，能做到这条是比较大的进步。”钟

南山说。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松看来，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生物医药领域

科技创新的一次大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的优势”的要求，令李松倍感振奋。

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重大科技成果

是国之重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发挥

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产出了一

批高质量的防疫科技成果。作为卫生健康领

域的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努力掌握更多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拿出更多硬核产

品，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李

松说。

当前，有效疫苗被世界各国视作打赢抗

疫“翻身仗”的关键核心。我国已有 4种灭活

疫苗和 1种腺病毒载体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

验，部分技术路线进展处于国际领先。

今年 1月 21日就开始带领团队开展糖蛋

白疫苗研发攻关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周大

鹏说：“有效疫苗是战胜疫情的重要武器，我

们团队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国家科研专项资

金的应急资助，大大提高了团队攻关的速

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加强与企业的联合

开发力度，争取早上临床、早出产品。”

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要把

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

系当务之急”“要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

提升传染病检测能力”……

在河北省邢台市疾控中心P2实验室里，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境外返邢人员核酸检测。

“目前，新冠肺炎常规核酸检测归各县（市、

区）负责，我们作为确证机构，主要负责对境

外返邢人员、疑似病例等重点人群进行检

测。”邢台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保国介绍说，

除疫情监测外，还加强了对流感、出血热等危

害较大、影响较大的疾病监测，每月进行疾病

风险评估。

许多一线公共卫生防疫人员都注意到习

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用“当务之急”来形容

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既指明了攻坚方向，更坚定了继续加大该领

域科研攻关的信心和决心。

疫情暴发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赵列宾就带领团队

启动了“人工智能抗疫”的临床实践和科研攻

关。抗疫中，机器人“小白”每天都在隔离区通

过高清摄像头帮助医生及时会诊疑似病例。

“基层医疗机构是疫情监测的‘前哨’，只

有全国每一个‘前哨点’工作做好了，数据和

算力才能充分‘施展拳脚’，结合公共社区数

据，有效提升分析和预警能力。”赵列宾告诉

记者，团队将继续加大力度开展面向重大传

染性疾病大规模筛查“智能采样舱”集群的

科研攻关，以期在提升公共卫生监测预警能

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记者 王琳琳 屈婷
肖思思 王昆 王逸涛）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明科研攻坚方向

□新华社记者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
日，今年聚焦自然和生物
多样性，主题为“关爱自
然，刻不容缓”。可以说，
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
地球公民发出的警讯和提
醒，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
我们将其内化为每一个人
的生命意识，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关爱自然、保护
环境。

我们所处的自然正在
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气
象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0年至2019年是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10年，2019年
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
水平高出 1.1 摄氏度。中
国与全球同升温，1951 年
以来，中国地表年平均气
温每 10 年上升 0.24 摄氏
度。气候变化使得冰川融
化加剧、陆地和海洋热量
增加、海平面上升加速，并
深刻影响人类健康、经济
发展、粮食安全，以及陆地
和海洋生态系统。

针对气候变化这一全
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
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宣布出资200
亿元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
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签署《巴黎
协定》，向联合国交存批准文书；在多边场合
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合作；建设“绿色发展之
路”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从江南丘
陵到华北平原，从白山黑水到青藏高原，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各地遵循的发展
路径。一个善待自然、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
越来越清晰起来。

自然得病，人类遭殃；关爱自然，就是关
爱人类自己。时下，我们所处的世界依然遭
受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和影响。疫情进一
步提示我们，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命运与
共，必须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让我们携
起手来！（新华社北
京6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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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在位于
颍上县夏桥镇的有机
稻种植基地，农民在
搬运秧苗。初夏时
节，在安徽省阜阳市
颍上县夏桥镇，当地
农民抢抓农时在田间
地头忙插秧。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三夏”时节，江淮大地

收麦插秧忙。地处淮河南

岸的安徽省凤阳县，金黄色

的小麦连成一片，沉甸甸的

麦穗把麦秆压弯了腰。指

着正在田里作业的收割机，

红心镇种粮大户卞国惠说，

“我是昨天跟农机大院预约

的，今天上午收割机就来

了。”

农机大院近年来在凤

阳县兴起，基本具备机具停

放、维修保养、先进机具展

示、技术培训、信息咨询与

发布、作业服务等功能，已

成为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

的“主力军”。

记者走进卞国惠预约

的总铺镇天津铺村农机大

院看到，这里摆放着各式农

业机械，能提供耕、种、收等

农事服务，还建有育秧工

厂、烘干中心和“庄稼医

院”。

“我们共有50多台收割

机，今天有 30 台外出作业

了，这些农机一天大概能收

割 1500亩小麦。”农机大院

负责人王李强告诉记者，收

割完小麦后，有时还要派出

秸秆打捆机，把小麦秸秆

“吸走”打捆，“农户需要什

么农事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

为何要建农机大院？破解哪些农机化发

展“痛点”？

“凤阳县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近年来农

机化事业发展很快。”凤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高嵩说，但也遭遇“住房难、看病难”等现实困

境，即农闲季节农机如何存放、带病农机如何

维修、作业服务如何开展等问题，于是从加快

农机化服务体系改革出发，实施农机大院建

设工程，并将农机大院作为建立健全农机社

会化服务体系的主攻方向。

缺乏建设资金，按照建设规模给予10万
元到 20万元不等的补助；缺少建设用地，按

照设施农用地予以落实……在一系列政策鼓

励下，凤阳县目前建成投入使用的农机大院

已达41家。

单打独斗闯市场、领办农机合作社、成立

农机专业服务公司、建设农机大院……进入

农机行业15年来，府城镇圩山农机大院负责

人柏文汉见证了农机服务组织的变化。

柏文汉带着记者参观了农机大院里的

机库棚，棚内上方挂着“收割机停放区”“拖

拉机停放区”“插秧机停放区”等指示牌，地

面上各式“铁牛”装备整齐列阵，等待开赴

“三夏”战场。

“农机大院既是服务场所，又是机手之

家。”柏文汉说，以前有的农机随意散落停放，

现在能集中存放了。“以前农机有点小毛病，

机手查不到，只有坏了才知道‘生病’了，但有

了农机大院后，专业人员经常对农机进行维

护保养，破解了农机看病难。”

记者走访了解到，针对农业生产节点，农

机大院提供耕、种、管、收、卖、烘全程社会化

服务，并将服务内容、质量、价格公布于社会，

由农户根据需求选择。据高嵩介绍，去年，农

机大院完成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 299万亩，

占全县农机总作业量的60%。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推进，全程社

会化服务越来越受青睐，我们的服务范围从

2017年的 5000多亩增加到去年的 1.3万亩，

今年预计达 1.5万亩。”柏文汉说，“对于未来

粮食谁来种、如何种的问题，我觉得农机大

院给出了一种‘答案’。”

（新华社合肥6月4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 樊曦）中国

民用航空局 4日发布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

的通知。通知明确，自 2020年 6月 8日起，以

入境航班落地后旅客核酸检测结果为依据，

对入境航班实施奖励和熔断措施。

其中，奖励措施是指航空公司同一航线

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

数连续 3周为零的，可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

的航班量范围内增加每周 1班，最多达到每

周 2班。

熔断措施是指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

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

5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 1周；达到 10
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4周。熔断的航

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熔断期结束

后，航空公司方可恢复每周1班航班计划。

通知表示，在风险可控并具备接收保障

能力的前提下，可适度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

家的航班增幅。

根据通知，已列入民航局 3月 12日发布

的“国际航班信息发布（第 5期）”航班计划

的中外航空公司将继续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自/至中国的国际客运航班：国内每家航空

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 1条，

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 1班；外国

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

1条，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 1班。上述航

线航班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调整境

内外航点。

自 2020年 6月 8日起，所有未列入“第 5
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公司经

营许可范围内，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中国

口岸城市（具体城市名单可在民航局官网查

询），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

我国将对入境航班实施奖励和熔断措施

新华社西安6月4日电（记者 孙正好）记
者3日从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了

解到，目前，2020珠峰高程测量GNSS测量、峰

顶测量、一等水准测量等部分数据已移交至

此，中心各工作组已全员到位，加紧计算，整个

数据处理工作将于8月10日左右完成。

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位于

陕西西安，是我国唯一从事大地测量数据处

理与大地测量档案管理的专业队伍，也是此

次2020珠峰“新身高”的计算单位。

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主任郭

春喜介绍，从去年开始，中心就持续进行技术研

究和攻关，完成了相关数据处理方案编写、数据

模型建立、软件编程测试、数据比对分析与验证

等工作。针对此次珠峰“新身高”计算，中心成

立了专项任务实施领导小组与7个具体实施小

组，共45名成员参加，目前人员、设备等资源配

置已全部到位，正在积极收集、整理、分析各项

源数据，整个数据处理工作将从GNSS控制网

数据处理、高程控制网数据处理、峰顶交会数据

处理、重力测量数据处理、雪深雷达测量数据处

理、珠峰地区重力场及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珠峰

高程的综合确定等七个方面开展。

郭春喜表示，此次数据处理工作将采用

大量我国自主研发的数据处理软件，综合运

用GNSS测量、水准测量、三角测量、雪深雷达

测量、重力测量、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等多种传

统和现代测绘技术，经过一整套科学严密的

数据解算，确保珠峰高程数据处理工作的高

效、精准和可靠。

郭春喜介绍，后期数据经外业整理与质

检等过程后，将于 6月 20日之前到位。“鉴于

整个珠峰高程测量数据处理工作，在数据整

理分析、数据解算和融合处理、数据质量控

制、多期数据结果比对分析、技术文档编写等

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工作量，预计整个数据处

理工作将于8月10日左右完成。”郭春喜说。

珠峰“新身高”数据处理正加紧进行

喀麦隆中学生保罗·图阁在首都雅温得的

一所公立中学就读，从 3月 18日起一直停课在

家。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同学和朋友，“我害

怕新冠病毒，我会遵守防疫规范”。

进入 6月，一些非洲国家开始逐步复课。6
月1日起，喀麦隆中小学毕业班学生第一批重返

校园。

6月的雅温得已进入雨季。复课当天早上，大

雨滂沱，保罗依旧难掩兴奋。他穿上校服和新鞋，

收拾好书包，准备出发。爸爸为他准备了一只可

水洗口罩，妈妈塞给他一小瓶酒精消毒液。

“要说完全不担心，那是假的。父母都想让

孩子健康成长，但送孩子上学读书，也是父母的

责任。”保罗的爸爸皮埃尔·图阁说。临行前，他

和儿子击肘告别，叮嘱他在学校注意和朋友们

保持社交距离。

为迎接离校两个多月的孩子们，保罗所在的

公立双语学校设置了20多个洗手点，还划分了学

生通道和其他人员通道，在通道入口用额温枪检

测体温。学校化学老师还自行准备了大量酒精

洗手凝胶，分发给全校师生及工作人员。

学校加强防疫，是安全复课的必要条件。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教师伯纳德·穆塔姆巴瓦

说，学校已为复课做了充分准备，完全按照卫生

部提出的健康指南进行对照检查。当天部分学

生因未按照规定戴口罩，被禁止入校。

但也有一些非洲国家考虑本国疫情发展情

况，一再推迟复课日期。

由于塞内加尔南部的部分教师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呈阳性，该国教育部紧急通知，原定于 6
月2日开始的毕业班复课推迟，复课时间另行通

知。

在非洲地区报告新冠病例数最多的南非，

政府原定6月1日允许学校复课，但教师联盟反

对，认为学校准备并不充分。南非基础教育部

随后宣布将开学时间推迟一周。

乌干达也将原定6月4日的复课日期推迟一

个月。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说，目前无法为学生

提供足够的检测试剂。政府将为每个村庄配备

两台电视机，方便学生在家接受远程教育。

“让我们先观察重启交通的情况，再决定何

时复课，”穆塞韦尼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最好

谨慎一些。”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月3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数据显示，非洲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158318
例，死亡 4508 例，治愈 67630 例。（执 笔 记 者
乔本孝 参与记者 曹凯 赵宇鹏 张改萍 邢建桥
荆晶 李斯博） （新华社雅温得6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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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刚

新冠疫情下非洲国家如何复课
□新华社记者

以色列开发出深度学习框架
分析人们“脑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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