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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能为人民带来什么？”在中科院里，很少
有人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这支被誉为科技“国家队”的队伍总是默默地
做事———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猕猴桃科研团队用 40 余
年的努力让群众实现了“猕猴桃自由”。“我们学农
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把团队研究的这些技
术和成果，找到渠道输送给老百姓嘛！”中科院武
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跟自己的团队成员说。

2019年，中科院沈阳分院扶贫队通过科技扶
贫帮助荒地村摘掉了穷“帽子”。“今年，我们引入
新的技术和产业，想让一部分村民先富起来。”中
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高级实验师许思明满怀
信心。

在今年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中
科院党组将“聚焦国家新发展阶段亟需科技支撑
的重大问题”摆在首要位置，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
谋划，引导科研人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
命定位。

科技惠民，是这支科技“国家队”不动声色的
坚守。

服务人民健康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需求。中科
院科研人员时刻把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装在心
坎里，全心全意地做群众健康的守护者。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公布了我国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
告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量———24.4亿剂次。

如此庞大的接种量，离不开科技界疫苗研发
团队的支持。

今年 3月 10日，由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与安
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
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在中国国内紧急临床使
用获得批准，成为国内第四款获批临床紧急使用
的新冠病毒疫苗，也是国际上第一个获批临床使
用的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

该疫苗的生产不需要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和生产车间，生产工艺稳定可靠，可以快速实现国
内外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能够显著降低疫苗生产
成本，且便于存储和运输。正因如此，安徽智飞龙
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建成了年产 10亿剂新冠
疫苗生产线，能满足 3.3亿人的接种需求。

这项进展的背后是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科
研团队经年累月的探索攻关。2020 年初新冠疫
情暴发之后，包括严景华研究员等在内的科技
攻关团队，就在高福院士的带领下设计出了疫
苗构建策略，为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
的研发打下基础。

自疫情开始，投入抗“疫”一线的严景华经常
顾不上吃饭和回家。晚上她总是要靠爱人提醒才
想起回家，回到家里，依然是回不尽的微信、接不
完的电话。
“做科研的人以实验室为家很正常，我的学生

和同事都是这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严景华这样说道。

每一次灾难，总会伴随着英雄的“挺身而出”。
在严景华看来，其实这些英雄也是普通人，来自普
通家庭。

在中科院里，像严景华一样的“普通英雄”还
有很多。他们的努力，使得我国疫苗、抗体、药物研
发成果频出。

今年 1月 7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的
临床“托珠单抗 +常规治疗”免疫治疗方案，获得
英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授权，作为新冠重症患者首
选药物应用；2月 5日，由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参与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在国内附条件
上市；2月 25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发
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国内附条件上市……

守护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那么，
怎么判断绿水青山到底保护得好不好？

针对这一问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
究员欧阳志云课题组研发了一套“算账”的方法。

今年 3月，深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核算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就源于欧阳
志云团队的坚持。

欧阳志云团队历时 3年，先后为深圳核算了
2010年、2016至 2019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编制
了我国第一个面向高度城市化地区的核算规范和
我国第一个核算统计报表制度，并开发出我国第
一个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在线自动计算平台。
“建立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评估技术体系

与核算机制，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促进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科学基础。”欧阳志云说。

除了服务国内生态可持续发展外，中科院的
科研队伍也为国际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今年，中科院不仅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平
台系统，还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
星，目的就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与很多科学家一样，中科院院士、可持续发展
科学卫星首席科学家郭华东的一大愿望，就是国
内外的科学家携手，通过全球数据资源的有效获
取和共享共用，缩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
域间的数字鸿沟。

在发射指挥大厅内，郭华东望着腾空而起的

红色火云，难掩激动心情：“经过 3年的努力，我们
终于有了新的数据获取手段。”

端牢中国饭碗

民以食为天，怎样让百姓端牢中国饭碗，也一
直是中科院科研人员心中记挂的事。

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
安全“压舱石”。为了保护好黑土地，7月 9日，中科院
发布了《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部署了专门的
研究单元和 17个野外台站，定点开展东北黑土地变
化及可持续利用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

依托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建设的辽宁
沈阳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
下简称沈阳站）就是 17个野外台站之一。

早在 1987年，沈阳站就已建站，并在此后的
数十年里积累了大量有效数据。一群科研人员长
期扎根于此，利用长年定位观测的数据和研究成
果，向外输出技术，帮助当地农户用好、养好东北
黑土地。
“服务国家战略，满足国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

需求，以应对新形势下农业生态系统不断涌现的
新的科学问题，是沈阳站现阶段努力的方向。”沈
阳站现任站长陈欣告诉《中国科学报》。

除了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之外，在基础研究
层面，中科院科研人员也在为了让中国人端牢中
国饭碗而努力。

2015年，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
研究员蔡韬接到了一个项目任务———“人工合成
淀粉，凭空制造”。“凭空制造？这可能吗？”向着未
知的前路，蔡韬和团队成员一起摸索了 2000多个
日夜，直到 2021年 8月，沉寂了 6年的团队将他
们的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是一项里程碑
式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
变革性影响。”论文审稿专家毫不吝啬地夸赞这项
来自中国的原创性突破。

自此，我国科学家可以大声地向世界宣布，我
国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
成，淀粉生产从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
产模式转变成为可能。
“目前我们取得的只是阶段性进展，后面还面

临着很多难题。”对这一重大成果，蔡韬谨慎而务
实。接下来，他们还将应对新的挑战，让这一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工厂。
“科研能为群众办什么实事？”这些，或许就是

这支科技“国家队”最直接的回答。

科技惠民：把群众装进心坎里
■本报记者倪思洁

2021大湾区工程师论坛举行
中国科协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2021 大湾
区工程师论坛在珠海举行。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张玉卓，中科
院院士、广东省副省长王曦等分别致辞。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进展主
持开幕式。

本次大会以“聚工程菁英 助湾区发展”
为主题，由 1个主论坛、2个分论坛、1个座
谈会组成，内容涉及工程支持可持续发展、
大湾区工程技术界创新融合发展、工程领域
科技成果转化、青年工程师职业规划与大湾
区发展、粤港澳三地工程标准差异探讨及青
年工程师培养与人才流动等六大方面。

大会主旨报告环节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广东省科协主席陈勇主持。世界工程组
织联合会主席龚克，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
工程师苏权科，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中科
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分别作
主题报告。

开幕式上，中国科协与香港工程师学会
签署合作协议，香港工程师学会与广东省电
机工程学会签署电气工程师资格互认协议。

2021 大湾区工程师论坛由中国科协、
广东省人民政府、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指
导，中国工程师联合体主办。论坛采取“线
下+线上”相结合形式举办，开幕式设横琴
主会场和香港分会场，在澳门也设置了同步
直播会场。

仿生分级多孔膜助力高效海水提铀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日前，记者从中科

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获悉，在该所仿生智能界
面科学中心江雷院士的指导下，闻利平课题
组开发了一种基于固有微孔聚合物的仿生
分级多孔吸附膜，可以实现从海水中高效提
铀，这一微结构设计方案可推广到一大类微
孔聚合物吸附剂设计中，实现核能原料的可
持续提供。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可
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能源需求不断攀升，核能作为
清洁能源，是应对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之
一。铀是核能发展必不可少的元素，而我国
是一个贫铀国家，这使得铀资源的开发充满
挑战。

海水中铀的蕴藏量超过了 40亿吨，相当
于陆地铀矿储量的 1000倍，从海水中有效提
铀将助力我国核工程领域长久发展。然而，海
水中的铀浓度相对较低，因此，开发出选择性
好、吸附容量高、可重复使用的海水提铀吸附
剂尤为重要，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挑战。

固有微孔聚合物因高比表面积与丰富的
吸附位点在吸附领域具有广阔前景，然而微
孔内较高的传质阻力常常会导致离子扩散受
阻，表现出的吸附性能不尽如人意。自然界中
存在大量的分形结构，如动物血管、植物导管
等。这些分形结构可以最小的能量消耗在最
大程度上实现物质交换与传递。将分级多孔
结构引入吸附剂内部，可以有效解决离子在
三维无序的微孔内扩散受阻的问题。

受此启发，闻利平课题组开发了一种基
于固有微孔聚合物的仿生分级多孔吸附膜，
其中逐级递减的孔径结构允许铀酰离子在
膜内快速扩散，进而充分利用微孔内丰富的
吸附位点。测试表明，该分级多孔膜可以将
吸附容量提升至原来的 20倍。此外，该膜在
天然海水中进行了为期 4周的吸附测试，结
果显示其吸附容量达到了 9.03 毫克 / 克，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科学家揭示痒是怎么被感觉到的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

术卓越创新中心孙衍刚研究组与徐宁龙研
究组合作，解析了痒觉等躯体感觉在初级躯
体感觉皮层的表征机制，同时揭示了痒觉感
知的神经机制。相关成果已发表于《神经科
学杂志》和《国家科学评论》。

躯体感觉包括痛觉、温度觉、触觉等不
同的感觉模态，痒觉也是其中之一。痒觉是
机体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然而痒觉感知在
大脑中的表征机制尚不明确。

此前研究发现，外周传入神经元对不同
躯体感觉刺激表现出复杂的反应特性，而大
多脊髓神经元又能同时被温度觉、触觉、痒
觉和痛觉等躯体感觉刺激激活。为回答初级
躯体感觉皮层如何编码不同模态躯体感觉
信息的问题，研究人员在给予实验小鼠痒
觉、触觉或温度觉刺激的同时，利用在体双
光子钙成像技术记录了初级躯体感觉皮层
神经元的活动。

研究显示，部分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神经

元能稳定响应触觉刺激或热刺激。通过建立
一种光遗传诱导的精确控制感觉输入的痒
觉模型，研究人员发现了初级躯体感觉皮层
神经元编码痒觉的时空特性和强度信息。进
一步，他们还发现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的神经
元群体编码足够多的信息来区分不同模态
的躯体感觉。

研究还发现，在痒觉诱发的抓挠行为起
始前，部分初级躯体感觉皮层神经元活性上
升。在抓挠起始前，一定比例的神经元的钙
活动可预测后续行为的发生，这提示这群初
级躯体感觉皮层神经元编码痒觉感知。

相关研究在自由活动的动物中探究了
初级躯体感觉皮层对痒觉感知的编码机制，
为深入理解大脑皮层对躯体感觉信息的处
理和整合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 （黄辛）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动物全物种基因组测序“顾此失彼”

本报讯 近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领导的一
项研究发现，目前对动物基因组进行的测序多数
集中在与人类相似的动物上。研究人员警告称，这
会使人们忽视生物多样性和错失机会。相关成果
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研究人员分析发现，近 3300种动物的基因组
已被测序。然而，与世界上 166万种动物物种相
比，这一数字还是很少，脊椎动物在目前的序列中
占了绝大部分。数据显示，尽管脊椎动物只代表了
3.9%的动物物种，但却占测序数据集的 54%。相比

之下，代表 78.5%物种的节肢动物门无脊椎动物，
只占当前数据集的 34%。
“随着基因组数据集的迅速积累，我们会发

现，目前数据集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动物生命树
中。”研究作者、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Scott Hotaling认为，无脊椎动物仍然非常缺乏相
关研究，因为人们似乎更关心脊椎动物。

研究通讯作者、美国杨百翰大学助理教授
Paul Frandsen表示，要了解整个生态系统，必须对
更多的生物进行采样。脊椎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昆虫和许多其他小型生物可能发
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处于食物链的底端。

研究作者、华盛顿州立大学副教授 Joanna
Kelley还指出，目前绝大多数基因测序工作在发达
国家开展，且大多数国家位于北半球，不同地区的
测序工作也有特定的倾向。例如，北美国家对哺乳

动物和昆虫进行了较多测序，欧洲国家、亚洲国家
分别对鱼类和鸟类进行了较多测序。

近年来，几项大型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启动，其
中包括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该计划设定了一个
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未来 10年内对所有真核生物
进行测序。

截至 2021年 6月，该计划已收集到 3300多个
动物基因组数据集。研究人员通过计算发现，以目
前每天大约测序 4个基因组的速度，要到 3130年
才能实现对所有真核生物进行测序的目标。

研究人员同时提出，促进该目标实现的一个
方法是发展基础设施，并让更多来自南半球的国
家，尤其是动物多样性丰富的热带地区的研究人
员参与其中。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已达 17个

据新华社电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近日
召开的 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
上说，我国目前已经有 17个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据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是依托地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示范、政
策试验和社会实验，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方面先行先试、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区域。

自 2019 年北京市成为全国首个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上海
市、天津市、深圳市、杭州市、合肥市、德清
县、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济南市、广州
市、武汉市、苏州市、长沙市、郑州市、沈阳
市先后入选。 （温竞华）

12月 6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石集乡稻蟹共作基地迎来 4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同时抵
达的还有数千只白琵鹭和大白鹭，成为冬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睡梦中的歌声

睡觉时，斑胸草雀可能会梦到
自己的歌声。在本月《神经元》杂志
中，科学家使用高密度硅探针，记录
了唱歌和睡眠时大脑一个关键区
域———前运动区（HVC）的神经元活
动。一种模板匹配分析方法精确找
出了在夜晚再次出现的歌曲元素。

在这张封面中，睡眠“重播”
的歌曲以“音符”的形式出现，而
这些音符则由五线谱上的神经元
代表。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发
现，大脑中的 HVC微电路包含了
足够的信息来提供歌曲的时间结
构。这项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大脑
功能的新秘密打开了大门。

（赵熙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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