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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 我 国 共 有 外 来 植 物 物 种
14000~15000种，其中 90%属于栽培种，约有
1000种能在自然环境下独立生存，其中有 400
多种存在不同程度的入侵风险。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共分为 5 卷，收录

了入侵植物 68科 224属 402种，项目组共采集
入侵植物标本约 15000号 50000份，拍摄高清
植物生境和植株特写照片 15万余张，记录了全
国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的入侵植物种类、多度、
GIS等信息，是对我国现阶段入侵植物最为系
统的一次总结。

马金双提到，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组发现了
一大批首次报道的入侵物种，比如假刺苋、蝇子
草、白花金钮扣、直立孀泪花等。对一些有文献
报道入侵但是经野外调查发现仅处于栽培状态
或在自然环境中偶有逸生但尚未建立稳定入侵
种群的种类进行了澄清。对于一些先前文献中
错误鉴定或者学名误用的种类进行了校正，并

对原产地有异议的种类做了进一步核实。
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外来植物的生长

和入侵会表现出较强的动态变化。马金双强调，
研究外来入侵植物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而目
前的结果也仅仅是对植物入侵过程的一个阶段
性缩影，后续对其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是十分
必要的。

在这一项目调查过程中，科学家切实意识
到外来入侵植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严
重，但大多数人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相关部门
也没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希望这套志书能够为科研、科普、教学、管

理等提供参考。”马金双建议，首先要做好进口
货物商品的检疫，把有显著入侵倾向的物种拒
之门外。对于有明确潜在风险的入侵物种，严格
管控，避免逃逸，及时科学地清除。除此之外，要
重视提升公众对入侵物种的认知，避免盲目的
野外采摘、移栽行为。

论文题目：

医疗基础设施何以可能———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麻疹防治史
作者：王程韡

出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44（1）

麻疹经空气传
播，曾是一种极其
凶险的多发性病毒
传染病。在世界首
支减毒麻疹活疫苗
诞生三年后，1965
年，中国也成功研
制出减毒麻疹活疫
苗，并于次年 4月
开始逐步推广应
用。但在当时的国
内，保障疫苗运输

中活性的“冷链”还不存在。该论文作者提出
了一个问题：从疫苗诞生到 1982年“冷链”项
目试点实行，我国是如何实现麻疹“发病率逐
年稳步下降”的？

作者考察了这段麻疹防治史。研究发现，
在技术基础设施外，以黄祯祥、诸福棠等为代
表的国际一流病毒科学家，担当“及时报告”和
“切断传播”大任的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基层卫
生人员（包括配合其工作的家长），以及总结经
验教训并适时推广预防接种卡制度的受过良好
医学和公共卫生训练的技术官僚和专家，共同
构成了决定麻疹防治成败的关键因素。

以史为鉴，通过回顾这段历史，作者呼吁
重新重视人作为医疗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和重
要性。

作者认为，今天一谈到防疫，人们总会不
由自主地想到疫苗和围绕它建立起来的“硬
件”，即技术医疗基础设施。似乎现代医疗体
系的建立过程本身就应该是技术化、科层化
和专业化———即去人化的。但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麻疹防治史给我们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
故事。

在疫苗生产技术不过关、使用技术不规
范的情况下，若不是依靠赤脚医生和家长一
同构筑起来的“人民战线”，以及生物制品研
究所和基层防疫站的工作人员不断总结经验
教训建立起的“记录、检测和问责”体系，麻疹
大规模传染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可能被
有效地控制。

在作者看来，人作为一种医疗基础设施
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今天似乎已经被遗忘了。
以至于面对疫情，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型
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装备、基因检测工具和电
子跟踪手段。这些技术基础设施究竟发挥了
怎样的作用？若是离开了人，它们还能否发挥
预期的作用？身处其中的我们若想回答这些
问题恐怕为时尚早。但别忘了社会对传染病
作出回应的同时，也同时反映出社会自身的
结构特性。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麻疹防治的历史，
恰恰能够帮我们映照出这个结构———这正是
我们“不小心”丢掉的东西。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展示已修复的
“天禄琳琅”古籍。 张文静摄

速读

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完成
经过 8年多的努力，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

“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工作全部完成，正式结
项。这是自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
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国家图书馆珍贵古籍的
专项修复行动。

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的馆藏清宫“天
禄琳琅”修复项目重大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远明
介绍了“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的基本情况及重
要意义。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

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之菁华置
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虽为清宫珍视专藏，
但从建立直至 20世纪 50年代，“天禄琳琅”几经
坎坷，磨难频生。其间火、盗、兵、蠹，致使藏书大
量损坏散佚，664部中已有近 60部不见影踪。

目前，国家图书馆馆藏“天禄琳琅”279

部，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并且保存着《钦
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的大部分古
籍。这些古籍不仅刊刻年代久远，有的还是存
世孤本，弥足珍贵。

2013年 6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天
禄琳琅”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行了破损情况调
查。结果显示，这批书籍中 10%属于一级破损，急
需抢救性修复。随后，经过专家论证，在“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经费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
“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正式启动，由国家图书馆古
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担任首席专家，带领国家
图书馆古籍修复骨干崔志宾具体承担修复工作。

如今，该项目涉及的破损古籍全部修复完
成，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2021年 12月，
该项目专家验收会召开，与会专家对修复项目
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天禄琳琅”修复项目
超出了预期目标，是国家图书馆继“敦煌遗

书”、《赵城金藏》等修复项目后，又一重要珍贵
古籍修复项目，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负责
人员及有关专家还介绍了“天禄琳琅”修复项
目组织情况、“师带徒”人才培养情况，以及修
复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解决方法等，现场还展
示了“天禄琳琅”修复成果。

崔志宾介绍说，借助科技手段，修复工作
逐渐从单一的眼看手摸的经验主义发展到经
验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科技人才的引入和科
学设备的使用，使我们在判断古籍材料、破损
情况等方面拥有了更多手段，增强了修复工作
的科学性、准确性。”

据介绍，2022 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将举办“天禄琳琅”修复展，出版
相关修复成果，推广修复经验和科研成果，
同时适时启动后续古籍修复项目。（张文静）

论文题目：

公众科学———科学共同体模式的转向
作者：李际王子仪

出处：[J].科学与社会，2021，11（4）

1942 年，英国
科学哲学家迈克
尔·波兰尼在《科学
的自治》中提出了
“科学共同体”的概
念，并在此后的科
学社会研究中被普
遍接受和使用。波
兰尼主张“今天的
科学家不能孤立地
实践他的诉求。他
必须在一个机构的

框架内占据一个明确的席位”，强调了“共同职
业”的特点。

此后，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科学哲学
家库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学共同体”的模式，
但都主张科学家是唯一的构成人群。

该论文作者提出，科学共同体并不一定是
“科学家共同体”，公众科学的出现使得科学共
同体出现了模式转向，成为由公众与科学家共
同构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职业”或
“共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

作者认为，虽然公众与科学家不是“共同
职业”，也未必是“共同学科”，如参与野外观鸟
的公众，但这并不妨碍公众和科学家“共同承
担”科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科学体现了
不同于波兰尼与默顿的“共同职业”或库恩的
“共同学科”的人群特点，它具有“共同研究”的
人群特点。

事实上，将“共同研究”的共同体群体范围
向科学家以外的群体扩展并非没有先例，工程
共同体研究中就提出了工人也是共同体成员
的观点。据此，科学共同体模式发生了新的转
向，成为“共同研究”的公众科学模式。

作者认为，如今，尤其在这个数据密集型
研究大行其道的大数据时代，没有公众科学的
参与，科学研究会面临发展的掣肘。“出于善的
目的，由共同承担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公众构
成的社会建制和活动”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与
完善，使公众与科学家结合成一个群体，这是
目前科学共同体更为普遍的存在方式。（艾林）

污水沟、垃圾池、养殖场……
植物分类学家为什么往这钻？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过去五年，有一群植物分类学家，他们不在森林、草原、自然保护区，却
跑到城镇的污水沟、垃圾池、建筑垃圾区、荒地旁捡“杂草”。烈日下，浑身如
流浪汉一般散发着汗臭，衣服也沾着泥巴……常常引来周围人不解的目
光。那是他们在为一部特别的植物志———《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
的撰写进行野外调查工作。

如今，随着国际经济贸易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外来入侵生物造
成的危害逐年增加，中国已经成为遭受外来生物入侵危害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2014年，马金双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
物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外来入
侵植物志”项目正式启动。不久前，这项国内首次全
面、系统的外来入侵植物调查与志书编写工作正
式完成，其成果中国首部《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
（五卷本）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21 年底，国内多地遭到入侵植物
的骚扰，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关注。比如，
在武汉“凶悍”抢占领地的加拿大一枝
黄花，在江西多地搞突然“袭击”堵塞河
道的水葫芦。
入侵植物报道屡见不鲜，它们通过

自然以及人类活动等无意或有意地传
播或引入异域，通过归化自身建立可繁
殖的种群，进而影响入侵地的生物多样
性，使入侵地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并造
成经济影响或损失。
据马金双介绍，外来植物引入我国

的历史十分悠久，据公元 659 年《唐本
草》记载，蓖麻作为药用植物从非洲东部引
入中国，20世纪 50年代作为油料作物推广
栽培；《本草纲目》（1578）记载曼陀罗在明
朝末年作为药用植物引入我国；《滇志》
（1625）记载原产巴西等地的单刺仙人掌在
云南作为花卉引种栽培；原产热带美洲的
金合欢于 1645年由荷兰人引入中国台湾
作为观赏植物栽培。
从 19 世纪开始，西方列强为扩大

其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设立通商口岸，
贸易自由往来，先后有多个国家的探险
家、传教士、教师、海关人员、植物采集
家和植物学家深入我国采集和研究植
物，使得国内外来有害植物入侵的数量
急剧增加。而我国沿海城市成为了外来
植物传入的主要入口。
“到了 20 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进
口矿物、粮食、苗木等商品中，夹带外来
植物和检疫性有害生物入侵的风险急
剧增加。再加上中国拥有多样化的生态
系统，大多数外来种都可以在中国找到
合适的栖息地。因此，我国生物入侵的
形势更加严峻。”马金双说。
“可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外来入

侵种本底资料非常缺乏，常常是那些已
经造成显著生态、经济影响的物种才会
引起关注和重视，而无法做到风险预测
和预防。”
因此，开展外来入侵植物的调查与

编目，查明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构成、
原产地、分布格局、传入方式、传播途径
以及入侵性等问题是预防和控制外来
入侵植物的重要基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外来入
侵植物志”项目正式启动，全国共有 11
家科研单位及高校参与，项目组成员分
为五大区（华东、华南、华中、西南、三
北），以县为单位开始了全面的入侵植
物种类摸底调查。

外来入侵种本底资料缺乏

在此后的 5年中，项目团队进行了实地调
查和大量的标本采集，获得了关于外来入侵
植物种类、分布状况和危害程度等信息的第
一手资料。
“由于入侵植物受人为干扰比较大，实地

调查的区域要比普通植物物种调查复杂得
多。”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唐赛
春解释。
团队成员们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拎着植

物采集袋，带着一两个学生沿着街头、路边行
走，还专门往污水沟、垃圾池、建筑垃圾区、荒
地、养殖场、旧房屋等附近“捡”那些被人们视
为杂草的标本，浑身如流浪汉一般散发着汗
臭，衣服也沾着泥巴……常常被人误以为在寻
找有“特殊”价值的“宝贝”，在树下或路边压
标本的时候，也往往能吸引很多人围观。
马金双告诉《中国科学报》，《中国外来入

侵植物志》不同于传统植物志，需要对中国外
来入侵植物信息进行深入收集和考证，这是
更为烦琐和艰苦的案头工作。
包括梳理入侵植物传入我国的时间和地

点、传入我国的方式和扩散途径，并对入侵植
物在中国可能扩散的区域进行预测，从繁殖
性（种子结实率、萌发率、幼苗生长速度等）、
入侵性（传播体重量、传播体结构、与人类活
动的关联程度等）和适应性（气候、土壤、物种
自身的表型可塑性等）三个方面对入侵特点

进行阐述，并对入侵植物的危害与防控措施进
行介绍。

在这个过程中，入侵种模式标本的确定极
为困难。由于这些植物均不是本土植物，有的
种的模式材料也不清楚究竟保存在哪个标本
馆，因此寻找起来非常艰难，往往要花费几个
小时才能完成一个种的模式信息说明。

此外，有的历史标本及早期文献信息非常
缺乏，项目组成员要克服种种困难，结合各类书
籍、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植物志及港澳台早期的
植物文献记载，反复考证这些植物首次传入中
国的时间、传入方式等之前未记载的信息。
“更让科学家纠结的是，除却已经明确造

成危害的外来植物，对于那些有相关文献报
道、经项目组成员野外考察尚未发现造成显
著危害的，或者尚且不知道未来发展趋势的
物种，是否该被纳入志书，如果纳入又该如何
评估潜在风险、提出相应防控措施，这些争议
问题需要反复的讨论和修正。”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全儒提到。

以报春花科小海绿为例，这种原产自北
美、欧洲后进入南美、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的
物种，表面看来植株较小，危害不大。但刘全
儒分析，它作为湿生植物，蔓延速度快，很容
易在短期内大量暴发，可能会入侵农田，降低
作物产量。所以，他依然建议将其纳入名单，
并提出要加强调查监测。

调查、考证难度升级

从认知到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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