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

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近九年来中

央一号文件中第六次提到转基因技术。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

文等专家认为，九年六次提转基因技术传递的正是中

央持续鼓励转基因科研，探索其商业化道路的信号。

技术研究：支持科学家抢占
前沿技术制高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3日上

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

读。他表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是我们一贯

的政策，支持科学家抢占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

韩俊说，中国在转基因领域起步较早，虽总体上跟发

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有明显差距，但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等

领域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人多

地少，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越来越强，在转基因

生物技术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能够落伍，这一点是明确的。

韩俊表示，我国现在已经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

因作物主要是棉花和木瓜，同时，批准进口了一些国外的

转基因农产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棉花和玉米。去年我

国进口的大豆超过7100万吨，大部分是转基因的大豆。

“新华视点”记者查阅近九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

现，其中有六年提到了“转基因”。2007 年首提严格执

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2008 年强调启动转基因生物

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09 年和 2010 年提出要加

快推进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培育新品种产业化；2012

年则强调进一步实施重大专项，提出了“分子育种”这

一与转基因相近的说法。

陈锡文表示，中央一号文件6次提到转基因，足以说

明作为前沿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该在这方面落

后，国家应该继续支持科学技术界继续研究。同时，他

说，2011年和 2013年没有提到转基因，并不代表我国的

转基因科研进程因舆论压力和“反转呼声”中断。

事实上，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被一些发展中

国家不断超越。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前所

长、研究员黄大昉介绍，1997 年至 2001 年，我国大力推

广转基因抗虫棉花，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四，在之后的

2003年、2006年，我国转基因作物面积先后被巴西和印

度超越。截至 2014 年，我国转基因作物仍限于棉花和

少量番木瓜，总面积约 390 万公顷，与南美巴拉圭种植

面积相当，并列世界第六。

在一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人员看来，与日俱增的

“反转”呼声确实对转基因科研产生了影响。中国农业

大学校长柯炳生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公开表示，2013年，

中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

4亿元，高峰期曾有 20亿元。

对于转基因专项经费的大幅削减，上海市农科院农

业生物基因中心副研究员叶水烽深有体会。他说，中心

参与华中农大抗虫水稻的课题，经费只有400万元，还是

几个单位联合申报才批下来的，现在中心自己做的课题

已经没有转基因专项经费支持了。 （下转第三版）

中央一号文件九年六提转基因透露了什么信号？
新华社记者 夏冠男 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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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家

■直击大洋 34航次科考

科技日报北京 2 月 3
日电 （记者马爱平）3 日，

在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举

行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

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央农

村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副主任韩俊解读了《关于

加 大 改 革 创 新 力 度 加 快

农 业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若 干

意 见》有 关 情 况 ，并 答 记

者问。

陈 锡 文 介 绍 ，2014

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总

体形势平稳向好，但农村

改 革 面 临 的 环 境 和 问 题

更加复杂，农业生产成本

快速攀升，国内大宗农产

品 价 格 普 遍 高 于 国 际 市

场，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

约束强化，农民增收的难

度 加 大 。 2015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主 题 为 加 大 改 革

创 新 力 度 加 快 农 业 现 代

化 建 设 ，共 分 为 五 大 部

分，前三部分为农业农村

发展的主要目标，后两部

分，深化农村改革是加快

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村

法治建设为保障，文件还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重 要 政 策

措施。

今年，农业转基因是

第 6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

动作用”中提到，“加强农

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

安全管理、科学普及”，其

中加强转基因科学普及是

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谈 及 今 年 的 转 基 因

政策和具体工作方向，韩

俊说，加强农业转基因生

物技术研究，是中国一贯

的政策，转基因技术是大

有发展前途的新技术、新

产 业 。 中 国 在 转 基 因 研

究 领 域 ，起 步 较 早 ，有 一

支很好的科学家队伍，虽

然 总 体 上 跟 发 达 国 家 存

在明显差距，但在有些领

域，比如转基因水稻和玉

米，处在领先水平。中国

支 持 科 学 家 抢 占 农 业 转

基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

在研究方面不能够落伍。

韩俊指出，加强农业

转 基 因 生 物 安 全 管 理 ，也 是 中 国 一 贯 的 政 策 。

中 国 从 国 情 出 发 ，借 鉴 国 际 经 验 ，已 建 立 了 跟

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体系、技术规程体系和行

政 管 理 体 系 ，覆 盖 了 转 基 因 从 研 究 、试 验 、生

产 、加 工 、进 口 许 可 到 产 品 标 识 的 各 个 环 节 。

在中国，没有经过批准，私自制作、种植转基因

作物是违法的，行政主管部门一经发现，要依法

严厉处置。

韩俊强调，转基因是科学问题，不搞研究的

人未见得准确了解其来龙去脉，但它是敏感话

题，是老百姓的关注热点。加强科学普及，是希

望 社 会 公 众 包 括 媒 体 对 转 基 因 技 术 的 来 龙 去

脉、发展历史、现状、特性、安全性、存在风险，以

及国内外的安全管理体系有一个较清晰、全面、

客观的了解，揭开其神秘面纱，在尊重科学的基

础上，更加理性地看待转基因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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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 3日电 （记者王怡）
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张福仁教授

及其科研团队在对麻风遗传学研究中发现，

感染麻风杆菌会增加麻风发病基因变异的

几率，麻风患病风险与自体免疫性疾病之间

此消彼长的关系。该研究成果 3 日在线发

表于《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感染易感个体

累及皮肤和外周神经、晚期可致残的一种慢性

传染病。如果不治疗，会造成皮肤、神经和呼

吸道炎症，从而因为失去疼痛的感受带来严重

的损伤，目前中国累计登记病例 50 万余例。

据悉，大多数人天生就带有对于麻风杆菌的遗

传免疫力。在已知的与免疫相关的基因中，11

种遗传变异会增加对于麻风病的易感程度，并

且这些遗传变异无法在遗传层面结束风险。

张福仁和他的研究团队在我国进行了

一项 8313 个麻风病人和 16017 个健康人对

照的研究，发现了靠近 8 个基因的 6 个遗传

变异和增加麻风病易感性相关。通过对麻

风遗传变异的分析，发现强烈的免疫或者炎

症反应可以有效抵御病原菌的入侵，但却加

剧了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发生的风险，也就是

疾病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张福仁介绍说，中世纪麻风在欧洲曾经

广泛流行，但随着欧洲社会工业化的进程，麻

风逐渐减少乃至消灭，但自体免疫系统疾病

流行率却明显增高；而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麻风、结核等感染性疾病发病率远高于欧美

发达国家，但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如炎症性肠

病、异位性皮炎等发病率则低于欧美国家。

该研究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疾病间的关系，不

过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我国自体免疫系

统疾病的发生率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麻风与其他疾病存在此消彼长关系

“透明计算”是什么？看不懂。张尧学该不该拿

奖？没主意。我只能说，科学界的是非论断，外行人

无从置喙，只能听行家的。

“透明计算”拿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舆论大

哗。与此相对的是：同行们没哗，不说好也不说坏。

1 月 31 日刊发的一篇媒体文章，迄今为止最详

尽地采访了反方观点，而文章里几位质疑者，全部

是匿名；另外，尽管科技部奖励办表示他们如接实

名举报会调查，但还没收到实名举报；代表同行声

音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发了一篇让人联想的呼吁改

革 政 府 奖 励 制 度 的 建 议 ，却 随 后 撤 下 ，并 声 明 与

2014 年授奖无关。

从以上事实可见，虽然网上的匿名批评者群情激

愤，不匿名的计算机专家们却鸦雀无声，不外乎两种

可能：第一，内行们不觉得透明计算获奖有不妥；第

二，有内行质疑，但不想他的意见被大家看到。无论

如何，学术团体没有质疑张尧学。

既然同行们没意见，我们凭什么质疑张尧学？

说同行们没意见，可能有人不同意——很多网上

的文章，就列出各种专业材料分析透明计算不配拿

奖。问题是：匿名发表的内容是否算一种值得认真考

虑的学术讨论？我认为，如果是学术问题，比如透明

计算是怎样一回事、创新点何在，那即使是匿名，也是

学术讨论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外行去理解。

但有些涉及他人名誉的论题，所有人应极端慎重

地对待。因此，公正的旁观者应该反对匿名的负面评

论。匿名的负面评论，听上去再有说服力，万一是误

伤，那损伤是不可逆的，也找不到人负责。公正的学

术批评，应该消除这种可能性。

即使“疑点”再多，比如被质疑者的文章没几个人

引用、他多年来一直在当官、他的代码看上去跟别人

雷同，但这些只是疑点，不是定论，万一实际状况并非

质疑者所想的那样呢？

涉及伤害他人名誉的事情，即使谁有他认为铁一

样的证据，也应通过合法的途径，递交给一个公认具

备权威性的公共团体去评判。而不是“先喊一嗓子，

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适用

于学术观点分歧，不适用于名誉疑案。

如果有评论者认为，他找不到可以信赖的评议机

构去递交质疑，我支持他去分析和批评这种状况，这

也是一种珍贵的学术批评。但这不等于评论者可以

此为由，宣布自己有权把攸关他人名誉的负面帖子，

扔进一个匿名的、可快速复制传播的、发言者不准备

为其言论负责的评论场。

从“透明计算”事件谈学术批评
高 博

科技日报西南印度洋“大洋一号”
2月3日电（记者刘莉）当地时间 2月 3

日 早 晨 5 时 30 分（北 京 时 间 10 时 30

分），“大洋一号”在西南印度洋硫化物

合同区 1500 米水深处获取一块具有典

型烟囱体结构的硫化物样品，也就是

我们俗称的“黑烟囱”。该样品呈半圆

柱体状，0.5 米长、0.4 米宽、0.2 米厚，灰

褐色，重 50公斤左右，内部可见明显管

状热液通道。初步判断以闪锌矿为

主，还有部分黄铁矿,上面还可见贝壳

等生物残骸。

海底裂隙向外释放能量，喷出的

热液与周围冷海水混合，水中的金属

硫化物沉淀形成的黑色岩石状建造，

因其喷出热液时类似大量烟雾，所以

这种黑色建造被称为“黑烟囱”。“黑烟

囱”和其周围的海底因热液喷发形成

的硫化物中一般会富含铜、锌、铅、金

和银等金属元素。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廖时理介绍，获取“黑烟囱”的

热液区位于我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

订的“西南印度洋硫化物合同区”内，

该热液区具有水深浅、地势平坦、硫化

物异常范围分布广等特点，具有很好

的成矿潜力。

“黒烟囱”多矗立在海底，而电视抓

斗需要坐底抓取样品，因此能够获取如此完整和大型的

硫化物烟囱样品非常不容易。科研人员在近底寻址时就

发现该区域多个烟囱聚集在一起，最大的有 4米高。这

对于研究该区硫化物成矿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
大
洋
一
号
﹄
获
硫
化
物
﹃
黑
烟
囱
﹄

科研人员观察刚装箱的“黑烟囱”样品。 本报记者 刘莉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常丽君）按照遗传基本原理，

如果某些基因能帮助父母生存和繁殖，父母就会把这

些基因传给后代。而近来一些研究表明，真实情况要

复杂得多：基因可以被关闭或沉默，以应对环境或其

他因素，这些变化有时也能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这种

现象称为表观遗传，目前人们对此还不是很清楚。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2月3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

马里兰大学遗传学家首次提出了一种特殊机制，父母通

过这种机制可以把沉默基因遗传给后代，而且这种沉默

可以保持25代以上。这一发现可能改变人们对动物进

化的理解，有助于将来设计广泛的遗传疾病疗法。相关

论文在线发表于2月2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长期以来，生物学家想知道来自环境的信息有

多少会传递给下一代，这一机制首次从动物组织层面

显示了这种情况怎么发生的。”马里兰大学细胞生物

学与分子遗传学副教授安东尼·何塞说。

他们对一种叫做秀丽隐杆线虫的蛔虫进行了研

究，让它的神经细胞产生了与特殊基因相配的双链

RNA 分子（dsRNA）。dsRNA 分子能在体细胞之间

移动，当它们的序列与相应的细胞 DNA匹配时，就能

使该基因沉默。他们此次发现 dsRNA 还能进入生殖

细胞，使其中的基因沉默。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沉

默可以保持 25代以上。

如果这种机制也存在于其它动物（包括人类）中，

表明物种相应于环境的进化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

式。“这种机制给了动物一种进化得更快的工具。”何

塞说，我们仍需进一步确证，如果动物用这种 RNA传

输来适应环境，意味着我们要重新理解进化机制。

长期稳定的沉默效果在开发遗传疾病疗法方面

至关重要。十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把一种名为

“RNA 干扰”的过程（通常称为 RNAi）作为一种潜在

基因疗法，它可以用配对 dsRNA 瞄准任何疾病基

因。而最大障碍是如何实现稳定的沉默，这样病人才

不必反复使用高剂量 dsRNA。

“RNAi 很有希望成为一种治疗方法，但疗效会

随时间和细胞分裂而下降。”何塞说，蛔虫神经细胞中

特定的 dsRNA，可能有某些化学修饰作用，使基因沉

默稳定地持续许多代。进一步研究这种分子有助于

解决 RNAi疗法的疗效问题。

何塞还指出，蛔虫和人类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哺

乳动物与简单动物不同，它们在遗传中每一代都能对

沉默基因重新编程。表面上看，这似乎防止了表观遗

传的发生，而以往有证据表明，环境也能在哺乳动物

身上造成某些隔代遗传。他们的研究有助于发现这

种隔代遗传的原因。

某些遗传基因可真够淡定的，能沉默25代以上。这

么看来，巨帅的爹妈生出长相不那么对得起观众的孩子，

也不该总怀疑人家整过容。美国科学家的这项新研究，重

要意义不光在于给遗传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还给我们

提供了生物强大适应能力的一个解释。为了应付不测，生

物传宗接代，不能光靠

DNA 这一套法宝。得

几手抓，几手都要硬。

狡兔还有三窟哪，基因

存续了几十亿年，它的

“窟”比我们想的多。

某些遗传基因可保持沉默 25代以上
科学家发现表观遗传新机制 科技日报北京2月3日电（记者瞿剑）国家电网公

司董事长刘振亚撰写的最新专著《全球能源互联网》3

日在京首发。本书提出到 2050 年，基本建成全球能源

互联网；届时，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80％左

右，成为主导能源，每年可替代相当于 240 亿吨标准煤

的化石能源，减排二氧化碳 670 亿吨、二氧化硫 5.8 亿

吨，全球能源碳排放 115 亿吨，仅为 2009 年的 50％左

右，可以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 2℃以内的目标。

首发式上，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评价本书

“为非对称分布、可输送性和贸易性差的可再生能源提

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并有助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形成；

而作者作为全球最大能源企业领导者的身份，更有利

于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战略构想的实施。

刘振亚介绍，本书基于以下基本判断：建立在传统

化石能源基础上的能源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由清洁

能源全面取代化石能源是大势所趋，加快建立安全可靠、

经济高效、清洁环保的现代能源供应体系，成为世界各国

共同的战略目标。他解释，所谓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

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通道），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全

球互联泛在的坚强智能电网。将由跨国跨洲骨干网架

和涵盖各国各电压等级电网的国家泛在智能电网构成，

连接“一极（北极）一道（赤道）”和各洲大型能源基地，适

应各种分布式电源接入需要，能够将风能、太阳能、海洋

能等清洁能源输送到各类用户，是服务范围广、配置能力

强、安全可靠性高、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配置平台，也是

实施“两个替代（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的关键。全球能

源互联网发展框架可以概括为，一个总体布局（由跨洲电

网、跨国电网、国家泛在智能电网组成，各层级电网协调

发展，形成连接“一极一道”和各洲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与

主要负荷中心的总体布局）、两个基本原则（清洁发展和

全球配置）、三个发展阶段（洲内互联、跨洲互联、全球互

联）、四个重要特征（网架坚强、广泛互联、高度智能、开放

互动）、五个主要功能（能源传输、资源配置、市场交易、产

业带动和公共服务）。

本书由英大传媒集团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分 8 章 30 节，共 42 万多字。内容涵盖全球能源发

展现状与挑战、清洁替代与电能替代、全球能源观、全

球能源电力供需、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球能源互联

网技术创新、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和实践基础、全球能

源互联网改变世界等领域。

《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京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