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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
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的《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
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动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不断提高我国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十

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习近平同志
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
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8个专题，共计 240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2月 23日期间的报告、讲话、演讲、谈话、贺信、
指示、批示等 8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
第一次公开发表。

一片“冰芯”向高原
■本报记者韩扬眉

2015年，西藏阿里荒原深处的古里雅冰
川，海拔 6700 米的无人区，此前已 23 年未有
冰川学家涉足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研究员邬光剑即将前往。

他是此次古里雅冰川中美等五国联合科
考的野外执行队长，“开路”是他的首要任务，
获取年龄最老的冰芯是他的终极目标。缺氧、
强风、大雪、糟糕的路况……诸多未知，无一不
在挑战着邬光剑身体与心理的极限。
“这里是科学的高地，也是我心中的圣

地。”茫茫冰川之上，邬光剑脚步略显迟缓，目
光却无比坚毅。

在此次联合科考中，邬光剑第一个进入古里
雅无人区，最后一个撤离。他坚守在营地，守候着
冰川，整整 53天未曾离开。西昆仑山赠予了他们
一份珍贵的“礼物”———青藏高原上厚度最大
（309米）、年龄最老（老于末次冰期）的冰芯。

20多年来，邬光剑从队员到队长，先后组织
和参加了 18次青藏高原冰芯钻取工作，钻取冰
芯总长度累计超过 2700米。他用“冰芯”解读“亚
洲水塔”的变化。2023年初，邬光剑被授予 2022
年“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物”称号。

古里雅的“探路先锋”

2001年，从兰州大学博士毕业的邬光剑来
到仅有一街之隔的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
与工程研究所，师从冰芯研究开拓者、中国科
学院院士姚檀栋开展博士后研究。从此，他由
黄土粉尘研究跨入了青藏高原冰芯粉尘研究。
冰芯中深藏古老青藏高原的诸多奥秘。所有

在大气中循环的物质都会随大气环流抵达冰川
上空，沉降在冰雪表面，气候和环境信息被封存
在厚厚的冰层之中，最终形成冰芯记录。

古里雅冰川考察和冰芯钻取是邬光剑印象
最为深刻的一次野外经历。那是 2015年 8月，古
里雅冰川中美等五国联合科考正式启动。
“古里雅冰川是西昆仑山地区最大、最厚的

一块冰川，因表面平坦、面积大，更多时候我们叫
它冰帽，这里可能是‘老冰’所在地。”邬光剑告诉
《中国科学报》。这里的冰层极少受后期消融的影
响，冰川流动对冰川层位的扰动也最弱，冰芯序
列最完整。“最老的冰，可以完整反映冰川的发育
历史以及气候环境变化的记录。”

早在 1991年至 1992年时，姚檀栋和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冰川学家朗尼·汤姆森就在
此进行过科学考察，获取了当时被认为是年龄
最老的冰芯———距今几十万年。20多年过去

了，人们对青藏高原上最老冰
芯的年代是否有了新的认知？
近期冰川环境又有哪些改变？

苦寒的藏北，有着重重未
知。作为野外执行队长，邬光剑
担当“先锋”“打前站”，带领 20名
队员以及全部设备和物资从拉
萨出发，用时 3天到达了阿里首
府狮泉河。短暂停留后，“先锋队”
向阿里荒野腹地挺进，经过多日
颠簸，穿越无人区，终于到达古
里雅冰川脚下，在此建立营地。

挑战才刚刚开始。首先要
在冰川表面探路，选择打钻地
点。尽管邬光剑有着 10余年冰
川考察经历，这一刻也不敢有
丝毫松懈。凛冽寒风中，脚下是
松软雪层，还有隐匿在厚厚积
雪下的冰川裂隙，他们几人间隔 3 米，每人腰
上系着安全绳，拴在一起以便及时拉住“入坑”
的队友。几人深一脚、浅一脚，一边“修路”一边
前进，直至找到合适的打钻地点，然后运输打
钻设备，搭建帐篷，一刻不停歇。
“冰川科考中有不确定性，必须先有人把

路打开，做好前期工作，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保证后面大部队上来时安全、顺利地完成野外
任务。”邬光剑说。

对于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他的字典里没
有“害怕”二字。

用冰芯解读“亚洲水塔”

钻取冰芯通常在夜间完成，晚上 8点到第
二天早上 8点是最佳时机。
“白天，太阳照射和人的活动使打钻帐篷内

温度升高，冰可能融化，而钻机运转时必须保证
冰处于冻结状态，否则融化后的再冻结过程很可
能使钻头和钻筒冻结在钻孔中。帐篷内的温度要
保持在零摄氏度之下。”钻取冰芯的深夜，发电机
的轰鸣声盖住了帐篷外的七八级大风。

邬光剑很少谈到野外科考的艰辛，但对“满
载而归”时的幸福瞬间记忆深刻。“返程路上，看
着大车上载满冰芯，这是最幸福的时刻，野外科
考过程中的所有焦虑、烦恼和辛苦都烟消云散
了。”邬光剑称这是“护送”冰芯，必须由得力干将
负责，而他几乎每次都殿后。

冰芯中还藏着“亚洲水塔”的秘密。
青藏高原及周边高山地区是亚洲 10多条大

江大河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水塔”。其中，约 10
万平方公里冰川是主要组成部分。邬光剑告诉
《中国科学报》，春末和夏季，冰川会发生消融，为
下游干旱区的绿洲农业和工业城市发展提供水
源补给。但如果冰川消融过快，就会引起融水的
改变，并可能导致冰崩等灾害的发生。

为了观测“亚洲水塔”的动态变化，冰芯是
重要的分析手段。邬光剑通过分析冰芯记录，
阐明了高海拔雪冰粉尘的理化特征及其空间
差异，获得了粉尘气候环境效应的关键参数，
揭示了青藏高原粉尘的来源、传输、演化历史
与驱动因子，提高了人们对亚洲粉尘及其环境
效应的认知水平。

一路走来，邬光剑在青藏科学研究事业中
砥砺成长，与诸多致力于青藏研究的科学家一
起，为探索解决青藏高原国家战略需求背后的
重大资源环境科技问题而奋斗。

零下 29摄氏度的坚守

北京，青藏高原研究所零下 23摄氏度的
冰芯库，邬光剑只身着一件毛衣和工作服，手
里拿着一根冰芯，平静自如地至少讲解了 20
分钟冰芯的来源和发现。 （下转第 2版）

2015年 9月 30日，古里雅 6700米冰芯钻取现场，邬光剑
在打钻帐篷前。 受访者供图

“典赞·2022科普中国”年度科普榜单揭晓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近日，“典赞·2022 科
普中国”揭晓盛典特别节目现场揭晓了 2022年
度十大科普人物、十大科普作品、十大科普事件
和十大科学辟谣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龙乐豪，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
亚湘，甘肃省流动科技馆服务团队等 3个团队和
7名个人入选“2022年度十大科普人物”。科普图
书《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医学的温度》，
科普短视频《中国历代疆域变化（第十三版速
览）》《从 1G 到 5G，中国经历了什么》等作品入
选“2022年度十大科普作品”。

天宫三次开讲科普课，京港澳共话“太空梦”，
掀起全民航天科普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修订实施，进一步明确科普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部署，明确提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等事
件入选“2022年度十大科普事件”。入选“2022年
度十大科学辟谣榜”的谣言包括“吃素就不会得脂
肪肝”“孩子生病后打针比吃药‘好得快’”等。

据悉，“典赞·科普中国”由中国科协牵头主
办，至今已举办八届。“典赞·2022科普中国”年
度评选有 174家单位参与推荐，共计 1213项参
评项目，参与数量再创历史新高。本次特别节目
由中国科协、科技部、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主办。

3月 26日，河南南
阳，国内跨径最大的跨峡
谷分离式混合梁斜拉
桥———河南渑淅高速丹
江小三峡特大桥首个主
墩承台浇筑完成。

承建单位研发并应
用了新型桩基成孔灌注
导管架和全球首台 2.5
米大直径集束式气动潜
孔锤等施工设备，首次
实现了生态库区超厚硬
岩桥梁大直径长桩一次
性成孔。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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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性疾病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在特定材料加持下，野生活病毒
是否可以直接转化为疫苗，实现“百毒不侵”呢？

近日，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唐睿康课题组打
破常规，提出用不需处理的活病毒制备疫苗的全
新思路。相关论文发表于《自然 -生物医学工
程》。“这项研究给未来疫苗研发带来全新思路。”
唐睿康说。

从材料上寻找突破口

用野生活病毒直接做成疫苗，在传统医学界
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样做虽然可能
大幅提高疫苗有效性，却无法保证安全性。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兼顾有效性和安全性呢？
唐睿康课题组摒弃改造病毒的传统思路，决定从
材料上寻找突破口。“我们希望通过材料实现对
生命过程的调控，阻断病毒与宿主细胞的联系，
又不影响病毒与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

课题组研究发现，医药领域常用的壳聚糖是
一种理想材料。用这种从虾壳、蟹壳里提取出的聚
合物制作而成的水凝胶材料有很多小孔结构，就像
一个个陷阱。活病毒被放进去后，所带的负电荷与
小孔结构中带正电的骨架刚好正负相吸。病毒在
“陷阱”里动弹不得，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与此同时，水凝胶材料特有的水通道能让体
内的免疫细胞顺利进出。为了吸引更多免疫细
胞，课题组还放入了一个诱饵———碳酸钙纳米颗
粒。这样一来就能调动身体免疫细胞，在材料内
部完成对病毒的就地剿灭。

课题组将该复合水凝胶命名为 Vax。固定病
毒的 Vax能够招募天然免疫细胞并激活模式识
别受体，实现病毒清除。

在消灭病毒的同时，免疫细胞提取出病毒抗
原信息，将其转移到淋巴结等免疫器官中。下次
有病毒攻击时，免疫系统就能快速反应。论文共
同通讯作者、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晓雨说：“以往我们的研究是调控一类细胞，这
次是调控一个系统，打造一个‘免疫工厂’的局部
微环境，从而达到理想的免疫效果。”

形象地说，在这项研究中，材料不仅能把病
毒关起来，还可以召唤免疫细胞将病毒消灭，同
时产生抗体向全身输送。“这样，我们就可以用
‘真’病毒调动免疫系统，而过去的策略是用‘假’
病毒在模拟演习中获得免疫。显而易见，在实战
中获得免疫的策略更为有效。”王晓雨说。

安全有效地构建免疫屏障

在完成基础研究后，课题组与军事医学研究
院合作，开展关于寨卡病毒的动物实验。

课题组将寨卡病毒固定到水凝胶里，注射到

小鼠皮下。原本是液体
的水凝胶感受到体温就
变成了果冻状，不会在
体内乱跑。所有的免疫
反应在皮下隆起的“小
疙瘩”里完成。几天后
“小疙瘩”消失，一切就
像没有发生过。

28 天后，课题组再
对小鼠进行测试，发现
所有小鼠都经受住了病
毒攻击，没有一只被感
染。也就是说，疫苗有效
性达到了 100%。

但是，大家还是心
存怀疑：这样的制备方
法真的安全吗？为此，他
们花 5年时间做了大量
实验，不断优化温度、配
比等相关参数，确保水
凝胶这个“免疫工厂”对
外只输出“抗原产品”，
同时把病毒控制在材料
范围之内。实验表明，注
射载入野生寨卡病毒的
水凝胶后 52天，实验小
鼠的肝、肾、心、脑等各
器官中检测不到任何病
毒成分。

论文评审专家表
示：“这项工作代表了一
项技术进步，它使活病
毒轻松、安全、有效地转
化为疫苗，实现快速的、
潜在的、有影响的临床
转化。”

与此同时，因为不需要对病毒进行拆解、改
造，疫苗制备时间大大缩短。唐睿康说，只要把活
的病毒株装到特定材料里去，就能做成疫苗。今
后再发生大规模疫情时，可以快速制备出安全高
效的疫苗，构建免疫屏障。

此前，唐睿康课题组已有多项与疫苗有关
的研究成果问世，比如，通过构建材料外壳提
高疫苗热稳定性，实现常温保存。“简单地说，
之前我们做的研究是利用材料实现‘好上加
好’，而这次则是设计材料把‘坏的’变成‘好
的’。”唐睿康说。

下一步，课题组将继续深入研究材料干预
免疫系统的调控体系，在生物领域实现更多可
能性。

相关论文信息：

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领域有了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陈彬）近日，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研究团队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合作，在
大规模语言预训练模型前沿领域取得新进展。
相关研究成果“面向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
参数高效微调”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自然 -
机器智能》。

2018年以来，预训练语言模型（PLM）及其
“预训练 - 微调”方法已成为自然语言处理
（NLP）任务的主流范式。规模越大的模型不仅
在已知任务上有着更好的表现，同时展现出完
成更复杂的未知任务的强大泛化能力，近年出
现的 GPT-3、ChatGPT 等均为大规模预训练
模型的代表。

然而，现有对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全部参
数进行微调实现任务适配的做法，会消耗大量

图形处理器（GPU）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严重
限制大模型的应用场景。为了应对该挑战，参
数高效微调方法逐渐受到关注。

研究团队提出，参数高效微调方法的本质
是对“增量参数”进行调整，因此将此类方法命
名为“增量微调”，并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对增
量微调现有方法进行梳理总结，将现有方法分
为 3类———添加式、指定式和重参数化方法。
为了指导后续的模型架构和算法设计，团队进
一步从参数优化和最优控制两个角度，提出了
增量微调的理论框架，为探索和解释增量微调
的内在机理提供了可行方案。

该研究工作选择了超过 100个 NLP任务，
对主流增量微调方法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性能
比较和分析，得出多项重要结论。比如，基础模

型随着参数规模的不断增大，在性能显著提高
的同时，不同增量微调方法的差异急剧缩小，
最少仅需要优化万分之八的模型参数即可完
成适配；不同增量微调方法可以进行并行或者
串行的组合从而达到更优性能，表明了分布在
模型参数空间中的智能能力可以进行组合和
泛化；增量微调方法具备良好的任务级别的迁
移能力，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可以表示为轻
量级参数化的形式，在不同基础模型和不同用
户之间共享。

以上研究表明，增量微调是基础模型的重
要特性。上述结论将加深对基础模型的认识，
为其创新研究与应用提供重要支撑。

相关论文信息：

我国建立常态化深海长期连续观探测平台
本报讯（记者廖洋 通讯员王敏）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研制的多代深海坐底长期观测
系统（LOOP）在我国南海冷泉区连续多年布
放，实现了对该区域高清影像资料、近海底理
化参数等数据的连续获取。相关成果近日以封
面文章形式发表于《深海研究》。
深海热液冷泉区域的生物群落变迁、演化

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均是长时序活动，
但目前基于无人缆控潜器（ROV）、载人潜水器
（HOV）等水下潜器的短时、随机考察无法满足
以上过程的长时间连续观探测需求。为此，研
究团队突破水下耐腐蚀技术、能源管理技术等
关键技术，探索新型水下布放及回收模式，研
制了 LOOP，实现了对观测区域高清影像资
料、近海底理化参数等数据及保压流体等样品
的综合获取。

与以往的自由落体式着陆器不同，LOOP
为实时视频指导的缆放式着陆器。布放时通过
搭载的水下高清摄像头实时观测落点位置，通

过科考船配合可较为精确地控制布放位置，并
且在海底着陆后仍可通过同轴缆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观探测参数，保障最优观探测效果。回
收时通过同轴缆直接回收。LOOP 在设计之
初，已经考虑到各类商业化传感器、自研原位
探测装备等科学负载的通信、供电需求。

自 2016年起，LOOP已先后多次布放于我
国南海冷泉区域，其中，单次最长连续布放天数
达 659天，有效工作时间为 414天，累计水下布
放时间 1070天。利用获取的数据资料，研究团队
发现盐度和溶解氧含量在冷泉喷口附近的水平
和垂直方向上具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环境参数
的空间异质性可能是冷泉区域化能合成群落空
间分布不均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据悉，深海坐底长期观测系统提供了一种
创新、可控的布放和回收模式，有望成为原位、
长期、连续的通用水下观探测平台。

相关论文信息： LOOP在我国南海冷泉开展原位观测。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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