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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鸡中进行浒苔多糖及络合物试验采样。
受访者供图

简讯

科学“打浒”“苔”里找“糖”
姻本报见习记者王昊昊

浒苔是一种有着极强环境适应能力与繁殖
能力的石莼科、浒苔属的大型海藻，在各沿海国
家近海广泛分布。它虽无毒，但大规模暴发会
影响海底藻类和养殖水产品的生长，甚至对其
他海洋生物造成不利影响。

自 2007年以来，浒苔绿潮已连续 15年侵袭
我国黄渤海海域，呈现连年增加的趋势。《中国海
洋灾害公报》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暴发的浒苔
绿潮，在山东省、江苏省沿岸和近海海域最为严
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13.22亿元。

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打浒”、更好地挖掘
其生物资源价值，成为热点话题。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和青岛海大
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海藻源无抗
饲料研发实验室，先后联合中外研究机构开展
系列研究，攻克了海藻酶解多糖与金属离子螯
合技术，开发出具有生物活性、高效稳定的浒苔
多糖饲料添加剂，为浒苔新用开辟了道路。

猜想：浒苔能否改善动物肠道健康？

大规模暴发的浒苔虽招人厌，但它并非一
无是处。一些研究发现，浒苔中某些成分可以
有效治疗皮肤癌，有着良好的药理作用。在能
源利用方面，它也可以制成生物质油，成为一种
制造新能源的原材料。
“我国医籍和民间经验认为，大型绿藻不仅

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而且具备清热解毒、抗菌消
炎、降胆固醇、消肿利尿化疾等功效。”中科院亚
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吴信表示。

浒苔多糖是浒苔的主要活性物质，可通过
生物酶解后提取得到。大量研究表明，浒苔多
糖拥有独特的海洋硫酸基团，具有免疫调节、抗
肿瘤、抗突变、抗辐射、抗凝血及抗病毒等多种
功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曾开发第一个海洋
药物藻酸双酯钠，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在
动物营养领域，已有酵母细胞壁多糖、香菇多
糖、黄芪多糖、壳寡糖等作为饲料添加剂被使
用。这给研究团队一个启示：浒苔多糖是否也
能在动物肠道健康等方面发挥作用，进而应用
于动物营养领域？

其实，国际上以海藻粉作为水产及畜牧饲
料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海藻粉含有极为丰富而
独特的营养物质，很多试验和研究证明海藻对
动物无毒副作用，用作饲料添加剂能改进饲料

的营养结构并提高饲料利用率，对多数鳗鱼、
虾、蟹有较好的促生长作用。

吴信介绍，我国近 10年来对海藻饲料粉进
行了一些研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和应用
水平还相去甚远。
“浒苔的环境适应能力强，在低光照和低温等

不利条件下都可以繁殖。综合上述相关因素，我们
团队考虑将浒苔和动物肠道健康联系起来，并最
终研制出了海藻多糖饲料添加剂。”吴信说。

难点：发现浒苔多糖最出色的片段

通过开展系列研究，他们攻克了海藻酶解
多糖与金属离子螯合技术，开发出具有生物活
性、高效稳定的海藻多糖系列饲料添加剂，并在
企业中开展了一系列动物“替抗”试验。
“浒苔多糖的结构十分复杂，如何在高效利

用主要活性成分且不干扰其他成分发挥功效的
同时结合金属离子发挥双重作用，是该研究最大
的难点。”吴信介绍，从产生浒苔多糖降解酶微生
物的筛选，到酶的高通量制备，再到浒苔多糖的
分子量精准制备，团队进行了无数次试验，最终
得到了最出色的高活性多糖片段。

研究结果表明，浒苔多糖可改善动物机体
生长性能，促进肠道发育，提高肠道免疫应答，
调节肠道微生态。浒苔多糖及其金属络合物在

肉鸡、仔猪饲养以及母仔猪一体化方面都有生
产效率上的提升。
“研究发现，浒苔多糖可以代替抗生素预防

仔猪腹泻，提高仔猪天然免疫能力、降低肠道炎
症因子的表达。肉鸡试验表明，浒苔多糖组的
饲粮体重和平均日增重均显著高于基础饲粮。
我们在饲粮中添加浒苔多糖锌络合物后发现，
浒苔多糖锌可调节肉鸡回肠氨基酸表观消化
率，从而改善生长性能。”吴信说。

同时，研究人员发现，饲喂浒苔多糖的鸡空
肠和回肠组织的绒毛高度明显增长，隐窝深度
较短，绒毛高度与隐窝深度比值较高。在蛋鸡
日粮中分别添加浒苔多糖 1%、2%和 3%，3种添
加比例的浒苔多糖均可显著提高蛋鸡的产蛋率
和日产蛋量；浒苔多糖铁可改善缺铁性贫血，提
高仔猪对铁的吸收，还可提高母猪繁殖性能，提
高仔猪初生重、生长速度和免疫力。

展望：将数十万吨浒苔变废为宝

数据显示，仅青岛海域 2021年浒苔的最大
覆盖面积就达 1746平方千米，那么，这项研究
成果能为治理浒苔贡献多少力量？
“2021年全国饲料总产量为 2.9亿吨，其中

猪饲料产量 1.3亿吨，按照每吨饲料添加 500克
浒苔多糖饲料添加剂计算，如果这一技术规模

化应用，每年可将数十万吨新鲜浒苔变废为宝，
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吴信说。

目前，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完
全具备将浒苔规模化应用的实力，生产的一级浒
苔粉的纯度达 99%，一级粉的产率达到 90%，可直
接用于生物降解。该公司还能生产多种分子量的
功能性浒苔寡糖及相关修饰产物。

除了用作饲料添加剂，浒苔还有其他价值。
“我们团队目前还可将剔除的、含沙量大的浒苔
粉制备的土壤调理剂系列产品用于改良酸性土
壤，并开发了浒苔叶面肥、有机肥、冲施肥以及土
壤调理剂等浒苔肥料产品。”吴信说。

2020年开始，我国正式迈入养殖饲料禁用抗
生素时代。“‘禁抗’后，市场上涌现了中草药提取
物、精油、抗菌肽等一大批‘替抗’产品，但经过一
年多的发展，饲料企业配方师开始有选择性地
‘做减法’，真正有价值、有效果的产品开始脱颖
而出，而浒苔锌化多糖在推广过程中获得了越来
越多企业的认可，让饲料企业多了一种来自海洋
的‘替抗’新选择。”吴信说，相信在当前农业发展
趋势下，浒苔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该研究系列成果先后发表于《食品与功
能》《动物营养》《动物科学与生物技术》《营养
前沿》等期刊。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发现·进展

天津大学等

棕色碳气溶胶增加全球
变暖风险和野火概率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
学院教授傅平青和合作者，详细描述了北半球燃
烧生物质释放的棕色碳是如何加速北极变暖的。
在这项近日发表于《一个地球》的研究中，他们警
告称，这可能会导致未来发生更多野火。

2021 年的野火季打破了全球纪录，大片土
地被烧焦。火灾的风险也在增加，联合国 2月发
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到 2050 年，野火数量将
增加 50%。

熊熊的野火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棕色烟雾，
后者是由悬浮在空气中的棕色碳颗粒组成的。
这种烟雾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甚至遮挡阳光，研
究人员怀疑它可能也会导致全球变暖。

2017 年，中国“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北
冰洋，调查在北极空气中飘浮的气溶胶，并确定
它们的来源。科学家特别好奇的是，野火释放的
棕色碳是如何影响气候的？相比高温化石燃料
燃烧产生的密度更大的黑碳（仅次于二氧化碳
的第二大变暖因素），棕色碳的变暖效应如何？

新研究结果表明，棕色碳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之前认为的要大。“让我们惊讶的是，观测分析
和数值模拟显示，北极上空棕色碳气溶胶的变暖
效应大约是黑碳的 30%。”论文通讯作者傅平青告
诉《中国科学报》。

过去 50 年里，北极地区变暖的速度是全球
其他地区的 3 倍，而野火似乎拉大了这种差异。
研究人员发现，生物质燃烧产生的棕色碳对全
球变暖的影响，至少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棕
色碳的两倍。

像黑碳和二氧化碳一样，棕色碳通过吸收太
阳辐射使地球变暖。“棕色碳气溶胶的增加将导致
全球或区域变暖，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野火发生的
概率和频率。”傅平青说，“增多的野火将释放更
多棕色碳气溶胶，进一步‘加热’地球，使野火更频
繁发生。”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等

LAMOST发现
一个“星系果蔬园”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近期，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联合相关单位的研究团队，在 LAMOST（郭守
敬望远镜）海量光谱中发现了一个“星系果蔬园”，
包括大量绿豌豆星系、蓝莓星系及紫葡萄星系等。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报》。

绿豌豆星系起源于公众科学家的星系动物园
项目，一批天文爱好者按照形态对 SDSS（美国斯
隆数字巡天）观测到的不同星系进行分类时，得到
251个极其特别的样本，它们很难被归为已知的
星系类型。而这些星系在伪彩图上呈现为绿色，形
态又极其致密，看起来圆圆的像豆子，因此被命名
为绿豌豆星系。

绿豌豆星系强烈的发射线使其呈现明亮的
绿色，这也意味着它们正在形成新的恒星。绿豌
豆星系有着局部宇宙最高的恒星形成率，能在
几亿年的时间内质量翻倍。它们大约在距离地
球 15 亿到 50 亿光年的位置上，体积不足银河
系的 1/10，质量不到银河系的百分之一，但是却
在以 10 倍于银河系的速度形成恒星。它们同样
因为很低的金属丰度（天文学上除了 H 和 He
之外的元素都被称为金属）而知名，这类星系在
早期宇宙中应该很常见。因此对绿豌豆星系的
研究为探索早期宇宙星系形成与演化及恒星形
成问题打开了新窗口。

由于发射线落在测光波段的位置不同，致密
星系中比较典型的还有伪彩图上呈现蓝色的蓝莓
星系和在伪彩图上呈现紫色的紫葡萄星系。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博士研究生刘思琦、研究
员罗阿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王俊贤，中科院
上海天文台研究员沈世银等人利用 LAMOST数
据新发现的 1417个致密星系中，包括 739个绿豌
豆星系、270个蓝莓星系和 388个紫葡萄星系，如
同一个丰富的“星系果蔬园”。

其中，蓝莓星系是离地球更近的致密星系；紫
葡萄星系距离地球介于绿豌豆星系和蓝莓星系之
间或者比绿豌豆星系更远。这些新发现的致密星
系质量范围大约在 31万至 100亿个太阳质量之
间，其中距离地球最远的星系达 90亿光年左右。

据了解，这些星系个头小、亮度暗，观测非
常受限。此前，最大的具有光谱信息的致密星系
样本仅约 800 个。这是迄今为止一次性新发现
致密星系数量最多的研究工作。

研究人员对这些新发现星系的恒星形成
率、金属丰度以及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利
用光谱拟合首先得到了星系质量，并通过谱线
强度的测量得到了这些星系的恒星形成率，发
现其普遍大于相同红移的一般星系主序恒星形
成率。

研究人员还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这
些致密星系具有更低的金属丰度。通过与相同红
移的一般星系的环境相比较，他们发现这些星系
相互之间距离更远，位于更加离散的星际环境中。

相关论文信息：

以不懈的改革追求永恒的卓越
姻韩宇

同行评议作为评价事物的一种方法，最早
始于 15世纪欧洲专利申请的查新。17世纪中
叶，英国皇家学会刊物 （

）开启了将其用
于论文评审的先河。20世纪 50年代初，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等率先采用同行评议评审科研项
目。滥觞于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大潮的中国科
学基金制，成功地将同行评议运用到中国科研
项目资助管理之中，形成了“依靠专家、发扬民
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建立了一
整套行之有效的评审制度，在 2011年国际评估
中赢得了最佳实践的赞誉。

一个制度过去先进不意味着现在先进，现在
先进不意味着永远先进，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奔竞
不息、勇立潮头。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在科研资
源分配领域还是在期刊论文审稿领域，同行评议
始终都在争论和改革中实现螺旋式上升。改革是
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底色，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围绕着“科学性是根本、公正性是生命”这两个攸
关同行评审根本的重大命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全面审视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对科学基金提出的新要求，把完善
评审机制作为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三大任务之
一，鲜明地提出以“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e-
sponsibility, Credibility, Contribution, RCC）”为价
值取向的评审机制改革议程，推动科学基金制在
新的赶考路上焕发出不辱使命的活力和生机。
“负责任”就是要始终坚守评审工作的规范

要求。评审两字可以说是重千斤。评字的“平”为
“秤”，意为“重”，“言”与“平”联合起来表示“报称

重量”，引申意义为说出判断、发表意见。“审”本意
为详究、考察，由此引申出检查核对。项目在专家
评审之后，评上的项目反映的是同行的科学品
味，获得的是纳税之金，承担着国家投资未来的
战略任务。因此，项目评审实质上既是科学批判
精神的彰显，也是公权力的运用。马克思说过“没
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因此，
负责任评审就是要遵循评审准则，遵守评审纪
律，鼓励评审专家认真、负责、规范地开展评审工
作，提出科学判断，做出不愧国家、不负科学、不
违良知的公正判断。
“讲信誉”就是要始终保持担当责任的道德

自觉。墨子云“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
果”。赢得信誉是一方在社会活动中因长期忠实
遵守约定而得到另一方信任和赞誉的结果。负
责任并不难，难的是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项目
都能够坚守一以贯之的原则履行好职责，从而
使负责任由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变为日常的行为
惯例，升华为内化于心的道德自觉，由个体的高
尚行为促成科学共同体的成风化俗，赢得整个
科研生态的海晏河清。因此，讲信誉要注重评
估评审专家在公正性、科学性、准确性等方面的
长期坚守和不懈实践，坚决避免简单地以一时
一事“一槌定音”。
“计贡献”就是要弘扬扶持创新的价值导向。

评审的终极目标是给创新者以腾飞的翅膀，给探
索者以攀登的云梯。因此，“计贡献”就是要通过
审慎考查专家评审贡献并纳入评审专家信誉系
统，激励和褒奖评审专家敢于提出特有的真知灼
见，为“从 0到 1”的嬗变培上一捧土，为“从 1到

N”的冲刺续上一桶油，为勇克“卡脖子”难题的攻
坚添上一把火，为跨越学科天堑的探索架上一座
桥，能够成就更多的创新梦想。当然，“计贡献”包
括两个价值维度，一方面是评审专家对于资助决
策的贡献，即是否为科学基金提供了翔实明确的
评审意见；另一方面是对申请人是否提供了论点
清晰、论据充分富有启迪的学术意见。
“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是相互联系、内在

统一的有机整体。负责任是保障评审工作的底线
要求，讲信誉是从事评审工作的境界追求，计贡献
是衡量评审质量的客观需求。三者之间互为补充、
融为一体，目的是激励评审专家更加科学公正履
职、更加积极主动遴选创新项目，大力弘扬负责任
的评审文化，维护评审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确
保“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
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的新时代资
助导向落到实处。需要指出的是，负责任、讲信誉、
计贡献作为一种要求，同样适用于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人员，所不同的不过是衡量的具体指标而已。

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完善评审机制改革是一
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仅对近百万次专家评审
工作产生日渐月染的深刻影响，还将通过每年 20
多万申请人的陶熔鼓铸，对提升中国基础研究选
题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改进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自然科学基金委
从完善评审机制试点伊始，就明确提出“四个坚
持”的工作原则，即坚持正面引导，明确行为规范；
坚持综合施策，避免简单量化，尤其不能将“计贡
献”简单化；坚持信任为本，避免挫伤评审专家的
积极性；坚持最小干扰，避免影响评审工作整体进

度，确保改革工作让科学家从中获得学术教益，给
科研生态吹去一扫尘霾的缕缕清风，为科技自力
自强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改革 2018年破冰启航，到 2021年自然科学
基金委八个科学部已经有超过 1/3的 45个学科
开展了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2022年将进一
步扩展到 77个学科。在广大科学家的支持下，改
革得到了科技界的充分肯定。几字真言式的简单
评价、语焉不详的笼统意见、张冠李戴式的无效评
审等问题大为减少，评审质量和评审效率明显提
高。一些评审专家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完善评
审机制、加强分类评审方面成效显著”；依托单位
管理人员认为“实行 RCC评审机制后，专家评
审行为更加规范、客观”；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
认为“明显感受到了今年（2020年）的变化”。从
统计数据上来看，获资助者中认为通讯评审意
见“很有帮助”和“有帮助的”的申请人占比达
97%，未获资助者中认为通讯评审意见“很有帮
助”和“有帮助的”的申请人占比接近 80%。中国
关于完善评审的改革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极大
关注，“负责任的评审”成为全球研究理事会
2021年重点研讨热词。

创新没有止境，卓越没有极限。刚刚修订颁
布施行的科技进步法指出“国家建立满足基础研
究需要的资源配置机制”。项目评审是配置科技
资源的指挥棒，是引导卓越创新的风向标，是建
设科研环境的奠基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与广大评审专家一道，努
力传承科学基金尊重科学、公正透明、激励创新
的文化基因，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为
核心，把完善评审机制改革要求贯彻始终，紧抓
科研范式变革机遇，推进科学问题凝练，为提升
我国源头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
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作者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成

员、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圣常逝世 享年 101岁

本报讯记者从中国海洋大学获悉，中国科
学院院士、该校教授文圣常于 2022年 3月 20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青岛逝世，享年 101岁。

文圣常是我国最早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
科学家之一，长期致力于海浪研究和物理海
洋教育事业，为开拓和奠定我国物理海洋科
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海浪频谱、海

浪方向谱、海浪预报方法研究和海浪数值模
式研究等领域成果丰硕。

文圣常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
海洋人才。他还捐出“何梁何利奖”奖励金和
平生积蓄设立了中国海洋大学“文苑奖学
金”，捐资在河南光山县建设了“海洋希望教
学楼”。 （廖洋李华昌）

中关村科学城举办重点项目签约发布活动

本报讯 3月 21日，北京市海淀区举办中
关村科学城重点项目签约发布活动，共有 15
个建设投资项目签约落地，8家领军企业与
11家企业签署技术集成采购协议，4家企业
发布 6 项创新项目需求榜，5家金融机构发

布 7项科技金融创新产品。
本次签约落地的 15个建设项目，聚焦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医药健康、大数据、能
源环保等领域，将为中关村科学城建设注入
新动能。 （郑金武）

近日，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研究员段俊团队和广州双春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食
用菌新品种“中科 1号红松茸”
通过了由广东省种子协会组织
的专家组现场品种鉴定。该品
种的成功选育，为广东省冬季自
然条件下规模化露天种植食用
菌奠定了基础。

在广东冬季种植时，相比对
照品种，该品种增产 20%以上，
出菇时间提早 10天以上，单菇
重量增加 6克以上。

（朱汉斌周飞）中科 号红松茸 课题组供图

近海浒苔打捞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