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4年，三峡枢纽航运效益高位稳定，通过量达 1.59亿吨，超预
期目标。另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介绍，2024年，三峡工
程全年运行情况总体良好，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生态等综合效
益全面发挥，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保障。

图为近日拍摄的三峡工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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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抗震救灾需做好医学防护
■高钰琪

1月 7日 9时 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发生 6.8级地震。目前，相关救援工作正在全
力进行。

西藏日喀则地区海拔高，震中 10公里范
围内平均海拔约 4471米，是高原病的高发地
区，加上冬季气候寒冷，因此，开展救援工作的
同时，救援人员要做好医学防护。

预防急性高原病的七要素

从平原进入高原或从较低海拔高原进入
更高海拔高原时，人体往往会感受到一些变化
和不适，包括呼吸和心跳加快、食欲不振、疲乏
无力等。这些都是正常反应，一般情况下，这些
症状无须药物治疗就会逐步减轻或消失。

预防急性高原病，救援人员需做到以下
七点。

第一，做好心理准备，不必过于紧张、恐
惧、焦虑，但也不可麻痹大意。第二，做好物资
准备，如御寒衣物、墨镜等。第三，上呼吸道感
染容易诱发高原病，要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
防和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第四，服用预防药物，
可选用红景天制剂、乙酰唑胺等。第五，合理安
排进入高原的行程，有条件时阶梯上升。第六，
合理饮食。有条件时尽可能保证热饮热食，多

喝水，每天宜喝 3～4升水。第七，可采取轮班
作业，避免过度劳累。

三大急性高原病的诊治原则

部分人员可能因缺氧发生急性高原病，包
括急性高原反应、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
后两种病的发病率不高，但病情危险，需高度
警惕，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急性高原反应是最常见的急性高原病，通
常情况下，进入高原 4～5小时后开始发病，
48～72小时为发病高峰。主要表现为头痛、心
慌、气促、食欲减退、眩晕等，体征主要为发绀、
脉搏加快、面部或四肢有轻度浮肿。急性高原
反应的治疗原则包括休息、吸氧、注意饮食摄
入、药物对症治疗。

高原肺水肿是一种急性重症高原病，起病
急、进展快、危害大，救治不及时可危及生命。对
该病早期诊断的要点包括初入高原、有临床症
状、血氧饱和度明显降低、吸氧后血氧饱和度不
能升高至 90%以上。

高原脑水肿是指急速进入高海拔地区，由
于缺氧引起的严重脑功能障碍、意识丧失。高
原脑水肿是急性高原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临床
类型，其特点是起病急骤、病情危重。

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都需要及时诊断、
对症治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生高原肺水肿
或高原脑水肿时万不可匆忙下送，首先应就地积
极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下送，下送过程中应保
持持续吸氧和不间断治疗，以确保安全。

注意高原冷伤和创伤防治

救援人员还需特别注意高原冷伤。高原冷
伤可分为全身性冷伤和局部性冷伤、冻结性冷
伤和非冻结性冷伤。冷伤急救和治疗原则包括
以下八点：迅速脱离寒冷环境，防止继续受冻；
尽早快速复温；局部药物治疗；改善局部微循
环；抗休克、抗感染和保暖；内服活血化瘀等药
物；无法辨别轻、重度冷伤时按重度治疗；手术
处理应尽量减少伤残。

另外，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氧分压低，导致
人们对创伤和失血的应激能力和耐受能力降
低，创伤失血性休克的特点也不同于平原和低
海拔地区。比如，在伤情和失血量相近的情况
下，高原地区更容易发生创伤性休克且程度更
重，在复苏过程中更易并发肺水肿和心力衰
竭。因此，针对不同部位和不同类型的血管破
裂出血，应选择合适的止血方法。
（作者单位：陆军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锡伟：

日喀则地震是正断层型地震
■本报记者 冯丽妃

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1月 7日 9时 5分，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公里，震中 20公里范围内人口约 6900人。截
至 19时，地震已造成 126人遇难、188人受伤。
目前，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工
作加紧展开。

此次地震有何地质背景？当地历史上是否
发生过强震？余震情况如何？《中国科学报》就
此采访了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首任院长、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锡伟。

青藏高原腹地的一次强震

《中国科学报》：请问此次地震有何地质
背景？
徐锡伟：此次地震是青藏高原腹地的一

次强震，位于青藏高原中南部地区，这里发
育了 7 条近南北向的由系列正断层控制的
地堑盆地带。这次地震就发生在其中一条地
堑盆地带———申扎 - 定结地堑盆地带的西
侧边界附近。
青藏高原是我国地震最强烈的地区，自

1997年藏北无人区玛尼发生 7.9级大地震以
来，至今我国大陆内部震级在 7.0级以上的大
地震基本上都发生在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
《中国科学报》：此次地震带来的地壳变形

有什么特征？
徐锡伟：此次地震断层为正断层型，表现

为青藏高原南北向挤压和东西向拉伸条件下
的地壳变形。相对来说，逆冲型地震通过断层
滑动造成地壳缩短，走滑型地震通过断层滑动
引起地壳的剪切破裂释放弹性应变能，而正断

层型地震则通过断层滑动引起地壳拉伸。
这次地震接近 7.0级，且深度相对较浅，

极震区（震中及其附近区域）地震烈度最高可
能达到 9度，破坏性较强。根据现有地震波反
演结果可知，这次地震可能会沿近南北向的发
震断层———登么错断裂产生约 40公里的地表
破裂带，垂直升降位移可能会达到 1米左右，
造成地壳的东西向伸展。
《中国科学报》：历史上，日喀则地区正断

层型地震震级情况如何？
徐锡伟：青藏高原中部、南部地区发育着

大量近南北向正断层，相关地震频发，以震级
介于 6.5~7.0级之间的中强震为主。本次地震
的震级是比较典型的正断层型地震。
《中国科学报》：近日，宁夏银川附近多次

发生地震。请问二者有关系吗？
徐锡伟：日喀则 6.8级地震与近日银川附

近的多次地震具有完全不同的地震构造背景。
前者发生在青藏高原地震区南部，反映出青藏
高原南部在近南北向挤压作用下近东西向地
壳局部伸展；后者发生在华北地震区西部，属
于走滑型地震，反映出华北地区地壳在北东东
向挤压作用下发生的剪切破裂。

潜在次生灾害须关注

《中国科学报》：6.8级地震之前，日喀则附
近地区曾连续多年出现 3.0级左右的地震。这
与此次地震有何关联？

徐锡伟：根据古登堡 -理查德定律，尽管
在给定区域和时间内，震级和大于该震级地震
总数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我们尚无法判定此

前的地震是否为此次地震的前震，也无法判定
中小地震发生后，多长时间内会发生类似此次
震级的强震。我们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规律，科
学的认识水平仍比较局限，在科学布局、科学
监测上仍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于青藏高原
地区，应进一步提高台网监测密度，提升地震
监测能力。
《中国科学报》：此次地震余震情况如何？
徐锡伟：截至 1 月 7 日 18 时，共记录到

余震 150次，其中 3 级以下余震 131 次、3 级
及以上余震 19次。每次大地震发生后，总会
伴随着较多余震，它实际上反映了地震断层
错动后附近地壳变形的一个调整过程，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余震震级逐渐衰减，频次也
会减少。

正断层型地震发生强余震的概率相对较
小，但依然需要关注。强余震可能导致危房倒
塌，带来次生灾害。
《中国科学报》：地震频发的青藏高原，还

有哪些区域需要关注？
徐锡伟：我们已经关注了一些地震危险

区，比如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阿尔金断裂东段、
东南部的嘉黎断裂带等。

这两条都是走滑型断裂带，特别是嘉黎
断裂带，是“地震空区”，即历史上尚未记录
曾发生过大地震或古地震。未来我们还要注
意研究它的发展条件、表现以及是否存在异
常现象等。

此外，我一直倡导的是，要进一步开展活
动断层填图，对曾经发生过大地震的地质断层
遗迹进行研究，统计其复发规律并将古论今，
推测活动断层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

美报告首例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病例

寰球眼

本报讯 1月 6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卫生
部门报告了该国首例人感染 H5N1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病毒死亡病例。目前，尚未在该州发现其
他 H5N1病例，也没有发现病毒在人与人之间
传播的证据，这表明该病毒对普通公众的健康
风险仍然很低。

2024年 12月，这名患者因感染H5N1病毒
住院，此前他在自家后院接触了感染病毒死亡的
鸟类。他是美国首例人感染H5N1病毒重症病例。
路易斯安那州卫生部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透露，

患者的年龄超过 65岁，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美

国共有 66人 H5N1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大多
数人出现了眼部发红等轻微症状，他们在工作
中与感染病毒的牛或鸡接触过。

H5N1病毒已导致全球数千万只野生鸟类
和家禽死亡，在美国奶牛中传播已近一年。对
死亡患者样本的遗传分析表明，该患者感染了
D1.1基因型 H5N1病毒，与最近在野生鸟类中
检测到的病毒相似，但与在牛中传播的不同。没
有证据表明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这项分析还发现，虽然人类上呼吸道细胞
没有大多数禽流感病毒的受体，但病毒与人类
上呼吸道细胞结合的能力增强了。根据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说法，这种变化很可能发
生在患者感染后。 （王方）

H5N1病毒颗粒的彩色透射电子显微照片。
图片来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本报讯（记者孙丹宁）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凯丰与副研究员朱井
义团队直接观测到量子点 - 有机分子构成的
杂化自由基对的量子相干特性，并实现了三线
态光化学产率的高效磁场相干调控。1月 6日，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材料》。

光致电荷分离之后会生成两个自旋关联
的自由基，它们被称为自由基对。自由基对具
有单线态和三线态自旋构型，它们之间的相
互转换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量子相干过程。
更重要的是，该转换过程可以通过施加外磁
场进行调控。这种磁场效应在自旋化学、量子
生物学、量子传感等领域备受关注。有机分子
构成的自由基对的磁场效应被广泛研究，然
而，其磁场效应普遍较弱，很难获得普适性的
调控规律。

该工作中，研究团队构建了 II-VI族量子
点 -茜素分子杂化体系，并基于磁场调制的飞
秒瞬态吸收光谱及量子动力学理论模拟，系统
揭示了杂化自由基对三线态复合动力学的相
干行为。不同于人工制备的纯有机自由基对，

在量子点 -分子杂化体系中，通过调节量子点
的尺寸与组成，可以实现Δg（g-因子差异）在
0.1至 1之间的大范围调控，比有机体系高出
两个数量级。在巨大Δg的作用下，研究团队
直接观测到了自由基对在不同自旋量子态间
的相干拍频，并在室温下实现了自由基对三线
态复合动力学的高效磁场调控。在进一步研究
中，团队将磁场效应与稳态光化学反应相耦
合，实现了β-胡萝卜光化学异构化反应的磁
场调控。理论模拟结果、磁场调制的瞬态动力
学、稳态光化学反应速率三者高度一致，印证
了磁场相干调控的可靠性。

这项工作阐明了杂化自由基对在光化学
反应中的“量子优越性”，借助这种优越性实现
了光化学三线态过程的高效磁场调控。这种通
过调节量子点尺寸和组成就能轻易调控的磁
场效应，不仅为自旋化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
向，在新兴的量子传感、仿生量子生物学等领
域也具有应用潜力。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实现三线态光化学过程的
量子相干调控

研究示意图。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供图

2024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
有效量达 475.6万件

本报讯（记者李晨）1月 7日，记者在 2025年
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上获悉，2024年我国知
识产权量质齐升。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475.6
万件，成为世界上首个突破 400万件的国家。
PCT国际专利、马德里国际商标、海牙体系外观
设计申请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134.9万件，同比增长 15.7%。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会上介绍，
2024年，我国知识产权审查周期持续压减。发
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 15.5个月，商标注
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 4个月，均达到相同审
查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在
专利审查中的应用取得实质性进展。

同时，知识产权审查质量稳步提升。发明
专利审查结案准确率达到 95.2%。商标审查、异
议、评审抽检合格率均达到 97%以上。

申长雨强调，2024年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知
识产权治理。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功缔结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
条约》与《利雅得外观设计法条约》，在其中发挥
了关键的建设性作用，获得各方高度评价。

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
《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提升至
第 11位，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拥
有的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达到 26个，连续
两年位居各国之首。

科学家发现海冰边缘区可吸收甲烷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中山大学 / 南方海

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教授杨清
华团队基于我国第 37次南极科考“雪龙 2”号
船载走航式涡动相关系统观测数据，揭示了海
冰如何影响南大洋海冰边缘区海域与大气之
间的甲烷交换。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地
球物理研究通讯》。

全球海洋每年向大气排放的甲烷数量很
难精确计算，尤其是在极区海洋。目前，极区海
洋甲烷排放估算主要依据在中纬度开阔海洋
中开发的整体法，该方法在极地海冰边缘区具
有不确定性。
“海冰通常被当作阻碍气体交换的屏障，

过去的研究认为，海冰越密集，气体交换速度
就越慢。但是越来越多的现场观测和模拟研究
表明，这种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的，有时候表现

为促进作用。”杨清华说。
因此，团队建立并优化发展了一种海 -气

湍流交换算法体系，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了海
冰密集度对海 -气甲烷交换的影响，并评估了
观测区域对全球海洋甲烷排放的贡献。

团队发现，南大洋的海冰边缘区实际上是
吸收而不是释放甲烷，特别是在海冰密集度低
于 60%的区域，这种吸收作用尤为明显，可以
抵消全球海洋甲烷年排放量的 1.21%~2.58%。
进一步分析表明，当海冰密集度在 10%到
40%之间时，海洋对甲烷的吸收能力最强。杨
清华表示，这是因为海冰融化后形成的淡水
温度低、盐度小、溶解度大，从而促进了甲烷
的吸收。

相关论文信息：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