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毛宇）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的科研人员近日用金银等材料铸造出无机纳米颗粒。

这项重大突破或可对激光技术、显微术、太阳能电池、电子

器件、环境监测、环境试验、疾病监测等领域产生促进作

用。该研究相关论文9日刊登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DNA纳米技术是利用脱氧核糖核酸或其他核酸分

子的自组装特质，来构建出可操控的新型纳米尺度结构

或机械。“我们用坚硬DNA构造了一个微小铸造车间来

制造金属纳米颗粒。这些颗粒的形状是我们通过数字手

段设计得来的。”该研究论文的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威斯

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威斯研究所）系统生物学

系助教尹鹏说，“该研究发现是DNA纳米科技的重大进

步，同时也是无机纳米材料合成领域的重要突破。”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根据用户指定的三维形状，

打造仅有 25纳米甚至更小的无机纳米粒子，同时误差

小于 5纳米。一张纸的厚度都有将近十万纳米。

这也是人类首次用电脑设计软件对三维无机纳

米粒子进行如此细致的构思和设计。通过利用这一

软件，研究人员利用线性 DNA 序列构造出预想颗粒

形状和尺寸的三维框架，这些 DNA 序列以一种可知

的方式相互缠绕。

威斯团队的想法类似于日本农民用玻璃箱培养出

方形西瓜。据物理学家组织网10月10日（北京时间）报

道，威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他们精心设计的立方体

DNA模块中植入了一个极小的“金种子”，然后激发其成

长。通过一种激发性的化学手段，这颗金种子将填满该

DNA模块的所有空间，从而生产一个与该模块相同维度

的立方体纳米粒子，且其长、宽、高都可独立控制。

接下来，他们又制造出不同的多边形三维图形、

球体和其他结构，例如一个三维的“Y”型纳米粒子和

另一个类似三明治的结构，其中间的立方体被两个球

体夹住。这说明，各种不同形状的纳米颗粒可以通过

复杂的 DNA模块来构建。

这些纳米粒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即一旦成

型，将会保留原 DNA 模块作为外壳，从而科学家可以

对其外表进行精准的附加塑形。这一属性将有助于

科学家找到更高灵敏度、更多元化的早期癌症与基因

疾病检测手段。此外，导电性更好的粒子，将应用于

超微计算机以及电子线路中，此时该粒子的外壳将被

轻易而迅速地去除，以产生纯金属电线和连接器。

DNA早就在纳米学、晶体学领域搞“兼职”了！三

十年前“DNA 纳米科技”奠基人西曼拿它说事儿的时

候，还遭遇过闭门羹。如今，这一科学门类玩跨界、玩

穿越，玩得不亦乐乎。前提是，一手擎着基础科学积

累的宝藏，一手摸着技术发展的需求脉搏，才能像日

本农民那样，“玻璃箱”造成啥形，多大多小，一切随

意 ！ 想 种 啥“ 种

子 ”，长 出 啥“ 西

瓜 ”，信 手 拈 来 ！

我期待着，科技跨

界“农民 ”，雄 赳

赳气昂昂迈进第

三次工业革命。

用DNA搭建“车间”

人类“铸造”出小于 25纳米三维金属物件

10 日 ，“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袁 隆 平 领 衔 的 超 级 杂

交 稻 第 四 期 亩 产 千 公 斤 攻

关 在 湖 南 溆 浦 县 进 行 现 场

测 产 验 收 。 11 点 半 左 右 ，

已 经 84 岁 高 龄 的“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袁 隆 平 乘 飞 机 从

长 沙 飞 到 芷 江 机 场 ，再 换

乘 汽 车 ，经 过 数 小 时 辗 转

来 到 距 长 沙 近 400 公 里 的

验收现场。

一到现场，袁隆平就即

刻和验收组组长、中国水稻

所 所 长 程 式 华 进 行 交 流 。

听 说 有 一 块 田 表 现 不 是 特

别让人满意，他就迫不及待

地 叫 上 他 的 学 生 、“Y 两 优

900”的 选 育 人 邓 启 云 博 士

到 田 间 实 地 观 察 。 听 完 全

部的汇报后，袁隆平自信地

笑了笑。

这时，不知哪个媒体的

记者问道：“您曾经把‘超级

稻 ’比 作 美 人 ，现 在 她 们 还

美吗？”“年轻时美，现在更

美！”又有记者问：“听说您

身体不好，为什么还跑这么

远到现场来？”“和身体比起

来，攻关更重要。”一边走一

边答，袁隆平的脸上始终笑

容灿烂。

从田间回来，袁隆平坐

在一户农家的门口歇息，身

边围满了农民问这问那，有

的 甚 至 悄 悄 跑 到 他 身 后 合

影。也就十来分钟的空闲，

他 兴 致 极 高 地 接 受 了 新 华

社记者简短的专访。

“第四期攻关以 1026.70

公 斤 的 成 绩 取 得 成 功 意 味

着什么？”袁隆平说：“这意

味 着 我 们 的 育 种 水 平 又 有

一个很大的提升，今后将有

更 好 的 品 种 和 技 术 让 农 民

使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

全 国 所 有 研 究 超 级 杂 交 稻

的团队都非常优秀，大家都

非常有战斗力，敢于勇攀高

峰 。 很 多 人 都 把 功 劳 算 到

我 头 上 ，这 是 不 对 的 ，我 充

其 量 只 起 到 了 部 分 带 头 的

作用。”

今 年 是 袁 隆 平 研 究 杂

交 水 稻 50 周 年 ，说 起 这 50

年，袁隆平感慨地说：“有好

几 个 节 点 印 象 深 刻 。 1973

年三系法成功，1995 年两系

法成功，2000 年第一期超级

杂交稻亩产 700 公斤攻关取

得成功，这几个节点非常关

键，可以说为以后的研究奠

定 了 基 础 ，带 来 了 信 心 。 当 然 ，随 后 的 2004 年

800 公斤、2011 年 900 公斤也非常重要。”

“我一直有一个‘禾下乘凉梦’，可这个梦实

现起来不容易啊。”望着远处的稻田，袁隆平若

有所思，停了停接着说：“要让人能乘凉，稻子就

必须长到比人还高。如果按照亩产来说，至少

需要达到 1500 公斤以上。我们下一步是在第四

期成功的基础上开展第五期攻关，我的计划是

暂 时 先 到 这 里 ，以 后 主 要 还 是 靠 年 轻 人 来 搞 ，

‘禾下乘凉梦’会由他们继续。”

（新华社长沙 10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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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上海10月9日电（记者王春）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 9日发布，10月 1日，国际

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以Article形式在线发表

了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生生态所中科院昆

虫发育与进化重点实验室詹帅研究组与美国

芝加哥大学及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等合作完

成的关于帝王蝶长距离迁飞的遗传基础的研

究论文，同时对该项研究进行了评述。

帝王蝶迁飞是自然界中最为壮观的自然

景象之一，北美地区的帝王蝶每年周而复始地

完成数千公里的长途迁飞到达墨西哥进行越冬

以适应温带地区的四季变化。然而，分布于热

带地区的帝王蝶及其近缘种不具有迁飞特性。

研究人员从涵盖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帝

王蝶分布区域中，选取了包括迁飞型和非迁

飞型的 22 个地理种群、5 个近缘种的 101 只

班蝶属蝴蝶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和群体

遗传学分析。该项研究表明现存的帝王蝶

起源于北美地区，且祖先属于迁飞型，打破

了先前认为包括鸟类等在内的迁飞物种均

是热带起源，只在种群扩散到温带地区后才

进化出迁飞行为的普遍认知。其次，帝王蝶

被认为具有多套独特的代谢调节通路，如导

航、生物节律、化学感应等来完成长距离迁

飞这一复杂的生命现象。但研究人员利用

群体遗传学分析对全基因组进行精细扫描

发现，与飞行相关的肌肉发育进化是帝王蝶

实现长距离迁飞的主要适应性选择。

詹帅研究组以鳞翅目、半翅目等昆虫为

材料，通过基因组学、群体遗传学、生物信息

学及功能基因组学等手段在微进化水平研

究昆虫对环境的适应机制。该项研究获得

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项目在内的国内外多家

单位的经费支持。

帝王蝶长距离迁飞的遗传机制被解密

科技日报湖南溆浦10月10日电（记者俞慧友 通

讯员辛业芸 吴俊）10 月 10 日，由农业部组织的专家组

赴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对第四期超级杂交

稻新组合“Y 两优 900”高产攻关片测产验收。经专家

组现场测产，平均亩产达 1026.7 公斤，标志着我国成功

实现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片 1000 公斤攻关目标，并创下

目前所测超级稻示范片百亩片均产最高纪录。

溆浦高产攻关片面积 102.6 亩。验收现场记者看

到，示范组合株叶形态良好，穗大粒多，结实率高，综合

性状优良，成熟期落实好，基本无病虫害，抗倒性强，田

块间长势均衡。专家组将攻关示范片所有田块进行编

号，由示范单位推荐 1 块田，专家组以抽签方式确定 2

块田，进行测产。最终，三块田亩产分别是 958.61 公

斤、1074.67 公斤和 1046.83 公斤。算术平均后，百亩片

平均亩产 1026.7公斤。

第四期超级杂交稻百亩片攻关项目于 2013 年 4 月

启动。在袁隆平院士提出的通过形态改良与亚种间杂种

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方法培育第四期超级杂交稻，实施“良

种、良法、良田、良态”四良配套相结合的超高产攻关策略

指导下，“Y两优900”是在第三期超级稻基础上育成的迟

熟型超级杂交中稻组合。验收专家组组长程式华指出，

以前的高产品种，实现超高产之后，容易出现倒伏现象，

但该组合同时具有抗逆、抗倒性强，拥有巨穗、铁杆、吨

粮、多抗等众多优点，能确保亩产达到 1000公斤而不倒

伏。该组合还具有低位分蘖能力强、高位分蘖能力弱、无

效分蘖少的特点，被誉为“智能”超级稻。

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气象资料显示，6—7月光照时

数仅为去年的50%，全国水稻生长旺季普遍经历了低温、

多雨、寡照等不利超级稻等粮食作物生长的气候，“天时”

不足。为了做好充足的准备，袁隆平团队在全国13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31个示范片（28个百亩示范片，3个千亩

示范片）进行了“Y两优900”超高产攻关示范布局，制定了

科学合理的栽培方案，中期加强了田间技术管理。全国各

地“Y两优900”百亩攻关示范片测产的结果表明，大部分

示范片平均亩产均在950公斤以上。其中，湖南隆回县百

亩攻关示范片经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现场测产，平均亩产

1006.1公斤；湖南祁东县百亩示范片经衡阳市农业局组织

测产，平均亩产1003.6公斤；湖南龙山县百亩示范片经湘

西自治州农业局组织测产，平均亩产1004.5公斤。

右图 10月 10日，袁隆平（前右）在湖南省溆浦县
横板桥乡红星村的超级杂交稻“Y两优900”攻关田里查
看杂交稻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国家确认：超级稻百亩片亩均产逾吨

科技日报合肥 10月 10日电 （记者吴长锋）10 月

10 日，2014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赛在安徽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大赛由合肥市人民政府与中

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会、RoboCup 中国

委员会、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共同主办。

据了解，本次大赛报名参赛的高等院校有 185 所，

其中 25所 985院校组队参加，报名参赛选手 2920人，专

家约 40 名。今年大赛在 10 月 10 日至 12 日正式比赛。

比赛项目共有 13 个大项、近 100 个子项。主要包括

RoboCup 足球机器人、RoboCup 救援机器人、Robo-

Cup 家庭机器人、水中机器人、舞蹈机器人、双足竞步

机器人、足球仿真机器人、机器人武术擂台赛、机器人

游中国比赛、服务机器人比赛等。

本次大赛还将举行机器人产业发展论坛及技术需

求对接活动。论坛由主办方中国自动化学会和清华大

学组织，邀请国内 4位机器人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机器人

产业发展作主题报告。此外，大赛过程中还将组织20家

左右从事机器人领域的企业参与技术需求对接活动。

左图 10月 10日，在 2014中国机器人大赛现场，
参赛选手调试足球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郭晨摄

机器人大赛“群雄逐鹿”

“测产”前后 扣人心弦的一天

2014 年 10 月 10 日凌晨，记者的微信朋友圈有了

更新提示，翻开一看，立马乐了：图片上，是一束插在

小花盆里，结满了金灿灿穗子的水稻，图注“神稻——

Y 两优 900”。发布者，正是袁隆平超级稻攻关团队核

心专家邓启云。这个时间节点，对袁隆平团队所有人

来说，都是难眠的。

几小时后，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第四期

超级杂交稻新组合“Y 两优 900”百亩示范片，将迎来

“国考”——农业部组织的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片 1000公

斤攻关测产验收。

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对超级稻攻关而言，无疑

是“利空”。尽管如此，国庆前夕，湖南省隆回县、祁东

县、龙山县三地的“Y 两优 900”百亩示范片，在省、市、

自治州级测产中，还是突破了均亩产千公斤大关。但

对此番关系第四期目标“过”与“不过”的大考，团队成

员们都难掩饰期待、忐忑而又兴奋的复杂心情。

10日上午 9点多，以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为

首的专家组来到了测产现场，对 102.6 亩攻关示范片进

行田块编号，专家组随机抽取了 8号、35号田块，加上示

范单位推荐的 20号田块，开始收割毛谷。

毛谷样品现场晒干除杂、实测水分含量……12 点

多，焦急等待的记者，接到袁隆平团队成员微信：“均产

上千公斤希望很大，我初步计算已经过了。”

下午 3点，专家组在田间宣布：除杂晒干后的毛谷，

以标准含水量 13.5%折算成干谷重量，最终，8、20、35号

田亩产分别为 958.61、1074.67 和 1046.83 公斤。算术平

均后，百亩片平均亩产 1026.7公斤！

现场瞬间沸腾：我国成功实现第四期超级稻百亩

片 1000公斤攻关目标！我国再次刷新超级稻示范片百

亩片均产最高纪录！

第四期超级杂交稻百亩片亩产 1000公斤攻关项目

于 2013 年 4 月启动，计划力争在 5 到 8 年时间中，培育

出具备亩产 1000 公斤以上产量潜力的超级稻新品种。

现在，距离目标启动，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逆境突破，

袁隆平团队以精密的攻关布局“斗”过了老天。

广撒大网 全国布局31个点

今年 1 月，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头、袁隆平院士主持召开了

“2014 年超级杂交稻 1000 公斤攻关工作会议”。“天时”

是眷顾不了了，但攻关不能耽误。团队决定加大示范

片在不同生态区的布点密度，这有利的促成了袁隆平

提出的“良种、良法、良田、良态”四良配套超高产攻关

策略中，“良田”的最佳配合。 （下转第三版）

“智能”超级稻 Y两优 900笑了
本报记者 俞慧友 本报通讯员 辛业芸 吴 俊

诺贝尔科学奖颁完了，我们县

里又没人拿奖。我很失望。

我们 S县是个西部小县，前几年

因为采煤矿，经济很繁荣。但是科

学造诣不令人满意。人才其实很

多。我们县一向重视教育。县中学

每年高考誓师大会，满满一操场，人

头非常齐整。每年挂红披彩总能送

出一两个清华北大生。北京的高考

专家来开讲座，家长们奔走相告，买

书还抢着插队，专家都很感动。

美中不足的是，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县里建起了相对完整的科研

队伍，出了一些省部级成果，但诺贝

尔奖还没半个。每年诺奖颁完，县

里媒体都很忧心：为什么 S县出不了

诺奖？为什么 S县师范学院（我们那

里最高等级的学校）培养不出一流

人才？

对此这几年我也慢慢有了一些

思考——因为我们是个县城，不是

北京。

因为地处偏僻，我们县的人没啥

眼界，也没有太高的理想。大人们忙

着赚钱，闲下来打牌、喝酒、骂社会，

平常教育小孩儿：“好好读书，找个好

工作。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

S县也没啥科学氛围。没有一流

大学，也没有啥好的博物馆，没像样

的科技期刊，科普杂志也不畅销，县

电视台整天放明星娱乐、选秀节目，

偶尔放个科学节目都是在半夜两点。

县师范学院里，校长一天喝酒应

酬，教授忙着跑经费评职称，心也没放在

研究教学上。青年教师在网上骂，说在

S县搞学术研究，纯粹瞎混日子，没前程。

你去 S县的贴吧、论坛上看一下，内容都是买车，下

馆子，谈恋爱，旅游，带娃娃。偶尔转发科学方面的帖子，

也就是“不穿防辐射服孕妇容易流产”这类生活小知识。论

坛里面动不动就吵起了，满屏脏话。人群素质实在不高。

现在家长一般看法是：孩子没啥另类想法，就在 S

县奋斗，买车买房不耽误。孩子如果有追求，还要尽快

去北京发展。

所以我们县的科研苗子，都跑出去不回来了。最近《S

县日报》说，外国有个机构统计，有三、四个S县籍的科学

家，论文大量引用，是诺奖热门人选。但我心里想，这几个

都是在北京上学，留北京工作，户口也早就迁过去了，还有

人从小在北京长大，S县话都不会说，跟S县有啥关系？

当然，我还是希望这几个人拿奖，这能够证明：S县

人不傻，不光出煤老板还能出科学家，全世界都尊重我

们，多有面子啊。为了 S 县尽快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

现实的办法，还是继续培养人才往北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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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NA模块里铸造纳米颗粒，与日本农民在立方
体玻璃箱里种西瓜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