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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近日，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专家对华南植物园申请的木莲属新品种“嫣红”进行新品种
权现场审查。经专家审定，确认“嫣红”新品种成立。

嫣红是 2008 年以大叶木莲为母本、文山木莲为父本人工杂交培育获得。杂交后代苗栽培 5 年后开花，然后
筛选优良单株进行嫁接繁殖。嫣红是一种优良的园林景观树种，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图为盛开的嫣红新品种。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丁佳）近日，第二十一届中
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京开幕，在当
天举办的“西安‘硬科技之都’专场推介会”
上，《中国硬科技产业投资发展白皮书》（以下
简称《白皮书》）首发。

《白皮书》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市人民政
府支持，西安西咸新区及中科创星共同发起，
清科研究中心、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及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联合编制，对硬科技提

出的背景和相关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对
硬科技八大产业领域的未来机遇进行了深入
分析。

《白皮书》认为，科技发展已成为推动中
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科技创新是中国
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政策利好
叠加将推动科技产业化市场应用的爆发，
同时，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相融合将成为
大势所趋。

《白皮书》还对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光电
芯片、生物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航空航天等八大硬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分
类、政策、融合、战略进行了详细分析。《白皮
书》提出，硬科技领域内，人工智能方兴未艾，
政策关注度和投资热度持续，市场空间广阔；
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均属于国家重点发
展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

《中国硬科技产业投资发展白皮书》发布

发现·进展

北京林大等北京林大等

完成世界首张梅花
全基因组变异图谱

本报讯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启翔领衔的国家花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华大生
命科学研究院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单位合作，
完成了首个梅花全基因组重测序研究，构建了世界首张
梅花全基因组变异图谱。该成果对梅花重要观赏性状的
遗传解析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既为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又为重要观赏性状基因的
遗传选育及品种改良提供了重要平台。相关研究论文日
前在《自然—通讯》在线发表。

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梅花起源和栽培中心，已有
3000 多年栽培历史。梅花栽培品种经长期人工驯化和
自然授粉，其遗传背景极为复杂。

为揭示梅花演化历史，研究人员开展了梅花分子
标记辅助育种工作，力图揭示梅花重要观赏性状的遗
传机理。该项目选取 333 株梅花品种、15 株野生梅花
以及梅花的近缘物种山杏、山桃和李，开展全基因组
重测序研究，极大推动了梅花群体遗传学分析、全基
因组关联分析。

研究者以梅花的近缘物种山杏、山桃和李为外类
群，构建了梅花品种的系统发育树，从 16 个亚群中选择
7 个梅花品种、1 个野生梅花，与山杏、山桃、李进行深度
测序和基因组组装，结合已经发表的桃和梅花基因组，
开展梅花和李属的泛基因组学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
结论。

研究人员对 333 株梅花品种的 24 个重要观赏性状
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梅花的 4 条染色体上分别
鉴定了 5 个显著的候选基因区域与花色、花萼颜色、柱
头颜色、花药颜色、花瓣数、花径、木质部颜色和株型等
10 个性状。该研究结果为揭示梅花花色的分子遗传机
理奠定了基础。 （铁铮）

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等

本报讯（记者李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孙晶、吴文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唐
华俊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哈罗德·
穆尼，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刘建国合作，历时两年多研
究发现，粮食进口会带来进口国环境污染。近日，相关研
究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我们选取从巴西、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前 10 名的国
家，计算这些国家由于大豆进口，带来本国大豆种植转
变为小麦、玉米、水稻、蔬菜种植过程中的氮营养平衡变
化。结果表明，全球主要大豆进口国因作物种植转换造
成了巨大的氮污染。”孙晶说，大豆可以固氮，不需要或
者仅需要少量的氮肥投入，因此大豆种植中过度施用氮
肥的情况显著少于其他作物种植。

为了验证全球尺度的分析结果，唐华俊组织团队在
我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进行了案例研究。受进口大豆的
影响，黑龙江大豆生产大规模减少，转换为玉米和水稻
种植。研究发现，黑龙江由于大豆转换成其他作物导致
了氮营养平衡增加或者从负变正。大豆田氮营养平衡增
长最小，从 -105 公斤 / 公顷到 -92 公斤 / 公顷；水稻田
氮营养平衡增长最大，从 32 公斤 / 公顷到 100 公斤 / 公
顷；玉米田氮营养平衡从负变正，从 -23 公斤 / 公顷到
42 公斤 / 公顷。

“除了氮污染，我们在黑龙江的案例分析中还计算
了由此带来的水需求变化，结果表明，大豆转换成玉米
和水稻后需要更多的水，这也会增加更多的水资源负
担。”唐华俊说。

“我们的研究弥补了传统观点的不足，发现了进口
国中隐藏的环境问题，并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系统分析的
重要性，可为我国与美国、巴西等国家进行诸如大豆粮
食贸易谈判时，阐述粮食进口的环境污染风险提供重要
科学依据，从而争取到更多舆论支持。”吴文斌说。

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等

发现进口粮食
会带来环境污染

首届全国林业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人事司、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创业指导办公室、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等共
同承办的首届全国林业创新创业大赛在陕西
启动。本届大赛以“山水融智 绿色创赢”为主
题，面向广大涉林院校学生和有关规划设计单
位开展竞赛。

本届大赛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引导大学生到林业基层就业创
业，发挥好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和辐射作
用。大赛参赛项目分为院校组和社会组两个
组别，采用初赛（网络评审）、全国半决赛、全
国总决赛三级赛制。预计 11 月底完成全部
赛程。 （彭科峰）

亚洲角膜病年会在青岛召开

本报讯 近日，第六届亚洲角膜病年会
在青岛开幕，此次大会是我国角膜病学组
首次与亚洲角膜病学会合作，是两年一届
的亚洲角膜病年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同
期召开的还有第十七届全国角膜暨眼表疾
病学术大会和第十届全国角膜屈光手术年会。
千余名国内外眼科专家来到青岛，对我国角
膜屈光及角膜疾病领域的新规范、新技术、
新方法、新技能教育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研
讨和交流。

此次会议由亚洲角膜病学会、全国角膜病
专业委员会、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办，山
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
医院协办。 （廖洋曹曼）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海外建工业园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获悉，该开发区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建设工业园区。该工业园区项目一期工程
计划于 2020 年完成并投入使用，重点发展加
工制造等 7 大产业。

按照规划，该园区一期项目工程投资约
7850 万美元。园区产业发展方向以加工制造
型产业为主导，重点发展资源加工业、特色制
造业，并培育发展数字媒体、信息通信、绿色能
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服务外包业务。

（高长安王继军）

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成立

本报讯 5 月 22 日，2018 上海科技节“长
三角科普场馆联盟暨科普资源共建共享馆长
论坛”在上海科技馆举行。同时，“长三角科普
场馆联盟”宣告成立。该联盟将秉持共商、共
享、共赢的理念，不断推进落实场馆间教育、展
示、收藏和研究等各方面的深入交流，形成

“产—学—研—用—展”一条链，实现馆间、馆
企、馆研、馆校协同发展，共同为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黄辛）

黄渤海江豚分布及保护调查启动

本报讯 5 月 21 日，“黄渤海江豚种群数量
和洄游分布及其保护”调查在青岛启动。

与长江江豚一样，近年来海洋江豚误捕和
非正常死亡事件频发，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本
次调查任务由黄海水产研究所执行，拟于 5 月
24 日赴黄海南部开展江豚种群数量与分布调
查，航期预计 10 天，将采用截线抽样目视调查
的方法对江豚进行观察，同时采用一系列探鱼
仪，取得鱼类空间分布数据，并采用 YSI 仪器
现场测量表层水温、盐度、溶解氧、pH 值。

（廖洋安力）

简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发出能“自我恢复”的
锌碘液流电池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谢聪鑫、王永进）近日，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储能技术研究部研究员李先锋、张华
民带领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长寿命、可自恢复的锌碘
液流电池。该电池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锌碘液流电池循
环寿命短、功率密度低的问题，有望用作大规模储能技
术，解决目前风能、太阳能等发电不连续、不稳定、不可
控的难题，实现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相关工作以“非常重
要文章”形式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并得到审稿人高
度评价。

锌碘液流电池在锌负极不断充放电过程中，会产生
不规则的锌枝晶，这种“树状结构”的枝晶会在循环过程
中不断生长，最终刺穿电池膜，造成电池的短路，严重影
响电池的循环寿命。

为解决此问题，研究人员提出利用廉价的聚烯烃
多孔膜替代昂贵的全氟磺酸离子交换膜。该电池的聚
烯烃多孔结构中充满的氧化态电解液，可以溶解充放
电过程中产生的锌枝晶，实现自恢复，解决了由于锌
枝晶导致的电池循环寿命短的问题。此外，该锌碘液
流电池还具有成本低、电导率高、稳定性强、工作电流
密度大等特点。实验表明，单电池能量效率可达到
82%，较之前报道的锌碘体系提高了 8 倍。

为证实该体系的实用性，研究团队成功集成出千瓦
级电堆，该电堆稳定运行超过 300 个循环，能量效率稳
定在 80%，表现出很好的可靠性。该电池目前仍处于研
究初期阶段，需进一步提高其高电流密度下的可靠性，
推进其实用化和产业化。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辛雨

近期，一系列事件将药酒行业推向了舆论
的风口浪尖。5 月 16 日，杭州一对父女因服用
浸泡草乌的药酒中毒，差点丢掉性命；5 月初，
重庆市璧山区发生一起自制药酒导致 15 人送
医、5 人身亡的惨剧，罪魁祸首是药酒里含有
一种名叫“雪上一枝蒿”的中药，这种中药有剧
毒。

《中国科学报》记者统计发现，饮用药酒，
尤其是自制药酒中毒的新闻并不少见。意在健
身祛病的药酒，为何变成了“毒酒”？

国人对药酒情有独钟？

中医“药酒”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中医科
学院特聘首席研究员、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
所长朱建平对记者说：“自发明酿酒之后，酒既
当饮料，也作药用，用途颇广，所谓‘酒为百药
之长’。最初的‘药酒’是指以酒代水煎煮中药
一类的酒剂，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东
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金匮要略》也载有红蓝
花酒、瓜蒌薤白白酒汤等药方。后世‘药酒’有
所发展，主要包括中药材与曲、米同酿，或中药
材浸泡在酒中两类。”

而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喜欢在酒里添加
名贵药材或者珍稀动物器官自制药酒，餐厅、
药店售卖药酒的情况也不少见。

朱建平告诉记者，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

珍《本草纲目》卷 25“附诸药酒条”收载了 40
多种药酒，例如屠苏酒、鹿茸酒、当归酒等，“按
中医理论或在中医生指导下使用，这些药酒是
安全、有效的”。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数家药店发现，各
类药酒依旧受消费者欢迎，不少产品摆放在店
内显眼的位置。

走进北京市昌平区一家药店，记者询问
是否有保健类药酒售卖时，店员立即热情地
指着货架上名为“无敌药酒”的产品推荐：

“这个药酒不错，强筋健骨，舒筋活血，和鸿
茅药酒的疗效差不多。”

“鸿茅药酒出事后我们都下架了，但如果你
想要的话，我们也能提供。”另一位店员补充道。

出于对传统药酒的信任，再加上部分企业
不遗余力地打广告，不少消费者深信药酒的功
效。今年已经 67 岁的白大爷正好在药店选购
药酒，他表示，“药酒历史悠久，能养生，还能治
疗我的风湿疼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
究员李连达说：“药酒的广告宣传必须实事求
是，不能够虚假宣传、夸大疗效，也不能隐瞒不
良反应。”

药酒是药还是保健品？

对业内人士来说，他们很容易辨别出鸿茅
药酒、张裕三鞭、龟龄集酒、同仁堂的国公酒等
药酒是“药”，但劲酒、椰岛鹿龟等是“保健品”。

然而在不少缺乏专业知识的群众眼里，他们几
乎都是一样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
孔祥文说：“现在药酒通常是两种形式，一种具有
国药准字，具备药物的基本特征，以治病救人作
为目的，有明确的适应症、禁忌症、用法用量、配
伍禁忌、用药注意事项等标注，必须在医生和药
师的指导下才能使用；另一种是具有国食健字
的保健酒，属于非药品类的饮料酒，不具有药品
属性，能调节人体的机能，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
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
上，记者输入“药酒”进行国产药品查询，共有
386 条记录；在国产保健食品中查询“药酒”，
共有 64 条记录。

朱建平表示，古代药酒大体分为养生、治
病两大类，上世纪 70 年代后我国将药酒分为
药品、保健食品两大类进行管理。

在孔祥文看来，药酒和保健酒在质量控制
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药酒的配方需严格遵循
中医药理论和严格质量标准，经严格审批方可
生产；保健酒无明确质量标准，主要遵循卫生
标准，食品厂就可以生产。”

药酒科普和监管之路有多远？

2011 年，中华医学会发布了《中医养生保
健技术规范 药酒》，对中医药酒的应用原则、
应用范围、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

明。但这个规范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制
定，只有指导意义，并非强制性的规定。

例如史国公药酒，记者查询发现生产厂
家有 21 家，生产规格也不尽相同；人参天麻
药酒的生产厂家有 9 个，相关的广告记录达
50 余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
处方药“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
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而
保健酒可以在符合《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
定》的要求下进行适当宣传。

李连达说：“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宣传
保健品的治疗作用、治疗效率，广告宣传不准
越界。”

记者随机采访了 7 位自制药酒的人发现，
6 位是按照经验或者亲戚朋友提供的方子来
泡酒，仅有一位按照医嘱抓药泡酒。

为何这么多人在盲目饮用药酒？李连达表
示，相关科普常识宣传太少是其中的原因之
一。“有关人体健康的科普亟待加强，尤其是医
药卫生常识和急救知识。与国外相比，我国在
医学知识科普方面是弱项，不能将传统的好经
验、好习惯、好认识发扬光大。”

孔祥文告诉记者，如想达到保健强身的目
的，可以理智选择国药准字或国食健字批准的、
正规厂家生产的药酒、保健酒使用。“值得一提的
是，由于药酒中含有酒精成分，因此在使用药酒
过程中应重视酒精对身体的作用，存在酒精过
敏、嗜酒等问题的人群应慎重服用。”

深陷是非旋涡中的“药酒”

近日，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突然在各大
网站刷了屏———“谁是英雄？今天，我们一起
寻找”。

这是众多网络媒体共同发起的“崇尚英
雄 精忠报国”大型网络互动，动员大家一起重
温民族脊梁的英雄事迹，也寻找普通人身上
的报国故事。

说起英雄，很容易想到前不久震撼全国
的川航机长刘传建。在 9000 米高空事故突
发，飞机失控、仪器失灵的险境下，他凭借惊
人的职业素养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完成了一
次“史诗级备降”，拯救了 100 多名乘客及机组
人员的生命。

在和平年代，正是这些忠于职守、处变不
惊、勇于担当的人们，做出了许多令人赞叹的
事迹，构成了新中国不可或缺的脊梁。他们，
正是时代呼唤、人民需要的英雄。

然而，时代的英雄也面临困境。伴随网络
信息技术的发展，所谓的“杠精”“键盘侠”势力
日渐强大；文化语境对“解构”的偏好，促使人
们更倾向于质疑、恶搞。同时，由于负面信息
更容易吸引公众视线，部分媒体也在有意无
意地放大偶像身上的瑕疵、英雄背后的污点。
对有为之士的苛刻，对行善之心的妄测，正在
扰乱社会的公序良俗，阻碍更多英雄的涌现。
一些有能力、愿做事的人，没有被困难击垮，
没有被危险吓倒，却因人言可畏而变得束手
束脚。而比舆论压力更可怕的是，如果连制度
和法律都没有站在“英雄”一边，将会造成更
加恶劣的社会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提出，要“为担当
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从领导干部到普
通劳动者，每一位愿意担当、愿意干事的
人，都渴望一个宽容、信任、鼓励进取、惩

恶扬善的大环境。
那么，社会应该如何为英雄们“撑腰”呢？

首先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呼吁人们理性
上网，不做“黑子”“喷子”“键盘侠”，不传播谣
言和恶意言论。同时，在各行各业引入适当合
理的容错机制，鼓励专业人员放开手脚，勇于
创新，追求事业上的进取和突破。还应通过法
律完善和技术进步，阻击网络暴力、净化媒体
环境，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对
那些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化繁荣、维护公民
安全、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体和集体，也应加大
奖励力度，让英雄们更有获得感。

今天，我们一起寻找英雄；明天，我们每
个人都是英雄。营造向善、奉献、正能量的社会
环境，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希望有一天，每个
人都奋战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展现出遍地
英雄的盛世盛况。

你在找英雄，英雄在找安全感
姻李晨阳

○主持：闫洁 ○邮箱：jyan@stime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