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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话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约 70%的面积
被海洋占据着。而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蔚蓝中，
生活着数以万计的生物。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
的加深，曾经神秘莫测的海洋也渐渐变得“透
明”。海洋中的生物，哪些可以入药，哪些可以
食用，哪些可以学习效仿……都被人类打上了

“标签”。
如今，人类在开发海洋的同时，希望对海洋

了解更多，也能更好地保护海洋。8 月 18 日，科
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部署了“我国近海海
洋生物 DNA 条形码资源库构建”项目，由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承担，预计在未来 5 年内搭
建起一个涵盖 2000 个物种的 15000 条标准数
据的基础 DNA 条形码数据库。

海洋生物将拥有“分子身份证”

早在 2004 年第 225 次的香山科技会议上，
业内专家就曾针对“海洋生物基因资源的研究与
利用”进行过研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朱作
言院士在其题为《海洋生物基因资源研究与利用
的关键问题》的主题综述报告中称，21 世纪是海
洋世纪，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世界
各海洋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其中基因资源的研
究和利用是重点。研究海洋生物基因组及功能基
因，能深层次地探究海洋生命的奥秘；发掘海洋
生物基因，有利于保护海洋生物资源；从海洋生
物的功能基因入手，有助于培育出优质、高产、抗
逆的养殖新品种，从根本上解决海水养殖生物

“质”“量”和“病”的问题，同时还有助于开发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基因工程新药，部分解
决海洋药源问题。

会上，来自海洋、水产、环境、医药、生物等
专家都针对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会议最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我国绵
延 18000 公里的海岸线和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

“海洋国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海洋生物基因
资源，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是当务之急。终于，
10 年后，“我国近海海洋生物 DNA 条形码资源
库构建”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李新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该项目立项，是因为当前海洋生态系
统安全、海洋食品安全和海洋生物保护、海洋
生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科学研究和国家海洋权
益保护等多个方面都证明，在当前陆地资源开
发几近极限、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
用成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海洋生物的快速、
有效、准确鉴定已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比如最近几年，赤潮、浒苔和水母暴发等

现象，都是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全球
气候变化造成的，但是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修
复则比破坏过程复杂得多，需要对海洋生态系
统进行快速、有效、实时的调查观测，这需要对
海洋生物物种作出快速准确的鉴定。”李新正
说，“而且，海洋食品中违规添加有毒或者受保
护海洋生物材料也需要标准对失去原形态的
痕量原材料进行快速准确的物种鉴定的手段，
达到保护海洋生物和保证食品安全的目的。”

“众所周知，每种生物都有其特有的遗传
密码，即以 DNA 为载体的基因的核苷酸序列，
如同商品标签上的数字条形码一样，因此有科
学家提出可以利用 DNA 核苷酸序列（即 DNA
barcoding，DNA 条形码）作为物种的鉴定标签。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 DNA 的提取和测序越
来越简便、经济，使利用 DNA 条形码技术进行
生物的快速准确的鉴定成为可能和发展趋势。
而要使用 DNA 条形码技术对生物物种进行准
确鉴定，如同用尺子测量物体的长度一样，必
须有一把标尺，这把标尺就是生物的 DNA 条
形码数据库。”李新正说，“‘我国近海海洋生物
DNA 条形码资源库构建’项目就是要建立我
国海域常见、关键的海洋生物 DNA 条形码的
数据库‘标尺’，同时建立凭证标本库、DNA 样
品库。”

5 年为 15000 个海洋生物贴上条形码

我国是全球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2012 年 7 月，国家海洋局发布了《中
国海洋物种和图集》。图册收录了我国海域海
洋生物 59 个门类 28000 余种。将其中涵盖
2000 个物种的 15000 条标准数据搞清楚“的确
是个庞大的工程”。

“要想完成这一工程，需要具备四个条
件。”李新正进一步解释道，首先需要有海洋生
物分类学专家，可对凭证样品做出准确鉴定；
其次，需要有大型标本馆和丰富馆藏，可以随
时核对样品；第三，需要具有新鲜样品的取样
能力，可提取有效的 DNA 样本；最后，则需要
传统分类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有效结合。

“目前，这四项条件，我们都已经满足。”李
新正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拥有我国海洋生物

分类学的 3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 1 位中国工
程院院士，且拥有分子生物系统学的专门人
才，中科院海洋所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设备齐
全、先进，并且已在藻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
等类群中开展了 DNA 条形码研究和资源库建
设的大量前期工作。该所拥有全国最大、收藏
最全的海洋生物标本馆，可供鉴定专家查询。
同时，项目依托中科院海洋所其他项目，可以
保证为项目提供丰富且新鲜的凭证样品，而
2013 年启动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热
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
是此次项目获取新鲜样品的重要保障之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 《中国科学
报》记者表示，建立海洋生物 DNA 条形码资源
库对于海洋工作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尤其对养
殖、物种保护有积极意义。但是，“做好不容
易”，因为物种本身有多样性，采集样本需要不
同区域具有代表性的物种，这本身就工程浩
大。“更重要的是，光有标本还不够，DNA 条形
码采集需要样品直接从活体采集保存，如何保
存完整，让标本不被破坏，也是一大挑战。”该
专家说。

资源库是发展的基础

“首批入库的物种虽然只有 2000 种，是我
国已知海洋物种的 1/10，但却是我国近海常见
的、生态系统中起关键作用的、有代表性的、与
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海洋生物物种。对于一般
的生态学调查监测、食品安全检测、环境调查
等涉及的物种鉴定，这些物种的数据已足够使
用。”李新正说。

资源库的建立，让下一步的海洋工作有据
可依。例如，在管理好资源库的同时，开展网上
海洋生物物种鉴定、建立数字海洋生物博物
馆、网上数据共享。同时，未来随着资源库范围
扩大，将建成西太平洋海洋生物 DNA 条形码
数据库，有利于开展我国海域海洋生物区系和
生物地理学研究、海洋生物类群的系统演化研
究，以及向远海、远洋、深海海洋生物的扩展调
查研究。

“我相信，在数据库构建和运转过程中还
会发现其他相关的科学问题、发掘数据库的新
功能。”李新正表示。

灵芝孢子粉能抗癌？这
个说法似乎从没有得到过医
生的认可，但是坊间流传的关
于灵芝孢子粉、破壁灵芝孢子
粉、孢子油的神奇疗效，还是
令不少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
属心存一线希望。

灵芝，自古便被不少小
说渲染成治病疗伤、进补救命
的良药，然而，这个被传得神
乎其神的菌类植物，真的能够
对抗癌症，还是只是个“传
说”？

可提高人体免疫力

想要了解灵芝孢子粉是
否针对癌症起作用，要先搞清
楚，何为灵芝孢子粉？天津药
物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红珠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灵芝孢
子是灵芝在生长成熟期，从灵
芝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其微
小的卵形生殖细胞，即灵芝的
种子。不过，灵芝孢子粉本身
具有极厚的细胞壁，由极难被
人体胃酸消化的几丁质构成。
如果不破坏这层细胞壁，孢子
粉几乎无法被人体消化吸收。
而破壁后人体对灵芝孢子粉
的吸收率可提高 45 倍之多。

“因此，现在破壁灵芝孢子粉
更受到人们的欢迎。”李红珠
表示。

李红珠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在《神农本
草经》《本草纲目》等典籍中提到的药用灵芝有
十余种，其主要成分是麦角甾醇、三萜类（灵芝
酸）、多糖类（灵芝多糖）等，可以帮助人体提高
免疫力；临床及药理实验证实灵芝三萜类物质
具有直接和间接毒杀肿瘤细胞的作用。

针对灵芝孢子粉抗癌一事，国外也进行
过相关研究。日本著名医师、医学、理学博士
森重福美从事过应用灵芝治疗癌症的研究。
他发现灵芝孢子粉可以抵抗放疗、化疗过程
中产生的不良反应，还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
抑制癌症转移。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若芸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很多科
研工作者在进行灵芝孢子粉和孢子油的研究。
如：日本科学家在意大利《植物疗法》发表论文，
发现灵芝孢子粉中的碳 19 脂肪酸是抑制癌症
的活性成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杨柏华发现灵
芝孢子油可以通过调节 miRNA 的表达来诱导
肿瘤干细胞的死亡。福建医科大学陈纯等发现
灵芝提取物、灵芝孢子油均具有体内外抗肿瘤
作用，二者的抗癌机制与抑制拓扑异构酶 1、Ⅱ
的活性有关。

“家庭”成员多

目前，坊间流行的几种提高免疫力的菌类
之星，包括灵芝孢子粉、孢子油、破壁灵芝孢子
粉和牛樟芝等。其中，孢子油是将灵芝孢子粉经
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而来的黄色透明液体。
主要含有灵芝酸、甾醇类、不饱和脂肪酸及少量
灵芝多糖等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

李红珠告诉记者，牛樟芝孢子粉则是牛樟
芝中的提取物。“牛樟芝是台湾牛樟树上生长的
一种菌类。它与灵芝并不一样。而且它针对肝癌
的效果比较好。”

陈若芸解释说：“而灵芝孢子油主要由不饱
和脂肪酸组成，而孢子粉含有的成分更全面，还
包括水溶性成分。对人体抗癌有一定效果。”

“不论哪种真菌，都含有真菌类多糖，包括
市场中常见的木耳、香菇、金针菇等。”陈若芸
说，“所以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加入菌类的摄入，
提高抵抗力。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
组织都提出一个新的口号：21 世纪最合理的膳
食结构就六个字：‘一荤一素一菇’。”

防癌还应科学对待

尽管灵芝和牛樟芝的衍生产物中具有抗癌
成分，但是专家建议，治疗癌症还是应该从科学
入手。北京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步召德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科学角度看，
癌症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但是每类癌症的发
生机制都不相同。因此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都没
有统一的疗法。”比如，预防肝癌可以从接种疫
苗开始，而乳腺癌则需要有规律地进行体检，做
到早发现、早治疗；而胃肠癌症可以通过处理息
肉，将癌症扼杀。

“所以，不能简单依靠真菌类保健品抗癌，
还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抗癌。”步召
德表示。

陈若芸和李红珠也同意，尽管灵芝和牛樟
芝有一定的抗癌功效，但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
正规治疗，只能作为辅助手段预防与保健。

同时，消费者也要分清所选购的产品究竟
是药品还是保健品，理智对待保健品包装上经
国家相关部门审批的具体内容，超出的部分就
属于夸大宣传。

紫苑导弹是法国、意大利合作开发的防空
导弹。共发展出两种不同任务的衍生型──紫
菀 -15 短程防空导弹与紫菀 -30 区域防空导
弹，采用垂直发射系统（VLS），可部署于舰上
或地面移动车辆上。

紫苑导弹拥有不同于现役典型舰载防空
导弹的动力设计，拦截精确度更佳。现役舰载
防空导弹多半采用尾翼控制航向，虽然简单，
不过从翼面转动、制造偏折气流并产生对应的
反作用力需要一小段时间，这对于拦截次音速
目标还不成问题，但如果对手是一枚 2 至 3 马
赫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就算防空导弹翼面转动
到产生转向力量之间只差百分之一秒，便足以
造成数米乃至十米的误差，很容易超出防空导
弹近发弹头的杀伤半径。

而前苏联若干专用于对付美国航空母舰
的重型反舰导弹还有装甲保护，一枚引爆距离
过远的防空导弹恐怕无法有效破坏或瘫痪这
类目标。虽然尾翼反应速度可以利用让导弹推
进器的高速喷射流通过尾翼来达成，但现役许
多防空导弹为了尽早拦截目标，便使用加速快
但燃烧时间短的固态火箭，通常在发射前几秒
便将燃料用完，如此在最关键的弹道终端只靠
导弹本身的惯性飞行，没有喷射流来增加导弹
尾翼的反应速度，很难应付目标的突然机动。

因此，紫苑导弹除了传统的尾翼制动之
外，又率先使用直接推力控制技术，在弹道终
端最关键的拦截阶段中以侧向推进器直接产
生反作用力，推动弹体撞向目标，而不是依赖
弹翼控制。侧向引擎位于弹体重心处，总共有

四个侧向喷嘴，每个喷嘴间隔 1/4 圆周，各喷
嘴间不同的推力矢量组合可产生不同的侧推
力道。当紫苑导弹接近目标时，启动位于弹体
重心处的小型引擎，但不是朝后方喷射加速，
而是从弹体的侧向喷嘴喷出，直接将导弹推向
预定撞击目标的拦截点。在命中前夕目标即使
以 15G 的加速度猛烈闪避，也难逃紫苑导弹
的攻击。

紫苑导弹在中途飞行阶段，搜索 / 射空雷
达将保持对目标的扫瞄，周期性地将目标资料
上传给导弹以提供中途导引；接近目标后导弹
就开启本身的主动雷达寻标器，锁定目标并直

冲而去。由于导弹本身自行负责终端导引工
作，所以在同时接战多目标时，紫苑导弹的导
引机制比弹道终端需以射控雷达持续照射目
标的半主动雷达导引模式更为优良。

紫苑导弹配备一枚重 10kg 至 15kg 的高爆
破片弹头，采用无线电延迟近发引信，使导弹
在靠近目标约 2 米处才引爆，以保证能完全摧
毁目标。

紫苑导弹最初打算采用冷发射，从发射器
弹出时的速度只有每秒数十公尺；然而后来为
了简化设计，最后改为热发射。离开发射器并
完成转向后，紫苑 -15 导弹的弹尾助推器能于
2.5 秒内将导弹加速至 1000m/s（3.5 马赫），紫
苑 -30 的助推器则以 3.5 秒时间将弹体加速
至 1400m/s（4.5 马赫），之后助推段便被抛弃，
留下主弹体以尾翼控制方式朝目标航行，而导
弹本身的最大飞行速度约 3 马赫。在对付机动
力相对较低的目标（如定翼机、旋翼机、无人机
等）时，紫苑可能只以弹体剩余动能进行传统
的撞击，接战高机动目标如掠海导弹、对地导
弹时，则采用推力控制技术，利用侧向推力使
导弹迅速撞击目标。对付低空目标时，紫苑导
弹采用由上而下的浅角度俯冲弹道。

紫苑导弹的尾翼能提供 50G 的转向加速
度，侧向喷嘴虽然只有 12G，但后者将反作用
力直接施加于导弹重心上，而且推力能立即生
效并直接推送弹体，不浪费时间改变弹体攻角
，灵敏度反而比弹翼控制高得多，能更精确地
摧毁高速且可能进行不规则运动的先进超音
速掠海反舰导弹。 （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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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空间

工人、军人、极限运动员，这些人
来自不同领域，却有一 个共 同 之
处———需要佩戴头盔作业。在工地
里，头盔又被称为安全帽，保护大脑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不受伤害；在战
场上，军人的头盔是保命的“神器”；
在极限运动的赛场中，头盔是抵挡意
外伤害的“缓冲”……

头盔，这个危险境遇下必备的装
备，并非现代人专属。早在远古时代，
原始人在追捕野兽和格斗时，就用椰
子壳、犰狳壳、大乌龟壳等来保护自
己的头部，以阻挡袭击。国外最早的
金属头盔是公元前 800 年左右制造
的青铜头盔。而我国安阳殷墟出土的
商朝铜盔，正面铸有兽面纹，左右和

后面可遮住人的耳朵和颈部，距今大约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在冷兵器时代，铜质头盔抵挡攻击
的能力绰绰有余。

但是，进入 17、18 世纪后，随着手枪、步枪等
热兵器的出现，一般的头盔基本上失去了防护作
用，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头盔材料。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期，法军首先研制出了能防炮弹破片的头
盔，这就是“亚德里安”头盔。这其中还有个有趣
的故事。1914 年的一天，法军一名炊事兵在遭到
德军炮击时把铁锅顶在头上，因此只受了轻伤，
而其他很多人都死于猛烈的炮火。法国军队的亚
德里安将军得知此事后，深受启发。他要求部队
研制金属制成的头盔。这便是“亚德里安钢盔”
的由来。一战后，许多国家的军队纷纷效仿法军，
先后生产并列装制式钢盔。

当然，想要保命也需要付出点什么，当时钢
盔的重量是 0.5~1.8 公斤。之后，在二战期间，美
国又研制出锰钢材质的 M1 钢盔，防护能力又有
较大提高。但随着武器杀伤威力的增大和杀伤效
果的提高，锰钢头盔已不能满足新的防护需要。
于是，头盔进入了复合材料时代，主要有尼龙头
盔、芳纶（如凯夫拉防弹纤维）头盔、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头盔等。

随着材料的进步，头盔的功能也逐渐完善。
比如给头盔加上内衬垫，材料当然也是经过反复
试验、精挑细选的，可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而
且，盔形也有很大变化，设计者开始注重佩戴者
的舒适性、扩大防护面积。比如降低头盔重心，使
之在佩戴时有良好的稳定性，采用冲击海绵或泡
沫衬垫缓震，扩大对太阳穴、耳部和颈部的防护
面积等。并且，根据作战需要，军用头盔还具有不
同功能，比如防破片、防子弹直射、防碰撞、防激
光、防火耐热、减震降噪、伪装等，还可与防核辐
射、防毒、防生化武器的专用装备配套使用。甚
至，美国还在一些头盔上安装了传感器。当一名
士兵被炸伤后，便能马上从他的头盔上下载数
据，能够及时确定士兵可能受到了什么样的脑损
伤，大大提高了医护人员的诊治效率。

军用装备最终转变为民用的例子不胜枚举，
头盔也是其中之一，其对头部良好的保护，让它
很快就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建筑、采矿，
以及一些运动。而在不同场景中，头盔也进行了
相应地改造：焊接用头盔、喷砂头盔、防热辐射头
盔、防紫外线头盔、消防头盔、防弹头盔、防暴头
盔、警用头盔、普通飞行头盔、建筑用头盔（安全
帽）、矿山用头盔等。在运动中，头盔的讲究更多，
就拿很多人都喜欢的 F1 赛车举例。其比赛中使
用的头盔必须通过 FIA 的“撞击与防火性能测
试”。因为，当赛车以时速 330 公里奔驰于赛道
时，流经头盔的空气乱流会对车手颈部造成很大
的负担（头盔向上方飘移）。所以 F1 车手使用的
头盔经过空气动力工程师的设计（可以看到表面
有许多扰流装置），甚至成为新赛车研发计划的
一部分。此外，头盔内部装置了无线电装置，以及
让车手于比赛中补充水分的饮水管。而这高科技
的头盔，也挽救了不少车手的性命。 （原鸣）

身手灵活的紫苑导弹

海洋生物的“身份证”

求证

大
脑
的
卫
士

近日，科技部科技基础性
工作专项部署了“我国近海海
洋生物 DNA 条形码资源库构
建”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承担，预计在未来 5 年内
搭建起一个涵盖 2000 个物种
的 15000 条标准数据的基础
DNA 条形码数据库。

条形码

姻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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