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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0 日电
（记者林小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20 日说，防褐变转基

因苹果和防变黑转基因土豆可以

“安全食用”。这两种转基因食品

朝着货架又前进了一步。

美药管局当天发表声明说，

已完成对一种“北极”牌转基因苹

果和另一种“Innate”牌转基因土

豆的安全性评估，评估结果认为

它们的安全性与营养成分同传统

苹果和土豆相同。

“北 极 ”牌 苹 果 由 加 拿 大 奥

卡诺根特色水果公司研发，包括

“ 青 北 极 ”和“ 金 北 极 ”两 个 品

种。这种苹果并未引入外来基

因，只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使自

身可导致褐变的物质变少，因而

切片或磕碰后比传统苹果更不

易变成褐色。

“Innate”牌土豆由因发明冷

冻薯条而知名的美国辛普洛特公

司研制，该公司也是麦当劳等快

餐企业的薯条供应商。与普通土

豆相比，这种土豆可防止因表皮

被擦伤而变黑，在烹饪过程中也

可降低丙烯酰胺的产生。丙烯酰

胺被认为是一种潜在致癌成分。

目前，美国市场上还不存在

转基因苹果和转基因土豆。此前

美国农业部已经批准“北极”牌苹

果 和“Innate”牌 土 豆 商 业 化 种

植。两家公司则计划两年内进行

小范围试卖，以评估它们在市场

上的受欢迎程度。

美 国 负 责 转 基 因 作 物 审 批

的部门有三个，分别是农业部、

药 管 局 和 环 境 保 护 署 ，其 中 农

业部负责批准田间试验和商业

化种植，权限最大；环境保护署

负 责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而 药 管 局

负 责 转 基 因 食 品 和 饲 料 上 市 前

的 安 全 性 评 估 ，不 过 药 管 局 的

评 估 属 于 企 业 自 愿 要 求 的 评 估

项目。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种植和消

费的第一大国。美农业部数据显

示，2012 年，转基因棉花、大豆和

玉 米 在 美 国 的 种 植 面 积 分 别 占 总 种 植 面 积 的

94％、93％和 88％。此外，美国市场上 70％至 80％

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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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 20日电 （记者林
小春）宇宙中的尘埃从何而来？中美天文学

家 20 日给出了证据。他们利用搭载在波音

747 飞机上的红外设备观测证实，宇宙早期

尘埃来自超新星，这类爆炸的恒星堪称星际

尘埃的“生产工厂”。

某种程度上，宇宙万物最初都来自星际

尘埃。而最初的尘埃又来自哪里？主流观

点是走到生命终点的大质量恒星（即超新

星）爆炸中合成的。但问题在于，超新星爆

发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对于刚合成的尘埃来

说就好比一个“熔炉”，人们一直不清楚由超

新星产生的尘埃能否挺过高达上百万摄氏

度的“熔炉”的熔炼。

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南京大学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利

用一个叫“平流层红外天文台”的空中设备，对

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新星遗迹“人马座A东”进

行观测，结果表明，这个年龄约为1万年的超新

星遗迹有7％至20％的尘埃“幸存”下来。

参与研究的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李志远教授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些尘埃

的质量相当于太阳的百分之二，足以再造

7000个地球。

李志远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

现，因为此前人们从来没有在年老的超新星

遗迹中探测到尘埃。他说，这一工作为宇宙

早期尘埃来源的假想，从实证的角度提供了

一个有力的支持。

“平流层红外天文台”是美国和德国航

天机构共同出资建造与运行的红外观测设

备，为降低地球大气中水分子对其的影响，

该设备搭载在波音 747 飞机上，在平流层高

度进行观测。

宇宙早期尘埃来自超新星

从一栋高层建筑向下俯瞰，地面上是一片几乎完

全浸没在雨水中的小汽车。这样的图景是 2012 年 7 月

21日那场特大暴雨给北京市民留下的记忆。

出难题的不只是大暴雨。自 2014 年 10 月中旬起，

北京城区连续 88 天没有出现雨雪天气，北京气象史上

的最高纪录是连续 108天。南水北调来水进京前，北京

的人均水资源量为 100 立方米左右，约为全国的 1/20

和世界的 1/80，年缺水量在 10亿立方米以上。

城市内涝、干旱缺水、水体污染……以北京为代表

的中国城市在飞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各种水危

机的挑战。一时间，体现绿色可持续治水理念的“海绵

城市”备受热捧，各地创建海绵城市的呼声高涨。

3月 22日是世界水日，联合国确定今年的宣传主题

是“水与可持续发展”。世界水日来临之际，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业内专家，请他们为正在推进的海绵城市试

点建设出谋划策。

“锦上添花”的绿色基础设施

“海绵城市”这个通俗形象的概念，还有一个专业

的称谓：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乡村在成为城市之前，高低不平的泥土地能渗透、

蓄滞雨水，没有萎缩的湿地湖泊是天然的蓄水池，没被

填埋的河道行洪通畅。水往低处流，自然生态有一套

让暴雨变得平缓的法则。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不

断挤占原先容纳雨洪的“低处”，满溢的雨洪演绎出了

一幅幅“城市看海”的图景。

欧美国家在城镇化历程中逐渐意识到，常态化的

城市内涝，不能靠单一的加大排水系统来治理。尽管

雨洪可能会带来灾害，但也是可利用的水资源。上世

纪 90年代，美国提出了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和技术体系，

其核心是采用多种分散的源头控制措施，尽可能保持

城市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一致，减小人类活动对自然

生态的冲击。

防洪专家、中国水科院副总工程晓陶介绍，美国的

低影响开发最初是在社区尺度上实现的。规划之初，

依据小区地形地貌，在低洼的地方设计下沉式的绿地

花园或蓄水池来调蓄雨水。雨水通过人工湿地净化后

再排入管网，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进入河湖。“力求

实现新建小区不增加城市排水的水量和水质负担，这

套措施随后被称之为‘绿色基础设施’，以区别于‘灰色

基础设施’，即传统的工程设施”。

低影响开发的理念逐渐延展到城市尺度，就成为

了澳大利亚的“水敏感城市设计”、英国的“可持续排水

系统”、荷兰的“海绵城市”等。去年 10 月，我国住建部

发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提出充分发挥城市

绿地、道路、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建

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的海绵城市。

舶来的“海绵城市”理念，迅速得到了国内城市的

响应。北京、济南、郑州等地纷纷将创建海绵城市提上

了议事日程。今年 1月，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联合发

布了《2015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申报指南》。

在程晓陶看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空前迅猛，仍处于

爬坡阶段，城市水安全保障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加之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地理气候条件差异大，我国建设海

绵城市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欧美国家人口城镇化

率已高达 80%，在城镇化过程中建造了较为完备的水利

基础设施，在此之上的绿色基础设施更多的是发挥锦

上添花的作用。

“我们很多城市的‘灰色基础设施’还‘欠账太多’，

需重视两者的有机结合。若过于强调局部或点上的

‘绿色’，甚至用‘绿色’否定‘灰色’，就是本末倒置了”。

科学规划 切莫造盆景

东濠涌是广州仅存的旧城护城河，发源于白云山

南麓，从北至南穿越中心城区汇入珠江。明朝时的东

濠涌，涌宽水深，可以通舟船，是广州城东的交通要道，

因水质好还肩负着供水渠的重任。

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许多古老的护城河逐渐消

失了，幸存的东濠涌也变得“面目可憎”。20年前，程晓

陶去当地调研时，河道边的居民向他诉苦，“希望政府

能早点把臭水沟‘盖’起来”。

（下转第三版）

让城市变成会“吐纳”的海绵
——写在第23届世界水日来临之际

本报记者 唐 婷

3月 21日，北京春光明媚，气温回升，正值玉渊潭公园第27届樱花节举办期间，许多市民来到玉渊潭公园赏樱，享受周末休闲时光。图为众多游人在北京玉渊潭公园
赏樱。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3月 21日，河北省广平县团委组织该县广平小学学生走进污水处理厂，了解污水处理过程，增强节约用水意
识，迎接3月22日“世界水日”。图为小学生们在污水处理厂参观。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搜索各地创建海绵城市的报道，你会发现，铺透水

砖、修蓄水池、建下洼式绿地……几乎成了创建海绵城

市的“标配”。

在防洪专家、中国水科院副总工程晓陶看来，各地

自然禀赋不一，城建基础不同，在建设海绵城市时，应

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建设周期、维护成本等因素，探索

“性价比”高的方案。

以下洼式绿地为例，是否适合在北京推广值得考

量。一方面工程量较大，把现有的绿地改造成下洼式，

需要把地表的植被挖掉，取走部分的土。由于北京的

土质渗水性不好，还要加铺透水层来进行改良。另外，

北京的雨量偏少，绿地多需人工浇灌，改造后土层保水

性降低，还得增加耗水量。

“其实有个相对简易的方法，不用改变绿地现状，

沿着绿地摆一圈高约 20 公分的砖，形成一个浅浅的蓄

水池，积蓄的雨水可以慢慢回补地下，也可以在靠近

排水管的地方设置一个挡板，等暴雨过去，将拦蓄的

雨水排出，既削减了洪峰，又避免伤害植被。”程晓陶

建议。

此外，相比较修建蓄水池的“大兴土木”，可以在

小区里设置多个塑料集雨罐，收集从楼顶沿管道流下

来的雨水。蓄水池一般修在地下，取水时需要用电泵

抽取。集雨罐只需装上笼头，随时可以取用，没有额

外成本。

对此，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

霞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各地基础条件不同，在规划

海绵城市建设方案时，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科技日报北京3月21日电）

“海绵城市”建设需量体裁衣
本报记者 唐 婷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1 日电 （记者瞿剑）加注中

国石化 1 号生物航空煤油的海南航空 HU7604 航班

波音 737-800 型客机，21 日上午 8:20 从上海虹桥机

场起飞，经两个半小时飞行，于 10:50 平稳降落在首

都 国 际 机 场 。 我 国 自 主 研 发 生 产 的 生 物 航 油 首 次

商业载客飞行至此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少

数 几 个 拥 有 生 物 航 油 自 主 研 发 生 产 技 术 并 成 功 商

业化的国家。

2014 年 2 月 12 日，中国石化获颁中国民航局国内

首张生物航油适航许可证。本次用于商业载客飞行的

生物航油是以俗称“地沟油”的餐饮废油为原料生产，

并与普通航油 1∶1 调合而成。本次航班由海南航空副

总裁蒲明亲自执飞，飞行结束后，他表示“飞行体验和

以往没有差别”。

据悉，我国已成为年消费量 2000 多万吨的航空

燃料消费大国，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到 2020 年，

生物航油将达到航空燃料总量的 30%。按 1 吨石油

基航油排放 3.2 吨二氧化碳计算，如果生物航油达到

航油总量的 30%，即总替代量达到 600 万吨左右；每

吨生物航油至少减排 35%，一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

670 万吨，相当于植树近 6100 万棵、近 450 万辆经济

型轿车停开一年。

中国石化方面介绍，生物航油生产技术适应的原

料范围广泛，涵盖了菜籽油、棉籽油、棕榈油、大豆酸化

油等，并能以餐饮废油为原料，解决了“地沟油”科学、

合法、高效应用的难题。

中国“地沟油”航班首航成功

科技日报讯（肖勇 记者寇勇）从 3月中旬开始，江

西省科技厅正式启用科技项目监事工作制度，首批 18

家科技协同创新体的项目监事陆续进驻到企业中，按

照监事制度条例对科技项目开展监管、联络、服务等各

项工作。

据了解，实行科技项目监事制度在国内科技管理

领域尚属首创，是江西省科技厅响应媒体和大众对科

技项目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关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科

技资金使用监管不严、科技项目监督管理不力问题，从

顶层设计入手，以制度形式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三级

政府和银行、项目参与单位的科技资金动态监管体系，

规范科技协同创新体财政扶持资金从发放、使用到回

收的每一个环节，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科研经费不规

范使用和跑冒滴漏现象。

作为政府选派的科技项目专管员，监事们以监事

身份参与企业重大活动，并对企业的研发及产业化进

展、资金使用、资产财务状况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管，保

证科技资金专款专用，同时还要负责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协同创新体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但不参

与企业决策，不在企业领取报酬。因此，项目监事既是

监管员，又是联络员和服务员，真正把政府的服务职能

延伸到企业内部。

江西省科技厅厅长洪三国表示，作为一项开创

性的工作，实行科技项目监事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

创新科技管理模式、管理目标和管理内容，在对项目

实行全程动态监管的现代管理模式的同时，将项目

的过程绩效与资金扶持进度挂钩，保证好钢用在刀

刃上，并从制度上真正实现从重管理向管理与服务

并重的转变，以期适应新常态下对政府科技职能部

门的刚性要求。

江西启用科技项目监事制度
对项目全程动态监管 项目绩效与资金扶持挂钩

■科体改革进行时

新华社北京3月 21日电 （记者韩洁）北京市市长

王安顺 21 日透露，京津冀将加快推动形成生态的共同

体，下一步将联合制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中长期规划，共同构建区域生态安全的体系。

王安顺是在 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5”

经济峰会上说这番话的。

借助近年来一系列减霾、控车、减排、绿化等手

段，2014 年北京地区 PM2.5 浓度下降 4％，但这一指

标并未完成去年初北京市政府提出的下降 5％左右

的目标。

“尽管这样一个目标还不理想，不尽如人意，但毕

竟是向着下降的好的方向在发展。”王安顺在峰会上

说，北京将通过深化与天津河北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合

作，更大力度治理雾霾。

不久前，环境保护部公布的 2014 年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的前 10位城市中，京津冀占据 8席。

王安顺坦言，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形势

严峻特别是人均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

时有发生。“这些都时刻地提醒我们加大区域的生态保

护和建设迫在眉睫。”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指出，在大

气污染治理问题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否打破区域

阻碍，实现联合治理雾霾是关键。民建中央甚至递交

了一份《关于京津冀联防联治破解大气污染难题的提

案》，呼吁尽快出台京津冀区域性环境规划。

“我们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区域生态建设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标本兼治，区域统筹持续推进。”

王安顺表示，下一步北京将继续实施环首都国家工

业体系建设等一系列区域生态建设工程，建立和完

善区域生态的补偿机制等长效制度，与周边地区同

向发力治理和建设区域生态，努力让天更蓝、水更

清、地更绿。

打破区域之间阻碍 构建生态安全体系

京津冀“治霾”将联合制定中长期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