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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福建农科院与华大基因
共建研究中心

本报讯近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与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共建农业生物资源基因组学
联合研究中心，推进尖端生物技术研
发与产业化。
联合研究中心将发挥福建农科院公

益性研究和华大基因研究院商业性研发
两方面优势，在农业生物资源基因组测
序、生物信息分析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共建农业分子育种、学术交流与高级人
才培养平台，设立联合研发项目，共同承
担重大科研项目，组建产品转化公司，促
进农业基因组学发展。
在战略合作初期，双方将发挥华大

研究院基因组学的开放平台、创新理念
和运作机制和福建农科院生物资源、作
物育种、动植物疫苗等优势，在尖端研
究、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等方面开展广
泛合作。 （杨钊良杨纯财）

山西防治煤矿瓦斯出新规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煤炭厅出台加
强煤矿瓦斯防治的八项举措，并特别强
调强化瓦斯防治技术的管理体系。
新措施要求煤矿企业在健全瓦斯防

治岗位责任制的同时，首先要强化以总
工程师为首的瓦斯防治技术管理体系。
高瓦斯、突出矿井要做到“抽、掘、采”衔
接平衡，实现瓦斯抽采达标。严格矿井瓦
斯等级管理，高瓦斯、突出矿井严禁擅自
降低瓦斯等级。
规定还要求，加大瓦斯防治的资金

投入，对通风系统不合理、盲巷管理措施
不到位等八类存在瓦斯隐患的矿井实行
停产停工整顿。 （程春生）

吉林发现新物种“吉林爪鲵”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与吉林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确认，他们在联合开展小鲵物种研
究与调查时意外发现的奇异小鲵为新物
种，并命名为吉林爪鲵。
吉林爪鲵身材修长，皮肤光滑，背部

通常呈现黑、黄相间的大理石花纹，细长
的头部带有圆角的口鼻部，两只大而突
出的眼睛，四肢粗壮，具有黑色的角质爪
手指和脚趾，长长的尾巴，尾部的肋骨上
存在众多尾椎骨，没有肺。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栖爬

行类多样性与进化学科组研究员车静
说，中国爪鲵的记录比较早，中科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对文献涉及的地区进行细致
调查，通过基因、遗传学等研究，发现中
国吉林、辽宁两地的爪鲵也不一样。

（齐海山 赵冷冰）

姻本报记者王卉
近日，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夏军召集 5位
在研“973”气候变化类项目首席科学家，以项目带
头人身份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带来的
影响”展开研讨，业内多位院士和专家同时应邀参
与互动讨论。
近两年，中国乃至全球多个地方出现超乎寻

常的冷冬现象，让不少人产生疑惑：不是全球变暖
吗？怎么会这么冷，难道又变冷了？
“气候变化是人类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

一点不容置疑。”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丁一汇强调。

西北干旱区是全球变化响应的敏感区之一，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亚宁通过
对过去 50年监测数据的分析，认为西北干旱区在
最近 30年表现出明显的变暖趋势。

陈亚宁表示，西北干旱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期以来显著增温。以北疆地区为例，年平均最
低气温已从上世纪 80 年代前的零下升到目前的
零上。气温上升加速了山区冰川融化，同时也加
大了荒漠区土壤水分的蒸散损耗，生态问题已凸
显出来。

同时，水利部水文局副总工刘志雨认为，南方
江河径流量虽变化不显著，但总体呈减少态势。另
外，极端洪涝事件强度频次呈增加态势，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影响可能引起洪水形态发生变化，并
改变降雨时空分布和洪涝时间。
“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导致气候变

暖，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氧化碳在大气内引起变
化，各种自然因素忽消忽涨，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
气候变暖、二氧化碳所导致的继续增温状况没有
变化，只是会有年代尺度事件的叠加，比如大家感
受到的冷冬现象就是一例。”丁一汇说。

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王光谦说：“所幸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目前国内各种极端事件没有超
过近 600年的平均记录，水灾和旱灾都没有超过。”
“关于气候变化的争论很多，但有几个方面的

变化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说，“比如气温上升、
海平面上升。”
全球海平面每年上升一至两毫米，由此带来沿

海地区防洪标准的提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到底

占比多少？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李
原园的答复是：降雨量越大的地区，相对而言，气候
变化的影响比例越大。

院士专家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冷冬只是偶然变暖趋势不变

飞羽志愿者赴深港受训
近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和施华洛世奇光学共同组建的飞羽志愿者团队一行 30人，赴深圳福田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香港米埔湿地公园开展野外观鸟培训。本次培训旨在提升志愿者认鸟、辨鸟水
平，并与培训地的观鸟会在科普推广及志愿服务等方面进行零距离的经验交流。

此次活动得到深圳市观鸟会、香港观鸟会的支持和协助。当日，深圳市观鸟会会长徐萌到培训现
场指导志愿者辨鸟，香港观鸟会有多名资深会员参与培训活动。两天的野鸟观察培训活动共观察到
80余种鸟类，大大提升了志愿者认鸟辨鸟的能力，增进了对鸟类生活习性的了解。

本报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 陈银洁 周飞摄影报道

我军武器杀伤效应评估研究
获重大进展

本报讯（通讯员邹争春）近日，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
究所完成的高新武器杀伤生物效应
及其救治理论研究获军队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火力毁伤是军事斗争的主要手
段，武器杀伤生物效应研究作为提
升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其
火力毁伤理论将为作战指挥、武器
设计与改型、战伤救治等提供科学
技术支撑。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外
军武器杀伤生物效应评估已由弹药
静爆杀伤威力转为评估武器系统火
力杀伤能力，由伤亡率判定转为评
估武器杀伤对人员作战能力影响，
其研究成果支撑战场火力运用和战
伤救治等。2007年 5月，我军正式成
立全军武器杀伤生物效应评估中
心，结束了长期以来武器杀伤生物

效应无专业评估机构的局面。
作为全军唯一的武器杀伤生物

效应专业评估机构，大坪医院野战
外科研究所立足于我军在创伤、弹
道伤和冲击伤研究的坚实基础，借
助历次在参与全军演习、新武器试
验等活动中，收集和积累不同作战
条件下各种武器弹药对装备、工事
及人员的毁伤效能数据，武器杀伤
生物效应评估中心经过几年的研
究，形成了结合我军作战实际的火
力毁伤理论，构建了具有我军特色
的火力作战武器杀伤生物效应评估
体系，其研究首次明确了我军新型
常规武器实战效能，揭示了火力打
击下高爆武器伤特点，为提升我军
火力作战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对现代战伤救治、单兵防护研究
和卫勤力量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

精神分裂基因新机制被发现
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上海

交大特别研究员、Bio-X 研究院李
卫东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人员合
作，发现了抑制 mTOR信号途径，
能用于改善大脑特殊区域基因缺失
引发的认知和情感障碍，并指出针
对这些细胞的治疗，可能产生显著
疗效。相关研究发表在《细胞》子刊、
神经科学顶级期刊 Neuron上。

遗传因素是精神分裂症最主要
的 致 病 因素 ，其 中 的 Disrupt-
ed-in-Schizophrenia-1 （DISC1）基
因被认为是当今最有价值的精神分
裂症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易感基
因之一。DISC1基因引起了精神分
裂症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因为这
是迄今发现的与精神疾病关联的第
一个明确的变异基因。

李卫东研究组发现，成年后的
海马齿状回新生神经元中特异性敲

除这种 DISC1基因，能刺激 mTOR
信号通路，使神经元过度兴奋，出现
神经形态学缺陷。重要的是，这一基
因操作可以影响到约 500 个新生神
经元，而这 500 个新生神经元的异
常竟然导致了认知和情感出现明显
障碍，当受影响的这群新生神经元
提前被抑制时，这些认知行为缺陷
能够被逆转。更重要的是，如果利用
一种 FDA批准的抑制剂进行处理，
可以纠正 mTOR 信号途径的不良
反应，从而预防和治疗这种行为缺
陷，并且无论相关的形态学缺陷是
否被逆转，这种作用都可以实现。

专家认为，这项最新研究发现
神经发育障碍疾病中出现的情感和
认知缺陷表型，可能部分是由于成
年期神经元发育过程异常而造成
的，因此，针对这一细胞群的治疗，
也许能对这些缺陷表型产生显著的
疗效。

姻本报见习记者 孙爱民
回放：

日前，山东潍坊部分企业向地下
排污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在此次事件
中，一个叫做“深井灌注”的技术逐渐
进入公众视线。

疑问：
到底深井灌注技术是否科学、环

保？网民爆料的排污企业采用的技术
是不是深井灌注？《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

解答：

深井灌注本无罪

微博爆料山东潍坊一些企业将污
水压到 1000多米深的地下排放后，网
民们在痛斥黑心企业的同时，也惊叹
非法排污“已经达到如此的高科技”。

然而，确实有这样一个高科技的
污水排放技术，那就是深井灌注。
目前人们开采地下水的深度一般

不超过 300~500米，深井灌注是采用
钻井并密封的技术将废液排放至地下
800~3200米处。

这一技术始于 20世纪 30年代的
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普遍应
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美国国家环保署
于 2009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约
89%难以处理的危险工业废液均通过
深井灌注方式进行处置。
东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委员会技

术秘书处主任何庆成博士曾撰文讨论深
井灌注的益处，他表示，由于有岩石层隔
离，灌注液不会污染地下的饮用水层，因
此废弃物不再参与人类和生物的物质循
环，能达到安全处置废液的目的。
“深井灌注是一个低成本、低风

险、更高效、更安全的技术。”何庆成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国家环保署的一项研究认

为：与地表填埋、贮存罐藏或焚烧等处
置技术相比，深井灌注技术造成危害
的风险最小。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的深井灌注能
很好地处理工业污水，“如果能科学、
正确地应用，对解决我国地下水污染
有很大的帮助”。

被偷工减料的高科技

既然深井灌注对处理污水有如此

大的功效，为何没能在我国全面普及？
何庆成表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

能打井排水，要“选择相对稳定的地质
构造，尽量避开可能存在的断层，还要
充分考虑地震和地温问题”。
在采访中，专家也表示深井灌注

对于一般中小规模的企业来说还是一
项高成本的技术，“少则几万，多则十
几、几十万，一般企业都舍不得花钱”。
既然价格如此昂贵，为何排污企

业还被爆料？
卢耀如告诉记者，被爆料的企业

可能的确是往地下排水，但是采用的
并不是技术要求与施工要求严格的深
井灌注，而是“简单打一口几百米的
井，不加任何防护与密封措施就往地
下排，有的甚至只有 200米、300米”。
卢耀如同时表示，往地下非法排

污的企业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好，排污
井就打在自己的厂区内，有的甚至连
员工都不知道井是干什么用的。
记者在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留各

庄镇工业区走访时发现，工业区附近
的居民甚至在工厂上班的员工都听说
过往地下排放污水，但谁都没见过排
污井与设施。
在大城县城，记者发现了多处打

“旱井”的广告。记者联系其中一个号

码，打井人声称给本地的很多工厂都
打过井，“有 300多米的，最深的 600多
米，打一个井 1000元左右”。

渗坑渗井更有害

与所有人一样，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马军对往地下非法打井排污也
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身”。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马

军表示，找寻企业非法排污证据应该
是环保部门的职责，普通公众尚缺乏
搜索证据的能力。“与其大家争论往地
下打井排水是否事实，不如多关注一
下能看得见的地面上的水污染与渗坑
渗井排污水。”
在马军提供的一个长长的非法排

水企业名单中，记者看到大部分企业
未配备废水治理设施，直接将高浓度
废水利用渗坑或渗井进行排放。
据了解，污水直排、固体废弃物渗

滤液是造成地下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宋献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渗坑渗井排放污水在全国都很普遍，
“这些都是在地面的，容易看见的，环境
执法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查办这些对引用
地下水危害更大的非法排污方式”。

被“高级黑”的深井灌注

本报讯（记者潘希）3 月 8 日，环保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华北平原位于我国
重要的经济战略发展区域，地下水是华
北平原重要的饮用水源和战略资源。为
加强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国
务院日前批准了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
部、水利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编制
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下称《方案》）。

《方案》按照“预防为主、协同控制，

分区防治、突出重点，加强监控、循序渐
进”的原则，提出到 2015年，初步建立华
北平原地下水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网，基
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加强华北平原
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和重点区域地下水污
染防治。到 2020年，全面监控华北平原
地下水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状况，科学开
展地下水污染修复示范，全面提升地下
水环境监管能力。届时地下水污染风险
将得到有效防范。

《方案》根据地下水系统特征，将华
北平原及其地下水重要补给区划分为
30个相对独立的污染防治单元，明确了
主要工作任务：一是加强地下水环境监
测，建立华北平原地下水质量监测网。二
是保障地下水饮用水源安全，严格地下
水饮用水源环境执法，分类防治超标的
地下水饮用水源。三是强化重点污染源
和重点区域污染防治，加强地表水污染
防控，加大对重点污染源废水排放和堆

放场地污染物渗漏等防治力度，积极推
进重金属、有机物和氨氮、硝酸盐氮和亚
硝酸盐氮等污染较严重区域的地下水污
染综合防治。

这位负责人表示，《方案》对华北平
原各地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具有指
导作用，对保障该地区地下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并为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工
作提供示范。

《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台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记者近日
从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获
悉，在国家青年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下，该园博士周文君在导师张一平
指导下，揭示了西双版纳热带季节
雨林小流域集水区溪流水碳浓度和
碳分配的季节动态，以及它对热带
季节雨林生态系统碳平衡的作用。
该研究在线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
馆·综合》。

作为水资源的重要部分，内陆水
体对区域碳平衡具有重要影响，但依
各生态系统的地质、水文、覆盖类型
而不同。热带森林因其复杂的群落结
构和巨大的生产力对全球碳平衡有
着很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其水体中的
碳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碳收支。

张一平认为，虽然我国在热带
森林碳收支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
究，探讨了碳分配格局的季节性，并
完成了热带雨林碳汇能力的初步评

估，但溪流水驱动的碳输送量并不
清楚，因而影响了热带森林碳收支
能力的准确评估。
“我们通过设置野外试验，结合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不同环节碳动态
的研究，发现由于碳源输入的季节
性波动，导致不同形态碳组分对溪
流水水量和水温的响应存在差异。”
周文君说。

研究人员发现与亚马逊流域的
热带森林，以及土壤含碳量较高的
北方寒、温带森林相比，该区域源头
溪流水输出的碳量较少。该研究虽
然明确了地处热带北缘敏感区，西
双版纳的热带季节雨林小流域集水
区溪流水在该生态系统碳平衡的地
位，但仍需深入探讨其他水文过程
在热带季节雨林碳平衡和碳循环中
的地位，才能准确地整体评估森林
水文过程在森林碳循环和碳平衡中
的地位。

溪流水输送碳量
影响热带雨林碳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