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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高温已成“沉默”的公共健康杀手
姻许小峰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发布桃多组学数据库

本报讯（记者李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遗传
育种团队发布了桃多组学数据库 PeachMD。该数据库首次集成
桃基因组、表观遗传组、群体遗传变异及多维度表型数据，并深
度整合 CRISPR设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等工具，为推
动桃分子育种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近日，相关
文章在线发表于《分子园艺》。

在桃的遗传育种研究领域，多组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
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等海量数据资源。面对如此庞大且复杂
的多组学数据，如何高效整合、深度挖掘数据并从中提取有价值
的生物学信息，已成为当前研究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这不仅
需要强大的计算分析能力，更依赖于系统化的数据管理平台和
智能化的分析工具。因此，多组学数据库的建立成为了推动桃遗
传育种研究的重要基石。

PeachMD数据库涵盖了迄今为止最新和最全面的桃多组
学资源库。数据库收集并整合了已发表的 12个桃基因组、329
个转录组数据集、102个全基因组亚硫酸氢盐测序及 1313个全
基因组重测序数据。

数据库秉承全过程式的设计理念，通过 CRISPR-GWAS联
动，实现从基因挖掘到分子设计全流程覆盖。此外，PeachMD数据
库还支持多模式检索，从基因 ID、启动子、蛋白结构域等多维度查
询，可一键获取基因序列信息。集成的Gene LiftOver工具作为基因
组数据分析的“桥梁工具”，方便不同基因组间的基因比较。

PeachMD数据库有望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
支持。
相关论文信息：

桃
果
实
表
型
多
样
性。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郑
州
果
树
研
究
所
供
图

发现·进展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

研制出新型
低成本紫外线剂量计

本报讯（记者李思辉 通讯员孙彦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授易颖团队联合中南大学教授孙健团队，围绕个人健康监测
的现实需求，成功研制出一款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紫外线剂
量计。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高级功能材料》。

紫外线辐射剂量的监测对于增强公众健康意识和保障职业
健康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便携式紫外线剂量检测技术
普遍存在成本高、普及性差等问题，难以适应资源有限地区的应
用需求。

针对这一挑战，该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聚乙烯吡咯烷
酮（PVP）官能化碳纳米管网络薄膜的“简约创新”型低成本器
件。该器件通过紫外辐照诱导 PVP发生光致化学键断裂，生成
的自由基与碳纳米管发生化学吸附反应，从而调控其导电性能。

这一过程产生的非易失性电导变化与辐照剂量呈线性相
关，实现了对累积紫外线剂量的精准监测，分辨率高达 36微焦
耳/平方厘米。基于电导与紫外线剂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人们无
需依赖存储单元和高速采样，仅仅通过简单、低成本的电子电
路，就可直接读取紫外线剂量。

据悉，该紫外线剂量计单个制造成本低于 0.1元，特别适用
于个人日常健康监护、职业暴露场所监测及欠发达地区的公共
健康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

开发新模型助力
脑卒中风险预测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
究员张娜团队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上海联影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基于磁共振高分辨率血管壁图像，
开发了一种全可学习参数的多任务分割模型，以及一种以结构
先验为引导的两阶段小目标分割方法，实现了对颈部血管腔、管
壁和斑块的自动准确分割与定量评估，为临床缺血性脑卒中风
险评估提供了可靠的智能辅助诊断工具。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于《欧洲放射学杂志》。

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密切相关，其诊
断的关键在于对斑块和血管壁的精准分割和定量评估。传统的
手动分割方法效率低下且依赖操作者经验，而现有计算机自动
辅助工具在精度方面仍存在不足，难以满足临床需求。这一技术
瓶颈严重制约了缺血性脑卒中的精准诊疗。

研究团队创新提出了融合深度学习与医学结构先验的双阶段
自动分割量化评估方法。该方法采用改进的混合架构，并集成注意
力机制模块，构建了灵活、高效的分割网络。同时，他们利用血管壁
和斑块的形态学相似性构建结构先验，将 Tversky损失函数应用于
结构先验优化，显著提高了小目标分割精度。

研究表明，该系统可在 3秒内完成血管腔、管壁及斑块的精
准分割与量化，其“看得清、信得过、用得上”的量化结果为临床
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相关论文信息：

为果蝇拍一场“ 电影”破译生命“时空密码”
■本报记者刁雯蕙

动物发育是基因与细胞在时空维度上
精密协作的复杂过程。以果蝇为例，其发育
过程大体需要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 4个
阶段。如果说这个成长过程是一场精密编
排的“生命舞台剧”，那么每个细胞何时何
地“登场”、如何变成特定的细胞类型，都是
由基因“剧本”调控的。

然而，一直以来科学家很难完全读懂
发育时空动态背后的调控机制。

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南方科技
大学联合研究团队通过时空组学技术
Stereo-seq及多种单细胞组学测序技术，创
建了一个解码动物发育过程的多模态数据
集，生成了果蝇全发育周期的 3D单细胞时
空多组学图谱。日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细胞》。

该成果系统解析了果蝇细胞类型分化
的时空动态与核心调控网络，为发育生物
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子层面参考，
并为发育缺陷及相关疾病机制研究奠定了
重要基础。

“生命照相机”拍出
果蝇的“生命舞台剧”

研究团队基于自主研发的时空组学
技术 Stereo-seq，以及单细胞组学技术
scRNA-seq 和 scATAC-seq，对果蝇胚胎、
幼虫及蛹期的各个关键阶段进行采样，生

成超过 380 万个空间分辨率的单细胞转
录组，并利用“Spateo”算法重建高精度 3D
模型，精准解析组织形态与基因表达的空
间动态。
“时空组学技术就像用一台超级‘生命

照相机’，为果蝇整个发育过程拍摄了一部
分辨率极高的 3D电影，从中能够清楚看到
每个细胞在何时何地开启了哪些基因。”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
院专项科学家王明月说。

在这场果蝇发育的“生命舞台剧”中，
细胞如何决定自身变成神经细胞还是肌肉
细胞？研究团队通过整合数据，构建了果蝇
胚胎发育的“分化轨迹地图”，解析了细胞
命运决定的关键分子机制。

通过追踪“演员”走位，研究发现，不
同胚层的细胞会沿着特定路径分化，而转
录因子就像“导演”，通过激活或抑制基
因，指挥细胞扮演特定角色。比如，此次研
究发现，多个此前未被鉴定的转录因子在
神经、肠道及内分泌系统中可能发挥了关
键作用。

这就像在剧本里发现了隐藏的重要情
节，拓展了人们对发育调控的认知。

果蝇是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模式生
物之一，其在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神经生
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等领域都有着不可替代
的位置。“此外，果蝇与人类共享约 70%的疾
病相关基因，理解其发育过程及基因调控

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探究生命发育等
重要科学问题，并为人类发育疾病领域相
关研究提供参考。”王明月说。

揭示与发育有关的关键转录因子

基于构建的果蝇 3D多组学图谱，研究
团队通过整合分析，首次在单细胞水平揭
示了果蝇组织分化起源的空间模式。

他们发现，果蝇脂肪体的分化呈分散
式特征，其细胞类型在空间上混合分布，未
形成集中的干细胞簇，与早期胚胎发育中
分散的前体细胞分布一致。而果蝇前、后肠
的分化呈中心化特征，细胞类型按发育阶
段聚集在特定空间区域。
“果蝇的脂肪体是哺乳动物肝脏的同

源器官，前、后肠则分别与哺乳动物食管
和胃 /大肠同源。这些发现为理解哺乳动
物胚胎肠道如何成形提供了新证据。”论
文共同通讯作者、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胡琪
楠说。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还运用时空
组学技术，动态描绘了果蝇中肠细胞类型
的动态变化及其空间布局规律。他们发现，
果蝇的中肠在胚胎期就已启动功能分区，
到了蛹期则分化为富集金属离子代谢相关
基因的内层，以及表达抗菌基因的外层，两
者承担不同功能；到了幼虫期，果蝇的中肠
干细胞已“预习”了未来的分工，呈现出区

域特异性基因表达差异，为“成年”后不同区
域的细胞再生奠定了发育基础。

果蝇中肠的铜细胞就像体内的“金属
管家”，是维持金属离子平衡和胃酸分泌
的关键细胞，其功能异常可能导致代谢紊
乱。在该研究中，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了在
铜细胞发育中发挥核心调控作用的转录
因子 exex。

在铜细胞分化早期阶段，exex 高表达
并驱动下游基因活性，在铜细胞成熟后，其
仍持续调控关键靶基因；如果敲降 exex，铜
细胞便会数量锐减、形态异常，且无法积累
铜离子，证实了 exex对铜细胞分化与功能
维持的必要性。这些发现揭示了果蝇中肠
金属稳态调控的新机制，为人类肠道等器官
发育的过程提供了参考。
“此次研究在此前果蝇图谱成果的基础

上，实现了单细胞分辨率、补充了单细胞转
录组等组学数据，由此构建了首个果蝇全
发育周期的 3D多组学图谱，为理解动物发
育机制提供了分子层面的全新见解。此外，
研究团队通过多组学技术的交叉融合，以更
简单、高效的方法系统描述了果蝇这一经典
模式生物的发育过程，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其
他生物的发育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论文
共同通讯作者、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刘龙奇表示。

相关论文信息：

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与中国气象
局联合发布了首个“全国高温健康风险预
警”。这是我国公共卫生与气象部门针对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问题的一次跨领域协
作，也是主动应对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健
康风险的一次标志性实践。

这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科
学预防等现代治理理念，也折射出中国在气
候与健康交汇领域的服务探索、科技进步与
机制创新。这样一条预警信息，虽然仅是在
我国刚刚进入盛夏时节的一次晚间通报，但
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的当下，却具
有重要的现实和导向意义。

联合发布的预警价值

在公众传统认知中，高温预警多由气象
部门单独发布，目的在于提醒公众防范高温
造成的不适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如能源供
应、农业长势、林火防御等。而此次两部门
联合发布的“全国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则与
以往显著不同，本质上反映了以公众健康
风险为关注点的预警机制升级。

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
局的解释，这一预警融合了气象模型与疾病
风险评估，采用相对阈值法针对不同地区定
制预警等级。

东北、西北等非传统高温区的健康风险
也被纳入预警视野，使服务从冷暖适应转向
伤害风险判断，体现了气象灾害与具体指向
的精准对接，使公众关于气象条件变化对自
身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所需采取措施的认知
有了显著提升。

这次“全国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的发布，
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于气象与人类健康关

联的认识在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
气候变化风险不断加剧形势下应对方式
的积极转变。而从现实情况看，高温对健
康产生的负面效应远超公众认知，已成为
“沉默”的公共健康杀手，确实需要采取这
样的措施予以警示。

当下，全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高温。
据估计，高温每年导致近 50万人死亡，这个
数字是热带气旋致死人数的 30倍。气温的
不断上升，给人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带来了无
法忽视的压力，尤其是对老年人、儿童和患
有慢性病的人群。

极端高温不仅导致中暑和脱水，还可
能加剧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生，甚至影响心理健康。高温引起的健康
问题在气象灾害防御领域至关重要，影响
程度绝不亚于常见的台风、洪涝、干旱、野
火、雷电等，只是影响方式更具有隐蔽性
或关联性。

健康预警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新焦点

将健康问题作为应对与适应气候变
化行动的重点任务，已成为国际共识。
2023 年 12 月 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发布了一份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气候与健康阿联
酋宣言》。这份宣言强调“将健康置于全球
气候行动的核心”，并首次将 12 月 3 日设
立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大会的“健康日”，这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对
于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关系的日益关切。

在我国，各项规划与政策措施也相继出
台，并逐步推进落实。2022年 6月，生态环
境部等 17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适应气候

变化战略 2035》。这一战略不仅提出了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还强调将气候变
化对健康影响的评估、监测和预警纳入国家
气候治理框架，提出要通过开展气候变化健
康风险和适应能力评估，加强气候敏感疾病
的监测、预警及防控，增强医疗卫生系统的
气候韧性，标志着应对气候变化与健康风险
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24年 9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又
联合多部委印发了《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
行动方案（2024—2030年）》，为提高气候变
化健康适应水平、促进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建设制定了具体行动方案。

加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
局建立的联合工作机制和此次首个“全国高
温健康风险预警”发布，这一系列措施标志
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健康风险领域已
有了系统性布局，并迈出了“从文件到行动”
的关键步伐。

风险防控有赖于扎实的科技支撑

将气象要素转换为健康预警，显然并非
一个简单的概念转换过程，需要针对其科学
内涵开展技术攻关。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相关人员在介
绍这项成果时表示，在各自前期工作基础
上，疾控部门与气象部门开展了联合攻
关，根据全国近 10 年 2400 个气象站点的
历史观测数据，完成了从 334 个城市站到
2400余个县级站相对阈值的拓展，构建了
全国 5 公里分辨率的格点化分级阈值。同
时, 建立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影响预报
产品模型算法，研发了全国精细化高温健
康气象风险智能网格预警产品及高温健

康影响预报客观化产品，并实现了疾控部
门与气象部门的信息共享。在合作研发基
础上，推动了极端天气影响下健康风险评
估预报预警技术融合，完成了从传统的健
康气象预报向基于人群特征分析的健康
气象风险预警定量化技术转变。

除了以上这一有针对性的具体业务研
发工作外，国内外气象与健康领域的相关研
究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从国际视角看，一项
重要工作是自 2016年起，《柳叶刀》开始与
多个国际机构合作发布年度《全球柳叶刀倒
计时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报告》，系统追踪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该报
告基于 50余项核心指标，涵盖高温暴露、空
气污染、媒介传播疾病、营养不良、心理健康
等，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制定“健康
导向型”气候政策的重要参考。2020年，柳
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正式在清华大学揭牌
落户。

这些科技进展既反映了气象与健康问
题受到广泛关注，也说明在这一领域开展密
切合作的重要性。

2025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为“携手缩
小早期预警差距”。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席列斯特·绍罗在致辞中表示：“像医生和
护士一样，各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工作
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保障并促进公
众福祉。”

这句话用于探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
警的意义非常合适。疾控与气象部门的科
技人员也像医生、护士一样，认真探讨气候
问题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缩小预警差
距，为保障公众健康福祉采取积极行动。
（作者系中国气象局研究员、中国气象

服务协会会长）

耐寒月季将在冰雪大地绽放
本报讯（记者孙丹宁）近日，东北农业大学

教授车代弟团队培育的 6个现代月季“冰粉”系
列新品种，获得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的植
物新品种证书。

黑龙江省冬季的严寒严重制约了花卉种
植与园林发展。团队以抗寒、美观、低维护为育
种目标，历经 20 余年，在蔷薇属和百合属植物
的新品种选育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昆明测试站品种比较试验评审，
团队选育的 6 个现代月季新品种脱颖而出。
“冰粉”系列新品种的成功培育打破了黑龙江
省无法露地种植现代月季的技术瓶颈，为寒地
园林绿化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目前，团队选
育的部分现代月季新品种，已在东北农业大学
试验种植。

车代弟表示，团队将通过培育耐寒性强、观
赏性佳、管理简便的新品种，推动寒地园林绿化
升级，助力北方生态建设，让现代月季绽放在冰
雪大地，为城市增添四季色彩。

月季“冰粉”系列 6个新品种。
东北农业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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