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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发现·进展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面临关键期
■本报记者 马卓敏

在我国绵延数万公里的海岸线上，近岸
海域作为陆地和海洋两大生态系统的交汇区
域，如今正遭受越来越多来自陆源的污染，典
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近岸海域污染问
题，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生态系主任黄
凌风很清楚，国家必须借助当前经济、产业结
构调整的最佳时期，把握改革机会，逆转不利
局面，尽管这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近日，随着国家海洋局等十部委联合印
发《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黄凌风意识到，如同当今的“河长制”一
样，《方案》只要落实得当，结合环保考核制度
改革，一定能形成良好趋势。

富营养化的生态灾难

如今，进入港湾、近海，人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海水出现赤潮、绿潮甚至白潮现象，而这
就是富营养化导致的海洋生态系统变化。

黄凌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海水富
营养化、自然岸线丧失始终是困扰我国近岸
海域生态修复的难题。

“海水的富营养化可以引起近岸渔业资
源发生重大改变。”中科院海洋所海洋生态与

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于仁成强调，海
洋自净能力有限，这个限度目前在我国的很
多海域都已被突破。

海水富营养化会导致很多生态灾难。如
形成水体缺氧，如今长江口等河口区以及内
湾区状况尤其严重。这里大部分海域海水底
层缺氧，生物无法生存，形成了所谓的“死亡
区”。于仁成介绍，在一些大河口或半封闭的
海湾，水交换活动不畅也是导致海水富营养
化的因素之一。

除富营养化外，自然岸线恢复也是我国
近岸海域生态修复的难点，自然岸线对资源、
环境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和保护作用。

黄凌风表示，如今人为填海等商业活动
已对我国自然海岸带风景造成较大破坏。红
树林的大面积消失，导致海藻陷入绝境，濒临
死亡，渔业资源无法恢复。“红树林湿地可以
起到保护海岸的作用，特别是大风大浪来临，
海岸也不会被冲垮；污染物从陆源向海水排
放，经过红树林，还可以起到调节水质作用；
此外，它还是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排放设置需讲科学

“如今，陆源排放已成我国近岸海域排放
的主体。”黄凌风清楚地记得团队在三沙湾封
闭海湾做的研究，结果显示陆源排放导致海

水富营养化占主体排放的 75%。
针对于此，《方案》明确规定：到 2017 年底

前，要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
污口，明确促进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调整
沿海地区产业结构。

“在我国，很多排放口设置不科学、管理
不完善，这会引起排放量增加。而如果我们的
排放时间不配合潮水的涨落，也会让近岸海
域积累污染物，所以需要进行合理布局。”黄
凌风表示，合适的水流容易稀释污染物，最好
能在海域宽阔且水流较急的地方多设置排放
口。“此外，沿岸的污水处理厂，如果排污下游
能经过一个湿地再入海，效果会更好。”

“如果排污口设置合理能显著提高海湾
物理自净能力，产业升级可让废物率下降，而
依靠循环经济还能最大程度减少排放。”中国
海洋大学教授许国辉认为，减少排污口数量，
制定流域的污染物管理条例等都是可行的对
策，此外沿海的产业升级、加强湿地的保护等
都是未来生态系统修复的前提。

海藻养殖清污排垢

据介绍，海水中的氮、磷含量过剩是引起
水质污染的重要因素。所以排污要讲科学，清
污更是门学问。

《方案》为此还提出了“到 2020 年全国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70%”的目标。
黄凌风表示，因为目标是指从临海基线向
外延伸至深海水域的水质优良率，而离陆
地越远水质越好，所以实现起来并不算十
分困难。

针对于此，黄凌风推荐近海海藻养殖。
“按近年我国大型经济海藻养殖产量算，其每
年可从大气中吸收 45 万吨碳，从海洋中除去
7.9 万吨氮和 1.1 万吨磷。”他认为“海洋牧场”
方式也可以结合到生产过程中，“通过增殖放
流，科学合理地选择在海里投放一批物种苗
种，不合理的生态结构也可以随之改善”。

与此同时，《方案》还指出，要严格控制
围填海和占用自然岸线这类的开发建设活
动，到 2020 年，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
于 35%。

在黄凌风看来，将近岸海域生态恢复到
历史最佳已很难，不能期待《方案》出台后一
两年内出现转机，但可以恢复自然岸线的基
本功能，如增加红树林的生态面积，让海水充
分生产氧气，恢复海水的“支持功能”。

“如果原有湿地已被改成公路，还有一种
补偿性修复办法，即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建个
湿地，替换其生态功能。”黄凌风补充道，“现
在企业的减排考核标准在提升，以前是遏制，
现在是改善，所以《方案》结合环保考核制度
改革，未来形势非常乐观。”

5 月 8 日上午，“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巡展走进北京理工大
学良乡校区。该巡展涵盖中国现当代科学家近 700 位。展览运用个性化、可视化的历史
资料，介绍了中国科学家群体形成、演进的曲折历程，讲述了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本报记者陆琦摄影报道）

简讯

包信和被增选为
英国皇家化学会荣誉会士

本报讯 近日，英国皇家化学会公布增选荣
誉会士名单。经过提名和遴选，2016 年，中科院
大连化物所包信和院士，获得“英国皇家化学会
荣誉会士”称号。包信和是继中科院院长白春礼
院士之后第二位获此称号的中国人。

包信和主要致力于新催化材料和高效能
源转化过程研究。其团队将理论计算、模型催
化以及技术催化相结合，并因此获得了许多对
科学界和工业界有重要影响的突破，为碳资源
高效运用的清洁技术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包
信和发表学术文章超过 630 篇，申请专利 140
多项，被引次数超过 16000 次，并被授予了众多
奖项荣誉，包括 Alwin Mittasch 奖、国际天然气
转化杰出成就奖、周光召基金会基础科学奖、中
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等。 （刘万生曹天睿）

同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同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日前揭
牌成立。据悉，该研究院将汇聚同济大学 10 多个
学院的跨学科资源，有组织承接国家科技创新重
大项目、重大工程，开展跨学科智能技术的协同
创新研究，并带动这一领域的卓越人才培养。同
时将重点研究智能城市与规划、智能制造、智能
医疗、智能设施农业、智能军事等。 （黄辛）

山西启动“三晋环保行活动”

本报讯 记者从山西省环保厅获悉，由多
家新闻媒体参与的“三晋环保行活动”5 月 8
日在太原启动，此项活动以“推动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山西”为主题，主要聚焦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

据了解，山西已连续 24 年开展此项环保活
动，今年活动的采访报道重点是：各级政府贯彻
实施新环保法和该省环保条例情况；大气污染
防治特别是冬季清洁供暖情况；水污染防治特
别是流域污染防治、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减排
情况等。活动时间为半年。 （程春生）

山西将开展农膜回收试点
破解“白色污染”难题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山西省农业厅获悉，
从今年起，山西将全面开展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试点工作，治理农田“白色污染”。

山西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回收地膜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过量使用地膜造成的土壤
污染，对实现农业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起到了积极作用。2017 年，山西将全面开展废
弃农膜回收利用试点，实现试点地区农膜回收
率达到 50％以上。 （王飞航）

“蛟龙”南海峡谷探浊流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5 月 6 日载着科学
家在南海东北部深潜，获取了台湾峡谷现代
浊流的地貌和沉积证据，丰富了对这一地区
峡谷浊流的科学认识。

海底浊流是何方神圣？“蛟龙”号有哪些
“绝招”探察海底浊流？我国南海东北部为何
被视为研究现代海底浊流的“天然实验室”？

“海底浊流，又称海底沉积物重力流，类
似于陆地上的泥石流或雪崩，是在重力驱动
下沿斜坡远距离运动的高密度、高含沙、高流
速的一种偶发性流体。”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

毕乃双说。
毕乃双是中国大洋 38 航次第二航段“蛟

龙”号第 7 次下潜的“乘客”，此次下潜正是为
了探察海底浊流。

毕乃双说，浊流是陆地来源沉积物向深
海输送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一次大型海底
浊流的沉积物搬运量，可以超过全球所有河
流一年入海沉积物的总和。

“浊流具有强大的侵蚀能力，有些海底峡
谷就是由海底浊流冲刷出来的。”毕乃双说。

浊流堆积形成的海底沉积扇，是海底油
气资源的重要储集层母体之一，在全球碳循
环研究和油气勘探中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海底浊流也会导致重大的海
洋地质灾害，因其高流速而具备强大的破坏
力，对油气平台、海底通信电缆等海底设施构
成直接的威胁，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浊流
冲断海底电缆的事件。

从事海底浊流研究多年的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徐景平说，海底浊流研究是目前公认的
地球科学研究中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在海
底浊流领域的研究工作开展相对较晚，大部
分工作仍然是利用钻孔和地震资料研究古代
浊流的沉积记录，对于现代海底浊流过程及
其地貌特征研究则比较缺乏。

徐景平说，海底浊流广泛发生于海底峡

谷，我国南海东北部发育着大量的海底峡谷，
是全球公认的研究现代海底浊流过程及其沉
积的天然实验室，不但具备地震导致海底滑
塌从而引发海底浊流的条件，更具备高泥沙
浓度河流引发海底浊流的先例。

据介绍，“全球海底峡谷联合实验计划”
将这一地区作为全球 5 个典型实验场之一，
进行现代海底浊流研究。

“蛟龙”号此次沿着作业区进行了测深侧
扫调查、近底观察和取样，完成了环境参数测
量，采集了近底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等样品。
同时，拍摄了大量海底高清视频资料。

“本次下潜利用近底测深侧扫、高清摄像和
精准取样等‘蛟龙’号特有技术手段，获取了南
海东北部台湾峡谷现代浊流的地貌和沉积证
据，极大地丰富了对本地区峡谷浊流的科学认
识，为未来南海浊流观测研究的设计和执行提
供了关键数据和技术支撑。”徐景平说。

视点

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中心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中心

发现水稻miRNA新功能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

中心朱健康研究组利用 STTM 技术大规模沉默水稻
miRNA，并发现了多种 miRNA 的新功能，为进一步深化
miRNA 功能研究和水稻遗传改良提供了有效资源。相关
成果日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miRNA 是一类在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的非编码、长度
约 21 个核苷酸的小分子 RNA，它在调控植物的器官发
育、信号转导和响应逆境胁迫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
miRNA 基因较小，且大多数 miRNA 家族都由多个成员
组成，具有遗传冗余性，所以很难通过传统的基因功能缺
失突变体的方式来研究 miRNA 的功能。

研究人员利用 STTM 技术降低了 35 个水稻重要
miRNA 家族的表达水平，发现了水稻许多 miRNA 调控农
艺性状的新功能，同时验证了 miRNA 也可以作为作物改良
的重要靶标。在 STTM-miRNA 水稻株系中，发现 miRNA
参与调控了水稻株高、分蘖数、穗粒数等众多重要的农艺性
状，且这种受调控的表型可在连续 5 代中稳定遗传。

据悉，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发现了多数 miRNA 具
有一些重要的新功能，比如 miR172 具有影响茎的发育和穗
的密度的新功能，miR156 具有影响根发育的新功能。同时，
通过对 miRNA 的遗传调控，证明了 miRNA 可以作为作物
改良的重要靶标。比如通过调控 miRNA398 的表达水平，可
以提高水稻的穗粒数和穗长等，进而增加水稻的产量。

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柴彦威：

城市规划正在进入以人为本新阶段
■本报记者 王卉

“经历 30 多年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
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正在面临新的转机，即
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日前，
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丝绸之路与
生态城乡规划学术论坛”上，北京大学城市与
环境学院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柴彦
威如是说。

柴彦威表示，在我国的既往发展过程中，
发展政策更多源于经济考量，没有以人为本，
而是以经济、资本、土地为本，城市空间也是

为了生产物质产品的一个空间，城市资源、劳
动力资源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但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牺牲环境、资源、劳动
者幸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
继，改变已经于 2011 年“十二五”规划开始，
当时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要进行和谐
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而本届政府还
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以人为本，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这些都意味着我国要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

柴彦威认为，城市规划需要学术研究为

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国际上一个新的研究热
点是通过个体行为的研究为城市规划服务。
我国相关学者有必要理解转型期日趋复杂
化、多样化的人类活动模式，引导资源能源环
境危机下人类活动的调整，为构建以人为本
的生活圈规划提供思路。

针对前不久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 -2030 年）》草案，柴彦威评价，该草
案围绕“迈向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目
标，在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留白增绿、交通设
施规划等方面有许多突破，正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发展理念。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二维金属碳化物纳米片
衍生物研究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董琰峰、赵雪君）近日，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吴忠帅团队发展了一种同时氧化和碱化的
新策略，一步法实现了二维金属碳化物纳米片向超薄钛酸
钠或钛酸钾纳米带的转变，发现其具有优异的储钠和储钾
性能。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纳米》上。

该团队所制备的纳米带具有较大的层间距（0.90~0.93
nm）、超薄厚度（<11 nm）、较窄宽度（<60 nm）以及开放的
大孔结构，有利于充放电过程中电解液离子的快速传输以
及结构的稳定。因此，该类钛酸钠纳米带在 200 mA g-1 电
流密度下展现出高达 191 mAh g-1 的比容量，钛酸钾纳米
带具有优异循环稳定性，可超过 900 次稳定循环且保持较
高比容量，明显优于其它的钛基纳米材料。

西北农林大学西北农林大学

新技术防控小麦条锈病
本报讯（通讯员靳军 记者张行勇）小麦条锈病是一种

通过空气传播的低温真菌病害，是世界小麦生产的主要公
敌之一，一般情况下会造成小麦减产 10%到 30%，严重时
导致小麦绝产。近日，西北农林大学教授康振生团队在小
麦条锈病防控技术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成果已在《植物病
理学年评》上发表。

研究认为，该病害主要是真菌在小麦生长体之间进行
无性繁殖的结果，而主要防治措施就是培育能抵抗该病害
的小麦品种。但是，小麦条锈菌又年年频繁变异，而且总在
中国西北地区发生变化。小麦条锈菌在西北地区广泛分布
的野生小檗树叶上完成有性生殖。

科研人员通过铲除麦田边 10 米范围小檗、遮盖染病
小檗周围的麦垛、对麦田周围小檗实时喷施化学杀真菌
剂，通过三道防线阻断条锈菌的有性生殖，减少病菌变异，
阻止了越夏易变区菌源向东部麦区的传播。

地科院地质所等地科院地质所等

发现新巨型窃蛋龙
本报讯（记者唐

凤） 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所研究员吕
君昌、河南省地质博
物馆研究员蒲含勇
及加拿大和斯洛伐
克的科学家团队，近
日将路易贝贝正式
命名为中华贝贝龙。
该成果发表在 《自
然—通讯》期刊。

中华贝贝龙生
活于 900 万年前白
垩纪时期，而该化石
发现于上世纪 90 年
代的河南，但流失到国外。吕君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贝贝龙在海外漂泊 20 多年后，回到中国，
从而使得我们最终能够对其进行科学研究。”

据悉，这个类似巨型鸟类的新恐龙，蛋可达 45 公分、重
约 5 公斤，是世界上曾经发现的最大恐龙蛋。而蛋巢直径约
2 到 3 米，蛋环状排列在其中，一窝蛋可能有 24 枚以上。

多年来，何种恐龙能有如此大的蛋一直是个谜。由于
霸王龙等大型兽脚类恐龙在河南的地层中也有发现，因
此人们最初认为这些蛋可能是霸王龙下的。但吕君昌等
人通过胚胎化石研究，揭示了产蛋者是一种具有翅膀、长
羽毛以及喙的，与鸟类关系密切的新窃蛋龙。“虽然没有
发现成年个体的骨骼化石，但根据与其接近的种类相比
较，它可能体长达 8 米，体重 3 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的 Darla Zelenitsky 对记者说。

此外，由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小个体窃蛋龙有孵卵的
情况，研究人员认为中华贝贝龙为最大的孵卵和照顾后
代的恐龙。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质调查项目
等联合资助。

中华贝贝龙 赵闯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