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月30日

主办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今日 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82

星期三 壬辰年十二月十九

CHINA SCIENCE DAILY

5733总第 期

www.sciencenet.cn

本报讯（记者洪蔚）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和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从 4万年前生活在田
园洞的一个人类个体上成功提取到核 DNA和线粒体 DNA，从
分子生物学角度辨识出了现代亚洲人群直接祖先群体中的一个
成员。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据了解，田园洞发现于 2001年，位于北京市西南部的房山
区，距著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约 6公里。2003年，中科院古
脊椎所研究员同号文等在此开展考古发掘，发现了包括下颌骨
和部分肢骨在内的古人类遗骸和丰富的哺乳动物骨骼。对人骨
的年代测定显示，该个体生存的时代为 4万年前。

长期以来，化石形态的对比研究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
段。近年来，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为古人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不过，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现生人群的遗传变异研究进行溯源

推导，从古人类化石上提取DNA进行测序分析则具有极大难度。
此次对田园洞人的 DNA分析样品取自一块腿骨。样品前处

理和 DNA提取、扩增工作在中国进行，测序和分析工作在德国
完成。研究人员成功提取到该人体的核 DNA和线粒体 DNA。为
将古人类 DNA与大量来自土壤细菌的 DNA相区别和分离，该
研究进行了新技术的尝试并获得突破，将含量仅占 0.03%的人类
DNA成功辨识提纯出来，从而使田园洞人成为第一例被获取核
DNA的早期现代人。

研究人员分析发现，尽管这具人骨携带着少量古老型人
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 DNA，但更多地表现为早期
现代人的基因特征。他与当今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蒙古人种）
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与现代欧洲人（欧罗巴人种）的祖先在
遗传上已经分开，分属不同的人群。

中德科学家获首例早期现代人核 DNA
来自北京房山的田园洞遗址

姻本报见习记者孙爱民
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曾在《B模式：拯救地

球延续文明》一书中提到，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
态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 A模式行将就
木，人类需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
式，即 B模式。

对此，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近日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使是 B模式，也并不
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情，更不能完全等同于科
学发展观。“中国应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以创新
为核心的 C模式。”
何祚庥认为，国内有学者将科学发展观等同

于 B模式，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
他解释说，B模式过于强调后代人对于资源

能源的需求，而忽视了当代人经济发展的需要。
“B模式就是要经济慢慢地发展，这个理念在拥有

13多亿人口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在何祚庥看来，B模式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发

展模式，但任何发展模式都有合理与不合理之
处，都适用于不同的经济与历史发展阶段。“不能
简单地将国外提出的 B模式直接拿来套用在中
国的国情上。”
而且，何祚庥认为，布朗在书中提到的更多

是一种理念，即指出了经济发展与资源有限的矛
盾，但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布朗在中国访问期间，何祚庥曾与其当面探

讨如何将 B模式更好地与中国国情接轨，但他认
为布朗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他在书中大篇
幅地提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但无法提出应如
何使中国更好地发展。”
因此，何祚庥认为，国内有些学者主张将 B

模式直接拿来用于中国经济的改革，不仅会使 B
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且会破坏中国经济取得

的成绩。
“目前，我国在很多领域都缺乏创新，人家研

究出来 B模式说是好的，马上就要用到能源发
展、水利、资源开采的各个领域，这是不合理的。”
何祚庥表示，应结合 A模式与 B模式的优点，摒
弃两者的不足，并结合国情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
的 C模式。

这个模式的核心便是创新。何祚庥说：“创
新，尤其是国家层面的创新，将推动人类更好地
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对资源环境需求的关系，进
一步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何祚庥认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的信息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促成了美国甚至全球信息化
的发展，也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
力。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它不仅局限于一个领域，
也不仅局限于一个国家。

对于该如何推动创新，何祚庥认为，创新不

只是科学家的事情，更应该是全民、全国共同的
事情。“国家提出创新好多年了，然而在全社会仍
缺乏创新的土壤，主要原因是目前还处于‘谈创
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尽快从‘谈创新’走向‘干
创新’阶段。”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核心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近日，静态总投资达 168
亿元的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
被责令停工，工程协调领导
小组办公室被处以 20万元
罚款。这是今年环保部开出
的第一张罚单，也是对未通
过环评便擅自开工建设项目
的最高罚款。消息一出，便引
发了广泛关注。

环评报告未经审批就
开始大规模建设，这已经不
是环保部第一次处理此类
项目了。在 2009年的环保风
暴中，环保部曾暂停审批金
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华
能集团和华电集团也各有
一家在建水电站被责令停
工整改。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板
子高高举起后，却是轻轻落
下。在接受相应处罚后，这些
“先上车”的项目都顺利“补
上了票”，完成了环评和相关
的审批手续。

环评法明确规定，任何
新、扩、改建项目都必须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环保
部门的审批后才能动工兴
建。也就是说，只有环评通过
了，工程才能获得“准生证”，
否则就会被“一票否决”。不
过，在引汉济渭工程中，环评

程序显然没有得到尊重和落实。
引汉济渭工程建成后，将大大缓解关中

地区的用水问题，使西安、宝鸡、咸阳、渭南等
城市的 1000万人喝上汉江水，300万至 500
万亩耕田恢复灌溉。工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当地实施这一工程的迫切心情也能理解。

但是，这不能成为“未批先建”的理由。越
是重大项目、重点工程，越应该严格执行环评
标准，因为重大项目投资巨大、覆盖面广、影
响深远，一旦决策失误，将以我们生息的环境
为代价，而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如果是在
“生米煮成熟饭”后，用既成事实来倒逼环评
程序的通过，环评的功能无疑大打折扣。

为何诸多工程屡屡视环评如无物？除了
建设者环保意识差外，还与“未批先建”的违
法成本过低有关。环评法规定，未通过环评擅
自开工建设，最高罚款 20万元。然而，该罚款
金额对于动辄投资上亿元的大项目来说，不
过是九牛一毛。环评法还规定，交纳罚款后，
企业可补办环评手续。这样的法律条款，客观
上也是对“先上车后补票”者的纵容。

如何维护环评的有效性和严肃性，破解
“先上车后补票”的怪现象，是环保部门面临
的严峻考验。为避免类似尴尬再次发生，我
们需要一种持续的制度性保障，从根本上提
高公众和决策层的环评意识，形成决策层高
度重视、公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为此，相
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环评制度的贯
彻落实，同时大幅提高“未批先建”的违法成
本，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着力在环
保意识、立法、行政体制、社会监督等多个层
面构建系统的环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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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潘希
“转基因技术就好比汽车或飞机，有可

能会发生交通事故，但不能因噎废食。”在日
前由中国科协和农业部联合举办的以“转基
因技术安全管理”为主题的科学家与媒体面
对面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的观
点，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科学家们的想法。
作为“反转”人士的代表，美国夏威夷大

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原研究员顾秀林则认为：科学家
们知道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但他们不知
道改变后的世界是什么。

一方面是科学家们的“力挺”，另一方面
是“反转”人士的大声疾呼，转基因技术面临
“冰火两重天”的包围。

转基因产业坐失良机？

2010年，全球已有 29个国家种植转基
因作物，种植面积达 22.2亿亩，占世界耕地
面积的 10%左右，比 1996年增加了近 8倍。

当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
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已获颁
生物安全转基因证书的有棉花、番木瓜、甜
椒、番茄和矮牵牛，其中转基因抗虫棉已大
面积种植。

“已经过食品安全试验和环境安全评价
的转基因作物，如果不能迅速进行产业化，
其结果不只是少种了一些转基因作物，更危
险的是造成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
滞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朱祯说。
致力于环保工作的绿色和平组织认为，

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
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因为转基因技术具有
专利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将
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不过，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则

表示，未来要想满足全球粮食的供给，唯有
作物基因工程技术。
事实上，世界三大农业种业公司都是生

物育种公司，其全球市场份额已从 1996年的
8%增长到 2010年的 35%，并且还在继续扩
张。目前，国外公司在大豆、玉米育种上已控
制了全球市场，很多外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
研发中心、种业公司。
“我们不发展自己的产业，就会给国际

大公司的扩张留下充分的余地，会使我们坐
失发展良机。”朱祯指出。

安全性之争过于笼统

转基因技术安全吗？这个问题似乎是很

多人认识转基因的一道心理屏障。
吴孔明说，过去，很多新技术和产品都

是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到我国，使用起来
没有顾虑和担忧。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
某些领域已走到国际前沿，国民对于新事物
的心态与接受程度正处于一个拐点，转基因
作物正是如此。

在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看来，从
宏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种植仍存在生态环境与健康风险。也有“反
转”人士指出，转抗除草剂基因的转基因作
物本身会变成杂草，或通过花粉传播和受精
导致某些外源基因漂入野生近缘种或近缘
杂草产生“超级杂草”。

不过，科学家们还是普遍认为，转基因
是一项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笼统地
说安全或者不安全。

水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我国第一
大农作物，仅二化螟对水稻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年就达 70亿元左右。为此，中科院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制出抗鳞翅目害虫的
转基因水稻。据估计，如果在全国 90%的水稻
种植区域推广，年产值可增加 7%，每年减少
农药使用量 20万吨。
“一年就能创造 340亿元的直接经济效

益，可抵平国家多年对农业生物技术以及农
业转基因技术的总投入。”朱祯指出。

理性看待转基因

转基因作物在增加产量、提高农民收入、
保护环境等方面获得了重要效益，并有望解
决未来世界粮食危机、资源短缺问题。

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表示，转基因
技术是分子技术的一类，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对待转基
因产品，科学、慎重的态度并不是拒绝的态度。
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

员杨晓光介绍，目前我国已建立完整的、与国
际接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和行政管理体系，以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进
行严格的全程管理。

关于转基因引发的恐慌，吴孔明认为：“对
于一个新事物，大家存在担心、有不同意见是
正常的。关键是如何通过社会的沟通，使公众
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系教授肖显静也认为，在加强转基因安全管
理的同时，应重视对公众进行转基因方面的
科普，提高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
的认知度，减少不必要的恐慌。

此外，还应及时向社会公布转基因植物的
相关信息，提高决策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建立
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能有效参与的针对转基
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社会评价体系。

一面是科学家们的“力挺”，另一面是“反转”人士的大声疾呼。在“冰火两
重天”的包围下，转基因技术何去何从———

争论不止莫若理性筹谋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9日电（记者刘奕湛）记者今天从
卫生部获悉，新修订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将于 2013
年 6月 1日起正式施行。同时，我国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对现
行近 500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
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强制执行内容的清理工作。

卫生部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局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处处长
张旭东介绍说，新标准逐项清理了以往食品标准中的所有污染
物限量规定，整合修订为铅、镉、汞、砷、苯并（a）芘、Ｎ-二甲基
亚硝胺等 13种污染物在谷物、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调味
品、饮料、酒类等 20余大类食品的限量规定，删除了硒、铝、氟
等 3项指标，共设定 160余个限量指标，基本满足我国食品污
染物控制需求，适应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需要。

张旭东表示，无论是否制定污染物限量标准，食品生产
和加工者均应采取控制措施，突出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
污染物控制要求，使食品中各种污染物的含量达到最低水
平，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消费者的健康利益。

此外，新标准增加了“可食用部分”的定义，即食品原料
经过机械手段去除非食用部分后，所得到的用于食用的部
分。可食用部分客观反映了居民膳食消费实际情况，从而提
高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今年将完成近 5000项
食品质量标准清理

本报北京 1 月 29日讯（记者潘希）记者今天从中国气
象局获悉，1月 28日，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针对霾预警
信号标准进行了修订，首次将 PM2.5作为发布预警的重要
指标之一。同日，中央气象台首次单独发布霾预警。

据了解，此次修订将霾预警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
分别对应中度霾、重度霾和极重霾，以反映空气污染的不同
状况。在预警级别的划分中，首次将反映空气质量的 PM2.5
浓度与大气能见度、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并列为预警分级
的重要指标，使霾预警不仅反映大气视程条件变化，更体现
空气污染或大气成分的状态。同时，在霾预警中引入 PM2.5
浓度指标，也使得单独发布霾预警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据悉，相关专家正进一步研究修订霾预警信号的相关
规范标准，将在现行标准试用一段时间后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修改。

据介绍，雾由水汽组成，霾则由大量 PM2.5等颗粒物飘
浮在空气中而形成，一般呈灰色或黄色，是污染源排放和气
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大，因
此，针对霾的预警要兼顾时效性和准确性，在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尽可能提前发布。

此外，记者今天从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获悉，风云三号气
象卫星监测显示，我国中东部地区大雾天气仍在持续，经估
算，卫星监测可视大雾影响面积约为 27万平方公里。

PM2.5首次成为霾预警指标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9日电（记者吴晶）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今天公布了 2012年学科评估结果，全
国 391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4235 个学科经过历时一年的
“体检”，初步摸清“家底”。

据了解，学科评估曾于此前进行过两次。评估结果排在
前 5位的学科多数是国家重点学科，这说明国家重点建设
投入和学科建设成效显著。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李军介绍说，
相较以往的两次评估，此次评估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设计。例
如，在论文评价中加大“他引次数”权重，在创新评价中邀请
行业和企业人士参与，在特色评价中对建筑、艺术、体育等
学科设立专项指标，在学生评价中加入发展质量和校友评
价等。同时，还开发了数据检查系统以及近 50个公共信息
库，对填报数据进行逐一比对、网上公示和细致核查。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高策理表示，参与评估对高
校是一种鞭策。例如，评估纳入了教材建设指标，这要求教
师不能都去搞科研，还要带学生。同时，要求各高校拿出“代
表作”来比，强化了内涵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认为，社会
上很多评估、排名掌握的数据不完整，更多地带有市场化目
的。此次评估采取自愿参加、不交费用的方式，更具公信力，
为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391所高校完成学科“体检”

何祚庥

1月 29日，技术人员在合肥骆岗机场停车场对“北斗巴士”的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进行维护。
安徽省首批安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客运巴士日前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第一批“北斗巴士”采用

北斗和 GPS双模芯片，同时接收北斗系统和 GPS系统的定位数据。这些车辆将用于合肥市内至合肥新桥
国际机场的旅客运输。 新华社记者汤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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