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研究团队历时六年，首次揭示肾脏是运动效
应的关键应答器官——其内源代谢物甜菜碱作为延
缓衰老的核心分子信使，通过靶向抑制天然免疫激酶
TBK1，协同阻遏炎症并缓解多器官衰老进程。

这支团队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生物信
息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科研人员组成。成果
论文于北京时间6月25日晚在美国科学期刊《细胞》
杂志上发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研究员说，运动作
为生命活动的生物学基础，是公认高效且低成本的健
康促进与衰老干预策略。然而，其科学原理特别是分
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中国团队的研究成果系统解析了人体对急性单
次运动与长期规律运动的分子-细胞动态响应谱，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曲静研究员表示，这些发现为运
动对健康的积极效应提供了从分子到细胞再到器官
的跨尺度以及跨物种、多层级的科学证据，为开展主
动健康干预衰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更重要的是，该研究开创了‘内源性代谢物介导
运动效益’的研发新范式，将复杂的生理效应转化为
可量化、可操作的化学语言，开创了基于‘运动模拟药
物’实现系统性衰老干预的新策略。”国家生物信息中
心张维绮研究员说。

古往今来，科学家一直在为“运动即青春之泉”的
古老认知寻找科学注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王思研究员表示，尽管仍
有一些关键科学问题亟待攻克，但此次发表的研究成
果深化了对运动健康增益效应的认知，开拓了衰老干
预新路径，为健康老龄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华社记者 胡喆 彭韵佳)

我国研究团队揭示
运动延缓衰老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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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体育中考改革持续推进，
牵动万千考生和家长的心。

这项旨在扭转青少年体质困境的改革，
到底成效如何？“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

“小焦虑”等“四小”问题缓解了吗？

首个“中考体育100分”啥效果？

2020 年 11 月，《云南省初中学生体育
考试方案》将中考体育总分由原来的50分
提高至100分。云南成为全国首个把中考
体育分值提高到100分的省份。

根据方案，云南体育中考由“三年一考”
变为“一年两考”，每学期均采用“随时考”和

“定时考”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最终成绩由
初中六个学期考试总成绩和年度参加各级
体育竞赛加分综合确定。

谈及五年来的变化，云南省教育厅体卫
艺处处长龙微感慨：“以前体育课被挤占的
情况常见，现在不仅学校重视，家长也陪着
孩子一起运动。改革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
日常自主锻炼，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4年，云南省每天安排大课间
活动的学校比例为 93.2%，较 2021 年增加
18.6个百分点。

龙微介绍，配合中考体育改革，云南还
推行中小学壮苗行动计划，孩子们“身上有
汗、手脚有力、眼里有光、脸上有笑”正成为
校园日常。

体育中考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探索，起初分值较低，但如今云南、河南、深

圳等地已经陆续提升至100分，各地中考分
值中体育占比普遍提升。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说：“体
育中考改革是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
育方针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扭转长期以来弱
化体育的教育倾向，发挥好校园作为育人

‘主阵地’的作用。”

“四小”问题缓解了吗？

在率先推出中考体育100分的云南省，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还出现不少“零近视”小学。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
县的湾塘小学以“零近视”成为全国典型，全
校500多名学生视力均为5.0或以上，其秘
诀已广为人知：每天三小时户外运动、在校
不用电子产品……校长孙付标表示，习惯的
养成，让这些孩子上中学后近视的也很少。

云南“零近视”小学还包括孟连县勐马
镇腊福小学和公信乡戈的小学等。

在江西南昌，体育中考改革充分调动
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学校也乘势而
上，通过进一步丰富项目、开展联赛，营
造全员参与的体育文化。2024年，该市西
湖区学生近视率同比下降0.5%，肥胖率降
低0.17%。

2021年底，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义
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要求在
四、六、八年级开展体质健康考核，计入中考
体育成绩，落实以测促练。2024 年又实现
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课间一刻钟”全覆盖，青

少年近视率下降1个百分点。
在北京市延庆区，香营学校自2021年

起组建“减肥超越班”，覆盖三至八年级。
学校针对减重学生建立“一生一档”，制定
降低肥胖率工作方案、科学饮食及体育锻
炼计划。

“‘减肥超越班’每日进行90分钟定制
训练，每月监测体脂率，利用成长曲线图进
行心理赋能。”校长金岩介绍，“小胖墩”们瘦
下来后，迎接中考的状态更好、更有信心，而
全校学生体质健康优秀率也从 2022 年的
22.7%跃升至2024年的51.1%。

“小眼镜”“小胖墩”少了，“小焦虑”也少
了。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第四中学家长高
淑云不担心孩子成绩，却担忧心理，“现在通
过体育锻炼，孩子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笑
容多了，干什么都有劲儿。”

“指挥棒”指挥了什么？

“体育进中考，不是要通过考分把孩子
划分三六九等，不是选拔运动员，而是以此
让家长、孩子意识到健康和运动的重要性。”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爽说。

王宗平认为，其核心目标是“引导全
社会重视体育，重塑‘健康第一’的育人
观”，因此“理念的转变最重要”。

体育中考就像“指挥棒”，正在撬动教
育理念的转变。过去因文化课压力，流行

“体育老师总生病”的经典段子；如今，体
育老师不够用，安徽蚌埠等多地出现“我
的体育是数学老师教的”惊喜反转。

随着各地体育中考越来越强调过程性
考核，校园体育也迈入多元发展新阶段。
北京今年春季学期发布“体育八条”，明确
中小学体育课要“量质齐升”；安徽合肥中
小学“阳光体育运动”涵盖24个项目，足
球实现班、校、区、市四级联赛贯通机制
……

“指挥棒”的引领和溢出效应明显。
不只是校园，家校社协同发力的体育生态
正在形成。

重庆各中小学推出“体育家庭作业”，
明确家长履行监督记录等职责，要求“大
手拉小手”培养运动习惯；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九原区还联合社区、体育俱乐部等
拓展校外体育活动空间。

引导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掌握一至两
项运动技能也成为改革方向。

2022年起，北京将中考体育现场考试
项目从“8 选 3”调整为“22 选 4”，评分
标准设计为“达到良好即满分”，进一步满
足个性需求，弱化考试压力。北京市教委
表示，改革思路是要突破传统体能考核局
限，形成多维评价体系，突出运动技能和
身心健康的实际获得。

同北京相似，不少省市体育中考都涵盖
技能考核，以“三大球”等球类项目选考一项
最为典型。

“过去可能孩子上了快十年体育课，都
只是枯燥的‘跑跳投’。现在通过中考，能引
导孩子学会至少一项运动技能，找到伴随终
生的爱好。”龙微说。

“小眼镜”“小胖墩”少了吗？
新华社记者 李春宇 岳冉冉 赵旭

太阳是离地球最近、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
恒星，我们对它熟悉又陌生。

海拔4700米的四川稻城无名山上，一台
观天新“利器”将带来新探索。

24日，由教育部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批准立项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2.5米大视场高分辨率太阳望远镜”（We-
HoST）正式落户稻城，预计2026年底完成配
套设施建设，开展望远镜总装调试。从“中国
天眼”FAST到新一代太阳望远镜WeHoST，
中国探索宇宙不停步。

高海拔大口径：
能够覆盖整个太阳活动区

据了解，WeHoST 由南京大学联合中国
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云南天文台等单位共同研制，是全球最大的轴
对称太阳望远镜。

目前，望远镜本体即将建造完毕，观测台
址选在海拔4700米的四川稻城无名山上，当
地拥有优良的大气宁静度和太阳观测条件。

项目总负责人、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教授丁明德介绍，WeHoST 主镜口径达
2.5米，兼具高分辨率和大视场的优势，看得清
的同时更能看得广，分辨率较国内外现有的大
口径太阳望远镜有所提升的同时，观测视场也

扩大了三到四倍，能够覆盖整个太阳活动区。
丁明德打了个比方，显微镜虽然能够看到

细菌，但镜中视野并不大。“观察太阳也是如
此，目前已有的太阳望远镜，虽然能够清晰观
察到太阳表面小尺度的精细结构，但对研究太
阳活动区和太阳爆发活动而言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才能更全面掌
握每一次爆发活动的细节。”

携手“羲和号”：
“天地协同”提升空间天气监测预报能力
我国已经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

验卫星，为何还要建设地面观测台站？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

学学院教授方成表示，WeHoST 可以观察太
阳大气不同高度发生的变化，建成后有望在世
界上首次完整观测太阳活动区产生和发展的
全过程，将与“羲和号”等太阳观测体系实现天
地协同，进一步增强空间天气监测预报能力。

作为太阳表面主要的爆发现象，太阳耀
斑、日冕物质抛射和暗条爆发等，每次释放的
能量相当于上百亿枚原子弹爆炸，对日地空间
环境以及通讯、导航等科技活动产生影响，轻
则干扰短波通讯，严重情况下还会减少卫星寿
命，甚至破坏电网和石油管道。当前，天文学
界对于这些爆发现象为何出现、爆发前有何征

兆仍不了解。
“通过发挥WeHoST大视场、高分辨率的

观测能力，结合数据驱动模拟，科学家能够详
细研究太阳爆发现象，剖析其背后的物理规
律，为灾害性空间天气预报提供坚实的理论和
观测基础。”方成说。

“防暑降温”专利：
确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研制大型光学太阳望远镜，最大的技术
难题就是控制太阳照射带来的热量。”南京大
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李臻介绍，
被太阳照射时，2.5米主镜接收到的热量可达
5000 瓦，几秒钟就可以将 1 升水从常温加热
至沸腾。

拥有这么大的口径，WeHoST 为何能长
时间“盯”着太阳看呢？专家说，望远镜镜面本
身可以反射 90%以上的热量，相当于主镜真
正吸收的热量在500瓦左右，被反射的4500
瓦热量集中到主镜的焦点处，后者是一个直径
仅3.5厘米的圆面，还没有一枚乒乓球大。

然而，根据热胀冷缩原理，受热部位会发
生变形，望远镜内部也可能产生类似现象，被
加热的空气形成湍流，这些因素都会干扰观测
精度。按照设计要求，镜筒与环境的温差须控
制在5摄氏度以内，主镜、主焦点与环境的温

差须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为了解决散热问题，研制单位采用已有的

预研成果，在主镜背部均匀布置 200 多根气
管，组成阵列，以喷射冷风的方式带走镜面吸
收的太阳能。主焦点则采用中国科学院南京
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的专利技术，吸收多余能
量后，通过控制制冷液的温度和流速实现降
温，确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日夜光路切换：
太阳望远镜也“上夜班”

太阳望远镜，顾名思义，观察太阳是主业，
那它在夜晚就休息了吗？

其实不然。李臻告诉记者，WeHoST 可
以通过平面反光镜转折光路，不到10分钟就
能完成日夜光路切换。这点也决定了它与常
见的大口径天文望远镜不同，这种快速响应能
力有望为我国“时域天文学”带来新发现。

“时域天文学”是国际天文学的新兴领域，
它的研究对象包括超新星、引力波、超大质量
黑洞吞噬恒星等快速变化的天体现象。

“国际上新一代望远镜都在加快布局时域
天文研究，开发新技术平台，拓展人类认知边
界。”丁明德表示，WeHoST建成后，将充分发
挥我国地理位置的优势，完善全球时域天文联
网观测，揭秘更多未知带来新惊喜。

观天“利器”！我国新一代太阳望远镜来了
新华社记者 胡喆 陈席元 薛晨塑料制品在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但大多数塑料不易

分解，导致废弃塑料难处理难回收，长期滞留于自然环境
造成严重污染，成为环境治理难题。我国科学家采用核磁
共振技术给混合废塑料“做体检”，以识别塑料内部关键
化学结构，从而为其“定制”催化转化方案，将其变废为
宝，转化为多种高附加值化学品，这为塑料污染治理和资
源循环利用开辟了新路径。这一研究成果25日晚在《自
然》杂志发表。

塑料制品除了少量废塑料可通过人工单独分拣、能被
较好回收外，大部分混合废塑料需通过复杂分拣过程，费
时费力、成本较高。回收产品多为一些低附加值的燃气燃
油等，经济效益有限。

北京大学马丁教授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用核磁共振技术对混合废塑料中的各种关键化学
结构和成分进行识别，根据其不同化学特性，为不同批次
的混合废塑料设计“化学反应”方案，再采用有针对性的
催化剂，高效制备出了苯甲酸、乳酸、双酚A、丙氨酸等
多种重要化工原料，大幅提升了废塑料资源化的经济性和
环境效益。

据悉，通过这种新方法，生活和工业中产生的复杂混
合废塑料，如餐盒、包装袋、快递袋、纺织材料等，不需
经过复杂且效率低下的分类和分拣过程，全都可混合处
理。“过去塑料回收需要‘挑品种’，比如泡沫塑料、纺织
品、农用地膜、包装膜等，现在通过新方法可以‘混着
来’，不挑品种，还能产出高价值化学品。”马丁说。

《自然》杂志同期发文评论称“该成果是解决全球年
产海量塑料问题的重要进展”。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我国科学家破解
混合废塑料回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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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饮用1到3杯含咖啡
因的咖啡与全因死亡率降低有关，但如果喝咖啡时加
入过量的糖和饱和脂肪，这种益处会减弱。

塔夫茨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营养
学杂志》上在线发表论文称，他们分析了1999年至
2018 年间连续 9 轮美国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
据，并将之与国家死亡指数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比照。

研究覆盖了约4.6万名年龄在20岁及以上、完成
了首日24小时自我饮食数据调查的成年人，按咖啡
类型 （含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糖分及饱和脂肪含量
对咖啡摄入进行了分类。死亡率数据包括全因死亡、
癌症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等相关数据。咖啡中低添
加糖的定义为不超过每日推荐摄入量的5%，即一杯
8 盎司 （约 240 毫升） 的咖啡中添加的糖不超过 2.5
克；低饱和脂肪的定义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5%，即
一杯8盎司的咖啡含1克饱和脂肪。

研究发现，每天至少喝1杯咖啡与全因死亡风险
降低16%相关；每天喝2至3杯时，这一比例上升到
17%。但每日超过3杯后，并未观察到进一步的死亡
风险降低。此外，超过3杯咖啡后，与心血管死亡风
险降低的关系也趋于减弱。研究未发现咖啡摄入与癌
症死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
自我报告的饮食数据可能因每日饮食差异而存在误
差，以及研究中未发现无咖啡因咖啡与全因死亡率之
间的显著关联，可能是由于受试人群中喝无咖啡因咖
啡的人较少。 （新华社发）

美研究：饮用咖啡
与死亡率降低相关

7月2日，演员在2025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现场表演。当日，2025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在抚远市举行，来自黑
龙江省13个市（地）的演职人员热情推介家乡的自然生态和人文风情，《黑龙江省支持冰雪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也在会上同时发
布。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黑龙江省文化旅游推介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