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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近日计划 140 辆新能源公

交车免费乘坐。记者采访了解到，该项政策推出后，

每天最低可减少 1800 台次机动车出行，减少 5 万余

立方米汽车尾气排放。

据东明县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世明

介绍，东明县共9条公交线路（其中3条正在规划中）、

140 辆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基本实现了城乡公交、城

市公交县域范围全覆盖。

唐世明介绍说，东明县自 2016 年 12 月 12 日便

开通了城区公交，但由于公交开通晚、市民无随身携

带零钱习惯等原因，乘坐公交出行意识薄弱。“公交车

运营一年来，客运量整体不够理想，部分公交车甚至

出现空跑现象。”

对此，东明县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几经商讨，

推出市民免费乘坐公交车这一措施，并于 2017 年 12

月选择 6 条公交线路、投入 80 辆新能源电动公交车

进行试点，逐步提高市民公交出行意识。

“试点前，日均客流量仅千余人次，试点后日均客

流量维持在 3 万人次左右，春节出行高峰期达到 4 万

余人次。”唐世明指出，公交永久免费，每天可节省燃

油2千余升，助力节能减排。

唐世明告诉记者，公交车永久免费除助力节能减

排、改善城区环境、缓解交通拥堵外，还可减少市民对

非法运营三轮车的使用，提升出行安全。“据统计，东

明县近 6 成交通事故与非法运营三轮车有关，免费公

交车试点后，事故率大大降低。”

山东省东明县：市民坐公交不用钱

张雪松今年 41 岁，出生于宿迁市经济开发区南

蔡乡范庄村，父母都是农民。作为家中长子，他还有

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了早点挣钱，张雪松读完初

中后就辍学做起了泥瓦匠，每天都是和泥、搬砖，一天

能挣10块钱。

没多久，张雪松又到上海昆山打工，给当地某公

司的仓库当保安。“一个月将近 2000 块钱的工资，我

当时特别知足，以后说不定还能混到保安队长，那就

很了不起了！”

2001 年底，经人介绍，张雪松到宿迁的一家饭店

学习厨艺。张雪松说，饭店对面就是一家自考书店，

他从书店老板处得知，初中学历的人也可以报考社会

自学考试。

书店老板还告诉张雪松，来这里买书的，不少都

想报考法律专业，将来可以当律师。那时候的张雪松

并不知道律师是干啥的，更不知道只有通过了被称为

“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才能有机会成为律师，他

只知道律师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而且收入不错。

2002 年下半年，张雪松辞掉了厨师的工作，应聘

到宿迁市宿城区法院当保安，给法院看大门。“近水楼

台嘛，身边都是法官，有啥不懂的都能问人。”张雪松

说，那段时间的学习机会却十分难得。

在这样的环境下，张雪松成长得很快，2005年10

月份，他顺利考到了南京大学主考的法律本科文凭。

2006 年，为了备战当年的司法考试，张雪松辞掉

保安工作回到老家闭关学习。他找了间老教室，抱了

床被子过去，拿了个电磁炉、电茶壶、几袋挂面、一些

鸡蛋，就开始看书，饿了就自己煮点面条，困了就躺在

床上睡一会，实在馋得不行了才回家吃点好吃的。

“要么不考，要考就要过！”从 2006 年 4 月份一直

到当年 10 月份，张雪松带着这样的信念默默努力

着。当年那次司法考试，宿迁的竞争很激烈，近 300

人报名考试，最终仅通过了 20 多人，在所有的考生

中，张雪松最终以382分的高分以宿迁市全市第一名

的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

2008 年，经过一年的实习期后，张雪松如愿以偿

地成为了一名律师。

农家子弟初中毕业自学7年，逆袭成为律师

美国和芬兰科学家最近宣布，他们在实验室中创

造出一种奇特的物理结构，可能正是球状闪电的量子

版本。

球状闪电在都市传说和文学作品里十分常见，但

可靠的科学观测很少，其本质尚无定论。有科学家认

为，球状闪电是一团等离子体，其磁场就像许多套在

一起的封闭圆环组成的“结”，结构比较稳定，所以球

状闪电能维持几秒甚至几分钟，寿命比普通闪电长得

多。

美国阿默斯特学院、芬兰阿尔托大学等机构研究

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

们创造出的量子力学新结构与上述理论中的电磁场

结非常相似。该成果可能有助于在核聚变反应堆中

使等离子体球维持稳定，促进受控核聚变研究。

新结构是一种斯格明子，后者是一类相对稳定、

性质类似粒子的物理结构，几十年前就有理论预言其

存在，但近年来才在实验中观察到。此前发现的磁性

斯格明子都是二维的，这项研究是首次创造出三维的

斯格明子。

实验中，研究人员把铷原子冷却到极低温度，转

变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该状态下的原子失去了

个性，所有原子拥有相同的量子态，行动整齐划一。

用经过特殊设计的电磁场影响这些原子，可使它们的

一种量子属性——自旋发生变化，组成三维斯格明

子。自旋使原子的行为类似于微小磁铁，因此斯格明

子能够模拟出球状闪电模型里的电磁场结。

科学家创造出“量子球状闪电”

维生素D
有助降低患癌风险

近日，一个国际研究团队以日本成年人

为对象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人体维持

较高的维生素 D 水平，可能有助降低罹患包

括肝癌在内多种癌症的风险。

多晒太阳有助人体产生维生素 D。这种

关键维生素对健康有诸多益处，比如帮助身

体维持钙的水平，以保证骨骼、牙齿、肌肉等

的健康。

而近年来，医学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证

据表明，维生素 D 可能还有助于抵抗一些慢

性病，包括一些癌症。但此前，大多数的此类

研究都在欧洲和美洲国家的人群中开展，针

对亚洲人群的类似调查十分有限。

研究团队在新一期《英国医学杂志》上介

绍，他们分析了日本一项大型公共卫生调查

的数据，涉及年龄在40岁至69岁的约3.37万

名男女。

在调查之初，这些人提供了医疗史、饮食

习惯、生活方式等个人信息，并提供血样用于

测量体内维生素D水平。

在为期 16 年的跟踪调查期间，该调查群

体中一共新发现 3301 例癌症病例。分析发

现，剔除年龄、吸烟、饮酒、肥胖等几项已知的

患癌风险影响因素后，调查对象体内的维生

素 D 水平高，其总体患癌风险下降约 20％，在

患肝癌的风险方面这种关系体现尤其明显

（下降 30％至 50％）。不过，在肺癌和前列腺

癌方面，并未发现维生素 D 与降低患癌风险

存在任何关联。

研究人员说，之前医学研究界就有“维生

素 D 可能有助预防癌症”的说法，此次来自亚

洲人群的这项大规模调查佐证了这一观点。

不过，他们的研究也发现，维生素 D 水平也存

在“天花板效应”，即超过一定水平后，也不会

再有额外益处。

如同计算机编程，人类生命从受精卵发育

成复杂有机体，也需要基因表达的编程。中国

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刘江团队与山东大学附

属生殖医院陈子江团队、广州医科大学刘见桥

团队合作，在国际上首次解读了这种“编程语

言”如何指挥人类胚胎的基因表达，相关研究

9日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

一个受精卵如何发育成一个含有 200 多

种细胞类型、36 个重要器官的复杂有机体，是

生命科学最大的难题之一。科学家已经知道，

发育的进行需要体内基因能够按照设定的程

序、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有序地表达，

这个过程称作基因表达的编程。不过，在受精

卵形成初期，如何让人的基因开始表达、哪些

基因会先表达、哪些基因后表达，一直以来都

是研究难点。

刘江团队等在国际上首次研究了人类胚

胎基因组的激活机制，打开了认识人类胚胎发

育基因表达调控的大门。中国科学家找到了

启动人类基因组表达的关键分子（Oct4），发

现在进化历史中，最先出现的基因（老基因）会

先表达，最后出现的基因往往会后表达。究其

原因，是细胞设定程序让老基因的调控开关最

先被打开。

该研究还揭示了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新

机制，即胚胎中产生的突变更可能传递到后代

中，进而引起人类进化。

研究人员解释，DNA 突变会引起人类的

进化，DNA 序列中有一类被称为转座子的

DNA 片段，它们常常会从一个区域跳到另一

个区域，这种跳动就会产生 DNA 突变。科学

家们在该研究中判断，引起人类进化的转座子

恰恰主要在胚胎中处于活跃状态，从而使人类

基因组产生新突变。

中国科学家揭示
人类胚胎发育奥秘

美国一项新研究指出，与我们的灵长类亲戚相

比，人类睡得太少了。从体重、脑容量、饮食结构和生

活方式等因素来看，人类平均每天应该睡 9.55 小时，

但实际只有7小时左右。

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综合以往多项研究数据，分

析了 30 种灵长类动物的睡眠情况，发现人类是其中

睡得最少的，也是实际睡眠时间与理论睡眠时间差异

最大的。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自然人类学报》上报告

说，他们用两个统计模型分析数据，根据生理特点、行

为模式和生活环境预测各种动物的睡眠时间，得出了

相似的结论。

在 30 种灵长类动物里，睡得最多的是南非的夜

猴，达到每天 17 小时。此外，猕猴为 10 小时多一点，

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动物——黑猩猩睡眠时

间接近10小时。

研究人员认为，开阔草原环境里的野兽威胁，加

上学习和社交等方面的需要，使人类祖先牺牲了睡眠

时间。但令人意外的是，两种睡眠模式里人类只有非

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缩短了，快速眼动睡眠时间与模

型预测的相符。

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快速眼动睡眠占人类实

际睡眠时间的比例特别高。快速眼动睡眠时脑神经

元活跃，对记忆和学习很重要，但非快速眼动睡眠也

可能有助记忆，目前还无法确认为什么只有后者被牺

牲了。

与灵长类“亲戚”比 人类睡得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