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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任务攻关团队
打造建制化科研新范式

■孙航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
称昆明植物所）以科研活动组织模式改革为切
入点，扎实开展“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试点”工作。通过抓攻关，以任务促学
科发展、以任务促人才培养，引导团队布局、绩
效工资、特聘研究员岗位、专项奖励相关重大
改革举措紧密衔接。

在以往的工作中，昆明植物所组建了
科技创新大研究团队，通过“学科 + 目标”
的学科团队模式开展工作，并取得了相应
的科研成果。我们发现，在“学科 +目标”的
模式下，科研人员往往满足于干好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可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但由
于任务分散，并不利于有针对性地聚焦到
生态文明和人民生命健康的具体需求上。

因此，昆明植物所聚焦“十四五”规划
重点布局和事关“国家事”“国家责”的主要
任务，认真总结科技创新大研究团队第一
阶段正反两方面经验，组建任务攻关团队，
强化学术委员会把关和研究员会议的讨
论，系统出台了任务攻关团队组建和运行
管理办法，提升了建制化水平。

在组织模式上，科研团队分设任务攻
关团队和专题攻关组两个层次，发挥“建制
化与灵活性”两个不同维度的功能，依托重
大任务，发挥建制化优势，解决重大科学问
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全所共组建任务攻
关团队 21 个，涵盖 64个专题攻关组。其中
17 个攻关团队聚焦关键区域植物多样性时
空格局与维持机制、植物天然产物与创新
天然药物、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
三大主攻方向，涵盖 53 个专题组。除基础
前沿专题组外，还设有 6 个关键技术专题
组，鼓励跨学科领域组建任务攻关团队。

在改革进行的同时，昆明植物所建立
了与之配套的综合性、多维度、累积式评价
方法。对于任务攻关团队，取消年度考核，
减少考核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干扰，终期评
估实施“定量数据采集 + 综合交流评议”评
价模式，采用竞争力、影响力、决策支撑、社
会公益产品、产业支撑等复合指标，对攻关
团队整体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设立“直通
车”、明确共享原则，引导协作，推动标志性
成果产出。

试点以来，昆明植物所承担了国家重
大任务和千万级以上重大任务 10 余项，协
力攻关重大科技任务，如围绕高黎贡山生
物生态安全重大选题，在重大任务争取、
平台布局、团队建设等方面组织开展系统
支撑。

面向未来，昆明植物所将牢记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以科技自立自强
为己任，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立
足中国西南，辐射东南亚等，面向“一带一
路”沿线区域，推动学科深度交叉，提升战
略植物资源调查与评价、收集与保存、发
掘与利用的创新链集成能力，建成国家生
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战略生物资源储备
库、天然产物库、成果产业孵化基地、高级
人才培养基地和知识传播基地，成为特色
鲜明、研究卓越、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一
流研究机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所长，本报记者高雅丽采访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

我国急需启动农村地区应急计划
■本报记者李晨阳 ■黄辛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
“随着防疫措施逐步调整，对当前疫情的

规模和走向进行科学评估与预测，将对指导公
众和公共卫生系统应对此次疫情具有重要价
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
授陈赛娟对《中国科学报》说。为此，她和合作
者对上海地区 2022年秋冬季的感染者随机抽
样，进行了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与分子流行病
学分析，持续监测国内流行的新冠病毒种类，
同时评估每个变异株的感染力和致病力，判断
疫情发展情况。

近日，陈赛娟团队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卫中心）范小红团队联
合在《医学前沿》发表研究论文《初步分析我国
2022年秋冬新冠疫情中奥密克戎亚型多样性
与流行病学特征》。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
陈赛娟，请她对该研究进行了解读。
《中国科学报》：陈院士，请向我们介绍一

下这篇论文中的主要科学发现。
陈赛娟：我们从 2022年秋冬期间上海公卫

中心收治的患者中，随机抽取了 378例样本，对
其进行基因组测序，获得了 369个高质量新冠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分子进化树分析发现，这
些病毒基因组中共包含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
议组织（GISAID）数据库里记录的 30个奥密克
戎亚型毒株，其中 355个（95.95%）基因组序列
集中在 5个奥密克戎亚系，主要毒株包括已在
北京和广州等地流行的 BF.7和 BA.5.2，以及近
期欧美地区出现的 BQ.1和 XBB。

结合感染者的旅行史和感染接触史，证
明有北京或广州疫情接触史者分别主要携
带 BF.7和 BA.5.2亚株；从海外入境上海的感
染者主要携带 BQ.1和 XBB；而上海本地感染
者中除了 BA.5.2以外，还有多个奥密克戎亚株
相对占比较高。这些结果中尚未发现新的新冠
病毒变异株。
《中国科学报》：目前人们对新冠感染者中

重症 /危重症患者的比例讨论较多，你们有比
较准确的数据吗？

陈赛娟：我们的研究团队依据公开信息，
对此波疫情（截至 2022年 11月 29日）的重症/
危重症患者数和感染者总数变化情况进行了
分析，发现重症 /危重症人数随感染者人数增
长而增加，比例达到 0.035%。这是根据此波疫
情初发阶段数据得出的比例，随着近期疫情的
发展，高危人群受累的程度不断增加，这个比
例有可能会增高。

接下来掌握和公布确切数据很重要，我
们要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这样应对起来
会更加从容。

根据一般规律，高危人群在入院 2到 3周
后演变为重症 /危重症患者。因此，研究团队
对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26日期间
上海公卫中心收治的 5706名有症状新冠感染
者临床演变进行了分析。经过综合医学观察和
诊断，我们发现，其中 5533名患者表现为轻型
和普通型（总占比 96.97%），其余 173名患者发
展为重症 /危重症（总占比 3.03%）。在这 173
人中，有 153名伴有由新冠感染而加重的基础
疾病，另外 20人仅新冠感染。

我们还发现，除年龄偏高者（55岁以上）
外，男性患者发展为重症 /危重症的风险显著
增高。
《中国科学报》：你们还建立了模拟感染者

数量变化曲线的数学模型。请问根据这个模
型，未来奥密克戎疫情走向可能是怎样的呢？

陈赛娟：基于此前北京、广州、上海、重庆
等地常规核酸检测的感染者数据，我们初步
判断在上述主要城市，此轮奥密克戎疫情感
染高峰于 2023 年元旦前后接近尾声。然而，
重庆市主城区和郊区数据的数学模拟分析
提示，疫情峰值在郊区有所延后，在春运期
间，其感染峰值将因疫情扩散加速而显著增
高。对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地非省会城
市人群中疫情进展情况进行预测，由于春运
人员流动增加，估计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
的感染峰值将于 2023 年 1 月中旬左右出现。
《中国科学报》：综合你们的科学发现，我

们应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疫情？
陈赛娟：从我们的分析结果中能得出如下

几个结论：第一，当前有多个奥密克戎亚型在国
内同时传播；第二，近期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
的人群中，重症主要集中在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群体中；第三，元旦后到春节期间，新冠疫情将主
要影响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第四，春运期间城
市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将极大影响疫情走向。

由于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的医疗资源相
对匮乏，且有大量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人
群，所以当前急需为应对奥密克戎疫情向农
村地区扩散启动应急计划，将更多医疗资源
配置到农村基层，做好有效药物和新型疫苗
的应急 使 用 许 可。除了 已 批 准 上市 的
Paxlovid 和阿兹夫定外，我国自主研发的
VV116 已被证实安全有效，期待能得到药监
部门紧急使用授权。

做好抗新冠病毒特异药物和辅助性药物
以及疗效确切的中药的生产储备、分配和临床
合理使用；实施分类、分层治疗，加强中小城镇
重症救治能力；继续精准实施非药物性公共卫
生措施，如在室内公共空间佩戴 N95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适当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班次以避
免人群过于拥挤等，努力削减疫情峰值，缓解
医疗系统和医务人员的沉重压力；继续做好高
危人群全程免疫接种，启动高风险人群的第四
针免疫加强针接种；加强个人家庭防控知识技
能普及，做好健康宣传和风险沟通，保护人民
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生命健康。

这样多管齐下，重症 /危重症的发生率就
可以进一步大幅下降，使得病亡率得到有效控
制，人民健康得到更好保护。

我们坚信，有医务系统和广大医务工作者
的无私奉献和精准救治，加上广大群众健康意
识的增强，抗击新冠疫情的突围战定能良好收
官，确保我国平稳走出疫情，促进社会经济有
序恢复和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白垩纪鸟类“保守派”展现另类一面

本报讯（记者胡珉琦）白垩纪记录了鸟类如
何从恐龙演化而来，并出现独有的体形特征。在
这一阶段，大部分鸟类已经演化出大量与现生
鸟类相似的形态特征，与最原始的始祖鸟在形
态上差异巨大。基干鸟类却属于“少数派”，看上
去更原始，但相关化石十分稀少，对它们的研究
也因此受限。

2023 年 1 月 3 日，《自然 -生态学与进化》
发表了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完成的一项研究。研究人
员报道了一种新的基干鸟类———朱氏克拉通
鸷，发现“保守”的它们努力突破了演化的限制。

克拉通鸷出现在距今 1.35亿至 1.2 亿年前
的热河生物群。研究人员发现它与原始的兽脚
类恐龙在头骨形态上相差无几，并未演化出多
数现生鸟类头骨具有的可动性，在演化上比较
保守。与之相对的是，它的身体骨骼已经具有大
量鸟类的进步特征。论文通讯作者、古脊椎所研
究员王敏表示，这说明克拉通鸷的头骨和身体
有着模块化演化的特点。

克拉通鸷最奇怪的特征是具有特别长的肩
胛骨和第一蹠骨（相当于脚掌最内侧的骨骼）。
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分支系统学的方法，追溯了
这两块骨骼在恐龙 - 鸟类演化过程中的动态
轨迹。

肩胛骨是鸟类飞行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敏解释，原本肩胛骨在兽脚类恐龙中比在鸟
类中更易发生长度的改变，而克拉通鸷的肩胛
骨独立加长，有可能是适应飞行的一种尝试，因
为加长的肩胛骨能够扩大控制向下扇动翅膀的
肌肉的附着面积。
“不仅如此，在恐龙 -鸟类演化中，第一蹠

骨通常是越变越短的，比如第一蹠骨在鸟类中
的相对长度比例要远小于原始的兽脚类恐龙，
且鸟类第一蹠骨的比例在其分异伊始就已经确
立。然而，克拉通鸷的第一蹠骨的相对长度远超
其他鸟类和多数恐龙，意味着这是独立演化的
结果。”

王敏表示，这一结论可以从第一蹠骨的系
统发育信号的变化中得到证实，因为他们发现，
克拉通鸷受系统发育关系影响的程度在兽脚类
恐龙中是比较高的。另外，他们还提出，第一蹠
骨的异常增长可能是因为克拉通鸷有着类似猛
禽一样的生态习性。
“克拉通鸷独特的肩胛骨和第一蹠骨显示

了在个体发育、自然选择和生态功能的动态作
用下，一些看似演化相对保守的骨骼‘摆脱了限
制’而发生演化变化的现象。”王敏认为，这项研
究丰富了科学家对基干鸟类早期分异的认知。

相关论文信息：

朱氏克拉通鸷复原图。 赵闯 /绘

灵长类胚胎原肠运动
至早期器官发育转录组图谱绘就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敏）安徽医科大学国
家卫生健康委配子及生殖道异常研究重点实
验室教授蒋祥祥，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王红
梅、郭帆团队，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吴军团队合作，绘制了食蟹猴 CS8-CS11 时
期（E20-E29）胚胎的单细胞转录组图谱。相关
研究近日发表于《自然》。

上世纪早期，科学家将人类胚胎发育的前
60 天 （E0-E60）划分为 23 个发育时期，即
CS1-CS23。目前，通过体外胚胎培养等方法，人
类 CS1-CS6（E0-E14）胚胎发育事件已被多个
团队解析，人类 CS7胚胎的关键发育事件（原肠
运动等）也开始被阐明。然而，由于临床诊疗规
范限制，人类 CS8-CS11的正常胚胎极难获得，
所以在此阶段发生的中晚期原肠运动和早期器
官发育事件相关研究仍为空白。

非人灵长类，如食蟹猴在进化、生理特征
及胚胎发育方面与人类高度类似，可作为研究
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替代模型。研究团队收集
了 CS8-CS11 时期（E20-E29）的食蟹猴胚胎，
利用 10X 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捕获了
56636个胚胎来源的单细胞转录组并进行生物
信息学分析，明确定义了食蟹猴该时期的 38
个主要细胞类群，绘制了目前国际上第一张灵

长类 CS8-CS11 胚胎的高通量单细胞转录组
图谱，揭示了原肠运动和三胚层分化（神经管、
体节、肠管等的发育）过程中重要细胞类群的
特征及其谱系发生和调控机制。

近年来，类原肠胚、类神经胚、心脏类器官
以及类体节模型相继构建成功。然而，由于缺
乏灵长类动物体内相应时期胚胎的发育数据，
这些胚胎模型对在体真实胚胎的模拟程度无
法被直接证实。该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未
来相应时期胚胎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在体的比
对数据。

此外，研究者利用这一在体数据，初步研
究了胚胎模型与在体胚胎的相似度，发现胚胎
模型在细胞类型方面与在体胚胎存在一定相
似性，但在关键信号通路激活程度、转录因子
表达等多方面与在体胚胎存在差异。

该研究不仅填补了灵长类胚胎原肠运动
至早期器官发育阶段相关领域知识空白，而且
为人类胚胎模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在体数据
参考，为深入了解人类早期胚胎发育过程的调
控机理以及与发育异常相关疾病的病理奠定
了坚实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巴西新总统签署保护亚马孙地区环保法令

寰球眼

据新华社电 巴西新一任总统卢拉 2023年
1月 1日就职当天集中签署了多项与环境保护
相关的行政法令，其中包括恢复亚马孙基金运
作、遏制非法采矿、打击滥伐森林等内容。

在宣誓就任巴西总统后几小时内，卢拉
在其内阁的就职仪式现场签署了上任后的第
一批行政法令，其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措施
得到就职仪式参与者和现场观众长时间的鼓
掌欢呼。

根据最新行政法令及其解释性文件，巴
西新一届政府将恢复被长期搁置的亚马孙基

金的运作，“允许使用 33 亿雷亚尔
（约合 6.2 亿美元）的国际捐款来打
击亚马孙地区的环境犯罪”。

亚马孙基金成立于 2008 年，旨
在保护亚马孙地区的雨林和生态环
境，它为减少森林滥伐和监测生物
群落的项目提供资金，其最大捐助
国为挪威和德国。该基金的合议机
构于 2019 年被当时的政府解散，此
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在新内阁就职仪式现场，卢拉
还签署了其他几项法令，废除上届
政府对在原住民保护区等地的非
法采矿放松管理的措施，加大对在
亚马孙地区、稀树草原和其他一些
生物群落生存地区滥伐行为的遏制，并要求
环境部在 45 天内为国家环境委员会制定新

的相关法规，以保护生态涵养区、红树林保护
区及水库周边环境等。 （卞卓丹）

亚马孙雨林。 图片来源：worldclassphoto / Shutterstock

我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完成浮体总装
2023年 1月 2日，中国海油发布消

息称，由中国海油投资建造的我国首座
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观澜号”在海
油工程青岛场地完成浮体总装，标志着
全球首个水深超 100 米、离岸距离超
100公里的“双百”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
“海油观澜号”平台由 3个边立柱和

1个中心立柱组成，边长超 80 米，高约
35米，重量近 4000吨，风机将安装在中
心立柱上。项目投产后，风机所发电力通
过动态海缆接入海上油田群电网用于油
气生产，年发电量可达 2200万千瓦时，
节约燃料气 773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2.2万吨。

图为动画演示的深远海浮式风电平
台工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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