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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球眼

一张植被图的诞生
国科大团队发布首张青藏高原 150万草地植被图
■本报记者 倪思洁

《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群系图（1500000）》。
国科大供图

超高并行光计算芯片“流星一号”研制成功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谢鹏团队创新性地
解决了“光芯片上高密度信息并行处理”的难
题，融合自主研制的多波长光源芯片、大带宽
光交互芯片、可重构光计算芯片、高精度光学
矩阵驱动芯片及并行光电混合计算算法，成功
研发超高并行光计算集成芯片———“流星一
号”，实现了并行度大于 100的光计算原型验
证系统。相关研究成果近日以封面论文形式发
表于《光：快讯》。

光子计算从前瞻性技术迈向实用性技术，
需突破芯片矩阵规模、光学主频和片上光子信
息处理并行度等三大瓶颈。当前，光计算芯片
的矩阵规模、光学主频性能提升呈现逼近物理
极限与工艺极限的趋势，有效扩展计算并行度
是光计算技术前沿发展方向之一。通过片上多
维信息复用提升信息吞吐量，可将光计算芯片
算力提升 2至 3个数量级。

研究团队围绕光计算并行度提升，创新超
高并行光计算架构，破解光计算芯片的信息高
密度信道串扰抑制、低时延光信号高精度同步
和跨尺度高密度器件集成等核心难题，在融合
多波长光源、高速光交互、可重构光计算、高精
度光矩阵驱动和并行光电混合计算的基础上，
成功研发全新片上光计算集成芯片系统，在实
验上实现了并行度大于 100 的光计算原型验

证系统。在 50GHz光学主频下，该系统的单芯
片理论峰值算力大于 2560TOPS，功耗比大于
3.2TOPS/W。

该研究突破了光计算的计算密度瓶颈，推
动光计算向实用化技术迈进了一步，为发展低
功耗、低时延、高速率、大算力超级光子计算机
带来了可能性。

谢鹏表示，突破光计算并行度瓶颈，是释
放光子并行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下一阶段，
团队将聚焦优化核心器件、算法，进一步提
升高并行光计算的精确度、功耗比和系统稳
定性等。

相关论文信息：

“流星一号”实物图。 研究团队供图

智能纳米滴眼液挑战糖尿病并发症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余婷）近日，中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教授陈燕铭团队与纳米
医学中心教授帅心涛团队合作，成功研发出一
种靶向视网膜病理性新生血管内皮的智能纳
米滴眼液，有望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患者带来
新希望。相关成果发表于《生物材料》。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
血管并发症之一，其增殖期以视网膜血管异常
新生为特征，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当前主
流疗法如激光光凝术及玻璃体内注射抗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药物，虽然有效，但均属于侵入
性操作，存在眼内感染、眼压升高、眼底出血，
视力进一步损害等风险，且治疗费用高。

针对传统滴眼液因角膜屏障和药物递送
距离限制无法用于眼底疾病治疗的困境，研
究团队历时多年研发出靶向内皮的滴眼液。
该滴眼液通过对纳米颗粒进行表面靶向修
饰，有效穿透角膜屏障，直达眼底病灶，特异
性富集于病变部位的血管内皮细胞，从而抑
制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能力，减少视网膜血
管新生。

该研究首次通过无创给药方式有效抑制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血管新生，有望成为治
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新方法。

相关论文信息：

“彻底改变对宇宙的认知”
鲁宾天文台公布首批图像

本报讯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
支持的薇拉·C·鲁宾天文台，首次捕捉到的太
空景象呈现出一场由恒星“托儿所”及邻近星
系的密集星团构成的粉蓝视觉盛宴。在数百万
遥远的恒星和星系中，有数千颗此前未知的小
行星在太阳系周围疾驰。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 譕eljko
Ivezic 在 6 月 23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鲁
宾天文台的首批图像。这一天文台将通过前
所未有的夜空细节，彻底改变人们对宇宙的
认知。

鲁宾天文台台址位于智利帕琼山脊，这些
图像由约 10小时的观测数据合成。作为测试
成果，它们展示了鲁宾天文台的拍摄能力。该
天文台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为期 10年的
“时空遗珍巡天”任务，每晚对夜空进行观测。

Ivezic解释说，其用于宇宙观测的特性同样
适用于小行星探测，“需要快速扫描天空，具备
极广的视场，并且进行长期观测”。目前，所有
地面和太空天文台每年总共发现约 2 万颗小
行星，而鲁宾天文台仅在“时空遗珍巡天”任务
的前两年就将发现数百万颗新小行星。

鲁宾天文台发布的一张图像，右上角粉蓝
色的球体是三叶星云，它是银河系内的恒星形
成区，周围环绕着数千颗年轻恒星；中心是礁
湖星云，它是一片由星际气体和尘埃构成的庞
大云团。天文学家利用鲁宾天文台 7小时内拍
摄的 678张照片合成了这张图像。

另一张图像是室女座星系团的特写，这是

由数千个星系组成的网络。尽管其最亮的星系
成员用普通望远镜即可观测，但鲁宾天文台以
极高细节呈现出整个星系团及其周围星系。全
景图包含约 1000万个星系。
“它们并非意外发现。”Ivezic说，“我们有精

密的模拟预测。”这些仅占鲁宾天文台终身观
测目标———200亿个星系的 0.5%。其观测将助
力揭开暗物质，以及太阳系中可能存在的“第
九行星”等谜团。“这将从根本上革新太阳系科
学。”美国小行星中心的Matthew Payne说。

至于任何新发现的小行星，都将每日上
报至美国小行星中心，该中心会分析其轨道
并识别可能威胁地球的天体。Payne 表示，目
前估计仅发现了约 40%具有潜在威胁的大尺
寸近地天体，鲁宾天文台将有助于快速找到
剩余目标。

此外，鲁宾天文台的科学团队还开发了面
向公众的工具“天空查看器”，用户可通过平移
和缩放功能探索这些超高分辨率图像中的恒
星和星系。 （王方）

三叶星云（右上）和礁湖星云（中）。
图片来源：薇拉·C·鲁宾天文台

“中麦 578”示范田。 作科所供图

“中麦 578”在黄淮海麦区
实现大面积单产提升

本报讯（记者李晨）伴随全国小麦夏收接
近尾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作科所）与棉花研究所合作育成的高产
强筋优质小麦新品种“中麦 578”，在黄淮海麦
区主要省份进行大范围实收测产。据统计，河
南、山西、山东千亩方亩产分别达 757.4公斤、
666.1公斤、708.9公斤，安徽、河北万亩方亩产
分别达 622.5公斤和 705.5公斤，在当地大面积
实收单产提升上再创佳绩。

品种选育人、作科所研究员何中虎介绍，今
年在黄淮海麦区大面积遭受暖冬、冬春和初夏
连旱的情况下，“中麦 578”在河南、山东、河北和
新疆等 8个主产省份大面积产业化推广应用，
生长稳健、耐旱性突出，在应对气候变化、历史
罕见干旱等灾情方面表现突出，产量与常年基
本持平，优质强筋且品质稳定，为黄淮海麦区防
灾减灾、增产增效提供了优异种源。

据悉，本年度“中麦 578”品质再次得到多
家面业龙头企业的充分认可，以每公斤 0.2元

以上加价收购，麦农纯收益增加 50%以上。
目前，“中麦 578”规模化种植效益凸显，已

成为当前稳定实现加价收购订单量最大的单一
小麦品种，实现了产量、品质和效益的完美融
合。预计 2025年“中麦 578”夏收面积近千万亩，
将成为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优质强筋麦品种，
为国家小麦品质产量双提升提供了科技支撑。

“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关键技术预研”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王敏）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中心承担的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关键技术预
研”项目，在安徽省工程咨询研究院组织的专家
验收会上顺利通过验收。

验收会上，项目负责人、强磁场中心学术主
任匡光力作项目验收总结汇报。专家组审阅了
项目目标责任书、验收总结报告、档案验收意见
及财务审计报告等材料，并进行了现场考察。

经质询和讨论，验收组专家一致认为，“强
光磁集成实验装置关键技术预研”项目，圆满完
成了高场水冷磁体等关键技术攻关的计划任
务，达到了计划任务书规定的性能指标。
“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关键技术预研”项

目聚焦强磁场水冷磁体技术、高温超导磁体技
术及强磁场环境下激光探测技术等关键技术
攻关，取得多项突破：成功研制出世界最强水
冷磁体（磁场强度 42.02T），配套升级了高功

率直流电源系统、水冷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
成功研制出新型高温超导组叠型导体及其高
场性能测试平台；建成覆盖 2 至 20 微米波段
的激光系统，实现了强磁场下 1.5 微米高分辨
率的实时显微成像功能；全面掌握了高场水冷
磁体技术、高温超导技术、光 / 磁集成技术，超
指标、高质量地实现预研项目目标，为下一代
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

近日，在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天坑群中，一
场意义非凡的“回家”仪式在近乎垂直的石灰岩
崖壁上进行，主角是消失了 125年的大花石蝴
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红河州林业
和草原局联手，让 400多株大花石蝴蝶的组培
苗回归野外。

大花石蝴蝶主要生长在蒙自地区海拔约
2100米的山地石灰岩上，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2021年，
科研人员意外发现了大花石蝴蝶的一个新居
群，并利用组织培养（无性繁殖）技术实现了实
验室的成功繁育。本次野外回归选取了两个地
点。回归点一是最初发现该物种的蒙自天坑内，
此处生境良好，外界干扰和威胁因素极小；回归
点二为距离天坑约 1公里的石灰岩林地阴湿岩
壁上，此处交通便利，利于开展后续监测工作。

图为大花石蝴蝶。
本报记者高雅丽报道刘成 /摄

“今天我要向傅老师交‘作业’。”中国科学
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教授王艳芬望向坐在
台下的傅伯杰。

台下，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微笑着点头回应。
一切源于近 10年前的一句话。2016年 9月

21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典型高寒生态系统演
变规律及机制”召开启动会，王艳芬是项目总负
责人。会上，傅伯杰作为论证专家组成员，语重
心长地说：“希望你们能做出一件别人短期内不
必重复做的工作。”
王艳芬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今年 6月 17

日，她带着团队交出答卷———《青藏高原草地植被
群系图（1500000）》（以下简称青藏高原草地植
被图）。这张图首次在区域尺度厘清了基于群系的
草地植物群落结构空间分布特征，精细刻画了 65
种植物群系空间分布格局，为青藏高原变暖变湿
的环境变化趋势提供了植被地理学证据。
“如果一项工作做完了，短期内别人不用再重

复做，那这项工作就是做到了极致。”傅伯杰说，
“这张图既刻画了近 40年来青藏高原变暖变湿的
环境变化特征，也在群落结构上反映了种群之间
的相互关系，是到目前为止精度最高的青藏高原
草地植被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什么是“短期内不必重复做的工作”？

对于什么样的工作是“短期内不必重复做
的工作”，王艳芬琢磨了很久。

她想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比如
生态系统的格局过程、生态修复研究等。思考了
很多，她锁定了 3个字———植被图，因为它足够
基础也足够重要。

1993年起，王艳芬曾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工作过 8年。当时，所里经常讨论的话题就
是怎么编制好中国植被图。2002年起，她加入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
学）。给学生们讲课时，她讲的最基础的内容就
是植被分类体系与植被空间分布。
“植被图是植物学领域最基础的工作，如果

这个不清晰，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上面
‘建大厦’。”王艳芬说。

此时，有两个声音在她的头脑里纠缠。一个
声音告诉她，最重要的工作是做一张青藏高原
草地植被图；另一个声音告诉她，这件事很难。

青藏高原上的很多问题等待着一张植被图
给出答案。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藏
高原生态系统以草地为主体，近 40 年来，人们
直观感觉那里在变暖变湿变绿，但还没有足够
的数据解释它为什么变绿、哪里在变绿、变绿的

是优质牧草还是毒杂草、该怎么管理。
当时，国内已经出版的植被图大多基于上

世纪 90年代以前的数据制成。“实际上，上世纪
90年代后就几乎没人再做植被图了。”王艳芬告
诉《中国科学报》，“过去的数据难以准确反映当
前的植物群落结构与生态系统功能。”

做植被图的“难”众所周知，不仅需要大团
队做野外调查、反复验证，还需要综合考虑科学
性、技术性、艺术性，短期内难见成果，在评价考
核时也难有显示度。做一张小范围的植被图尚
属不易，更何况是一张区域分布如此之广、海拔
如此之高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图。

但王艳芬想：“我现在做了，不仅将来别人
在短期内不必重复投入精力做，还能破解当前
青藏高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生态研究、百姓生
产生活、政府决策管理面临的数据困局。”

从方法上找突破点：
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摆在王艳芬面前的现实难题显而易见———
没有专门用于制图的经费，也没有专职制图
的人。
“要不先从方法上探讨一下，如果能有突

破，可能会事半功倍。”王艳芬想。
植被图依赖于数据。过去，传统生态学调查靠

样方调查和定点实验，虽然精细，但成本高、空间
覆盖范围小且不连续；卫星遥感调查虽然效率高，
但分辨力弱、颗粒度粗。如果有一套高效又精准的
方法体系，制图的可行性将大幅提升。

她的团队里正好有一批学科背景不同的年
轻人。有些擅长生态学研究，有些擅长遥感技
术，有些擅长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还有些擅长数

学、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之后发现，人工智能的

深度学习技术是好帮手，不仅能够把地面调查
和卫星遥感调查结合起来，还可以高效分析植
物群落属性与所处生境属性的内在联系，在区
域尺度上展现基于群系的草地植物群落结构的
空间特征。

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式启动，为青
藏高原草地植被图的编制带来了机会。
“有了方法，有了机会，我们尝试着做一下

吧？”王艳芬的提议得到了国科大教授薛凯、宋
小宁，副教授胡容海，以及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
的丁柏阳等年轻人的响应。

在第二次青藏科考项目的支持下，他们把
青藏高原植被区划成一个个小网格，沿着细致
的乡镇公路网，4人一队做野外调查取样，把网
格一个个“填”上。最后一处被“填”上的地方是
可可西里的无人区。

2019年，为了提高效率，大家设计出一个手
机端的移动采集调查平台，可以自动记录地理
信息、自动生成植物群落调查表，还能拍照上
传。之前 4人小分队 1天只能调查几个点，而移
动平台让 1支小分队 1天能调查一大片区域。

最后，研究团队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
效挖掘并融合了上万个野外调查样点、上百个
观测和遥感图层提供的多维信息。

“众筹的植被图”：
野外调查样点增加到 3.7万多个

2022年，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图初版出炉。王
艳芬把图打印出来贴在墙上，邀请国内专家来
点评。没想到，大家争了起来。
“这里不对。”
“怎么不对了？”
“这个点我们是 2020年做的，调查出的草

地类型跟你们的不一致。”
这样的争论让王艳芬重新检视自己的数

据，也让她萌生出“打擂台”的想法。
为了提高植被图的质量，王艳芬给国内做

相关研究的人发邮件，上百封地群发，呼吁大家
把植被图的数据与各自手里的数据对照，提出
批评意见。

她也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宣讲做植被图的想
法。有人试探地问：“王老师，我手上有 10个小
样方的数据，您需要吗？”王艳芬赶忙点头，尽管
一个小样方只有 1米乘 1米的面积，但在她心
里，“10个不少，100个不多，很可能那 10个点恰
恰是有代表性的”。 （下转第 2版）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