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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Kexuefaxian

本 报 讯 （记 者 高 志
民） 由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
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主持
制定的海水淡化领域国际标
准《海洋技术-反渗透海水淡
化产品水水质-市政供水指
南》 日前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官网上发布，该标准
是我国主导的首项海水淡化
国际标准。

据介绍，这是自然资源
部会同有关部门经过 6 年的
努力，积极推动海水淡化等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加快推进相关产业标准
国际化的结果。

据悉，2015年，在海水
淡化领域的ISO标准尚属空白
的情况下，我国提议在海洋技
术分委会设立海水淡化工作组
（ISO/TC8/SC13/WG3），并
获得成员国的认可。2018年6
月ISO正式通过标准立项，包
括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
8个国家参与制定。因该标准
的技术内容涉及市政供水，而

各国国情和淡化产业发展阶段不
同，制定难度较大。经与各成员
国专家代表积极沟通，最终达成

“为持续发展提供方便、经济、
安全的淡化水”的理念共识，推
动了该标准最终发布。

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可规
范并简化海水淡化产品水的水
质检测，保证管网和终端用水
安 全 ， 是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饮用水水质标准》的
必要补充，尤其对发展中国家
安全使用淡化水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主导制定首项海水淡化国际标准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这是
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
演讲主题，也是中国对世界发出的倡议。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
织叠加，人类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
广泛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共创未来。作
为跨越国界、沟通民心的桥梁，科技的
作用更加凸显。

11月7日-8日，由中国科协、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在京举办，来自全
球19个国家和地区的205位嘉宾围绕

“开放、信任、合作”主题倡导科技领域
的开放包容，促进互信互鉴，以理性之
光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

这些嘉宾包括中外众多科学家、专
家学者以及教育界、产业界人士，其中有
诺贝尔奖获得者7位，国内外院士43位。

凝聚共识 增进信任

“人类科学研究正不断向广度和深
度进军，对基本科学问题的认识也提升
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
国说，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影响
力、穿透力，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
域、各环节。

然而，科技在很多领域大显身手的
同时，也还面临很多严峻挑战——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科技界和全社
会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保持对自然的
敬畏之心；能源资源、环境保护、气候变
化等诸多方面也在呼吁科技创新给出
更系统、更安全、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国
际范围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回潮，对
科技交流造成很多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副秘书长
刘振民认为，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
何利用科技的变革潜力引导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而这只有通过开放、信任、
合作，并且采取多方利益相关联的方式
才能取得重要效果。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也指出，只
有不断突破地域、组织的界限，以战略
眼光、开放视野、宽阔胸怀，才能有效应
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其中团
结互信是开放包容的基石，也是加强科
技创新合作的前提，这需要各国科研机
构和科技工作者在增进理解、互相信任
的基础上凝聚共识，从而汇聚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

科学领域合作是“必要的而
不是可选的”

科学家们在过去的工作中深切体
会到在科学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科院外籍
院士丁肇中最近在欧洲核子中心研究
最小距离的L3实验。这是一个由美国、
中国、欧洲等19个国家和地区、600多
名科学家共同参加的大型国际合作实
验。在这个实验中，中国科学院上海硅
酸盐所贡献了12吨BGO晶体，多位中
国科学家对数据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肇中说到，曾经他的大多数实验
都受到反对，认为“实验没有物理意义”
和“实验极困难，不可能成功”。但过去
40年，正是因为很多包括中国科学家
在内的国际同行和他合作，才使一系列
实验取得成功，逐步改变了人们对宇宙
的认知。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曼彻斯特大
学英国皇家钦定教授安德烈·海姆爵士
认为，目前科技范式已产生了转变，不
再由单个人承担科学研究，科学进展深

受世界各地实验室的影响。
高能物理就是国际科学合作的典

型范例之一。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表示，基于对合
作共同的认识和目标，高能物理在过去
50年当中建立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合作范
式。他认为，“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就是
规模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复杂、参与
合作的人会越来越多，国际合作的形式
规模和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西湖大学讲席讲授、加拿大工程院
院士默罕默德·萨万指出，目前科学领
域多学科合作是“必要的而不是可选
的”，没有这种合作无法向前推动研究。

比如，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疫
苗的研制正是多学科合作的成功案例。
物理学家采用工程师制造的高功率加
速器装置确定病毒的特征，化学家和生
物学家负责药物的研发……

珍惜开放的价值

倡导开放的精神也对科学进步意
义非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
任夏泽翰指出，开放科学背后的理念是
让科学信息、数据和科学研究的产出能
够被更广泛地获取，使其中的数据得到
利用，让所有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抗击疫情以来，
中国坚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7字方
针，向世界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
共享探针和诊断试剂盒，这是对全世
界、对人类的负责，也说明科学和国际
科技合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

夏泽翰建议，通过鼓励科学与社会
需求更多地联系起来，通过为所有科学
家、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提供平等机会，
让开放科学成为缩小科学技术和创新
之间的差距，成为真正的改变者。

中国免疫学会理事长吴玉章认为，
国际合作项目必须多层面开放资源，这样
才能获得最大的影响力。“例如对特定组
织、技术和计算方法的讨论，应该在多个
平台上进行，还应该建立统一的科学委员
会做出决策，做到高效的组织。”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指
出，现在全世界还在新冠疫情反复当中
努力应对疫情，但毫无疑问各国已经开
始了新的努力——实现更好地恢复。

“更好地恢复”意味着不仅仅回到疫情
前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执行
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中的子目标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繁荣、环境变
得更美好，同时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有
包容性，更具韧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个
人也不能落下。

这些都不是单一国家或单一组织
学科能做到的，因此需要珍惜开放的价
值，培育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
推动全球的合作。

为进一步凝聚共识，在第三届世
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协与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 260家国内外科技共同体
发布了《开放、信任、合作倡议》，呼吁
建立跨界、多元、多样的协同交流机
制，打破创新合作壁垒，编织开放的
国际创新网络，凝聚各国科学家的集
体智慧，应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
理解、关注和响应不同主体合作诉
求，寻求合作交流的“最大公约数”，
共同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交流。

“开放、信任、合作”
——来自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上的科学家声音

本报记者 王 硕

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上传来的消息，中国农业科学
院七项成果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分别是“玉米优异种
质资源规模化发掘与创新利用”“北
方旱地农田抗旱适水种植技术及应
用”“饲料质量安全与高效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奶及奶制品安全
控制与质量提升关键技术”“奶牛高
发病防治系列新兽药创制与应用”

“主要粮食作物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关
键技术”“超高产专用早籼稻品种中
嘉早17等的选育与应用”。

这些“十三五”期间的重大科技
成果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94个玉米新品种应用3.8亿亩

我国不是玉米起源国，种质资
源多样性匮乏由来已久。为了丰富
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的多样性，项目
牵头人王天宇与同事们蹲点到玉米
种质资源“富集区”“特色点”考察
收集不同类型种质资源；针对有价
值玉米种质资源收集困难的局面，
还建立了“项目带动入库”“荣誉证
书”“瑞士银行制”等措施，从全国
范围内征集代表性材料；与此同
时，克服重重困难与壁垒，想方设
法结合国际合作项目从美洲、欧
洲、东南亚等国家新引进不同类型
玉米种质资源。经过长时间的努
力、积累，使库存资源数量增加了
110%，地方品种种族增加到 146
个，国外种质资源占比从12%提高
到28%，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库存玉
米种质资源，实现了量与质的同步
提升。

项目组还构建了定向组配和定
向选择相结合的玉米生态育种模
式，截至2016年，项目组内培育品
种已应用 1.9 亿亩。另据不完全统
计，项目组外单位利用项目组提供
的优异种质资源育成新品种 94个，
累计应用3.8亿亩。

北方旱田增产粮食45.9亿公斤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梅旭荣团队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地
农田抗旱适水种植技术及应用”明
确揭示了北方旱地作物水分供需变
化规律及适应对策，揭示土壤增碳
扩容、地表覆盖抑蒸、冠层塑型提
效的作用机理，攻克了旱地农田土

壤—地表—冠层协同调控的世界性
难题，创建了北方主要类型旱地抗
旱适水种植主导技术，重点地区推
广应用后农田降水利用率最高达
75%，近三年，在北方旱地三个类
型区应用1.15亿亩，增产粮食45.9
亿公斤，节约灌溉水12亿方，为实
施国家旱地农业规划和旱作节水示
范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与关键技术
支撑。

梅旭荣研究员带领团队长期扎
根黄土高原东部寿阳旱作农业试验
站，定位观测农田降水高效转化过
程，创新旱地农田抗旱适水种植的
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主推技术模
式。自2001年以来，团队开展了北
方旱地农业多点长期定位试验，摸
清了主要旱地作物干旱发生规律和
适水种植优先序，阐明了旱地碳氮
高效转化机制，攻克了土壤增碳扩
容、地表覆盖抑蒸等关键技术，从
而破解了旱地作物适水种植世界性
难题。

让“瘦肉精”、三聚氰胺

无处遁形

食品安全需要饲料安全。然
而，本世纪初“瘦肉精”、三聚氰胺
等畜产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直接危
及到畜产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秦玉昌研究员带领研究团队
在饲料非法添加物阈值与限量、有
害微生物检测与控制、加工过程营
养保真与清洁生产、质量安全预警
与追溯等关键技术方面开展了长
期、系统的研究，构建了“原料检
测、加工控制和产品溯源”的全产
业链饲料质量安全控制技术体系，
为保障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发挥
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我国饲料
工业和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秦玉昌研究员团队从非法添加
物、有害微生物和霉菌毒素等有害
物质检测控制入手，研究莱克多巴
胺等违禁添加物在牛羊尿液、毛
发、组织器官中的残留规律，创建
了以毛发为靶标的检测新技术，实
现了反刍动物“瘦肉精”快速无损
检测；利用纳米金和石墨烯新型材
料，创制了“瘦肉精”分子印迹表
面等离子共振特异性检测芯片。上
述成果形成的检测技术已在全国各
级饲料质检机构和生产企业全面推

广应用，为提升我国饲料质量安全
水平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科技筑牢奶业安全基础

王加启研究团队自2005年起主
持全国复原乳、生鲜乳、风险评估
及国家牛奶品质973等项目，82家
科研单位共同参与，历时15年，实
现内地31个省份全覆盖，积累有效
数据 232万条，成功构建奶产品风
险因子与品质因子评价数据库，解
决了家底不清的重大难题，运用大
数据分析与多标准排序模型，准确
锁定 2008 至 2016 年我国奶及奶制
品中前 4类主要风险因子分别是违
法添加物、霉菌毒素、兽药残留和
重金属污染。

作为农科院领军人才团队首席
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
所李秀波研究员牵头完成的“奶牛
高发病防治系列新兽药创制与应
用”日前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秀波研究员带领团队围绕奶
牛高发病防治系列新兽药创制与应
用，开展科技攻关。她不辞辛苦带
领团队成员开展了奶牛重要细菌病
病原菌本底调查，足迹遍布祖国各
地，采集样品 10 万余份，分离鉴
定病原菌35种。创建病原菌库，探
明药物新靶标。创建了国际最大的
奶牛病原菌库，摸清了奶牛乳房
炎、子宫内膜炎等高发病病原种属
及分布规律，发现了 IGPD 等药物
作用新靶标，为新药研发奠定了理
论基础。

该团队还创制了安全高效系列
新兽药31种，并实现了新兽药成果
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双100%”。创
制的新兽药品种齐全，填补了多项
空白，实现了“犊牛—育成牛—青
年牛—成乳牛”奶牛养殖产业链

“全覆盖”。

建立化肥减施增效新模式

我国以占全球9%的耕地，用去
了世界 1/3 的化肥，但肥料利用率
不足40%，低于发达国家10~20个
百分点。为实行化肥减施增效，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周卫研究员牵头完成“主要
粮食作物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
术”。该成果以水稻、小麦、玉米等
主要粮食作物为对象，在阐明作物

养分需求特征基础上，创建基于产
量反应与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新方
法，创新有机肥、秸秆等养分资源
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创肥料新产
品，集成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减施增
效技术模式，大幅度提高了养分资
源效率、作物产量和综合效益，为
国家化肥零增长行动和农业绿色发
展战略作出了贡献。

该研究成果在粮食主产区玉
米、小麦和水稻上近三年共推广应
用 7990万亩，增产粮食 53.32 亿公
斤，减施化肥氮磷养分41.32万吨，
增收节支122.86亿元，新增纯收入
108.03亿元，社会经济效益巨大。

超级早籼稻品增产稻谷

21.3亿公斤

早稻约占我国水稻总产的 16%
~18%，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储备粮
源，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
大。但早稻生产存在苗期低温冷害
烂秧、生长期短难创高产、高温逼
熟品质差等三大突出技术难题，导
致该区域早稻生产效益低、波动
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而米粉
作为我国南方传统美食，深受消费
者喜爱，并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各
国，但长期以来，市场上缺乏优质
的专用米粉稻品种。胡培松研究员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难题和品种专
用化、用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带
领团队历经 18 年攻关，主持完成

“超高产专用早籼稻品种中嘉早 17
等的选育与应用”。

中嘉早17在历次区试和生产试
验中均表现为增产幅度大、高产、
稳产、抗病，国家区试和生产试验
分别比对照增产 9.12%和 14.71%。
中嘉早17整精米率高达66.7%，比
一般籼稻高15个百分点。中嘉早17
凭着“好加工”，尤其是米粉加工方
面的特性优势，显著提升了商品价
值，迅速风靡南方稻区。至2019年
底，中嘉早17全国已累计推广6532
万亩，增产稻谷21.3亿公斤，农民
增收 55.26 亿元。中嘉早 17和嘉育
253 作为亲本材料被广泛利用，据
不完全统计，已有30个衍生早稻品
种通过审定，衍生品种推广3573万
亩，社会经济效益显著。该成果解
决了米粉加工优质专用粮的原料短
缺问题，为我国早籼稻多用途开辟
了新途径。

中国农科院七项成果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农业科技助力万担粮归仓
本报记者 高志民

11月7日，第四届进博会汽车展区规划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吸引了全球超过50家企业
参展，展区以“绿色、创新、科技引领”为办展主线，全面展示世界汽车工业的最新发展成果及
未来愿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多个品牌企业争相展示最前沿降碳产品、技术
和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11月8日发布的《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人群健
康与气候变化报告（2021）》显示，2020年，我国
的人均热浪暴露天数比1986-2005年的平均数增加
了4.51天，约有14500人因热浪而过早死亡。气候
变化对居民健康威胁正在不断增加。

该报告由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领衔、国内外
25家知名学术机构共同撰写，发布会当日在知名医
学期刊《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线。

作者团队通过建立20余个指标监测体系，逐年追
踪气候变化对中国人群健康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措
施的人群健康效益，旨在增进全社会对气候变化健康威
胁的认识，提升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呼吁
各部门和公众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改善人群健康。

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威胁正在
不断增加，如不及时干预，类似河南暴雨的极端天气
将更加频繁。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多个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但仍有提升空间。极端天气应对是
每个部门和每个人的必修课。

据报告统计，2020年，我国的人均热浪暴露天
数比 1986-2005 年的平均数增加了 4.51 天，约有
14500人因热浪而过早死亡，由此产生的经济成本为
1.76亿美元；我国洪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持续增加，
虽然我国应急反应能力的提升使洪水受灾人数呈下降
趋势，但2020年和2021年的极端降雨事件有可能逆
转这一势头。与2004-2007年相比，2016-2019年
我国媒介伊蚊传播登革热的能力增加了25.4%。

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进展方面，2020年，地
方层面的适应规划和评估、城市绿地增长和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等指标都取得了稳步进展。然而截至目前，我国
还没有出台专门的国家级气候健康适应计划，大多数省
份也还没有开展气候健康风险的评估与适应规划，气象
部门在公共卫生决策中的参与有限，新成立的国家疾病
预防控制局的职责中尚未提及气候变化应对。

《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报
告》已连续发布两年，形成了全面梳理我国气候变化
与人群健康相互关联的品牌。报告的88位作者分别
来自气候科学、流行病学、卫生政策、地理学、环境
工程、经济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是典型的多学科
交叉的研究成果。 （可奕博）

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
健康威胁正不断增加

《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人群健康与
气候变化报告（2021）》发布

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来
说，突发的声音或触觉刺激能瞬间诱
发惊跳反射，俗称“吓一跳”。近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熊伟教授课题组研
究发现，耳蜗核—脑桥尾侧网状核—
脊髓运动神经元这条神经环路，对哺
乳动物的“吓一跳”反应起到重要作
用。此发现深化了对本能防御行为神
经机制的认识，为研究人类的创伤后
应激障碍、恐慌症等疾病提供新方向。

惊跳反射存在于哺乳动物的整个
生命周期，它的产生可以将机体多处
肌肉收缩反应紧急调动起来，保护容
易受伤的部位比如眼睛与后颈部，也
为进一步的防御反应比如躲避、逃跑
等做好准备。惊跳反射是一种重要的
本能防御行为，但是控制惊跳反射的
基本神经环路尚不清楚。

熊伟教授课题组研究发现，当声

音诱发惊跳反射时，位于哺乳动物脑
干的脑桥尾侧网状核的谷氨酸能神经
元被大量激活。研究人员使用光遗传及
化学遗传手段，发现特异性“激活神经
元”可以诱发小鼠出现弹跳表现，颈部
及后肢肌肉也能同步记录到肌电活动，
这是典型的惊跳反射行为。而特异性

“抑制神经元”则可以抑制小鼠产生惊
跳反射，并且不会影响运动协调、步
态、感知觉等其他行为。

随后，课题组通过病毒示踪的方
式，发现谷氨酸能神经元直接接受来
自耳蜗核的兴奋性投射，并与脊髓运
动神经元之间存在直接突触联系。他
们进一步的实验结果表明，谷氨酸能
神经元在接受耳蜗核的输入后，直接
投射到脊髓运动神经元，最终完成了
对颈部及四肢肌肉的控制。

（新华社发）

为什么会“吓一跳”？
我国学者新发现揭示哺乳动物诱发惊跳反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