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霉葵花籽中分离到
的真菌菌落：F1为链格孢
属菌（优势菌）；F2 为根
霉；F3 为萨氏曲霉；F4为
黄曲霉；F5为白曲霉。

课题组供图

当你不幸嗑到一颗坏了的葵花籽……

为啥瓜子外壳完好却“败絮其中”
姻本报见习记者王敏

葵花籽是生活中常见的休闲零食，嗑瓜
子时突然吃到一颗“霉”瓜子，是很多人都经
历过的不适体验。你有没有想过，外壳看着明
明很正常的葵花籽为什么会发霉？如何预防
发霉？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智能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智能所）研究员吴
跃进课题组首次揭示了葵花籽内部霉变发生
机制，并提出控制霉菌生长和传播食物链的
防治措施，为葵花籽等坚果类内部霉变机制
研究和防控提供重要模式参考。相关成果发
表于《微生物》。

隐藏的霉菌

葵花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多种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通常被直接食用或用于
提取食用油。中国是继乌克兰、俄罗斯和阿根
廷之后的全球第四大葵花籽生产国。
“大部分发生内霉的葵花籽外壳正常，很

难被肉眼或色选设备识别，导致消费者误食，
影响对美食的消费体验，也危害人体健康。”
论文通讯作者、智能所研究员刘斌美向《中国
科学报》介绍，葵花籽内部霉变是生产和消费
面临的难题。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作
物的霉变风险已受到全球关注。然而，以葵花籽
为代表的油料种子研究明显落后于粮食作物。

刘斌美认为：“弄清楚葵花籽内霉如何发
生是检测和防控的基础，目前国内外这方面
研究基本是空白，因此这项工作显得尤为迫
切和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已成功开发了粮
食品质检测平台，葵花籽等坚果内部霉变程

度和品质的无损检测方法也在开发中。
迄今为止，此前研究只是选取了市场上

销售的葵花籽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这些研究
往往仅对其外壳或者籽仁表面携带的微生物
进行检测，而忽略了内生微生物。

智能所科研团队这项工作的主要目标，
就是通过研究整个葵花籽生产周期中微生
物群落的变化和内霉发生之间的关系，探索
内部霉变的可能来源以及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而为葵花籽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内霉主要发生在田间种植期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最大的向日葵产区，

巴彦淖尔市素有“中国向日葵之乡”的美誉。
2018年到 2020年，智能所团队在巴彦淖

尔的葵花籽厂采集了大量收获进仓及储藏后
形成内霉的葵花籽样品。

随后，团队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采集的
葵花籽菌群群落特征进行精准表征，研究内霉
发生发展与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内霉菌群的来源及相关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内霉葵花籽仁的真菌
（包含外生和内生菌）以田间真菌为主，其中
链格孢属菌是导致葵花籽内霉发生的“优
势”致霉菌。

葵花籽内霉主要发生在田间种植期。论
文第一作者、智能所博士研究生刘洁解释说：

“通常种子在发育阶段会被链格孢属菌侵染，
并且田间潮湿条件为其繁殖提供了有利条
件，当侵染达到一定程度即形成内霉。”

研究还发现，葵花籽在安全阈值以下储
藏超过 6个月，微生物群落结构几乎没有改
变，籽仁保持正常外观。但当温湿度条件超过
安全阈值，伴随着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籽
仁开始出现内霉，霉变程度随环境湿度与储
藏真菌丰度的增加不断加重。

适当田间管理是首要方向

如何有效防控葵花籽内霉发生？刘斌美认
为，由于内部霉变主要发生在大田种植阶段，因
此对链格孢属菌的田间管理是首要方向。

此外，虽然在主产地葵花籽内霉以在田
间种植期发生为主，但也应该预防与储藏相
关的真菌的发生。由于短期暴露于高湿度环
境下，会迅速增加葵花籽内霉的生长，因此环
境除湿必不可少。
“物理防控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含

水量较大或相对湿度较高的非主产区种子，
储藏前通过γ 射线辐照等物理辐照处理方
式，可以有效地减少或预防内霉的发生。”刘
洁表示。

了解清楚葵花籽内霉发生的原因是第一
步。接下来，团队将研究如何有效防控和检测内
霉，比如改变栽培方式、研发新型药剂、培育抗性
品种，以及发展生物光谱无损检测技术等。

对于这项研究，审稿人认为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相关研究领域作
出积极贡献”。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集装箱

主编 /肖洁 编辑 /张楠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788 E-mail押xzhu＠stimes.cn领域 2022年 8月 10日 星期三 3

按图索技

DPU发展的四个关键问题
姻鄢贵海

DPU 是面向基础设施层的数据处理单
元。在 DPU概念诞生之初，人们争论它“应如
何定义”。但后来发现，只有定义，还远不能说
明 DPU能做什么、有什么作用、如何与现有
系统更好地协同。

要讲清楚 DPU的技术发展和应用价值，
需要触及关于 DPU 的 4 个关键问题：DPU
是什么、DPU能否标准化、DPU 产业化面临
哪些挑战、是否有中国化方案。

DPU是什么？

所谓基础设施层，是有别于应用层而言
的，为了给“应用”提供物理或虚拟化资源，甚至
提供基础服务的逻辑层。现有的计算系统，被人
为地分为基础设施层（IaaS）、平台层（PaaS）、软
件层（SaaS），以及位于最上层的应用层。

从优化技术的侧重点来看，越基础层的组
件越倾向于以性能优先为导向，存在更多的“机
器依赖”；越上层的优化越以生产效率为导向，
通过层层封装，屏蔽底层差异，对用户透明。

为什么会有面向基础设施层的 DPU？难
道是现有的数据中心的 CPU、GPU、路由器、
交换机不能继续作为“面向基础设施层的数
据处理单元”了吗？计算系统的研究很大程度
上是“优化”的研究；现有的基础设施不是不
能，而是不够“优化”。

DPU的出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网络数据
包处理的问题。随着核心网、汇聚网朝着
100G、200G 发展，接入网也达到 50G、100G
时，CPU无法提供足够的算力来处理数据包
了。而且，网络带宽的增速来自于应用的丰
富、数据中心规模的扩大、数字化进展的驱
动，而 CPU性能增速却随着摩尔定律的放缓

而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服务器节点上 CPU
的计算负担。

另外一个例子是云计算场景下的“虚拟
机之间的数据转发”问题，即 OVS。通常，20
个虚拟机需要消耗至强多核处理器 5个核的
算力，这是一笔比较大的开销，同时也是使用
DPU的一个原因。

此外，目前的系统结构并不是为处理网
络数据而生的，在高带宽网络、随机访问、高
并发度收发的场景下效率并不高。现有技术
开辟了用“轮询”替代中断来处理 IO 操作的
方法，但这些在现有体系基础上的“修修补
补”只能当做权宜之计，本质上是经典技术在
新场景下的不适应。
有人把DPU单纯理解为给CPU“减负”，把

DPU作为一个网卡的“变种”，将其视为一个单
纯的算法硬件化的载体，以“头脑简单，四肢发
达”的形象示人。但如果重新审视系统功能的载
体分布情况，就会看到DPU并非单纯的加速器，
而是与CPU全方位配合的一个关键组件。
从主机负责所有的管理、控制、数据面的

功能，到逐步“卸载”这些功能分别迭代出异
构计算、智能网卡、DPU。DPU的价值愈发彰
显，人们甚至可以以 DPU为中心来构建计算
系统。前不久，阿里云公布的 CIPU宣称替代
CPU成为新一代云计算核心硬件，可以说是
把 DPU推向了舞台中心，虽然尚有争议，但
这也许正是 DPU发展的方向。

DPU可以标准化吗？

在回答 DPU是否可以标准化之前，需要
明确标准化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
标准化。我认为，DPU的标准化涉及两个方面：

DPU的架构是否可以标准化？这影响到 DPU
的研发成本问题。DPU的应用是否可以标准
化？这影响DPU应用生态的问题。
现在广泛存在一种认识误区：笼统地认为

DPU是一种专用处理器，既然是“专用”，就不可
避免地采用“定制化”才能实现，而一旦“定制
化”，“标准化”也就无从谈起了，从而得到了一个
武断的结论———DPU没有产业化价值。

其实专用化、定制化、标准化这三个概
念，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比如，GPU 无疑是一种“专用”处理器，
因为图形图像这种信息交互方式是绝对的
刚需；GPU 中通过定制化来实现光栅操作
处理器、纹理处理器等高度定制化的功能单
元，及其超大规模的数据集同步并行处理技
术，都是面向像素级海量数据处理的定制化
技术；GPU 通过 OpenGL、DirectX 等图形操
作 API 和 CUDA 通用编程框架来实现标准
化。所以，“专用”并不比“通用”低人一等，
“定制化”甚至是一些应用刚需必须采用的技
术选择。

DPU标准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标
准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相互作用。

DPU产业化面临的挑战

DPU主要在基础层和平台层发挥作用，这
决定了现阶段DPU的优化主要是性能导向。这
其实是块“硬骨头”。现在有些DPU的设计过于
依赖通用核的使用，尽管灵活性得到了保证，但
是性能往往上不去，根本不可能有客户买单。

还有一个业界人士更切身体会的挑战———
产品适配。但“适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
会遭遇工作量“指数爆炸”的适配困境。

鉴于此，我们开发了一套自动化多生态
环境的编译、发布、测试系统平台（ADIP），把
适配工作系统地分解为两条、4个阶段的流水
线，分别针对主机侧的软件适配和 DPU侧的
软件适配。这个开发集成平台已经支持了中
科驭数的 DPU在多个国产 CPU和 OS的适
配工作，目前还在快速完善过程中。

DPU还面临一些其他的挑战，一些是属于
目前国内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
比如芯片制造的供应链问题、高水平研发人员
短缺问题，等等；也有 DPU赛道的特性挑战，比
如需求多样化与 DPU设计功能失配、DPU的
软件生态不够成熟等问题。

DPU的发展是否有“中国方案”？

DPU的发展是否有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
或“中国方案”？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在计算系统发展的历程中，大体有三个重
要的因素决定了一类产品 /技术是否能取得
商业化的成功。第一是“性能”，取决于创新结
构、算法的发明，创新技术、工艺的采用等。第
二是“生产率”，与开发效率、系统与现有系统
的兼容性及学习成本等因素有关。第三是“成
本”，涉及规模效应、工程化水平、供应链以及
服务成本等。

DPU的性能问题一方面是设计问题，比
如结构是否优秀、功能是否完善等，另一方面
是 DPU芯片生产制造问题。从综合产品力来
看，我们虽然局部技术上占有优势，整体上还
难以与西方芯片巨头如英伟达、迈威等相匹
敌，因此，目前 DPU的整体格局还是典型的
“西强东弱”。

但是，中国算力需求是全球最强劲的。服务
器的需求增速是全球第一，国家层面还有“新基
建”中的“算力基础设施”的宏大布局、今年 2月
份启动的“东数西算”战略布局、运营商开始广泛
投入的“算力网络”的建设等。这不仅为DPU的
发展提供了机遇，给整个信息技术、计算技术的
发展都提供了新的机遇。
（作者系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科驭数董事长，本报记者赵广立根据其在
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芯片大会上的特邀报
告整理）

由树脂 3D打印而成的 GRACE薄膜制
动器能够像肌肉一样拉伸和收缩。

图片来源：意大利理工学院

新型人工肌肉手 更强更灵活

本报讯 一项近日发表于《科学—机器人
学》的研究报道了一种可像人类肌肉般伸缩的
微型制动器。这种将能量和信号转换为运动行
为的装置，可以举起自身重量 1000倍的物体。

意大利理工学院的 Corrado De Pascali 和
同事开发的这款由树脂 3D打印而成的柔性制
动器构成的 3D 人工肌肉———GRACE，通过
“肌肉”膨胀将能量转化为运动动作。

GRACE与前几代人工肌肉不同，其薄膜
内含有可以折叠和展开的褶皱，因而更有力
量、更灵活。

根据制造 GRACE的材料及其厚度，一些
制动器可以举起较重的物品。比如在测试中，
一个 8克的制动器举起了 8公斤的物体。
此外，单个制动器可以组合模拟现实生活

中的肌肉组织和身体部位。比如，研究人员将
18个不同尺寸的制动器连接起来，制成了一只
带手腕的机器手。通过对不同的制动器施加压
力，可以做到弯曲“手指”、扭曲“手掌”以及转
动“手腕”。

相关专家表示，选择柔性树脂制造制动
器是其创新元素之一，使制动器的运动范围
更大了。因此，进一步开发具有优异拉伸性能
的新型树脂或有助于提升制动器性能。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
将于 8月 18日开幕

本报讯 8月 8日，记者从 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新
闻发布会获悉，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 8月 18日至
21日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共创共享共商共赢”为
主题，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中国电子学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承办。

本届大会论坛围绕先进制造、前沿技术、人工智能、
国际合作等 13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板块的前沿议题策
划了丰富的研讨内容，为各行各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的
融合发展提供灵感。仿人机器人、仿生机器人、无人机等
热点实物将亮相讲台。浙江大学高飞研究员将介绍可在
自然复杂环境中自主编队飞行的微型无人机集群系统，
并现场演示无人机飞行。

同时，《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2）》、《先进机
器人与自动化学术论文集》、机器人十大前沿热点领域、
机器人十大应用热点产品等成果将在本届大会相继发
布。大会举办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也将举行。（高雅丽）

年度中国医学院校、中国医院
科技量值发布

本报讯近日，2021年度中国医学院校、中国医院科
技量值（STEM）暨五年总科技量值（ASTEM）发布。北
京协和医学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分别位居中国医学
院校和中国医院榜首。

2021年度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研究对象覆盖全
国 110所医学院校。综合分值位列前十的医学院校分
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
心、首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医学学科）、浙江大学（医
学学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

2021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研究对象覆盖全国
1641家三级医院。综合分值位列前十的医院分别是：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另外，此次会议首次发布了中国医学院校、中国医
院五年总科技量值（ASTEM）。其中，北京协和医学
院、北京大学医学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位列中国
医学院校五年总科技量值综合分值前 3 位，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位列中国医院五年总科技量值综合分
值前 3位。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在
会上指出，今年科技量值评价体系主要从五方面进一
步完善：一是拓展国际权威指南范围，二是重视高价值
专利及专利转化，三是不断加大学术不端惩戒力度，四
是构建机构规范体系，五是立足长效机制建设，设立面
向科技评价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数据监督机制。

据悉，中国医学科学院于 2018 年首次创新提出
科技量值（STEM）的概念，并于 2019 年首次设立了
医学院校科技量值。 （陈祎琪张思玮）

我国典型潮间带表层沉积物研究
示意图出版

本报讯日前，为潮间带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利
用等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国典型潮间带表层沉积物物源
分区及其质量现状》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其第
一作者夏鹏为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科研人员。

作者在书中提出，为了潮间带沉积物环境的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首先，要明确管理职责，责任到人，强化执
法监督，建立考核问责机制。第二，要加强陆海统筹，在
陆海统筹框架下，强化污染源头控制；有效控制污染物
入河量和入海量，强化海洋环境调查监测和监督考核，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推进污染物总量控制。第三，要强化
调查监测，结合入海河流等常规化断面和定点排污源监
测，查清污染物来源，进而探索符合地方管辖潮间带特
点和管理需求的沉积物质量目标和评价体系。第四，要
健全应急体系，坚持健全体系和提升能力并重，构建海
洋生态灾害和环境灾害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立健全分
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机
制，加强海洋生态灾害和环境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
力建设。 （廖洋齐敏）

中关村储能产业创新沙龙
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2022中关村前沿科技沙龙———中关
村储能产业创新沙龙在北京房山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
技术研究院成功举办。活动旨在立足房山储能产业基
础，加强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和市场对接，推动中关村储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房山区是首都面向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
略门户之一，是“京保石”发展轴上的重要节点。近年
来，中关村发展集团充分发挥创新生态集成服务商优
势，依托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与房山区探
索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政企互利共赢
合作机制，共同打造特色区域创新生态。在新型储能领
域，双方超前布局，相继引入和培育了海博思创、卫蓝新
能源、新源智储等储能领域领军企业和环宇京辉、恒动
氢能等一批氢能头部项目落地，新型储能产业已具备
一定产业基础，并逐步形成产业链，产业集群已现雏形。

活动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房山区政府、中
关村发展集团指导，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房山
区科委、房山区经信局、良乡大学城管委会、中关村房
山园管委会等主办。 （田瑞颖）

专家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