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 24 日
说， 俄一颗气象卫星日前因受
到“外力作用”进入失控飞行状
态， 可能是受到了小型陨石撞
击。 地面飞行控制人员目前正
努力恢复卫星的正常运行。

俄联邦航天局当天发布公
告说， 本月 18 日， 第 2-2 号
“流星 -M”卫星由于自身结构
受到“外力作用”而出现异常情
况。 该卫星可能受到小型陨石
撞击，轨道参数发生变化，进入
失控飞行状态且出现快速自
转。随后，卫星按预设程序停止
了气象监测工作并自动转入节
能模式，部分星载系统被关闭。

目前， 俄地面飞行控制人
员已与失控卫星建立联系，正
尝试消除卫星角速度、 改变其
朝向， 力争尽早恢复卫星的正
常运行。

“流星 -M”系列卫星为水
文气象保障卫星， 可即时获取
天气预测、 臭氧层及近地空间
辐射状况监测所需的数据。 该
系列卫星分为两个子系列，第
2-2 号“流星 -M”为第二子系
列的第二颗卫星， 于今年 7 月
发射进入太空。 /新华社

门的外把手是一幅世界地
图，内把手是一幅中轴线的北
京地图，内部设计处处呈现地
图叙事视角……自然资源部
下属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打造
的地图主题书店 24日亮相。

坐落在有名的北京“三里
河银杏大道”这一书店，划分
为实用参考图、中国国家人文
地理、旅游图书、历史图书、少
儿图书、覆膜图和定制图 7 大
区域。 书店地板上铺有世界时
区地图，图书分区就像连绵的
群岛，让读者体验到俯视地球
之感。 书店有三个重点的特色
图书展区，包括助推生态文明
建设展区、《中国国家人文地

理》 丛书展区和孤独星球展
区。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总经理
陈平说，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
传教育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及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内容。 中图集团将以地图主
题书店为平台， 传播地图文
化，宣扬国家版图意识，助力
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新中国地图出版事
业的开拓者，中国地图出版集
团已发展成为国家法定地图
出版机构，65 年来累计出版各
类出版物 1.9 万余种， 发行量
近 50 亿册幅， 为我国地图编
制出版树立了典范。

/新华社

一场日环食奇观将于 12
月 26日现身天宇。由于不处在
环食带内， 我国全境只能看到
不同程度的日偏食。 为了更好
地观测这次“天狗吃日”，天文
专家在此为公众支招。

2019 年全球范围内共发
生三次日食，偏食、全食、环食
各一次。 这次的环食是本年度
最后一次日食天象。

对于我国来说， 日偏食发
生在 26日正午前后，此时阳光
较为强烈。“日常的太阳镜或墨
镜只能用于观测日光下的四周
景色，决不能用于直接看太阳；
不建议使用曝光过的废黑白负
片和蜡烛烟熏或黑墨汁涂黑的
玻璃片观看， 也不建议使用倒
上半盆水，加入适量的墨汁，观
测水盆中太阳倒影的方法，因
为这些方法都不能减轻阳光对
眼睛的直接伤害。”中国天文学
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史志成说。

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观测最
科学呢? 史志成建议戴上专门
观测太阳的眼镜， 例如巴德膜
太阳观测镜。

日食发生时， 很多人喜欢
用手机拍照，对此，史志成特别
提醒说， 手机面向太阳的方向
时， 由于太阳光的光照强度过
强，很容易不慎直视太阳光，造
成眼部受伤。

由于各地日偏食的发生时
间并不一致， 因而公众在观测
时， 一定要搞准当地日偏食发
生时间。

/新华社

作为“中国芯” 的代表之
一，“龙芯”24 日发布自主研发
的新一代通用处理器（CPU），
单核通用处理性能大幅提升，
并实现了 CPU 和主板升级均
不影响操作系统兼容性。

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胡伟武当天表示，
新 一 代 通 用 处 理 器
3A4000/3B4000 使用 28 纳
米工艺，通过设计优化，性能
达到上一代产品的两倍以上，

主频达到 1.8G 赫兹至 2.0G
赫兹。 芯片所有源代码均为自
主设计，在处理器核内设计了
安全控制机制，同时提供开源
的基础版操作系统支持下游
企业， 龙芯 CPU 和主板升级
均不影响操作系统及应用的
兼容性。

“要与国际芯片巨头同台
竞技，首先要通过几级阶梯登
上‘台’去，龙芯现在就是在走
最后一级阶梯。 ”胡伟武说，在
此基础上，龙芯将于明后年推

出 使 用 12 纳 米 工 艺 的 新
CPU，主频提高到 2.5G赫兹以
上，通用处理性能有望达到产
品级的世界先进水平。

龙芯脱胎于中科院计算
所，目前在党政办公、航天、金
融、能源等领域有着较为广泛
的应用，正在探索建立“微软 +
英特尔” 体系、“ARM+ 安卓”
体系之外的又一套信息产业
生态体系。 据统计，2019 年龙
芯芯片出货量达到 50 万颗以
上。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局长
周德进说， 龙芯“20 年磨一
剑”， 通过自主研发掌握 CPU
的核心技术，矢志建设自主创
新的信息产业体系，体现了中
国科学家的担当。

当天的发布会上， 联想、
中科曙光、方正、中国运载火
箭技术研究院等也发布了基
于龙芯新一代通用处理器的
桌面计算机、笔记本、服务器、
网络安全设备、工业控制计算
机等产品。 /新华社

德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新技术，可全面分析癌症转移
情况，甚至“看清”身体中最小
的癌症转移灶。 该技术不仅有
助探究不同癌症的转移机制，
还可验证靶向抗癌药物功效，
助力抗癌药物研发。

相关成果近期以封面文章
形式，发表在美国《细胞》杂志
上。

德国亥姆霍兹慕尼黑研究
中心等机构研究人员在一种

名为 vDISCO 的成像技术基
础上，开发出一种能处理高分
辨率 3D 图像的人工智能算法
DeepMACT。 这种基于深度
学习的算法可迅速找到患癌
小鼠身体各处的癌症转移灶，
包括单个癌细胞形成的转移
灶。

DeepMACT 找到癌症转
移灶的准确性与人类专家相
当，但速度可达后者的 300 倍
以上 。 研究人员说，Deep-

MACT 是第一种能够在全身
范围内对癌症转移过程进行
定量分析的方法，且可在一小
时内做完人工识别需要数月
才能完成的工作。

此外，DeepMACT 还可
用于评估抗癌药物的有效性，
找出哪些癌症转移灶已被抗
体药物结合， 哪些被漏掉了。
研究显示 ， 使用抗体药物
6A10 后， 小鼠全身大部分癌
症转移灶被抗体药物结合，但

仍有 23%的转移灶“漏网”。
癌症是全球最常见的死

因之一。 超过 90%的癌症患者
并非死于原发肿瘤，而是死于
癌症转移。 癌症转移通常由单
个扩散的癌细胞引起。 研究人
员说，DeepMACT 不仅可全
面分析癌症转移情况，还可在
临床前研究中评估治疗药物
有效性，对靶向药物研发具有
重要意义。

/新华社

英国开放大学 23 日发布
新闻公报说， 借助新技术，天
文学家在 3 颗恒星附近找到
6 颗行星，这些太阳系外行星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运行轨
道非常靠近各自的恒星。

由开放大学学者领衔的
国际团队开发了一种新技术，
可以识别行星与恒星间距离
非常接近的恒星系统，且所需
数据相对较少。他们分析 3颗
分 别 被 称 为 DMPP-1、
DMPP-2 和 DMPP-3 的恒
星，在它们附近共发现 6 颗行
星，相关成果已分成 3 篇论文
发表在英国《自然·天文学》杂
志上。

据新闻公报介绍，6 颗行
星的质量都在地球质量的 2.5

倍以上，并且它们环绕各自恒
星运转的轨道远比水星和太
阳之间的距离近。这些行星的
表面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在
这种高温下，行星大气甚至表
面岩石都有可能会流失，其中
一些流失的物质会分散形成
一层薄薄的气体罩，过滤掉一
部分来自恒星的光线。

团队认为，通过观测气体
罩中的物质，他们能够了解高
温行星的表面由哪些类型的
岩石构成。

其中两篇报告的通讯作
者、 开放大学的卡罗尔·哈斯
韦尔教授说，这些新发现“有
助于我们评估太阳系外行星
的质量、大小以及构成之间的
关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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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2016 年 5 月美国航天局公布的太阳系外行星概念图，
其中展示了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确认的部分系外行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