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界窑观察 编辑尧版式院龙九尊 李惠钰 校对院王剑 圆园11年 1月 24日 星期一

栽藻造押渊园员园冤82614615 耘原皂葬蚤造押zgswcy@stimes.cn
B3

生物技术是现代农业增产的必由之路 前沿·动态

英国科学家揭开糖分子变形之谜 有望探索到石油替代品

美国科学网站 Physorg.com 1 月
10日报道，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日前
解开了一个困扰科学界长达半个世纪
之久的谜团：糖分子如何改变自己的
形状及其背后存在的机理。研究人员
将糖气化，使之与其他所有物质分离，
然后监测它们的表现。研究发现，分离
出来的糖分子仍然保持着不寻常的化

学外观。研究人员表示，糖很可能成为
制造业的未来，因为利用糖分子可以
生产化学品，其可用性远远大于石油，
而且人类也不太可能把地球上的糖耗
尽。从理论上来说，化学家几乎可以将
糖制成任何有机分子，因此人类应该
可以利用糖去取代石油，并生产出需
要利用石油生产的所有产品。

西班牙为削减国内碳排放将提高生物燃料应用

人民网 1月 11日报道，西班牙政
府表示，将提高对生物燃料的应用，以
此来削减国内的碳排放，同时推动产
业的发展。政府发言人表示，对生物燃
料的鼓励措施可以刺激国内能源生
产，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
展机制的最好体现，此外能帮助西班

牙达到欧盟设立的 2020年的减排目
标。据悉，通过有针对性的生物燃料项
目可以减少西班牙国内至少 22%的碳
排放量。有消息称，预计西班牙政府每
年将投入 45万欧元的资金，用以支持
生物燃料项目，借此促进生物燃料的
生产和农村就业前景的改善。

新华网 1月 12日报道，美国研
究人员日前开发出一种利用木屑或
农业废弃物的纤维素制取氢的技术，
有望解决氢制取费用高的难题。研究
人员把 14种酶、1种辅酶、纤维素原
料和加热到 32 摄氏度左右的水混
合，制造出纯度足以驱动燃料电池的
氢气。此外，除了把纤维素中分解出

的糖转化为化学能量外，这一过程还
可产出高质量的氢。研究人员主要使
用从木屑中分解的纤维素原料制取
氢，不过也可以使用稻草、废弃的庄
稼秆等。木屑或农业废弃物资源非常
丰富，利用它们制取氢，不仅可降低
制造成本，而且将大大扩大生产氢的
原料资源。

美国用农业废弃物制取燃料氢

香港大学 1月 13 日公布，该校
研究人员利用人类皮肤细胞，成功
制造出可转化为多种人类器官细胞
和组织的干细胞。据介绍，研究人员
通过利用一种酵素抑制剂刺激干细
胞重组，把人类皮肤细胞转化成类
似胚胎干细胞的状态，从而制造出
“人工诱导万能干细胞”。由于这种

崭新的干细胞跟捐赠者拥有相同的
基因成分，因此不存在排斥问题，且
避免了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所带来
的道德争议。此外，制作过程不涉及
动物活细胞及血清素等成分，有利
于人体临床应用。该项研究将有助
于研究心血管病和早衰症等疾病的
发展。

香港大学研发新技术制造干细胞

英国广播公司 1 月 13 日报道，
英国科学家宣称已经通过转基因手
段培育出全世界第一批不传播禽流
感的鸡。研究小组把一个人造基因
植入培育的鸡中，从而让禽流感病
毒的一个微小部分进入鸡的细胞。
这些鸡受到了感染，但是释放出的
病毒对其他禽类无害。科学家相信，
他们所实施的基因改造对鸡和食用

这些鸡的人类都是无害的。科学家
表示，从原则上讲，这种技术可以用
于所有家禽家畜和所有的疾病，最
终发展出完全抵御病毒类疾病的饲
养动物。但是，按照英国的法规，任
何转基因技术投入这类用途都需要
经过食品标准机构的批准，而这个
机构必须首先进行全面和严格的评
估。

英国科学家研究培育出不传禽流感的转基因鸡

阿根廷成为世界第四大生物柴油生产国

阿根廷清洁能源协会 1月 13日发
布报告说，去年阿根廷生物柴油产量达
到 190万吨，比 2009年猛增了 51％，
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生物柴油生
产国。报告指出，从 2006年至 2010年，
阿根廷生物柴油生产能力增加了 22.5
倍。目前阿根廷生产的生物柴油中，

68％出口到欧盟等地，剩余部分则和本
国生产的成品油混合加工后销售。根据
阿根廷政府的规定，成品油中必须添加
7％的生物燃油。报告强调，目前阿根廷
政府正在制定鼓励生物柴油生产和使
用的政策，预计阿根廷生物柴油产能未
来还将进一步提高。

日科学家成功让装药胶囊直抵癌组织

《每日新闻》1月 16日报道，日本
科学家成功进行一项动物实验，研究
者将抗癌剂装入微型胶囊，让其直接
作用于抗癌剂难起有效作用的癌细
胞；并在抗癌剂抑制癌细胞增殖的同
时，观察其在细胞内的活动状况。这
种给药方法，令抗癌剂对产生耐药性
的癌细胞也能生效，并且由于药物直

接作用于病灶，副作用也小。具体做
法是将抗癌剂装入微型胶囊，该种胶
囊由高分子制作，直径约 40纳米。将
胶囊注射入产生耐药性的患大肠癌
的小鼠体内。结果显示，癌组织的体
积仅仅增加到原来的约 2倍。由于胶
囊是在细胞核附近溶化释放出药物，
故较不易受抑制药效物质的影响。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能抑制大肠癌转移的基因

美国科学杂志《癌细胞》网络版
1月 员怨日报道，日本研究人员新发
现一种能够抑制大肠癌向肝脏和肺
转移的基因，这项成果可能有助于开
发抑制大肠癌转移的药物。研究小组
发现，在大肠癌转移到肝脏的患者体
内，一种被称为 粤藻泽 的基因功能较
弱。动物实验显示，如果强制患有大
肠癌的小鼠体内的 粤藻泽基因发挥作
用，则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和肺的比例

比对照组低 圆园豫至 猿园豫，这证明 粤藻泽
基因具有抑制大肠癌转移的作用。研
究人员进而确认，一种被称为“晕燥贼糟澡
信号传导”的反应能促进大肠癌细胞
侵入血管内部开始转移，而 粤藻泽基因
合成的蛋白质会阻碍这种信号传导。
如果 粤藻泽基因的功能减弱，制造出的
蛋白质减少，癌细胞就会进一步扩
散。不过目前尚不清楚 粤藻泽基因功能
减弱的机制。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自我修复生物聚合物

美国能源部艾姆斯实验室研究
员正在研发能够在降解和裂解过程
中“自我愈合”的生物聚合物。该技术
现已发展为一整套系统，在其中嵌入
了催化剂和置于复合材料中且含有
液体修复剂的微胶囊。随着复合材料
发生裂解，使微胶囊破裂并释放出修
复剂，随即与催化剂接触，两者发生
反应形成 3D聚合物链并填充裂缝。

据研究人员称，此项技术提升了材料
寿命，降低了保养要求。根据初步结
果显示，对基于桐油（一种中国的坚
果油）的聚合物使用修复剂的修复速
度过快。研究人员正在设法减慢修复
机制的速度，以达到更令人满意的效
果。研究人员同时还在开发生物基修
复剂和适用于生物聚合物的封装技
术。

印度石油公司与 LanzaTech就燃料级乙醇技术签署谅解备忘录

印度旗舰石油巨头印度石油公
司与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公司 Lan-
zaTech 就一项技术演示合作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该演示将使印度石油公
司能够生产燃料级乙醇。印度石油公
司将在该公司的一个精炼厂中对
LanzaTech专有的气体发酵技术进行
评估，以生产燃料级乙醇。印度石油

公司正在寻找创新方案来扩大其能
源资源，以满足印度经济不断增长的
需求。预计未来几年印度超过 80%的
原油将依赖进口。印度的生物燃料政
策将推动对可持续非粮来源产生的
替代性可再生燃料的使用，并且目前
要求石油公司将最多 5%的乙醇与汽
油混合。

法国发现脑膜炎病菌致病机制

据新华社电，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发现了脑膜炎病菌的致病机制。这一
成果将有助于开发预防脑膜炎的新
药。研究人员发现，为了侵入大脑，该
细菌采取“两步走”的策略：首先，它
会向大脑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发出
信号，使其生成芽状物，帮助自己在
流动的血液中“站稳脚跟”。随后，它

再设法破坏细胞膜的密闭性，让一些
接合处产生松动，从而进入大脑毛细
血管的内皮细胞。在此过程中，患者
体内的 β2肾上腺素能受体发挥了
重要作用，脑膜炎双球菌依靠它的帮
助，促使维系细胞膜密闭性的蛋白质
丧失稳定性，从而达到传播脑膜炎的
目的。

阴 陈茹梅 张少军

据统计，世界人口目前是 66亿左
右，而世界现有耕地面积只有 13.6911
亿公顷，中国现在有 13亿人口，耕地面
积为 18.37亿公顷，这些耕地面积已到
了增长的极限。专家预测，到 2015年，
世界人口将突破 78亿，从这些数字中
能看出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现在世界各国都开始注意到，在
保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现有耕地面
积不能减少，否则世界将会陷入粮食
危机中，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
展，需要更多的粮食，这部分粮食的来
源只能是从现有甚至更少的耕地中获
得更高的额外的粮食产量。
农业发展早期，在资源允许的条件

下，农业增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增加耕
地面积来获得更多的粮食产量。但在人
口密集、工业发达的现代社会，在充分
考虑到人类及其他物种生存的前提下，
耕地的面积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资本
发展的过程，除了产生阶层的分化，也
一直伴随着环境的破坏。在农业发展到
比较先进的时候，人们主要是靠改进耕
作技术来提高作物的产量。人们不断积
累耕作经验，并不断更新耕作工具，节
省了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犁的发明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
标志，每一次劳动工具的更新，都能大
幅度地提高从农田获得的物资量。

现代农业被社会科学家称作“石油
农业”，也就是说，现代农业的增产更多
依赖于对化肥的使用和对消耗石油的
机械的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
程中，农业机械的使用使得农业的集约
化生产及大规模解放农村劳动力成为
现实。化肥的大规模使用，暴露了一系
列的问题，在使用化肥的过程中人们逐
渐发现，土地变得板结，土壤结构被严
重破坏。同时，水质也被化肥严重污染，
这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淡水资源更加紧
张，甚至有人预言，将来世界大战的导
火索将不是意识形态引发的矛盾，而是
对水资源和能源的争夺，这个预言现在
已初露端倪。

粮食增产应考虑作物本身的潜力

粮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瓶颈，只有
我们将自己的粮食问题解决好，粮食有
了保证，我们才不会受制于人。

作物的进化一直为人类意志所干
涉。在长期的耕作活动中，人们有意识
地选取作物的一些优良性状，并试图让
这些性状能够在子代的作物中保存下
来，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作物改良了，显
然，这种传统的改良方法带有太多的投
机性，更会因为没有科学的继代方法而
隐藏这些性状。

可见，我们无论是增加耕地面积、
改良耕作技术或者是提高农业投入，对
于粮食增产的促进都已经十分有限，因
而，我们不得不从增加作物本身潜力的
方面来考虑粮食增产。

近年来，生命科学飞速发展，人们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对于生命的认识有
了质的改变，从“神创论”到“物种进化
学说”，从细胞的发现到 DNA双螺旋结

构的建立，从克隆羊到人造基因组的完
成，人类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认识不断地
深化，从分子水平探求着生命的真谛。

科学技术一直是作为一种进步的
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
类的生活水平。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既
然传统的农业增产方式潜力有限，我们
只能从作物本身的潜力来解决迫切的
粮食问题。就作物本身而言，就是要探
究作物的基因组及其基因功能，或者找
到其他优良性状的基因，整合到作物中
来，使得作物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因
为基因才是决定作物性状和产量的最
本质的因素。

“纠结”的转基因
普及科学知识已迫在眉睫

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
绕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本
身并非坏事，适当的争论可以修正错
误，接近真理。但是，如果沉溺于“争论”
而裹足不前，或者用争论去压制事物的
发展，则“争论”绝对算不上好事，说到
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反对转基因的人士
作出一个科学的交代。

首先，我们必须得承认，严格转基
因作物商品化的审批制度和程序是必
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所有的
转基因作物一棒子打死。

在 2010年 7月 27日出版的《中国
社会科学报》第六版中有一位名为“田
松”的作者发表一篇题为《超越科学看
转基因问题》的文章，作者主张，“为了
避免转基因一类新技术的危害，我们应
该超越科学，用哲学的、历史的眼光审
视新技术的应用，由科学家来提供证明
其无害的‘科学依据’，而不是由质疑者
提供证明其有害的‘科学依据’”。
作者从一个法学的角度，即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出发，要求科学工作者给
出“转基因食品无害的证据”，从辩论的
角度来讲，他的要求完全合理，这也暴
露了我们在科学知识普及上的缺陷：科
学研究者和这个领域之外的人们的沟
通实在太少了，如果在将生物技术应用
到农业生产的初期就做好知识普及的
话，相信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不明就里，
对所有转基因的东西都抱有恐惧心理
了。

作者还从“大科学”的概念出发，认
为政府、企业和科学研究者之间存在着
巨大的“利益链”。那什么是“大科学”
呢？普赖斯认为，大科学的特点是：投资
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
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比
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当前的科学研究由
于投资较大、规模大，需要科学家之间、
科研机构之间，以及政府间的合作，所
以，合作者之间存在着投资问题，若是
将这投资关系视作利益的争夺，是与民
夺利，那是过于偏激的。

在基因工程方面，我们在对农业生
产的转化即转基因方面并不是走在国
际前端，西方国家在 1990年还没有正
式种植转基因作物，到了 1999年种植
面积已达 4000万公顷。全世界转基因
种子的销售额在 1995年仅为 7500 万
美元，而 1998年已飙升至 15亿美元。

美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是最
大的，市面上一些产品早已经包含了转
基因成分，比如饮料、啤酒等，但并没有
遭遇多少质疑。
有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质疑转基因

作物的研究人员是被美国洗脑，这种说
法是不理智和不负责任的。实际上，科
研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民族感情，都在自
己的领域兢兢业业，毕其一生精力潜心
于科研工作，努力推动着我们国家，我
们民族的科学事业前进。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国的科学家

就有很多的独创性成果，也取得了优
秀的成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
分离了植酸酶基因，并成功将其转化
到玉米当中，以期改善饲料中磷利用
率低和环境中磷污染问题。这个植酸
酶基因，就完全是我国科学家独立发
现、分离，并完成后继一系列工作的，
他们对这个基因的性质已经了解得很
清楚了，对其安全性有十足的把握，并
且已经完成一系列的安全评估和试
验，我们国家对这个基因就有完全的
自主知识产权。
所以说，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认为

“转基因是西方国家毒害中国人的阴
谋”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同样也
是充满智慧的民族，历史上，我们在相
当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
究任务，事实证明，我们国家的科学家

也是有能力去承担高新的科研任务，那
么，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反而不相信中国
的科学家了呢? 为何不相信中国的科学
家也有能力承担起生命科学的研究重
任，为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粮食生
产作出贡献呢？

我们从反对转基因技术人士的观
点中不难发现，他们提出的论点和他们
的依据，未能摆脱“文学院”的束缚。他
们反对转基因，大部分都是一棍子全打
下，所有的转基因都未能幸免，然而，唯
物主义的学者们是需要全面、发展着看
问题，如果反对转基因的人士未能从唯
物主义的辩证观点出发，那么所有的这
些争论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
甚至会由于科研工作者的不善辞辩，眼
睁睁让一些过右的言论激发人们过分
的抵制情绪而无能为力，甚至使我们的
国家，使我们的民族再次在科学上落后
于人。

今天，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正面临着公
众接受的挑战，而要让公众接受，树立转
基因技术的正面形象，首先要做的是与民
众的沟通以及对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众
多从事生物技术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
了这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并愿意
解答人们对于转基因知识的疑问，也愿意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

阴刘石
农作物品种在推向市场之前，需

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查和认定，这本
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在世界其他一些
国家里也同样存在着类似“游戏规
则”。中国的品种审定经历了数十年的
发展阶段，在历史上也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然而，在市场化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品种审定体系显然不能够满足市
场和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以为玉米为例，以本人不十分精

确的估计，每年通过国家和各省区域
试验审定的品种不下一两百个，但是
这其中真正能够在市场上有一定推广
面积，获得市场认可的大约只有十分
之一。这说明我们的农作物品种试验

和审定体系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系统误差”。我们要修正这种“系统误
差”，就要从这一系统存在的问题谈
起。
首先，“农作物品种审定”的目的

是什么。现在的农作物品种审定“过
关”的标准主要集中在品种的产量表
现上，这貌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
是值得商榷的。政府的审查机构应该
关注的是行业标准制定和监督执行，
产品安全性的评价和风险防范。至于
产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应当由市场和
客户来决定，这如同食品的营养和口
味不应当是食品监督机构关注的重点
一样。
第二，品种审定标准的设置。现

在品种审定的标准设置过于集中在
产量标准上面，即强调比“对照品种”
的“增产幅度”，这是十分片面的。因
为实际的生产是在千差万别的自然
环境中，任何一个好品种或者“大品
种”，它首先应该是广适性和抗逆性
强的品种。一个品种在个别地区和高
水肥条件下的“表演”与实际生产中
的表现往往相去甚远。过于强调增产
幅度会大大误导市场，在生产中造成
重大损失。
第三，品种审定门槛的设定。现在

的通行标准是在抗逆性过关的前提
下，产量必须比对照品种增产 6%或者
8%以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标
准。在产业发展的早期，因为当时的育
种水品低下，这个增产标准有一定的
道理；但是在今天，在单产水平普遍较
高的情形下，这一标准显然已经过时。
因为，随着整个行业育种技术水平的

提升，依靠传统育种手段能够实现增
产的幅度逐渐减少。如果我们维持原
来的标准只会造成两个结果：1）产品
区域试验中的“跑点”现象愈演愈烈，
弄虚作假成为常态；2）育种目标盲目
追求产量，抗性大大降低，为将来的实
际生产带来灾难的隐患。
第四，审定区域的划分。现在的品

种审定的区域都是以行政区划来划定
的。它与农作物实际的生态区域有很
大差异。一个省内的农作物种植可以
根据地形地貌、海拔高低、土壤气候等
条件分为不同的生态区域，单一的行
政区划和审查、审批，很难反映出市场
的真正需求。在目前行政审批主导的
市场准入体制下，如何尽可能科学结
合两者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五，区域试验的布点和数量的

设计，更应当依据环境变异与统计误
差的原理来设定。布点不合理或者试
验点数太少则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反
映出一个品种的真实表现情况，其审
定也就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
第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的问题。现在农作物品种审定专业委
员会的“专家组成员”一般本身就是育
种者，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品种参加
试验和审定。这样就很难从根本上避
免评审结果向自家倾斜的问题。
现在，国内各个科研院所和大大

小小的种子公司对于品种审定趋之若
鹜，其背后除了利益的原因之外，最重
要的就是“免责”的盾牌—“通过审定
的品种”在市场上的表现即便有问题
也可以因为通过了国家权威部门的审
定而“免责”。如果这种心态成为我们

行业的追求，这就与我国设立品种审
定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背道而驰了。
如果这一“潜规则”不改变，我们行业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负责就是一句空
话，而品种审定的意义就失去了。
关于中国农作物品种行政管理的

未来发展方向，以一己之见，应该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
从“品种审定制度”逐步过渡到

“品种登记制度”，以符合市场化发展
的规律。同时，应当逐步试点建设和完
善企业对于品种的负责制度。这在当
前市场混乱和诚信缺失的产业发展现
状的条件下，难度很大。但是正因为如
此，其实施的意义也就更加重大。
行政和行业管理机构的工作重心

应当是设定行业标准和产业规范，注重
风险防范以及对于这些规范的监督执
行。特别是在行政执法的实施力度方
面，不能够再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套路。那样的话，既缺乏政策法规的严
肃性，又没有实际的社会效果。
在产品评价的标准设定方面，既

要考虑综合性状，又要突出特色产品
（不仅仅是高产），使得产品的评价标
准和体系能够与时俱进，更加符合未
来市场发展方向和最终用户的需求。
优化和增加产品评价试验点数，

使其更能符合自然生态区域的特点和
统计学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
行政决策依据更有科学性。
要想迅速发展中国的种业，建设

强大的中国的种子产业体系，我们也
必须从改革我国的品种试验和审定体
系着手，修正它的“系统误差”。

（作者系隆平高科总裁）

修正当前农作物品种审定的“系统误差”

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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