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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时政简报

本报伦敦 2月 22日电 （记者刘海英）
一国际研究小组最近在《自然·遗传学》杂志

在线版上撰文称，他们新发现了 24 种与人

类近视相关的基因，其中部分高危基因会使

得携带者患上近视的风险增加 10倍。研究

人员称，这些新基因的发现有助于未来更好

地对近视眼进行预防和治疗。

近视是导致视力障碍甚至失明的主要

原因之一。在西方，有 30%的人患有近视，

而亚洲人群中患近视眼的比例更高。用眼

不当、缺少户外运动等都是导致近视的重要

原因，而高度近视还带有遗传性，但目前为

止，对于这种遗传背景科学家还知之甚少。

为找到近视的遗传背景，由来自多个国

家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对超过

45000 人的遗传数据和近视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不仅确认了过去研究发现的 2 种近视

基因，更发现了 24 种与近视有关的新基

因。这些新基因涉及大脑功能、眼组织信

号、眼睛结构及眼睛发育等多个方面，会使

携带者患近视的风险大大增加。而有趣的

是，虽然欧亚人群患近视的比例差距很大，

但两者在基因方面却没有什么明显差异。

该研究论文的主要作者、英国伦敦国王

大学的克里斯·哈蒙德教授表示，对于遗传

性近视目前了解不多，新发现的相关基因，

使研究人员对导致近视的基因风险有了新

的了解，有助于未来开发出更多方法预防和

矫正近视，从而改变目前仅靠眼镜来矫正视

力的单一做法。研究小组下一步将研究长

时间阅读等活动对这些基因的影响。

在欧美生活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东亚民

族戴眼镜的几率比欧美人要大很多。东亚

人的近视率世界第一，无人能够解释。看到

上面的题目，许多资深近视人士的第一反应

是：果然是遗传决定。且慢！新的发现恰恰

显示，在“近视易感基因”方面，欧美人和东

亚人没有差异。那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小小

的睫状肌？道理还真是一时说不清。顺便

提一句，同为东亚人，蒙古牧民的视力测值

可是冠绝全球。

科学家新发现 24种与近视相关基因

本报北京2月22日电（记者唐先武）新一期《细胞》

杂志刊登了我国科学家曹雪涛院士研究团队的论文，揭

示核糖核酸（RNA）病毒如何通过独特方式，在巨噬细胞

与树突状细胞等天然免疫细胞中抑制 RNA 病毒识别受

体功能的新型分子机制，为病毒逃逸天然免疫细胞监控

和清除提出了新途径。

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是机体能够感知、识别外源

病原体入侵机体的重要天然免疫细胞。目前已发现天

然免疫细胞能够通过维甲酸诱导基因-I（RIG-I），在细

胞内识别入侵病毒 RNA，并触发信号通路而诱导 I型干

扰素产生清除病毒。可见，RNA 病毒的主要识别受体

RIG-I 在抗 RNA 病毒天然免疫应答中发挥关键作用。

但是，科学家们对这些机制仍不十分清晰。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科学计划项

目和973免疫学项目资助下，曹雪涛率领由浙江大学免疫学

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暨医学免疫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及免疫学系组成的团队联合攻关，筛选到RNA病毒感染

巨噬细胞后能够特异性诱导表达的一个膜分子——唾液酸

结合性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G（Siglec-G），再通过体内外

实验，发现Siglec-G能够在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中以负

反馈方式，促进RNA病毒识别受体分子RIG-I 的蛋白降

解，进而抑制RIG-I 所活化的信号通路及其触发的I型干

扰素产生，从而帮助RNA病毒逃逸机体天然免疫。

该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抗病毒天然免疫应答、了

解 RNA 病毒与机体相互作用机制开辟了新思路，也为

抗病毒药物设计提供了新靶点。

我科学家发现天然免疫识别与调控新机制
为抗病毒药物设计提供了新靶点

初春时节的黄河三角洲萌动着生机。

此时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传来喜讯，2012

年，油田承担并组织实施各类课题 412 项，获

国家级科技奖励 4 项，连续 13 年累计 26 项成

果获国家级科技奖励；完成专利申请 644 件，

授权 320 件，在中石化位列第一；依靠科技进

步新增探明储量 4983.5 万吨，新增可采储量

1444.16万吨，科技增油 355.2万吨。

素有“石油地质大观园”之称的胜利油田，

在发展的每一步都闪烁着科技创新的亮点。

重绘蓝图，变稳产为增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见义曾经感慨，作为一

个勘探开发 50 年的老油田，连续多年产量稳

定在 2700万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从 1996 年开始，胜利油田连续稳产，东部

老区主力探区目前已处于深度勘探开发阶段，

综合含水高达 91%，有些地区甚至达到 98%，地

层水淹到了“下巴”。尽管每年能找到 1亿吨探

明储量，但低品位油藏比例逐年增加，“十一五”

期间占到75.8%，“十二五”将要达到90%。

2011 年 6 月 9 日，“发现 50 周年产油 10 亿

吨”总结表彰大会前一天，胜利油田沉浸在激动

中，但机关会议室内，人们则冷静平和很多，领

导班子全体成员围桌而坐。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正在听取工作汇报。

“胜利油田要转变已经到了稳产或者持续稳

产阶段的观念，争取迎来第二个春天，为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和中国石化打造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

站排头、打头阵。”听完汇报，傅成玉提出要求。

不要稳产，要增产；油田老化，贡献不减！这

是胜利油田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完成的答卷。

2012年 1月 11日，油田党委扩大会议明确

了新的发展目标：依靠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

动，保持原油产量持续增长。

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 3000万吨以上的高

速开发，到如今 2700 万吨的持续稳定开发，胜

利油田自然递减率虽控制在 16%左右，仍然相

当于每年递减掉一个年产 400 多万吨的中型

油田。如何填补这 400 多万吨，胜利油田人殚

精竭虑。现在，不仅要稳产，还要增产，压力可

想而知。

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孙焕泉，看到了国家大发展的机遇，看到了胜

利油田在资源、管理、技术上的优势。经过 50

年的实践和积累，这里构建了一套完整高效的

科技创新体系，理论引领、技术创新和转化应

用的有效机制和一支素质过硬的科技队伍。

如今，胜利油田的策略正在悄然改变，东

部由保卫战转变为硬稳定，西部由进攻仗转变

为快增产。

创新驱动，转守为攻开新局

2012 年是胜利油田明确新的发展目标后

的第一年。

新年伊始，油田明确了围绕“加快海上、加大低

渗、优化稠油、提升三采、深化水驱、突破西部、攻关

配套非常规”7个上产主攻方向，打造“西部、海上、

低渗透、非常规”4个产量增长点的工作思路。

对于西部增产，找到储量是基础。

对新中国石油工业来说，西部是一个老

区，先辈们反复进行了多次勘探；但对胜利

人而言，这是一个新领域，一切研究都得从

头开始。 （下转第三版）

老 油 田 新 奇 迹
——看胜利油田怎样依靠科技驱动油藏

本报通讯员 刘彦国 朱向前 本报记者 孙明河

所谓印度农民创水稻亩产新纪录，原文作

者将其归功于一种耕作方法——作物根系强化

法（SRI）。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朱德峰介绍，SRI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法

国一位农学家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首先开展。

其主要优势是省种子、节水、减少资源投入。

1999年开始，SRI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泰国、孟加拉等10多个国家试验与应用。

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万建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SRI 在中国大面

积推广比较困难。”

早在 2002年，袁隆平院士领导的国家杂交

水稻研发中心就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合作在海南

三亚召开SRI国际会议，推进该技术的研究和示

范。朱德峰介绍说，我国目前应用的水稻强化栽

培技术，是在引进、消化、吸收SRI的基础上，创

新形成的一种新水稻栽培体系。该技术还作为

中国超级稻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应用，对“超级水

稻”的研究推广应用发挥重要作用。10多年来，

该技术已在浙江、四川、重庆、湖南、黑龙江等地

进行试验研究，取得了不错的试验结果。

但 朱 德 峰 表 示 无 法 评 估 SRI 的 具 体 贡

献。“我国是在主产区内大面积种植水稻，水稻

的增产情况与各种因素有关，比如水稻种子品

种就达 800 多种，不能单纯断定说一项技术的

应用对水稻的增产起了多大作用。”

他认为，SRI技术的增产原理是促进低位

分蘖发生，改善土壤环境，促进根系，延长后期

光合能力，促进籽粒增重等，在发展安全、生态

农业，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现

代化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虽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诺曼·乌普霍夫

表示，他正努力尝试使这一技术在中国得到更

广泛的认可，但朱德峰认为，这套种植方式比

较适合水稻种植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如劳动

力成本较低、还普遍采用手工插秧的印度。日

益增加的劳动成本让 SRI 在中国的普及受到

限制。“我国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力发

生转移，农业需要规模化生产、机械化作业。”

万建民同样认为我国难以大面积采纳

SRI 技术。SRI 主要通过采用最新的高产品

种，大量施用有机肥（堆肥）提高土壤基础肥

力，同时在关键时间补充速效化学肥料来实

现高产。该技术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主要

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

低的地区推广示范。“SRI 技术的劳动强度过

大，而我国劳动力不足且成本高，此外，有机

肥资源有限。” （本报北京2月22日电）

对劳动力过度依赖，加之我国有机肥资源有限，农业专家称——

SRI在中国难以大面积推广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瞿 剑 实习生 安路蒙

新闻追踪

蛇年元宵佳节临近，台北孔庙于2月21
日起至3月3日举办“孔庙传统艺文庆元宵”
系列活动，邀请民间艺人现场指导游客学习
管乐、排笛、雅乐等表演以及制作环保灯笼
等。图为两名小女孩在台北孔庙展示她们
制作的环保灯笼。 新华社发（吴景腾摄）

本报讯 （记者刘莉）“南水北调工程中线

70%的水来自陕西，陕西有责任确保一江清水

供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 月 21 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陕西省省长娄勤俭介绍了陕西近年

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娄勤俭说，陕西省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已于去年全面启动，预

计通过二期治理，在 2014 年中线调水工程通

水前，陕西可以将水源区水质稳定在二类水质

标准，确保一江清水送至北京。

娄勤俭表示，丹江口上游是南水北调主要

水源地。陕西省陕南3个市28个县都处于水源

源头地，南水北调 70%的中线水由陕西提供。

要保证水的清洁，就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生态保

护要跟上，水质要安全；除生态治理外，也要保

证当地经济逐渐发展，成为持续稳定的水源地。

娄勤俭介绍，近 5 年，陕西在水利建设方

面累计投资 566 亿元，年均增长 47%。一批事

关长远发展的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启动建

设了引汉济渭、陕北黄河引水、榆林王圪堵水

库和渭河全线治理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全省

新增年供水能力 13 亿方、灌溉面积 179 万亩、

节水灌溉面积 488万亩，新建加固堤防 1230公

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3万平方公里，上千万

群众吃水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先后投资

170 亿元治理渭河污染，建成污水处理厂 56

座、关停造纸厂等污染企业 300 多个；2011 年

启动了渭河污染防治 3 年行动方案，主要污染

物大幅下降。在汉丹江水源地累计关闭污染

企业 241家，治理小流域 348条，去年开始实施

投资 188 亿元的汉江综合整治工程，汉丹江水

质始终保持在二类以上。

陕西省省长娄勤俭：

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

本报讯 （记者瞿剑）国家电网公司 2月 21

日发布 201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展示其社会

责任管理“根植基层”的理念和实践。这是该

公司连续第 8 年在中央企业中率先发布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履责案例首次覆盖所有省

级电力公司，并首次以具体案例方式，阐述了

其社会责任管理实践。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在发布

仪式上表示，国网公司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

一面旗帜。他介绍，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去年

央企全部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一

个企业群体，全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这在世

界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党委书记黄群慧更称赞该报告“代表了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新高度”。

报告共 7万余字，披露了国网公司 2012年

的履责意愿、行为、绩效和 2013 年履责承诺；

系统披露了国网公司连续 5 年、3 大类 13 小类

66 项、共 330 个定量指标，展示了它创造的综

合价值。

据悉，2012 年适逢国网公司成立 10 周年，

报告回顾了公司 10 年来的有关履责绩效：一

是保障可靠可信赖的能源供应，推动电力资源

大范围优化配置。二是负责任地对待每一个

利益相关方。城市供电可靠率 99.941%，年户

均停电时间减少 1.74 小时；农网供电可靠率

99.735%，年户均停电时间减少 6.14 小时。三

是努力做绿色发展的表率，公司经营区域清洁

能源机组并网容量达 2.4 亿千瓦，增长 18.5%，

2012 年全年消纳清洁能源电量 7177 亿千瓦

时，增长 20.8%。四是负责任地开展国际化运

营，持续提升本土化运营水平，与国际同行共

同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五是保证运营透明

度和接受社会监督。

国网率先发布社会责任绩效

新年伊始，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马

克·林纳斯转变态度。在牛津农业会议上，他

为自己反对转基因的行为道歉。

1973年出生于斐济的马克·林纳斯，曾在英

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历史与政治。他常出现于各

大媒体评论环保议题，定期为《卫报》等知名报刊

撰文。此后，他创作的《上帝的物种：在人类纪拯

救地球》《改变世界的6℃》引发反响，与一些反对

生物技术的环保组织联系密切，对转基因技术持

反对态度，逐渐成为英国著名的环保人士。

究竟是什么使他彻底改变了看法，后悔曾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传播？

用他自己的话说，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他

发现了科学，并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自己成为一

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他说，真正的恶魔不是

转基因技术，而是反对的态度。

马克·林纳斯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一个

他所珍视的信仰，已逐渐从那个绿色都市神话

变为了转基因——

他曾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增加化学药剂的

用量，但结果是抗虫害的棉花和玉米只需要更

少的杀虫剂；

他曾认为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使大公司

受益，但结果是广大农民只需要更少的投入就

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他曾认为所谓的“终极科技”会让农民们

每年保留良种的习惯变得毫无必要，但在很早

以前杂交技术出现时，也被认为可以做到这一

点，事实是直到现在也从未“得逞”；

他曾认为没有人需要转基因作物，但结果

是由于农民们迫切需要，抗虫棉在印度被非法

盗用，抗农药大豆则在巴西被盗用；

他曾认为转基因是危险的，但结果是它们

比传统育种如诱变技术更为安全和精确，转基

因生物中仅仅转移了几个基因，但传统育种的

错误方式却会污染到整个基因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林纳斯意识到今天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是，到 2050 年，必须用现有

的耕地面积和有限的肥料、水、农药，在气候迅

速变化的背景下，养活 95亿人口。

在解决这件事情的态度上，马克·林纳斯

向诺曼·博洛格和他的绿色革命致敬。

诺曼·博洛格是美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

植物病理学家、遗传育种专家。而“绿色革命”

一词起源于 20 世纪后半叶，指提高作物产量

帮助解决饥荒问题。成长于美国经济大萧条

时期的博洛格，切身体会过粮荒意味着什么。

1944年至1960年，他在墨西哥成功培育出抗

病、耐肥、高产、适应性广的半矮秆小麦，使小麦产

量大幅提高。1970年，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和平

奖。1984年，71岁的博洛格仍在贝宁、埃塞俄比

亚、加纳、尼日利亚等14个非洲国家试验种植高产

作物品种。短期内，玉米产量增加两倍，小麦、木

薯、高粱等作物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博洛

格创立的穿梭育种法已为世界各国作物育种家广

泛采用或认定，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同样令人尊敬。袁隆平开创了杂交水稻研

究的先河，在 30 多年间，杂交水稻累计推广 56

亿亩，每年的增产量可养活 7000万人。

马克·林纳斯认为诺曼·博洛格是个实用主义

者，因为他清楚什么是可能做到的；同时又是个理

想主义者，无论哪里的人们都应得到充足的食

物。如今，他担忧博洛格所说，如果反对者设法阻

止了农业生物技术，可能将导致近40年来一直预

言的饥荒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提前到来。

马克·林纳斯强调，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

议已经结束，不应该再来讨论它是否安全。在

过去的 15 年中，人们吃了 3 万亿份转基因食

物，但没有一例被明确证实是有害的，吃转基

因食物有害的几率比你被小行星砸到的几率

还低。他希望农业创新不要被一系列令人窒

息的管制所扼杀，农民应能自由选择想要采用

的技术，养活世界是最首要的。

马克·林纳斯为什么改变了态度？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关注转基因

□习近平会见上
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梅津采夫

□吴邦国在出席
澳门基本法颁布
20 周年纪念活动
后回到北京

□王岐山将与德
沃尔科维奇举行中
俄能源合作委员会
双方主席会晤

（均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者李
大庆）记者今天从中国科技馆获悉，国

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将于

3月 23日在中国科技馆为公众作科普

报告，京城百姓有机会聆听科学大师

的精彩科普演讲。

师昌绪院士是我国著名材料专

家，2010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

者。他将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的“科学

讲坛”上作科普报告，题目是《材料与

社会》，重点介绍材料科学对社会发展

的影响。

据悉，在 3 月的“科学讲坛”上，中

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白武明研究员

将在 3月 2日作科普报告《地球深部探

秘》；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薛其坤院士

将在 3 月 9 日讲解《拓扑绝缘体：一种

新的量子物质状态》；王选院士生前秘

书丛中笑副研究员将在 3月 16日向公

众介绍《王选的世界》。

师昌绪院士在
中国科技馆作科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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