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朱汉斌 通讯员周
飞）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园研究员
葛学军团队与瑞
典乌普萨拉大学
教授 Martin Las-
coux 合作，利用
重测序技术对来
自秘鲁的 9 个群
体共计 200 个安
第斯皇后凤梨个
体进行了研究，在
安第斯皇后凤梨
保护基因组学研
究方面取得新进展。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新植物学家》。

安第斯皇后凤梨是安第斯山脉特有的一种植物，分布在秘
鲁和玻利维亚 3000至 4800米的高山地带。作为凤梨科中最高
大的物种，安第斯皇后凤梨的植株高度可达 15米，是安第斯普
纳地区最令人瞩目的植物之一。该物种具有独特的生活史性状，
寿命长达 40至 100年，且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花后便迅速死亡。

科研人员利用重测序技术对来自秘鲁的 9个群体共计 200
个安第斯皇后凤梨个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全基因组数据分
析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利用溯祖法推断群体动态历史，并将结果
与长命多次繁殖植物 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安第斯皇后凤梨的 9个群体间高度分化，群体内
具有较低的遗传多样性和较高的遗传负荷。尽管各群体内部缺
乏遗传变异，但平衡选择在维持部分位点的遗传多样性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安第斯皇后凤梨及其近缘种 均
在更新世受到强瓶颈作用的影响，随后， 的群体规模
逐渐恢复，而安第斯皇后凤梨的群体规模却持续收缩。

研究表明，长命单次繁殖的生活史性状可能影响植物的群体
大小和基因组变异，使安第斯皇后凤梨面临较高的灭绝风险。这一
发现强调了在未来物种保护和管理中需充分考虑生活史的影响。

相关论文信息：

大数据揭秘花粉过敏为何日益严重
■本报记者叶满山

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花
粉诱发的呼吸道过敏症已成为全球性的健康
问题，影响全世界近 1/3的人口，特别是儿童
和老年人。过敏症状包括花粉热、鼻炎、哮喘、
过敏性鼻窦炎、过敏性结膜炎以及其他严重
并发症等，给公众健康带来了巨大挑战。

近日，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研究员
马轩龙团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为日益严重的花粉过敏问题提供了新的解
决方案和管理策略。相关论文发表于《全球
变化生物学》。

混合建模整合多种数据来源

“随着全球变暖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
度的上升，花粉季节变得更长，发病时间提
前，花粉浓度增加。”马轩龙告诉《中国科学
报》，这种情况使得患者的过敏症状和健康
负担日益加重。

城市中植被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带来了花粉源的多样化和分布格局的变
化，给公共健康带来更大的挑战。解决花粉
过敏问题变得越来越急迫。
由马轩龙课题组领衔，中国、美国和澳

大利亚等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共同
探讨了大数据方法在花粉过敏研究和管理
中的应用。研究团队提出，通过整合卫星观
测、花粉采样器、环境 DNA和医疗健康大
数据等多种数据来源，可以全面评估气候
变化和城市化对花粉模式变化的影响，进
而为城市公共卫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该国际团队通过使用米级卫星数据实

现了区域尺度的植物物种分布制图，并建
立了植物物候与花粉动态之间的定量关
系，同时使用先进的自动花粉采样器和环
境 DNA技术在物种尺度上对致敏性花粉
开展了溯源工作。
“高分辨率卫星数据提供了详细的城

市及周边区域植物物种的空间分布情况，
并且我们可以准确监测花粉季节的起止时
间。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从宏观层面了解
花粉源的空间变化和动态。”马轩龙表示，
将这些数据与气象观测数据结合，他们能
够以近实时的方式追踪城市空气中致敏性
花粉的浓度变化和传输过程，并预测浓度
变化。

此外，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团
队进一步提升了数据处理分析的效率和准
确性，为花粉过敏的预测和管理打下了坚
实的数据基础。
“为有效整合这些数据源，我们采用了先

进的混合建模方法，将基于物理过程的机理
模型与融合时空上下文信息的机器学习方法
相结合。这种方法取代了传统的基于单站点
观测的统计回归模型，这些传统模型依赖于
专家经验和本地气象数据，难以在更广泛的
空间尺度上应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能
够更精确地预测花粉浓度和花粉季节，从而
提升整体预测的准确性。”马轩龙说。

城市化加剧花粉过敏，
气候变化推波助澜

研究显示，城市化对城市当地花粉产

生了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引入非本地植
物物种导致致敏性花粉浓度上升。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非本地植物的引入
改变了原有的花粉模式，从而增加了致敏性
花粉的浓度。不断扩张的城市范围与快速变
化的城市内部环境进一步使空气中的生物气
溶胶环境复杂化，特别是当这些变化与气候
变化因素结合时，可能会加剧由花粉过敏导
致的呼吸系统健康风险。

马轩龙说：“在德国，城市公园和花园
中致敏性非本地植物的增加，导致花粉过
敏原的多样性增加。在澳大利亚，最早由
欧洲移民引进的、在城市和周边地区广泛
分布的黑麦草，每年春季都会引发不少人
哮喘。在日本，用于木材生产而大量种植
的日本杉也导致了花粉过敏症的显著增
加。这些例子表明，非本地植物的引入不
仅改变了花粉分布，也显著提高了致敏性
花粉的浓度水平。”

同时，全球变暖导致花粉季节延长、发
病时间提前以及花粉浓度增加，进一步加
剧了花粉过敏的严重程度。

而降雨也可以影响植被的生长和开花
情况，从而影响花粉的释放。气候变化、二
氧化碳浓度上升和降雨模式改变等因素的
共同作用，使得预测未来花粉浓度变化变
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助力花粉过敏管理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花粉

过敏及公众健康研究方面展现出了巨大
潜力。

一方面，这些技术能够支持构建精确
的数据分析模型和预测系统，实现个性化
的过敏管理和实时花粉浓度监测，有效减
少公众的花粉过敏暴露风险。高分辨率卫
星观测和环境 DNA技术提供了详尽的花
粉分布图与来源图谱，为区域防控措施、城
市规划和居民出行提供了精准依据。

另一方面，将花粉数据与气象条件、环
境污染等多源信息进行整合，构建综合性
研究平台，可以深入剖析多种因素如何协
同作用于花粉过敏问题，显著提升预测精
度和干预效果。这种跨领域的数据融合不
仅增强了对花粉浓度变化机制的理解，也
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健康防护策略奠定
了坚实基础。
“这些技术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跟踪

花粉模式，来自卫星的实时数据对于改进
花粉预报和健康警报至关重要。”论文作
者之一、美国高校空间研究协会副主席
Ghassem Asrar 说。这些工具对于改进花粉
预报和及时向过敏症患者提供信息非常
重要。
“总之，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发展，对花粉过敏导致的健康问题的
研究和管理将迈入一个全新阶段。通过跨
学科的合作与方法的整合，我们有望更全
面地理解花粉过敏的成因与影响，并制定
更加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马轩龙说。

相关论文信息：

与学术主流针锋相对，难忘周光召院长的支持
■陈霖

2004年，周光召院长推荐我获得“求是
杰出科学家奖”，这是查济民先生创立的求
是基金会于 1994年设立的华人科技大奖。
这样的大奖授予我这样一个当时并不是院
士、没有什么个人关系和名气地位的坐“冷
板凳”的人，实际上是支持了一个跟长期占
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针锋相对的“大范围
首先”理论。

同年，周院长还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
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要有一部分人敢
为天下之先。在 1982年的时候，有一位中国
科学家，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的陈霖教授，他第一次提出，人的识别先从
整体的拓扑获得感觉，然后补充细节。当时所
有的主流科学家都反对他，经过 20多年，差
不多到今年，他的观点才逐渐被认可。但是在
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同行的公认，一直遭
到反对。”讲话中，周院长意味深长地说：“幸
亏当时陈霖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大范围首先”理论能够走过 40年的

艰辛历程，正如周院长讲的，“幸亏”当时得
到了支持———周院长的支持。
这么多年我和周院长直接见面的机会

不算多，仅有几次，但都是在发展“大范围
首先”理论的关键时刻，每次他都给予了关
键的支持：建立认知科学研究实体的关键
时刻，1986年周院长视察刚成立不久的认
知科学开放实验室；在发展脑成像的关键
时刻，1996年周院长出席“中国科学院 -北
京医院脑认知成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2003年视察刚刚建成的北京磁共振脑成像
中心；在扩大“大范围首先”理论国际影响
的关键时刻，周院长 2010年出席国际认知

科学大会并发表大会致辞；建立全国范围
认知科学学术组织时，周院长作为中国科
协主席批示成立中国认知科学学会。

写这篇缅怀周院长的短文时，我情不
自禁地回忆起一些难忘的画面。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周院长为代
表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就高瞻远瞩地建立了
我国第一个认知科学的研究实体———中国
科学院认知科学开放实验室，比日本、西欧
国家都先走了一步。这个实验室建立初期
就有明确而凝练的科学目标，挑战半个世
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局部首先理论，发展
“大范围首先”的知觉理论。

我的运气应当是很不错了，1982 年就
以唯一作者身份在《科学》发表论文。这是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科学》上发表的第一
篇科学论文，而且马上被《科学美国人》专
题介绍。但是，真正的原始创新仍然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实验室成立不久，一有事
（不管是项目申请、实验室检查、院士评审）
就有人告状并出现各种反应。有时候大有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有人说我们反对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arr（认知科学鼻祖之
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这点创
新，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院长视察了认知科
学开放实验室。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周
院长。周院长一进实验室，设备一眼都不看，
而是马上让我汇报“大范围首先”理论。他用
了一个多小时听取我的汇报，没有讲一句话，
只是在离开实验室前说了一句话，“看来这个
工作的确是重要的”。当时我还不完全理解这
句话的分量。在 2004年“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颁奖时，周院长对我说：“我问过了很多人，都
是反对的。”我才体会到当年周院长的这个评
价的千钧分量！
后来，我们把“大范围首先”理论由视觉

层次发展到其他多个认知层次，首次提出认
知基本单元的概念。这个时候再次印证，真
正的原始创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的
“973”项目在验收时在领域中排名第一，却
在延续的申请中没有通过最后一轮投票。据
说，有人反对的理由是“认知基本单元”的提
法不被认可。事后，我有机会向周院长汇报
我们“973”项目的路线图。本来打算汇报 5
至 10分钟，结果周院长让我用 PPT讲，我汇
报了一个多小时，还留下了“973”项目申请
时的 PPT。最后周院长说：“我不明白他们为
什么说你没有讲好。”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在汇报过程中,
周院长提出了一个对“大范围首先”理论的
尖锐质疑———和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的概念
比较，认知基本单元的提法是否又回到局
部首先，和“大范围首先”的原理矛盾？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理论物理学家
针对认知基本单元的概念提出如此深刻的
问题！这是多么宝贵的科学批评！这才体
现了什么是真正的支持！我当时有点蒙了，
没能够清晰地回答周院长的质疑。但事后，
周院长的问题使我豁然开朗。虽然当代物
理科学和认知科学都认为大范围和局部的
关系是基本的科学问题，都强调大范围性
质的涌现的重要性，但是研究物质世界规
律的物理科学，基本研究路线是局部到大
范围，是局部首先。然而认知基本单元本质
上是对精神（认知）世界的研究，研究路线

是“大范围首先”，强调大范围性质在时间
关系和因果关系上先于局部性质，认知基
本单元是不依赖于局部性质的独立存在。
周院长的质疑，推动我认识到“大范围首
先”原理对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关系
（差别）可能的贡献。

周院长曾经在 2004年度“求是杰出科
学家奖”颁奖仪式上讲话时说：“求是基金
会决定将今年的杰出科学家奖授予陈霖教
授，不仅因为他提出并以大量实验证明了
他的新理论，而且因为他的成就给当前我
国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以有益的启发。
只有真正献身科学、求真唯实、不怕困难的
科学家，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学术争论和学
术竞争中作出原创性的重大贡献。今天，中
国社会存在急躁情绪和浮夸现象，学术界
缺少学术批评与学术争论，一部分科学工
作者身上出现缺乏自信、急于求成、追求论
文数量而不重视质量以及向钱看的现象都
使我们忧虑。我们希望这次授奖能加深中
国社会对基础科学工作性质的认识，大力
开展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对那些甘于奉
献、艰苦奋斗、工作扎实而敢于挑战权威的
科学家给予稳定的支持，为发展中国基础
科学研究、获得更多原创性成果作出一点
贡献。”

这段话给当时的我莫大的鼓舞，今天
在此分享给大家以共勉。周光召院长对中
国的基础科学事业，高瞻远瞩而远见卓识
如此，用心良苦而殚精竭虑如此，“昭昭若
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大学荣誉讲席教授）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等

发现安第斯皇后凤梨
面临较高灭绝风险

安第斯皇后凤梨。 刘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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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南方科技大学

通过 3D打印制备
高性能离子电容传感器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
葛锜团队基于光诱导的微相分离策略，制备了具有双连续纳米
结构的离子凝胶，在保证打印精度和力学性能的情况下，显著提
高了离子凝胶的导电性，通过 3D打印技术制备了高性能的离子
电容传感器。近日，最新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通讯》。

离子凝胶是构建柔性离子电子器件的非常有吸引力的候选
材料。引入微结构可以改善离子凝胶的可压缩性，提高传感器的
灵敏度。基于数字光处理（DLP）的 3D打印技术具有优越的制造
精度和较低的加工成本，在制造高精度的离子凝胶微结构方面
具有很大优势。开发具有高导电性和优异力学性能的光固化 3D
打印离子凝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与 DLP高分辨率 3D打印兼容的高导
电离子凝胶（CSN离子凝胶），并探究了离子液体和交联剂含量
对该离子凝胶电学、力学和热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该离
子凝胶表现出优异的导电性、良好的拉伸性和低迟滞性，同时具
有出色的热稳定性。在高温和低温环境下，3D打印的 CSN离子
凝胶结构还能保持良好的导电性和拉伸性。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能提高离子凝胶结构可压缩性的具有
梯度高度的半球结构，并利用该结构制备了双电层电容传感器，
该传感器在 1千帕至 12千帕范围内表现出良好的线性度和高
灵敏度。该传感器不仅能准确监测喉部在深呼吸和吞咽过程中
的信号变化，还可以准确监测人体的脉搏信号，在医疗健康监测
和临床诊断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揭示不同功能区
城市绿地的降温能力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城市森林与湿地学科组副研究员任志彬等对极端干热和湿热
背景下不同功能区城市绿地的降温能力开展了系统研究。近日，
相关成果先后发表于《建筑与环境》和《可持续城市与社会》。

目前，城市极端高温天气事件日益频发，如何根据不同城
市背景气候、不同功能区提出有针对性的城市景观（建筑 -
绿地）规划设计方案以应对城市高温热浪，是必须解决的重要
科学问题。

研究表明，城市绿地的降温效应在湿热城市中比在干热城市
中更为明显，特别是在极端天气下。不同功能区间的降温能力差
异显著，商业区最低、生态区最高。在干热和湿热城市中，除了景
观组成（植被覆盖率）外，城市植被景观配置指标———如斑块密度
和边缘密度，对绿地降温能力形成有显著贡献，尤其是在湿热城
市出现极端天气期间。城市三维建筑形态在调节城市绿地降温方
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极端高温期间其影响会减弱。

研究还发现，当干热城市的植被覆盖率增加到 30%至 40%、
湿热城市的植被覆盖率增加到 60%至 80%后，随着覆盖度的增
加，绿地降温能力不会进一步提高。在普通和极端天气下，降温
能力会随着城市绿地最大斑块指数的增加和城市绿地斑块密度
的降低呈非线性提高。总体来说，湿热城市绿地的降温能力更受
益于稀疏的高层建筑，而干热城市绿地的降温能力则受益于更
高的建筑密度、较低的高度和容积率。
相关论文信息：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生物学启发的
理论科学问题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近日，第十三届海峡两岸生
物学启发的理论科学问题研讨会在贵州贵阳举办。
此次研讨会聚焦近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在生物学

启发的理论科学问题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共安排
了 10个大会报告，设置了“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
“软物质体系动力学、结构与相变”“理论基础与实验
方法”和“其他交叉领域”4个分会场并安排了 86个分
会场报告，充分展现了海峡两岸在相关学科领域的蓬
勃发展态势。

2024 年正值会议发起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郝柏林诞辰 90 周年，在此次研讨会上，20 余位与郝
柏林有密切交往的朋友、同事、学生举行了小型座
谈会，并将与《中国物理 B》合作，制作纪念郝柏林
诞辰 90 周年专辑。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主
办，贵州大学、贵州省物理学会承办，西南理论物理
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兰州理
论物理中心协办，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的支持。
首届海峡两岸生物学启发的理论科学问题研讨

会于 1998年在中国台湾成功举办，之后每两年一届
交替在两岸举办。研讨会旨在吸引海峡两岸来自不同
学科的学者就生物学相关的理论科学问题进行交流。
历经十三届，该系列研讨会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学术交
流的一个重要平台、理论生物物理及统计物理学者交
流的盛会。

8月 21日，北京机器人大世界在北京机器人产业园启幕运营。搬运机器人、物流机器人、机器
人“医生助手”、弧焊机器人……这里是北京首个全品类机器人展示中心，观众们可“一站式”感受机
器人世界的独特魅力。

在 25万平方米的北京机器人产业园，还同步落地了国内一流的机器人检验检测技术平台———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总部）北京测评中心。这里配备了国际一流的测试设施，可为各种类机
器人提供零部件、模组、整机、集成应用等全产业链多环节的检测认证服务。

图为一条机器鱼。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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