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25年 5月 28日 星期三
主编 /计红梅 编辑 /许悦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616 E-mail押news＠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00元年价：21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西瓜瓤可呈现粉红、红色、无色、黄色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供图

海南大学

破解蚊虫
超强吸血能力奥秘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梁淑仪）海南大学教授韩谦
团队揭示了多巴醛合成酶在昆虫软表皮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生理功能以及独特的分子机制，破解了病媒蚊虫超大吸血量
的生物学谜题。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自然 -通讯》。

昆虫表皮不仅能够保护昆虫免受机械损伤、病原体入
侵，还能防止水分过度流失，在昆虫的运动、呼吸和感觉等生
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不同的生理需求，昆虫表皮
可分为硬表皮和软表皮。作为调控昆虫表皮硬化或柔化的
“分子开关”，多巴醛合成酶可以通过催化左旋多巴生成多巴
醛，驱动表皮交联反应，但多巴醛合成酶的功能与结构特征一
直待解析。

研究团队以埃及伊蚊和黑腹果蝇为研究模型，综合运用
了基因敲低、固态核磁共振和 X射线晶体学等多种前沿技
术，发现多巴醛通过调控表皮交联反应直接影响雌蚊表皮柔
韧性、繁殖能力及吸血量。此外，研究团队通过分子动力学模
拟进一步发现，多巴醛合成酶与利用相同底物的多巴脱羧酶
在功能上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人员表示，该发现不仅为开发新型蚊虫防控策略奠
定了基础，也为设计氧分子依赖性酶促反应生产高价值芳香
化合物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双开关”
调控西瓜瓤色形成

本报讯（记者李晨 通讯员赵倩）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通过多组学的系统分析，揭
示了“双开关”（双遗传位点）调控西瓜瓤色形成的分子机制。
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分子园艺》。

西瓜瓤色丰富多样，有因不同类胡萝卜素呈现的黄与
红，以及番茄红素多寡呈现的大红和粉红。这些色素与颜色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研究发现，瓜种质中呈现的 4种主要瓤色源于两个调控
因子的协同作用：ClLCYB决定类胡萝卜素类型（黄与红），
ClREC2调节番茄红素积累水平（粉红与大红）。该研究结果
不仅为西瓜改良过程中果实性状驯化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新
见解，更为植物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与积累机制研究提供了
重要理论依据。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开发生物 3D打印
预神经化心肌修复支架

发现·进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研究员吴成铁团队，设计了一种由无机材料诱导的生物
3D打印预神经化心肌修复支架，为心肌梗死修复提供了一
种新思路。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先进材料》。

神经负责调节人体各种生理活动，在组织修复过程中可
激活组织内在的再生机制。因此，通过对神经进行调控，研究
人员有望修复和治疗不可逆损伤以及难治性病理状态。

心肌梗死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但受损的心肌组织
往往难以恢复，只能通过摄入药物及手术等方式避免病情进
一步恶化。有研究表明，神经元对心肌细胞成熟和心肌组织
再生有积极作用，神经干细胞可以分化为神经元并具有自我
更新的潜力，有望作为活性修复成分实现对心肌病理状态的
自适应调节。

研究团队利用无机生物材料硅酸锶对神经干细胞进行
诱导，以生物相容性水凝胶 GelMA为基体，设计了一种生物
3D打印预神经化心肌修复支架。

经过系列实验，研究人员发现，硅酸锶释放的离子对支架中
神经干细胞的分化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使神经干细胞更倾向
于分化为成熟的神经元，从而对支架进行预神经化。

机制研究表明，预神经化支架能够显著促进心肌构建体
中心肌细胞结构及功能成熟，实现心肌细胞同步搏动。预神
经化支架可激活 4种与心脏保护相关的典型昼夜节律基因，
从而促进心功能恢复，缓解心室重塑，并加速梗死区域的血供
重建，展现了其激活组织修复的潜力。

相关论文信息：

“猴脸识别”： 技术颠覆动物传统研究
■本报见习记者李媛

20 多年前，郭松涛攻读硕士学位期
间，跟随导师李保国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监测金丝猴。白天他们在山林间
追踪猴群，夜晚借宿在山下的村民家中。因
为老鼠太多，次日清晨他们经常因找不到
鞋子而苦恼。

如今已是西北大学教授的郭松涛，那时
刚接触野生动物研究不久，常年风餐露宿，
皮肤晒得黝黑。他坦言，曾一度羡慕实验室
中穿白大褂的同窗。

但现在，得益于郭松涛带领团队研发的
新“猴脸识别”系统，他终于能笑着说：“我们
再也不用为找不到鞋而苦恼了。”

面对国际空白，他们自主研发

动物行为是常见但机理复杂的自然现
象。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通过肉眼观察来记
录和研究动物习性。
“传统监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人

员要长期驻扎在野外，而动物的行为复杂多
变，有时候单个个体就要观察很久。”在长期
的研究中，郭松涛一直想通过技术突破这一
瓶颈。

起初，郭松涛团队从欧洲购买了一个软
件，寄希望于提高监测效率。然而实际应用
后，他们发现这款软件仅具备基础数据录入
功能，研究人员仍需到野外拍摄动物录像，
再输入电脑里分析。
“看起来是进步的，但相较于野外观察，

没有了环境参照，个体识别变得更复杂了，
研究人员坐在电脑前的时间更长了，甚至有
学生因此视网膜脱落、住院。”郭松涛坦言，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还是放弃了。

这段经历却催生出郭松涛的一个想法：
“所谓先进软件，仅应用了统计与数据处理
技术，却未触及动物身份识别与行为分析两
大核心难题。我们能否自主攻克呢？”

彼时，人工智能（AI）技术迅猛发展，被

大量应用于汽车制造、人体健康监测等方
面。“既然没人将其用在动物上，我们就做开
拓者，把 AI跟动物学研究结合起来，解决困
扰动物学研究人员的问题。”郭松涛说。

2018年，郭松涛与西北大学计算机学院
研究人员开展跨学科攻关，研发专注于动物
行为研究的 AI技术。2020年，团队基于长期
积累的金丝猴特征数据，创新性提出具有关
注机制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成功研发出全
球首个金丝猴个体识别系统（Tri-AI）。
“该系统颠覆了依靠动物个体特征（斑

纹、颜色、伤疤）或者人为标记特征（烙印、刺
青、染色、环志、无线电项圈及遗传标记）的
传统方法，实现了野生个体准确身份识别和
连续跟踪采样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该系统
为在理想条件下实现‘无观察者干扰效应’
的动物学研究提供了可能。”郭松涛说。

从 1.0“猴脸识别”到 2.0“翻译行为”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面前有几十只猴
子，每一只都在动，每一个动作都有着特定
的行为定义。研究人员该如何分辨？

要捕捉到这些信息，此前
需要靠人工观测，用记录本记
录下来，计算机把每一只猴子
的每一种动作自动标记起来，
并且算出这些动作花了多长
时间、执行了多少次。

尽管视频数据可通过专
业软件辅助分析，但要观察几
天的动物行为视频，仍需要上
百小时的人工核验。对于环境
复杂、种群庞大的野生动物而
言，这种低效模式严重制约了
行为规律研究。

为破解行为智能分析中面
临的共性难题，郭松涛团队以
行为学原理为根基，融合 AI技

术，历时 4年研发出“猴脸识别 2.0”———自动
识别与测量人工智能框架。该系统不仅能精准
识别、追踪野生动物个体，还可自动分析行为
节律，生成时间分配报告，实现全自动行为监
测。相关研究今年 4月发表于《整合动物学》。

该框架在 3种灵长目物种（川金丝猴、
狐猴、狒狒）、3种食肉目物种（老虎、棕熊、黑
熊）、3种偶蹄目物种（羚牛、列氏水羚、角
马）、1种奇蹄目物种（斑马），共计四大类群、
10种代表性物种上得到了验证。

这个庞大的数据库算法也让这项技术
有了“独家秘诀”，不依赖于观察者的数据分
析系统，突破了观察者的视角局限。

在实际应用中该算法非常有效。举个
例子：两只老虎打架，如果其中一只受伤
了，静卧半个小时，肉眼很难分辨它为什么
躺在那儿，或者说为什么停留那么长时间，
而 AI则可以精准识别。郭松涛解释，这个
内在的逻辑就在于每一种动物在某种行为
上花的时间是相对稳定的，即便是休息，也
应该是以某种相对稳定的姿态休息。一旦
出现异常模式，系统立即预警。预警信息直
达监管人员与兽医团队，为及时干预争取

黄金时间。
这对濒危物种保护意义重大。“以大熊

猫为例，通过 AI量化分析其进食时长、咀嚼
频率等细节，能够实现消化系统异常预判，
有利于我们快速掌握熊猫的健康状态。”郭
松涛告诉《中国科学报》。

铁笼里观测猛兽，
科研之路“累并快乐着”

尽管技术已大幅降低人力依赖，郭松涛
团队仍坚守一个原则：野外研究必须近距离
观察。“只有在动物跟前感受它、观察它，才
能深刻理解它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眼神的深意。”郭松涛说。
“如果你不理解动物行为，那就是因为

你观察得不够仔细，或者靠得不够近。”郭松
涛解释说。

郭松涛团队的博士生刘佳是在“猴脸识
别”技术研发时加入团队的，如今他已经成
长为横跨动物保护与 AI 技术的复合型人
才。回忆起框架收集期间的难忘经历，刘佳
告诉记者，团队在猛兽区的采集是在铁笼里
进行的，人在笼内，老虎、黑熊这些肉食动物
在笼外自由活动。
“看着咆哮示威的猛兽，整个监测过程

神经紧绷。不过，能 24小时在园区零距离观
测动物，这种经历让我们非常兴奋。当大家
拿到大量行为数据，最终应用到框架中时，
自豪感油然而生。”刘佳说。

如今，郭松涛团队正在着手研发 3.0系
统，将拓展至更多动物。“未来，我们希望能
够应用到家禽家畜的养殖上，如果有足够多
的前期训练数据，就可以通过视频监控对个
体进行健康预警。”郭松涛表示，预警信息有
望直达养殖户和兽医团队，为动物健康监测
提供更广泛的解决方案。

相关论文信息：

位于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川金丝猴。 李媛 /摄

废止“左行右立”：从文明误区到科学治理的进阶之路
姻周城雄

近日，北京地铁扶梯上悄然出现的“小
脚印”标识引发市民关注。这一设计旨在引
导乘客并排站立、握紧扶手，而非延续过去
的“左行右立”习惯。
“左行右立”指的是搭乘扶手电梯时靠

右站，将左边一侧空间留给赶路的乘客或作
为紧急情况通道。作为广受认可的国际惯
例，这一做法被国内很多城市引进，人们早
已习以为常。那么，是什么让“左行右立”的
惯例又出现了变化呢？

从舶来品到文明符号

127 年前，杰西·里诺（Jesse Reno）发明
了第一台自动扶梯，并于 1892年 3月 15日
获得专利。首台自动扶梯当时被称为“倾斜
式升降梯”，于 1893年 1月 16日安装在美
国纽约市康尼岛老码头。

事实上，“左行右立”的起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的英国，但来源已不可考。这或许是
一个随机现象又或者是复制现象，也可能与
该国左侧驾驶习惯有关。

无论原因如何，扶梯的这一“黄金法则”
已经传遍世界，包括美国、德国等。日本、韩
国等也将此视为文明礼仪的象征。

2006年起，中国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和上
海世博会，大力推广“左行右立”，试图与国
际接轨。上海地铁甚至组织志愿者手持标语
宣传，并将其写入公共文明指南，使之成为

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虽有一些国家采取右
侧通行的办法，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
大多数国家，堵住通行道都令人不快。

然而，这一规则实为“舶来的文明误
区”。早在 2006年，我国香港学者苏廷弼便
指出其安全隐患，加拿大多伦多、韩国首尔
等地也因事故频发而废止该倡议。中国在推
广过程中，虽短暂塑造了秩序井然的表象，
却忽视了其与本土实际需求的适配性———
人口密度高、电梯负荷大、安全隐患多等问
题逐渐浮出水面。

安全、效率与机械损耗的三重矛盾

首先，“左行右立”带来的安全隐患如同
行走的“隐形炸弹”。自动扶梯的设计本不适
合行走。其梯级高度（21~24厘米）远高于普
通楼梯（13~18厘米），且运行速度更快（地铁
扶梯达 0.65~0.7米 /秒），行走时极易踏空
或被绊倒。上海法院曾判决一起因扶梯行走
引发的碰撞事故，伤者最终获赔 11万元。日
本东京在 2011—2013 年有 3865 人因扶梯
事故送医，我国香港地铁 43%的摔倒事件与
行走相关。

其次是效率悖论中的通道浪费与拥堵。
英国伦敦地铁实验显示，“左行右立”使扶梯
负载量减半，底部人群拥堵加剧；而双侧站
立每分钟可多运送 31人，效率提升 28%。国
内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高峰时段若强

制留出左侧通道，反而导致空间利用率低
下，加剧客流积压。

最后是机械损耗成为失衡的代价。长期
“左行右立”导致电梯右侧部件磨损严重。南
京地铁统计显示，95%的电梯损坏源于受力
不均，右侧梯级链、挡板及梳齿板加速老化，
维修成本激增。有电梯专家指出，单侧承重
会引发倾斜，缩短设备寿命。

从“禁令”到“引导”的多维举措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大城市相继叫停
“左行右立”，转向更科学的安全规范。例如，
上海地铁 2019年发布新版《乘梯须知》，将
“禁止行走或奔跑”列为首条禁令，并通过地
贴、广播循环提示“站稳扶好”。

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通过地面图示、扶
梯标语，如“不要行走”及志愿者引导，推广
双侧站立；英国伦敦地铁尝试在扶梯左侧绘
制脚印，利用全息投影劝导。我国南京地铁
开展安全宣传活动，香港安排“扶梯安全大
使”现场示范，以柔性方式改变公众习惯。这
些举措的核心在于将安全置于效率之上，通
过规则细化与行为引导，降低系统性风险。

废止“左行右立”并非简单否定，而是
需在扬弃中探索新规则。首先应当保留“应
急通道”功能，在低峰时段或特定场景（如
紧急情况），可允许左侧通行，但需明确标
识“仅限紧急使用”，并辅以语音提示，避

免常态化滥用。其次应当强化楼梯分流作
用。优化楼梯设计，吸引年轻群体主动选择
楼梯，缓解扶梯压力。日本“游戏化通勤”
与我国蚂蚁森林捐步模式可资借鉴。最后
是技术赋能安全监测。利用人工智能监控
扶梯人流密度，动态调整运行速度或开放
左侧通道；在扶梯入口设置智能提示屏，实
时播报安全提醒。

规则的变迁本质是社会治理从“粗放倡
导”向“精细管理”转型。伦敦地铁的试验表
明，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仅靠口号无法实
现，需结合硬件改造、行为引导与公众参与。
安全与便捷的平衡需动态调整，避免一刀
切。未来，社会治理应遵循三重逻辑：数据驱
动———依托电梯故障率、事故统计等数据，
动态评估政策效果；人性化设计———如香港
“扶梯安全大使”的亲和力劝导等，降低规则
抵触感；公众共治———通过问卷调查等吸纳
民意，使规则制定更具包容性。

总之，废止“左行右立”绝非文明的倒
退，而是城市治理从形式向科学理性的跃
升。这一规则变迁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不
应是机械模仿“国际惯例”，而应立足本土实
际，以安全为基、以人性为本，在破与立的辩
证中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唯有
如此，方能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构筑起
兼顾效率与温度的公共秩序。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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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丽妃）5月 26日，施普林
格·自然与复旦大学在该校举行新刊发布仪
式，双方将联合推出综合类国际期刊《科学与
智能（英文）》（ ）。诺贝尔奖得
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迈克尔·莱维特
与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将联
合担任该刊主编。
《科学与智能（英文）》将聚焦 AI在多学

科领域的应用，展现 AI和科学的完美双向奔
赴。“AI for Science”是以 AI助力应对复杂挑
战，解决具体科学问题；“Science for AI”则利
用科学数据驱动 AI技术发展，连接世界，服
务行业，打造未来。

该刊将发表处于 AI 与科学发现交叉地
带的高质量原创论文，覆盖一系列范围广泛
的话题，包括 AI在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神
经与脑科学、材料科学与化学、能源与可持续
发展、生态与地球科学、大气与环境、量子计
算与模拟、空间与天体物理等领域的应用。
据悉，高度国际化的编辑及编委会团队

正在组建中，将覆盖生物学与医学、化学、材
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广泛领域。该刊将于
2026年初正式出版，采用开放获取（OA）出版
方式。文章一经出版即可供所有人免费阅读
和获取，以促进科研成果的快速广泛传播和
应用，提升研究的科学和社会影响力。

5月 26日，由中国民航报社有限公司牵头组织、联合中国民航科普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民航
科教创新成果展（以下简称科创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科创展为期 3天，以“创新领航智连世
界”为主题，展出面积 2.2万平方米，参展单位 100余家，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我国
民航自主创新技术和国产民机、无人机等先进制造技术成果。本届科创展包括民航科教方阵、民航直属
单位展区、高新技术展区等七大特色展区，全方位打造民航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

图为科创展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赵宇彤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