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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野外的崖柏进入生育期

“崖柏现实种群的年龄结构呈衰退型，更新
幼苗幼树很少，其主要原因在于用于更新的种
源不足。老龄个体死亡后，幼龄个体不能及时补
充，这是野生崖柏面临的最大问题。采用人工繁
殖而后野外回归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
径。”郭泉水说。

珍稀濒危植物的回归也称为“再引种”，是
指在一个物种发生濒危的现有分布区域或已经
灭绝的历史分布区域内建立新种群的行动。对
于被回归的植物而言，回归的目标是它们能适
应其回归的自然环境，并能够自我维持，正常繁
衍其后代，成为该群落的成员，还能在所属生态
系统中发挥功能作用。

我国崖柏的野外回归是在 2012年采集种
子，2013 年播种育苗，2015~2016 年期间完成
的。首批回归崖柏植株数量在 40万株左右，面
积 4000余亩。回归前，科研人员围绕崖柏回归
适生地选择广泛开展了试验研究，明确了适宜
崖柏回归的海拔范围及其他生境条件。

因首批回归的崖柏仍带有试验示范性质，
为了尽量体现回归地的生境多样性，将回归地
分别布设在了重庆雪宝山和大巴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退耕还林地和林中空地
上，在林冠下也有少量栽植。

郭泉水说，近日，他们在回归基地惊奇地发
现，有 50株通过种子繁殖而后野外回归的 9年
生崖柏结出了饱满的种子。这标志着回归崖柏
开始进入生育期。“虽然首次发现结饱满种子的
植株与回归崖柏的植株数量相比还非常有限，
但这对于缓解崖柏种群天然更新幼苗幼树数量
不足、维持崖柏种群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随着回归崖柏树龄的增加，结果实的
植株必然会越来越多。”

近期，研究人员开始对崖柏的种子活力进行
测定，并研究制订对回归崖柏结实动态长期监测
以及长期开展崖柏扩繁和野外回归的工作计划。

本报讯一项模型研究表明，北极降雨量增
加速率可能高于此前的预测。这项研究表明，
北极总降雨量超过降雪量的时间可能比此前
认为的早数十年，并造成多种气候、生态系统
和社会经济后果。相关论文 11月 30日发表于
《自然—通讯》。

人们已经知道极地变暖的速度快于全球
其他地方，并在该区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影
响。研究表明，在 21世纪某个阶段，北极降雨
量会超过降雪量，但还不清楚这一转变将于何
时发生。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Michelle McCrys-
tall 和同事利用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的最新预
测，评估了至 2100年的北极水循环。

科学家发现，预计降水（如降雨和降雪）在
所有季节都将增加。依季节和地区不同，预计

降雨成为主要降水形式的时间会比此前估计
的早 10到 20年，这与变暖加重和海冰更快减
退有关。例如，此前的模型预计北极中心将于
2090年转变为以降雨为主，但现在预计这一转
变将发生于 2060至 2070年。

作者认为，北极转变为以降雨为主的温度
起点，可能比此前模型估计的更低，甚至某些
地区可能只需变暖 1.5℃即会发生这种转变，
如格陵兰地区。

作者指出，现在需要更严格的气候缓解
政策，因为当北极降水转变为以降雨为主，将
会影响冰层、河流和野生动物种群，并且造成
重大的社会—生态、文化和经济影响。

（冯丽妃）
相关论文信息：

（上接第 1版）
要将对基础研究真正感兴趣的、有潜质的好

“鱼苗”放到一个具有良好科研氛围的“水池子”里
来，让他们自然成长。

中国人勤奋、有智慧，我相信中国的基础研究必
定会有突破，需要的是建设一个良好的科研价值导
向、科研文化和创新生态。科研文化建设是头等大事。

基础研究应重平台

基础研究的经费在人才、项目和平台上应有一
个合理的分配。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了对基础研
究的投入。但主要是以竞争性项目为主的支持模
式，稳定支持不足。这导致科研人员很难潜心聚焦
于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基础科学问题和科学前沿重
大问题。

尤其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争取项
目，本应以科研兴趣、解决科学问题为出发点，需要
经费来支持其开展研究。但如果变成了为维持个人
待遇而争取项目，那将是极大的人力和财力浪费。这
对科研生态的建设也是不利的。因此，就科研经费而
言，如何用好这笔钱是关键。目前关于项目经费的绩
效管理，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资助机构提高
了项目中个人绩效的比例，但没有实现“全国一盘
棋”，不同高校、科研机构标准不一，绩效比例差异较
大，这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有些机构“攀比”着发放
高额绩效；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为了提高个人待遇，专
注争取项目，而无暇专心于科研工作。

美国、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它们的科研竞争
也很激烈。但科研人员从项目中获得的绩效标准是
统一的，其个人收入与获得项目的大小、经费多少
几乎没关系。

更重要的是，支持基础研究要重平台。对于基
础理论研究的资助，支持研究机构比单纯支持个人
和项目更加有效。给予研究机构自主权，主要体现
在科研模式的组织上，认可研究机构具有学术研究
管理的能力，给予其稳定支持，从研究机构层面统
筹资源，布局调整研究方向和重大问题。

同时，考核也应以研究机构为主，而非考核个
人。对于个人的考核应以研究机构为主组织，关注的
是在做什么工作、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为
什么有意义等。研究机构招聘合格的青年人才，营造
好的科研氛围和价值导向，科研人员在其中自然而
然就成长起来了，出成果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做好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回归科学研究
的初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韩扬眉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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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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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此刻姻 姻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盐粒大小的超小型照相机。 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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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塌陷富勒烯的极硬非晶碳

科学家成功地合成了毫米级近全 sp3 的
非晶碳块体，其体积是之前研究的 103~104

倍。合成的材料由许多随机取向的类金刚石
簇组成，具有已知非晶材料中最高的硬度
（101.9±2.3 GPa）、弹性模量（1182±40 GPa）和
热导率（26.0±1.3 W m-1K-1）。

它的光学带隙从 1.85 eV可调到 2.79 eV。
这些发现有助于科学家了解高级非晶材料和
通过高压和高温技术合成大块非晶材料，并可
能发展出非晶固体的新应用方式。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亚铁磁节点线半导体中的巨大角磁电阻

科学家提出磁半导体中自旋极化带的拓

扑节点线简并引起极大的角响应磁运输。以层
状铁磁体 Mn3Si2Te6及其衍生化合物为模型系
统，研究了手性分子轨道态驱动的拓扑能带简
并度随自旋取向而提高，从而导致同一铁磁体
相中的金属—绝缘体转变。

由此产生的角磁电阻随旋转磁化强度的
变化超过每弧度百分之一万亿，科学家称之为
巨大的角磁电阻。该研究结果表明，磁性节点
线半导体是实现极其敏感的自旋和轨道依赖
功能的一个有前途的平台。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地形对北美季风的机械作用力

科学家发现当墨西哥的马德雷山脉使温
带急流偏转向赤道时，产生了北美核心季风，
机械地迫使东移的上坡流提升温暖和潮湿的

空气，产生对流降雨。
这些发现是基于对观测资料的动力和热

力学结构的分析，全球气候模式整合和绝热驻
波解。地表热通量确实是大气对流的先决条
件，特别是在夏季下午，但这些热通量本身不
足以产生观测到的最大降雨量。

科学家的结果表明，北美核心季风应该被
理解为机械强迫驻波中的对流增强地形降水，
而不是典型的热力强迫热带季风。这意味着北
美季风对过去和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使
急流与地形相互作用的趋势具有中心重要性。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用于三维量子系统亚晶格分辨成像的
量子气体放大器

科学家介绍了一种成像方法，在光学成像

之前，物质波光学放大密度分布，在 3D系统中
实现 2D亚晶格间距分辨率。通过结合分辨成
像和磁共振技术对单个点阵点进行局部定位，
科学家展示了在 3D系统中对 2D局部信息和
操作的完全可访问性。

科学家利用高分辨率图像对光学晶格中
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进行了精确的热力学
研究，并研究了热跳跃驱动下的热化动力学。
子晶格分辨率是通过在晶格位内的猝灭动力
学来证明的。

该方法为新量子多体体系的空间解析研
究开辟了道路，包括奇异的晶格几何或亚波长晶
格，并为原子种类的单原子分辨成像铺平了道
路，而有效的激光冷却或深层光阱是不可用的，
但实质上丰富了多体系统量子模拟的工具箱。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李言编译）

少吃肉有这么多好处
科学家研究不同饮食对健康、动物及环境影响

本报讯适度减少肉类摄入，多吃水果、蔬
菜和全麦食品；多吃鱼和海鲜；或者干脆变为
纯素饮食。五花八门的健康饮食方式，到底哪
种更好？

近日，德国研究人员发表于《整体环境科
学》的新研究指出，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不像人
们想象的那么清晰，而主要取决于你到底关注
哪些影响因素。

据了解，每个欧盟公民每年消耗 950公斤
的食品和饮料，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量。而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4来
自粮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畜牧业产生
的———动物只将饲料中的一小部分卡路里转
化为肉。此外，反刍动物还会产生甲烷，这进一
步加速了全球变暖。

不仅如此，人们吃的东西也会对自身健康
和动物福利产生影响。因此，在比较饮食方式
时，上述问题都值得考虑。

此外，专家还统一了动物健康与人类健

康、动物健康与环境健康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同一个健康”的观点。但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
心（ZEF）的 Juliana Paris 指出，“在营养问题上
应用这种观点进行研究的仍然很少。”

在最新研究中，Paris与同事进行了一项分
析，旨在从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分析了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州的‘菜篮子’包含了哪些食品，
并将这种参考饮食同 3 种饮食方式进行了比
较。”Paris说，这 3种饮食方式分别是：德国营
养学会建议的方式（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和
全麦食品）、地中海饮食（摄入更多海鲜），以及
素食饮食。

接着，研究人员依靠各种数据库，估算每
种饮食对环境的影响，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
气体量或水的消耗量。研究人员采用类似的方法
评估了每种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例如，已知会增
加患某些癌症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红肉。

研究人员还利用几个指标估算了不同饮

食方式对动物福利的影响，比如有多少动物因
此而丧命，以及它们在何种条件下被饲养。“我
们还使用了神经元的数量或大脑相对于身体
的大小来估计这些动物死亡时遭受的实际痛
苦。”Paris说。

从“同一个健康”的观点来看，上述 3种饮
食方式都是可持续且有益的。然而，这也是以
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的。其中素食饮食在许多
指标的评估中得分都最高，然而生产纯素食品
会增加水的消耗。
“此外，素食者需要单独补充某些营养素，

如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甚至钙。”Paris说。
地中海饮食虽然健康，但也会因为坚果和

蔬菜的大量摄入而导致水的需求增加。此外，
如果像研究中所假设的那样，其他食用肉类完
全被鱼类所取代，则会对动物福利产生负面影
响，因为鱼类或其他海鲜比牛或猪体形小得
多，这种饮食会使更多的动物遭受痛苦。此外，
蜂蜜消费量的增加，需要对蜂群进行密集管

理，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对此，研究人员指出，减少动物来源蛋白

质占整体蛋白质需求的比例是有益的。此外，
许多人的饮食过于丰富，如果他们减少食物的
摄入量而只达到真正需要的量，可能会产生额
外的积极影响。

通过这项新研究不难发现，德国营养学会
建议的饮食方式是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虽然
就人类健康而言，其他两种饮食方式可能更
好，但数据表明，如果人们减少肉类摄入的频
次，摄入更多的全谷类食品、蔬菜和水果，不仅
对自身健康有好处，对动物和环境也有益处。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一颗盐粒
一台相机

微型相机在研究人体和实现超小型机器
人传感方面有很大潜力，但过去的方法只能在
有限的视野下捕捉模糊、扭曲的图像。

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
研究人员利用一种粗盐粒大小的超小型相机
克服了这些障碍。研究人员在 11月 29日发表
于《自然—通讯》的一篇论文中称，新系统能产
生清晰、全彩的图像，可与体积相当于其 50万
倍的传统复合相机镜头相媲美。

通过相机硬件和计算处理的联合设计，该
系统可实现医疗机器人的微创内镜诊断及疾
病治疗，并改善其他机器人的成像尺寸和重量
限制。数千个这样的相机阵列可用于全场景传
感，甚至将表面变成相机。

传统的相机使用一系列弯曲的玻璃或塑
料透镜将光线弯曲成焦点，而新的光学系统依
赖一种超表面技术，它可以像计算机芯片一样
生产。超表面只有半毫米宽，布满 160万个圆
柱体，每个柱子的大小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差不多。

每个柱子都有独特的几何形状，其功能就
像光学天线。为了正确塑造整个光波的形状，

必须改变每个柱体的设计。在机器学习算法的
帮助下，柱子与光线相互作用，使全彩超表面
相机产生了最高质量的图像和最宽的视野。

相机的一个关键创新是光学表面和产生
图像的信号处理算法的集成设计。该研究资深
作者、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 Felix
Heide说，这提高了相机在自然光条件下的性
能，而以前的超表面相机需要实验室的纯激光
或其他理想条件才能产生高质量的图像。

研究人员将系统产生的图像与之前超表
面相机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并与传统复合
光学相机使用 6 个折射透镜拍摄的图像进行
了比较。除了镜框边缘有一点模糊外，这种纳
米相机拍摄的照片与体积相当于其 50多万倍
的传统相机镜头拍摄的照片不相上下。

而其他紧凑超表面透镜的图像则畸变严
重，视场小，捕捉全光谱可见光（即 RGB成像）

的能力有限。
“设计和配置这些微结构是一个挑战。”该

研究作者、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生
Ethan Tseng说，“对于捕捉大视场 RGB图像的
特定任务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有数百万
个这样的微型结构，我们不清楚如何以最佳方
式设计它们。”

论文联合首席作者、华盛顿大学电子与计
算机工程系助理教授 Shane Colburn，通过创建
一个自动测试不同纳米天线配置的计算模拟
器解决了这个挑战。由于天线的数量及其与光
交互的复杂性，这类模拟会占用“大量的内存
和时间。”Colburn说。他开发了一个模型，以充
足的精度高效模拟超表面的图像产生能力。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北极最早 2060年转为降雨为主

世卫组织称全面旅行禁令
难阻奥密克戎毒株传播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11 月 30 日
说，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新冠变异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播，只会给人民生活和
生计造成沉重负担，进而对全球抗疫努力产
生不利影响。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 26日将
奥密克戎毒株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此
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临时限制旅行措施，包
括禁止来自南部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发现该毒
株国家的旅客入境。世卫组织同时建议，身体不
适或高风险人群，包括 60岁及以上人群或有合
并症者，应推迟旅行计划。 （刘曲）

《细胞—干细胞》

类器官全基因组筛选
揭示肾脏发育和疾病发生

近日，瑞士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 Philipp S.
Hoppe及其小组利用人类肾脏类器官的全基因组
筛选揭示肾脏的发育和疾病发生。11月 29日，《细
胞—干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这项成果。

研究人员展示了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来源
的肾脏器官中的全基因组 CRISPR筛选。诱导性
基因组编辑、纵向取样以及肾小管和基质细胞的
终点分类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高质量的
数据集，并揭示了从早期发育到“成年”上皮形态
发生的广泛认知。

这个功能数据集可以通过 ROCK 的抑制来
改善中胚层的诱导，包含了单基因和复杂性状
的肾脏疾病基因，确认了另外两个先天性肾脏
和尿路异常 （CAKUT） 基因 （CCDC170 和
MYH7B），并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纤毛症相关基
因的候选名单。

最后，对 Jagged1控制上皮细胞增殖的顺式抑制
作用的鉴定表明，在汇集CRISPR筛选中的镶嵌式
敲除可以揭示复杂组织中异质细胞群之间的交流方
式。这些数据是肾脏研究界的丰富资源，也是未来
iPSC衍生器官CRISPR筛选的基准。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

大规模复用生物传感器条形码
破译细胞信号网络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Chuan-Hsiang
Huang、Jr-Ming Yang等研究人员合作，利用大规
模复用生物传感器条形码破译细胞信号网络。该项
研究成果 11月 26日在线发表于《细胞》杂志。

据研究人员介绍，基因编码的荧光生物传感器
是监测活细胞内生化活动的有力工具，但其复用能
力受到可用光谱空间的限制。

通过开发一套条码蛋白，其可产生超过 100
个条码，并且在光谱上可与常用的生物传感器分
离，研究人员克服了这个问题。表达不同生物传
感器的条码细胞混合物被同时成像，并通过深度
学习模型进行分析，来实现信号事件的大规模复
用跟踪。

重要的是，细胞混合物中的不同生物传感器显
示出高度协调的活动，从而促进了对其时间关系
的划分。同时追踪受体酪氨酸激酶信号网络中的
多个生物传感器，结果揭示了效应器适应的不同
机制、KRAS 突变的细胞自主和非自主效应，以
及网络中复杂的相互作用。生物传感器条码提出
了一种可扩展的方法，可用于扩大多路复用能
力，并解读信号网络的复杂性及其在细胞间的相
互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活化石”崖柏迎来生育期

做好基础研究，
归根结底是要回归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