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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十届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在
广东科学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大赛是广东科
学中心与广东省科技馆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一
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大赛以
“AI陪伴机器人”为主题，引导学生紧跟前沿
科技发展态势，创造解决陪伴需求的“AI 陪
伴机器人”。

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是广东科学中心
自主创办的大型科普活动品牌，于 2012年
创办。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朱汉斌报道
广东科学中心供图

简讯

发现·进展加拿大一枝黄花缘何成“生态杀手”？

阻击外来物种入侵须标本兼治
■本报见习记者荆淮侨杨晨

今年，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入侵，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这种别称黄莺花的入侵物种，作为
鲜切花被广泛使用。当这个原本应该出现在
温室的植物来到武汉、郑州、西安等地的自然
环境中时，却露出了“凶悍”的一面。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已成为受入侵物种
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通过更大范围的科
普，引导公众参与，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标本
兼治至关重要。

入侵物种为何如此强势

11月中旬的武汉，秋意盎然。江堤上，许
多一簇一簇的黄色植物，显得格外夺目。然而，
繁花之下却隐藏着重重危机。据中科院武汉植
物园研究员黄伟介绍，上世纪 30年代，加拿大
一枝黄花作为园艺植物被引入中国，随后发生
逃逸。经过几十年的潜伏，近年来，这种植物在
我国华东、华中地区相继暴发。

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教授强胜团队
长期研究加拿大一枝黄花等植物的入侵机
制。研究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根状茎发
达，一旦根植就很难消除，极易在入侵生境中
形成单优势群落，严重排挤本地物种生长，影
响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强胜介绍，在国外，加拿大一枝黄花通常
会有其他植物伴生。而在国内，加拿大一枝黄花
在生长过程中会分泌化感物质，并抑制其他植
物的生长。它的存在将百花齐放变成“唯我独
尊”，严重危害当地自然景观和群落演替。

经过十多年研究，强胜带领团队对来自全
球 471个样点的 2062份加拿大一枝黄花材料
进行细胞地理学分析，发现目前入侵我国的加
拿大一枝黄花是以六倍体为代表的多倍体。
“多倍化是加拿大一枝黄花最主要的入侵

机制，直接导致这一物种的耐热性增强、耐寒性
丧失，使其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变得更高大和更
具竞争力，不断扩大其入侵版图。”强胜表示，在
北美，当地生长的种群通常以二倍体的加拿大
一枝黄花为主，长势最高不会超过 2.5米。而在
中国，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地上部分甚至能长到
4~5米，显示出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

把好检疫关口防止“漂洋过海”

加拿大一枝黄花只是众多入侵我国的外
来植物的一种而已，据介绍，目前，我国外来
入侵植物共 360多种，隶属于 67 个科，其中
以菊科数量最多。

2018年，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成都
（12个中心行政区和 4个郊县区域）开启了为
期两年的“摸底”调查，对象正是那些“藏”在
建筑废弃地、居民楼下、绿化带边上或农田等
地的外来入侵植物。

如今这个调查项目已告一段落，摸排出
了 158种入侵植物，一半以上的“家乡”都在
美洲大陆。它们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了“天
府之国”？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徐
波表示，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主要分为
两种，一是自然传播，二是人为传播。
“自然传播主要是通过风、河流等‘传输’

它的种子，或者鸟类采食其种子后，也有可能
将其带到新的生境，但这是一个逐步传播的
过程。”徐波介绍，人为传播又可分为“有意”
和“无意”。将其作为观赏类植物或者饲料引
进等视为“有意”；而在个人或集体对外交流，
尤其在进口货物运输时，不经意间携带了种
子入境，则为“无意”。

对于现阶段如何阻断入侵的风险，徐波
表示，主要在于物流口岸把好检验检疫关。

做好调查才能治理

据了解，目前人工种植的加拿大一枝黄
花，被广泛用于园艺上的鲜切花———黄莺花。
花农一般会选择开花快的二倍体种植，由于
其不耐高温，花而不实，所以 24℃等温线以
南地区一般不会导致入侵，而在东北等寒温
带地区种植，其存在逃逸扩散的风险。

由于自身的生物学特性或传播特性，入
侵植物在不同的环境状况或气候条件下表现
出的入侵性“有待观察”。徐波举例，喜旱莲子
草气候依赖性低，所以在很多地方都能肆意
生长、造成危害。“马缨丹在攀枝花温暖的气
候中，繁殖很快，但在成都稍显湿冷的环境
里，就被抑制了生长。”所以，入侵植物是否
“入侵”，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外，物种的扩散是逐步发生的，现阶段
还在“蛰伏”的入侵植物，过几年说不定就会
泛滥成灾。“有时随着气候的变化，环境会变
得适宜入侵植物生长。”徐波说。

正因为入侵植物调查受时间或环境变
化，以及地域差异等影响，所以调查并不会局
限于某个时间段或某个区域，是一个长期且
持续的工作。

多名受访专家表示，入侵物种对生态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做好治理，首先要进行本底调查。黄伟
表示，以武汉为例，当地分布着许多种类的
入侵植物，但由于缺乏本底调查统计，很难
掌握其分布情况。“只能等到出现大面积暴
发，再去治理。”

标本兼治避免“春风吹又生”

危害性强的入侵植物一旦被发现，应该

及时铲除和消杀。徐波介绍，除了运用物理手
段以外，针对扩散能力和危害性强的入侵植
物，可研制相关生长抑制试剂，达到“斩草除
根”的效果。
“有的入侵植物零星分布时，在物理铲

除的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当地生态系统情
况，寻找其他适合栽种的本地物种，占据入
侵植物的适宜生境，让其没法快速传播。”
徐波说。

专家建议，要完善入侵物种治理链条，特
别是鼓励专业机构介入，才能形成有效治理
的闭环。
“加拿大一枝黄花是全年都在那里的，到

11月开花再去处置，治标难治本。”强胜介绍，
目前，针对这一物种的综合防治技术是有效
的，应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第三方机构、科研
机构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才能形成一个可
持续的治理模式。

此外，加强公众科普，让公众科学准确地
认识入侵物种，对于治理工作也必不可少。专
家呼吁，应加大生物入侵常识的科普力度，澄
清一些谬误。

徐波认为，未来防控工作单凭专业的支
撑以及相关部门的投入还不够，还要依靠群
众的力量。“像此次武汉出现的加拿大一枝黄
花，最开始就是被普通市民察觉。让公众了解
和关注到这类植物，建立完善相关上报和监
督机制，势在必行。”

目前，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资
源化利用的方式，将入侵物种转化为经济作
物。对此黄伟表示，通过“吃”并不能把入侵物
种变成保护植物。这种看起来一举两得的想
法，实际存在很大风险。“资源化利用一旦遇
到经济周期影响，可能会导致入侵的扩大，带
来更大的生态灾难。”

华东师范大学

揭秘食草动物如何
“驯化”植被系统

本报讯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权兴团队在《生
态学快报》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提出食草动物—植被
系统的新型理论模型，并发现该模型所具备的动力学过
程受控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原理———物理与化学中的
“相分离”机制。

大型食草动物喜食高适口植物的选择摄食行为，一
直是科学家理解放牧生态系统的“钥匙”，然而这一选择
摄食行为能否下行控制植被的时空格局，一直是放牧生
态学实验与理论之间的一条鸿沟。

通过对食草动物在觅食过程中的偏好随机行走和局
部密度依赖的运动行为进行连续化建模，在没有传统“最
大摄食假设”的约束下，研究人员提出了食草动物—植被
系统的新型理论模型，并发现该模型所具备的动力学过
程受控于物理与化学中的“相分离”机制。

他们发现，放牧生态系统的时空格局可由食草动物
的选择摄食行为和植物适口度之间的正反馈激发，食草
动物可下行控制植被的时空格局，这印证了先前有关食
草动物摄食和植被时空格局的实验观测。当食草动物遇
到低适口性但高生物量的植物时，它们会加快移动速率去
寻找高适口性但低生物量的植物；而当食草动物遇到低生
物量的植物时，它们会放慢移动速率去摄食这些植物。

在这个过程中，食草动物根据它们所在之处的植物
适口性调节自身的运动速率，并聚集在它们移动速率较
低的地方，从而导致放牧生态系统自发地分离为两个相，
一个是食草动物聚集且植被适口性高的相，另一个是食
草动物稀少且植被适口性低的相。该模型具有与传统热
力学相分离相似的系统特征。

该研究有望丰富现有的觅食理论，从行为生态学角度
提出对放牧生态系统时空格局的新见解。（田瑞颖黄辛）

相关论文信息：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等

揭示纳米塑料颗粒影响
大麦低温抗性生理机制
本报讯（记者王方）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中科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等机构科研人员以大麦为
研究对象，针对纳米塑料颗粒影响大麦低温抗性生理机
制开展了研究。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危险材料杂志》。

在高投入农业中，塑料制品的大量使用使塑料颗粒
容易进入土壤环境，作物可以通过裂纹侵入模式吸收塑
料颗粒，从而受到塑料颗粒的影响，不利于自身生长。然
而，对于塑料颗粒如何影响作物低温抗性仍研究较少。

研究人员利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发现，经荧光标记纳
米塑料处理的大麦植株叶片的原生质体中具有荧光，表
明纳米塑料进入植物细胞。在低温胁迫下，纳米塑料颗粒
处理的大麦植株叶片具有更小的净光合速率。进一步提
取叶绿体后发现，纳米塑料颗粒处理降低了 Mg2+-AT-
Pase和核酮糖—1,5—二磷酸羧化酶 /加氧酶活性，引起
三磷酸腺苷含量下降。以上结果表明，纳米塑料颗粒处理
干扰了低温胁迫下大麦的光合碳同化，加剧了能量物质
失衡。

研究人员还对植物糖酵解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纳
米塑料颗粒处理降低了低温胁迫下大麦叶片中 UDP—
葡萄糖焦磷酸化酶、ADP—葡萄糖焦磷酸化酶、磷酸葡萄
糖变位酶、磷酸葡萄糖异构酶、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果
糖激酶、磷酸果糖激酶的活性，进一步扰乱植物碳水化合
物代谢。

该实验还在亚细胞水平上对低温和纳米塑料颗粒引
起的氧化胁迫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纳米颗粒引起了低
温胁迫下植物叶片线粒体中活性氧（ROS）的累积，并且
使叶绿体中过氧化氢酶、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以
及线粒体中 APX活性降低，降低 ROS清除效率。

相关论文信息：

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

新涂层提高钛合金
耐磨耐蚀性能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尹姝慧）广东省科学院
中乌焊接研究所钛合金焊接团队科研人员利用双相纳米
柱状晶结构 TiZrNb涂层提高医用植入钛合金的耐磨耐
蚀性能。相关研究发表于 ，
王海燕博士为论文通讯作者。

钛合金因其优秀的生物相容性，在生物医用植入材
料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含有元素铌（Nb）和锆（Zr）
的钛合金是目前的研究热点。Zr元素作为钛（Ti）的同族
元素，可强化密排六方α相结构并改善钛合金力学性
能，在 Ti-Zr合金中加入具有生物相容性的 Nb元素可
以稳定表面钝化层，从而降低合金的点蚀敏感性。同时，
表面腐蚀产物相对稳定，溶解度低，有助于改善材料整体
的耐蚀性能。

研究人员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利用超高真空磁控溅
射方法在 Ti6Al4V基体表面成功获得了（α+β）双相结
构的纳米柱状晶 TiZrNb合金涂层。研究表明，该双相纳
米柱状晶涂层具有优异的耐磨以及耐腐蚀性能。同时，由
于含有 Nb、Zr氧化物的双钝化层存在，其在电化学测试
中表现出更高的稳定性，耐蚀性能有效提高了 161.8%，所
获性能优于现有报道同类应用合金涂层。

该研究为 Ti6Al4V 合金的表面改性提供了一种新
材料，同时也为生物医学植入材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藏在老标本里的珍贵记忆
■本报记者沈春蕾

日前，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西北高原所）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高级工程师陈晓澄在整理、查找标本过程
中，惊喜地发现了动物学家夏武平采集的
螺蛳标本和模式标本，以及标本馆保存最
早的动植物标本。
“虽然从事标本馆工作已有几十年，但从

未见过如此久远的珍贵标本。”陈晓澄告诉《中
国科学报》，夏武平是我国兽类学和啮齿动物生
态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早年主要从事腹足类
和鱼类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国家任
务才开始正式从事啮齿动物的研究。

1966 年，夏武平调入西北高原所工作，
自此扎根西北，先后成立生态研究室，建立
海北定位站。即使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
下，夏武平仍继续为科学研究贡献力量，将
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兽类学和动物生态
学发展事业。
“夏武平先生是真正践行‘牦牛精神’的

典范，不畏艰苦、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从他采集的标本上可见一斑。”陈晓澄
介绍，“夏武平先生手写的标签，一笔一画，工

工整整，如同现今印刷体一般规矩，但又透着
手写体的灵气与美感。”

在整理标本的过程中，陈晓澄还发现了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珍藏的早期动植物标
本，包括 1884～1887年采集的龙胆科植物标
本和 1905～1907年采集的禾本科植物标本，
1922年采集的鸟类树麻雀标本和 1926年采
集的北鹨标本。

这些标本大多历经百余年沧桑，对今天
的科学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龙胆
科标本是西北高原所研究员何廷农在 1986
年国际合作中通过标本交换等形式而获取
的。何廷农在长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集积
累了大量龙胆科标本，并于 2002 年出版

、2004 年出版《中国龙胆科植物研
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每件标本都有其珍贵的记忆和价值，标

本的采集和保存工作更不容易。”陈晓澄感叹
道，“标本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可靠依据，翻看
这些标本就如同翻看研究所和标本馆这 60
年的发展历史。”

12月的“天象剧场”上新了
据新华社电 12月的“天象剧场”上新了！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日全食、金星最亮、月
“拜”三星、双子座流星雨极大、小熊座流星雨
极大等多部“影片”将轮番上映。

地球上可欣赏的众多天象中，日全食可
谓是“天象之王”。12月 4日，一场精彩的日
全食将震撼登场，不过，这场“天狗吞日”发生
在南半球。
“本次日全食只有在南极洲才能看到，再

加上全球疫情、路途遥远等原因，能看到的人

不会很多。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借助互联
网来了解此次日全食的盛况。”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宋媛
媛说。

同日，太阳落山后，以“长庚星”姿态现身
的金星将迎来最亮时刻，这是观测金星的最
佳时机。
“届时，金星的亮度可达 -4.9等，如明珠般

美丽，似钻石般璀璨，在西南方低空中大放异彩，
艳丽无比。有条件的公众如果使用小型天文望

远镜观察，会发现金星呈‘眉月’形状，弯弯的‘月
牙儿’娇小玲珑，惹人喜爱。”宋媛媛说。进入 12
月，金星、土星和木星在日落后前半夜排列在
西南方天空。“12月 7日至 9日，多情的‘月
姑娘’会依次‘拜访’这三颗亮星。届时只要天
气晴好，这场浪漫的‘星月童话’肉眼清晰可
见。”宋媛媛说。

在冬季夜空中，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
双子座流星雨一直是天文爱好者的主要观测
目标，它的流量非常稳定，极大时 ZHR（在理想

观测条件下，辐射点位于头顶正上方时，每小时
能看到的流星数量）可达 250以上。
“今年该流星雨极大出现在 12 月 14 日

15时，ZHR为 150，但遗憾的是，当日为农历
十一月十一，明亮的月光会对观测造成干扰，
好在后半夜月落后还有几个小时的观测时
间。”宋媛媛说。

小熊座流星雨通常是全年天象的收官之
作，该流星雨的活跃期为 12 月 17 日至 26
日，ZHR在 10左右，非常适合北半球中高纬
度地区观测。
“今年该流星雨极大出现在 12 月 22 日

14时，由于它的母体彗星 8P/塔特尔今年回
归，可见到的流星数量会稍多一点，不过流星
整体不是很亮。”宋媛媛说。 （周润健）

潘云鹤人工智能科教基金成立

本报讯 近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潘
云鹤人工智能科教基金”在浙江大学紫金港
校区成立。该基金将用于奖励在人工智能科
技教育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师生，进而推动
人工智能科教发展。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与中国工程院
院士潘云鹤签署捐赠协议，为潘云鹤、庄逸苏
伉俪颁发捐赠证书和铭牌。中科院院士、浙江
大学校长吴朝晖表示，该基金的设立，体现了
潘云鹤夫妇的家国情怀、公益精神和对学校
的关爱之情，必将激励广大科教工作者勇攀
世界人工智能科技高峰。

潘云鹤长期从事计算机图形学、人工智
能、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工业设计的研
究，是中国智能 CAD和计算机美术领域的开
拓者之一。 （赵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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