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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
收入1050亿元

2018 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
1050 亿元，同比增长 5.2%。与此同时，中国游
戏用户规模达 5.3 亿人，同比增长 4%。

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中，移动游戏
市场销售收入为 634.1 亿元，占比逾 60%；客户
端游戏市场销售收入 315.5 亿元，占比 30%。移
动游戏仍是中国游戏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但
增速已明显放缓。

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在国内市场销
售收入为 798.2 亿元人民币，海外销售收入为
46.3 亿美元。游戏产业与网络文学、网络动漫
等数字内容产业的互动进一步加强，数字内容
产业细分领域加速融合，产业链条逐渐完善。

业内人士指出，当下中国数字内容产业
包括网络游戏产业的产业规模仍在持续扩
大，但本土网络游戏产业的原创意识和创新
能力仍有待提升，中国数字内容产业仍需努
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风清气正”的
网络空间。

华为跃居全球智能手机
出货量第二位

美国市场分析机构国际数据公司发布初
步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生
产商华为的出货量超过苹果手机，跃居全球
第二位。

数据显示，韩国三星以 7150 万部智能手机
的出货量继续位居全球首位，其市场份额为 20.
9%；华为和苹果分别以 5420 万部和 4130 万部的
出货量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位，两家公司的市场
份额分别为 15.8%和 12.1%。国际数据公司项目
副总裁瑞安·里思表示，华为的良好表现主要得
益于海外市场销量不断增长。

报告还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
机出货量为 3.42 亿部，较 2017 年同期下滑 1.
8%，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对此，国际数据公
司指出，市场趋于饱和及平均售价上涨是影响
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主要因素。

水痘疫苗纳入
上海市免疫规划

8 月 1 日起，水痘疫苗被纳入上海市免疫
规划。2014 年 8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居住地在
上海，包括在上海居住满 3 个月的非上海市户
籍适龄对象都可以免费接种水痘疫苗。

上海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均
可为适龄儿童免费接种水痘疫苗。儿童可在 12
月龄和 4 周岁时分别免费接种 1 剂次；2014 年 8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上海市儿童还可享受免费
补种。其他市民可根据需求，自愿、自费选择接种
水痘疫苗。

今年，上海市通过政府采购，免费提供给适
龄儿童常规接种的水痘疫苗为上海生物制品研
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水痘减毒活疫苗。

竞标企业投标时提供了技术文件和水痘疫苗
使用监测情况，评审专家对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
和稳定性等进行综合评分，最终确定中标企业。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在 24个省份启动

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出生
缺陷疾病，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
帮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及时治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司近日在
上海市、河北省等 24 个省份启动实施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采用心脏
听诊和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检测双指标法，为
出生后 6 至 72 小时的新生儿进行筛查，耗时
短且对新生儿无伤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说：“家
长应认识到‘筛查’不是诊断。”若筛查结果为阳
性，应及时进行确诊和进一步的评估与治疗；若
结果为阴性，则可暂时不考虑先天性心脏病的
诊断。

（李西米）

保护大熊猫， 有多高？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替大熊猫保护算笔账

天生奇特，萌起来天下无敌，招人喜欢，又
是国家象征，大熊猫受到的关注程度是独一无
二的。这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最终得以转化为
更多保护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在过去近 40 年的时间里，为拯救大熊猫，
中国先后建立了 67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33118 平方千米，覆盖了 54.7%的大熊猫分布
区。野生大熊猫数量也由 1990 年的 1112 只恢
复到了 2010 年的 1864 只。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
论文通讯作者魏辅文一直从事大熊猫的保护
生物学研究，其间，他会不时地听到舆论发难
的声音———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大熊猫保护
上，值得吗？

其中，最为极端的表态来自英国 BBC 自
然节目主持人克里斯·派克汉姆（Chris Pack-
ham）。他曾公开表示，大熊猫作为一个物种已
经走到了生物进化的死胡同，应该自生自灭，
用来保护熊猫的资金应该更好地利用到帮助
其他物种的事业上。然而，这样的言论受到了
各方批评。

2016 年 9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公布新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时，将大熊猫由“濒危”转列为“易危”，再次
引发了舆论对这一物种保护投入的议论。

如何阐释大熊猫保护的价值，是魏辅文想
要解决的难题。2016 年 1 月，大熊猫被“降级”
之前，他就召集了国内外的相关专家，在四川
成都召开了一次“大熊猫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
讨会”。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将保护的投入与
产出进行量化比较，替大熊猫保护清清楚楚算
笔账。

人人都从大熊猫保护中获益

其实，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方法，可以计算
出任何生物的终极价值，但物种保护的对象并
不只是物种本身，也同时保护了这一物种赖以
生存的栖息地和生态系统。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论文作者之一的胡

义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自 1988 年野生
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大熊猫本身受到的威胁
如盗猎、捕杀等事件是极少发生的。它们面临
的主要生存问题是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原因
来自森林采伐、开矿、农耕、人居、基建等。国家
对大熊猫保护的投入基本上也都是用于保护
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减少栖息地丧失
和破碎化带来的影响。因此，大熊猫保护产生
的价值大部分来自那些受到保护的栖息地、森
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所谓“生态系统服务”，指的是人类从生态
系统获得的所有惠益，其服务价值体现在供给
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从这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熊猫保护
区提供了当地人民所必需的各种供应服务，比
如庄稼种植，放牧，获取水资源、柴火和有用的
植物等；重要的调节服务包括水文流的调节、
沉积物保持、碳隔离、养分贮存等。

科研人员从众多研究中整理出这些服务
的估算价值，并将所有估算值转换为 2010 年
的美元价值。他们使用了每项服务的中位数，
综合估算了与熊猫保护区所有相关供应和调
节服务的每公顷年度价值，该估计值为 632
美元 / 公顷 / 年。这一数值乘以保护区内森
林面积数，就是大熊猫保护区在不同时间点
的供应和调节服务的总价值。结果表明，这个
数量从 1980 年的 5.62 亿美元 / 年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18.99 亿美元 / 年。

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比较特殊，它既包括
参观旅游、休闲活动的价值，也包括美学、艺
术、教育、精神的价值。此外，作为全世界范围
内的标志性保护物种，人们还常常借用熊猫的
形象用于商业产品开发、品牌商标设计，比如
以熊猫为主题的餐馆（熊猫快餐）、电影（《功夫
熊猫》）和电子游戏（《魔兽世界》）等；一些非政
府组织还将熊猫形象纳入 logo 中，以助各种保
护项目的筹资工作一臂之力。由此产生的收益
不可小视。不过，这部分收益中到底有多大比
例得益于熊猫形象则很难判断。

因此，胡义波解释，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对文化服务价值的计算最终是基于公众对
大熊猫的喜爱和保护意愿，自愿付费保护大熊
猫而产生的价值。

文章指出，仅限服务中国人口和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来中国旅游人群的
文化服务价值是 7.09 亿美元，那么，大熊猫及
其栖息地的生态服务总价值就是 26 亿美元；
如果将文化服务价值扩大到全球人口，则总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高达 69 亿美元。

据估算，2010 年大熊猫保护总投入约为 2.
55 亿美元，也就是说，大熊猫保护的产出是其
投入资金的 10~27 倍。

不仅如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
示，2000 年至 2010 年，四川、陕西和甘肃这些
有大熊猫分布的省份，保护区附近农民的年收
入增长率比该省农民的平均增长率多出了
8%。可见，这项保护投资还同时改善了当地居
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好环境不是免费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与该研究方案设
计和论文起草的另一位重要的研究人员，是著
名的生态经济学家 Robert Costanza。1997 年，
Costanza 联合了 13 位科学家，首次完成了对全
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掀起
了学界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热潮。

20 年过后，Costanza 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
的估算已经从 33 万亿美元 / 年增长至 125 万
亿美元 / 年。尽管这都是偏保守的估值，但就
目前来看，生态服务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已经达
到了全球 GDP 的两倍多。

胡义波坦言，在国内保护生物学领域，“保
护旗舰物种”“保护伞物种”的概念已经越来越
得到认可。但相较而言，对“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认知就不那么广泛了。

事实上，过去即便在生态学领域，真正意
识到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并且认可需要为这
些服务定价，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是因为，洁净的空气和水、土壤的形成、
气候调节、废物处理、身体健康以及艺术与美
学等等，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利贡献的
很大一部分只具有纯粹公益的性质，它们根本
不通过货币经济来体现价值。

“一直以来，我们的传统认知是，没有人类
劳动参与的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只有
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东西才有价值。”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科学中心副
主任、首席研究员谢高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谈道，“许多情况下，我们根本意识不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存在，认为人类赖以生存
的环境就是免费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样的观念会发生改
变，那就是确定在一个通过工艺制造的人造生
物圈中复制出这种服务要花多大代价。

森林覆盖的江河流域能够截流并净化雨
水，然后送入湖泊、大海。直到上世纪 90 年
代，纽约市都在享用卡茨基尔山的纯净水源。
但随着人口增长，大量林地变成农庄、房屋，
产生的污水、废水很快污染了水质，使饮用水
无法达标。

摆在政府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他们可以花
60 亿 ~80 亿美元兴建一个净水厂，往后每年还有
约 3 亿美元的维护费；否则，投入 10 亿美元，重
建卡茨基尔森林。可见，仅就一项供水服务，森林
生态系统产出的价值就是其保护资金的好几倍。

没有衡量就没有管理

“大熊猫保护区是一个范例，因为它的标志
性地位，从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大熊猫是
一种‘保护伞物种’，它允许建立保护区，提供了
一系列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Costanza 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他认为，“这项研究表明，投资自然资本的
保存和恢复对社会的价值是巨大的，远远超过
了成本”。这也意味着，让大熊猫走上复苏之路
所花费的相对庞大的资金支出是合理的。

当下，栖息地的破碎化和退化仍被认为是限
制大熊猫恢复的最关键因素。这项研究同时也预
估了，未来 20 年，如果扩大 15%的自然保护区面
积，并增加 15%的保护管理人员，投入成本将增
至 2.92 亿美元，而总收益将增加到 32.2 亿美元，
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会比现在更高。相反，如果经
济增长放缓，保护投入、保护管理人员和森林减
少，那么大熊猫 20%的栖息地将遭到破坏。

不过，谢高地也提到，尽管这 20 年来，学
界都在关注和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但这一过程仍然存在很多
不确定性。

一方面，生态系统服务的组成极其复杂，
功能的发挥又是一个动态过程；另一方面，替
代市场的价格是波动的。想要建立类似全世界
公认的 GDP 核算系统那样稳定的体系需要很
长时间。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方法种类
多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也不完
善、不统一，对一个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评估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异议。但这都不妨
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应用的广阔前景。

现代管理学强调，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件事
物作出衡量，就无法管理它。胡义波表示，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不仅能从科学层面很直观
地了解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直接和间接
收益，从经济角度帮助决策者和公众理解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如 Costanza
所说，评估与我们必须作出的有关生态系统的
选择和决策是密不可分的。

“充分评估自然资本投资的能力可以指导
投资决策，改善宏观经济模型和政策。为了建
设生态文明，中国必须平衡地投资于自然资
本，投资于建筑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Costanza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中国有机会
领导世界如何为人类和其他自然创造一个可
持续和令人满意的未来。”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一个选择就是一生》“院士忆高考”系列报道⑨： ———详见第5版

拯救一个物种究竟意味着什
么？这个问题，常常是横亘在保护
生物学家与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
一堵墙。

因为自然界的绝灭是一直存
在的，没有哪个物种是一定“不可
或缺”的，于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动机似乎总是不那么“充分”。除
非，人类“有利可图”。

最近，国际期刊《现代生物学》
杂志发表了论文《大熊猫保护区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Gi-
ant Panda Reserves），大熊猫作
为中国濒危保护旗舰物种的保护
价值首次得到了定量评估———年
投入成本 2.55 亿美元可得回报 2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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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重军说自己是个“懒人”，
最近 5 年来，他平均每年的论文
还不到 1 篇；他也不怎么去积极
申请经费，每天要么在单位院子
里散步，要么就是关在办公室里
琢磨事儿。

他开玩笑说，像他这样的人在
别的地方，估计早就被开除了。

但是，他所工作的中国科学
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非但没开除
他，还让他当了中科院合成生物
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非但
没冷落他，还让他承担了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的课题。

因为他们都知道，覃重军琢
磨的事，从来没有人做过。

8 月 2 日，英国《自然》杂志在
线发表了一篇论文，覃重军研究
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人工
创建了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
中国科学家独立创造了全新的自
然界不存在的生命。

都是微生物，差别咋那么大？

在生物学教科书中，自然界
的生命体分为真核生物和原核生
物两种。前者的细胞内有成形的
细胞核，写着遗传物质的染色体
就装在里面；而后者没有细胞核，
染色体是裸露的。

真核生物通常含有线型结构
的多条染色体，比如人类、动植
物、真菌、酵母菌；而原核生物通
常只有一条环型的染色体，最典
型的就是各种细菌。

酵母和细菌都是人类熟悉的
微生物，为何差别却这么大？这引
起了覃重军的好奇。

“单倍体酵母有 16 条染色
体，我就想，能不能把它们简化一
下，把它变成像细菌一样，用一条
染色体来装载所有的遗传物质，
同时完成正常的细胞功能呢？”覃
重军说。

人类能否创造生命？这个问
题是科学界孜孜以求的重大课
题。2010 年，美国科学家在《科学》
杂志报道了世界上首个“人造生
命”———含有全人工化学合成的与
天然染色体序列几乎相同的原核生
物支原体———曾引起过轰动。

但覃重军的想法可能更加
“疯狂”，他要试图去打破真核生
物和原核生物的界限。

16 变 1的“压缩”生命

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之后，
覃重军与副研究员薛小莉用工程
化精准设计的方法，定制了人造
单染色体酵母的指导原则，以及

理性分析、实验设计、工程化推进的总体方案。并指
导学生从 2013 年起，尝试并发展高效的染色体操作
方法。

研究人员历经 4 年时间，通过 15 轮的染色体融
合，最终成功创建了只有一条线型染色体的酿酒酵
母菌株。经过代谢、生理、繁殖功能及染色体三维结
构的鉴定，覃重军等人发现，虽然人工酵母的单条线
型染色体三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酵母与
天然酵母一样具有正常的细胞功能。

覃重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能成功把 16 条
染色体合并成 1 条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我们把所有
染色体末端的重复序列都剔除出去了”。

基因组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大，把冗余的信息减
掉会怎样？在他看来，对于这些生命的“冗余信息”，
删掉它们，或许能给合成生物学家一个机会，能够将
天然复杂的酵母染色体通过人工改造，以全新的简
化形式表现出来。

这正是覃重军最大胆的地方。在很多科学家眼
中，生命的遗传物质里尽管有许多重复信息，但既然
大自然的进化把它们保留下来了，就肯定有它存在
的道理。

可是在合成生物学家的实验室里，大量冗余信
息的存在，常常让他们陷入泥潭。美国科学院院士
Jef Boeke 是人工合成酵母基因组国际计划的负责
人，在听闻覃重军的成果后，他惊呼：“你的胆子太大
了！我们都不敢把这些序列去掉。”

实际上，在这期《自然》杂志同期在线发表的论
文中，Boeke 团队也报告了一项成果，他们把酵母的
16 条染色体，压缩到了 2 条。

比 100 篇《自然》更重要的事

覃重军的酵母不但活了，还活得挺好。
“覃博士和他的团队编辑了酿酒酵母的基因组，

创造了将几乎所有遗传信息融合进单个染色体的酵
母菌株。”自然科研中国区总监 Paul Evans 评价称，

“尽管融合显著改变了三维染色体结构，但经证实，
改造后的酵母细胞出乎意料地稳健，在不同的培养
条件下，没有表现出重大的生长缺陷。”

因为既没有引入外源基因，也没有删除必备的
遗传物质，覃重军认为，这种人工合成的酵母是非常
安全的，“既可以作研究又可以吃，基础研究和应用
的前景都很广阔”。 （下转第 3版）

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