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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刘园园

“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的‘乘法’”的话音未落，中外乳业的“创新乘法”已经做

了起来。3月 26日，在荷兰首相马克·吕特的见证下，中国乳业龙头企业伊利集团

与欧洲生命科学领域顶尖学府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于深圳就“食品安全早期预警

系统”和“母乳数据库”达成了合作协议。

这看似是中欧乳业两大顶尖创新机构之间的合作，却透露出中国乳业全球

化创新的重要趋势——整合全球的优势创新资源。践行和引领该创新趋势的正

是伊利。在很多乳业专家看来，伊利通过整合全球优势创新资源，其创新成效不

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乘法，这将对中国乳业的创新路径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

整合与创新：全球乳业发展趋势

创新从未远离过乳业这个古老的行业，从 UHT 灭菌技术的发明，到乳糖水

解技术的诞生，一项项创新把牛奶和乳制品变成我们口中的美食。而如今，在乳

业谈起创新时，往往要在前面加个定语“全球化”。

在欧洲，为协调全球乳业的科研协作，各国乳业协会联合成立了欧洲奶牛

创新合作组织 ECIP，整合多方资源，开展跨国合作，并已经开展了 200 多个科研

项目。

在大洋洲，新西兰创建于 1927 年的新西兰乳业研究所通过一大批乳业

研究项目，与国际进行合作和交流，为新西兰乳业提供创新研究和生产技能

培训。

面对乳业创新趋势，中国乳业领导者伊利也在这场全球合作中发出了“中

国好声音”。3 月 18 日，在全球乳业论坛上，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给出了全球乳

业创新的“中国答案”。潘刚提出，全球乳业新格局的三个特征是“全球乳业互

联互通、中国乳业地位凸显、科技创新改变乳业未来”，这无疑指出中国乳业参

与全球创新的“总纲”——融合全球创新智慧和资源，用创新驱动打造中国乳业

未来。

为此，近年来，伊利紧紧围绕国际乳业研发的重点领域，整合海内外研发资

源，从全球视角布设一张涵盖全球领先的研发创新机构的全球创新网络，并通过

一系列重大行业创新项目，深化彼此合作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了中国乳

业创新的领军者和风向标，不断释放对全球乳业创新的强大推动力。此次伊利

携手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就全球乳业的重要课题开展深度合作，标志着伊利全球

创新网络布局初显，进入深度激发伊利全球创新活力的新阶段。

反式创新：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指向

正如荷兰合作银行在全球乳业发展报告中所说，中国是全球乳业市场增长

最快的板块。那么，伊利全球创新网络该如何体现自己在全球乳业中的坐标？

在 2014年 3月的中荷经贸论坛上，潘刚代表中国乳企发表主题演讲，第一次明确

提出“反式创新”概念。

潘刚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推动双方同样开始

打破自己惯常的思维方式，引入来自另一经济体的技术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

创新技术真正实现了双向流动，好的产品、技术和服务，真正意义上产自全球，也

走向全球。”

反式创新的全球研发战略思维让中国乳业站上全球制高点，参与世界乳业

研发创新，并将成果反向回流中国。这带来了伊利在荷兰成立中国乳业规格最

高的海外研发中心——伊利欧洲研发中心和南半球唯一的农业和食品专业大

学——新西兰林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也带来了首款常温酸奶安慕希、真正

的超高端奶粉托菲尔、第一款原装液态奶培兰等一系列由伊利整合全球优势创

新资源开发出的重要成果，极大满足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

一位乳业专家表示：“作为中国乳业的领导者，伊利全球创新网络通过持续

整合全球优势创新资源，用全球视野挖掘和开拓着乳业创新潜能，更好地服务中

国市场需求，这将推动中国乳业创新的整体进步，并且对探索全球乳业创新的新

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张露）

伊利全球创新网络为中国乳业创新做“乘法”

2008 年 4 月 1 日，以纪录片享誉全球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播

放了一段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一项“惊人的发现”——在南极附近乔

治王岛上的一群企鹅拍着翅膀飞了起来，影片中甚至还包括了其它

企鹅的“围观”镜头，同时，解说员居然还在振振有词地说，迫于南极

的极寒气候，部分阿德利企鹅逐渐产生适应性变化，获得了飞翔的能

力，它们要飞到南美洲过冬。

在愚人节和观众开玩笑一直是 BBC 的一个传统，为了这部纪录

片，他们请到了著名喜剧团体蒙提·派森（Monty Python）成员特里·
琼斯（Terry Jone）做主持，由技术团队精心构建会飞的企鹅模型，再

将人物实拍、纪录片片段和飞翔动画整合在一起。而《每日镜报》和

《每日电讯报》为这部作品打足了广告——前者直接让它上了头版，

后者也将之作为当日最重要新闻之一。

会飞的企鹅
去南美过冬

2009 年，科学家发现月球上可能存在水。到底水在哪呢？2010

年 4月 1日，NASA宣布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在回顾登月行动的照片时，NASA 的科学家宣称宇航员的旁边

竟然立着一台饮水机！“啊，原来水在这里！”他们嗨得不行。

发生了这么大的疏漏，科学家自然要煞有介事地诘问宇航员为

什么不报告此事了。宇航员也煞有介事地回答，当时戴着手套没法

操作饮水机，也只能无视了。

月球上的水
原来在这里

1996 年 4月 1日，《发现》杂志报道称，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

基本粒子——大子。和已知的其他粒子一样，大子转瞬即逝，只存在

百万分之一秒。但是和别的粒子不一样的是，它们有保龄球那么大。

这篇文章写道：“研究者相信真空管的电场一定是改变了附近计

算机显示器的阳离子射线管的真空能态。没有真空是真的空的——

虚粒子不断诞生又不断消亡，大部分都很小。物理学家相信他们碰

巧制造出了一个大小合适的电场，促使一个新粒子——大子——在

计算机里诞生。”

如果说上面这一段还能唬人，接下来作者关于大子能解释球状

闪电何以诞生、苏芙蕾蛋糕为啥会变小、人体为啥会自燃的段子就很

扯了。但相当一部分常看这本杂志的高冷读者们别说留意日期了，

连内容都没有怀疑。据说这篇假文章还是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

收到了无数的来信。

保龄球那么
大的“大子”

科学也能逗你玩
——那些愚人节的“重大发现”

在湖北武汉大学樱花大道如织的游客中，这几位显得有些特殊——他们不仅赏花，

更主要的是“探花”。2014年 3月，33岁的武汉大学植物标本馆老师、植物学博士后杜巍

带领学生，进行樱花标本收集，并通过采集雄蕊、解剖花朵等实验，希望探究校内东京樱

花结实率低的原因。 新华社发

图片故事

春暖花开，赏樱季节如期而至。韩国和日本

媒体就樱花起源问题吵起架来。

有韩国媒体称，日本樱花中最著名的品种染

井吉野的原产地是韩国济州岛，而且赏樱也属于

韩国文化。日本媒体当即对这种论断进行了激

烈反驳。面对日韩之争，中国樱花产业协会负责

人表示，“樱花起源于中国，发扬光大于日本，没

韩国什么事”。

除了起源除了起源，，关于樱花关于樱花
你还应该知道的你还应该知道的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樱花分为野

生樱花和观赏樱花。上海辰山植物园工程师刘

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据考证，野生樱花可能起

源于五六百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地区。那时喜马

拉雅地区不像现在这么高耸，海拔只有两三千米

左右。而且，当时地球还没有进入第四纪冰期，

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更为暖湿，与现在南亚地区

潮湿温暖的气候环境类似。

此后，野生樱花逐渐向北温带的其他地区扩

散。在几百万年的迁移扩散过程中，地球遇到了

冰期，野生樱花的特性也发生了演化，比如耐寒

性。刘夙告诉记者，后来野生樱花演化出一些比

较耐寒的品种，例如有些樱花就分布在寒冷的俄

罗斯地区。

起源考
野生樱花或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

至于观赏樱花，又是另一回事。据文献资料

考证，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就出现在中

国的宫苑内。刘夙认为，当时宫苑内种植的樱花

可能是直接移植的野生樱花，也有可能经过栽培

之后稍微发生了一些品种的分化，但是在园艺方

面并未深入开拓。

从文献资料来看，唐朝时期，樱花的种植

已扩展到私人庭院。有一种说法是，唐朝时期

日本的遣唐使将樱花传入日本。但刘夙认为，

野生樱花在几百万年间的扩散过程中也到达

了日本，日本的观赏樱花源自对本土野生樱花

的培育。

日本观赏樱花源自本土野生樱花

日本人培育出了品种繁多的观赏樱花品

种。刘夙介绍，日本的观赏樱花按照花期可以分

为早樱、中樱、晚樱和冬樱，每一类樱花都有著名

的代表性品种。比如早樱中的河津樱，中樱中的

染井吉野，还有晚樱中的关山樱，这三种都在春

季开花，只是时间上早晚不同。冬樱则通常一年

开两次花，春季一次，冬季一次。

现在樱花在整个北温带地区的种植都比较

广泛。有些是西方人从日本把樱花引种回去的，

有些是日本人亲自把樱花推销出去的。比如美国

的华盛顿就有非常著名的樱花景观，那里的染井

吉野就是日本政府在20世纪初赠送给美国的。

品种考
日本确实培育出品种繁多的观赏樱花

目前中国种植的观赏樱花绝大多数都是日

本的品种。比如染井吉野和关山樱在中国都广

泛种植。此外，中国也培育出一些本土的观赏樱

花。刘夙介绍，“中国红”就是两种中国野生樱花

的杂交品种，由于花色更红、更鲜艳，故命名为

“中国红”。

值得骄傲的是，据《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

统计，中国有野生樱花 38种，约占世界野生樱花

品种的三分之一，其中 29 种为中国的特有品

种。刘夙告诉记者，考虑到世界上 100多种野生

樱花零散地分布在北温带地区，中国的野生樱花

种类确实不少。这些野生樱花，尤其是特有野生

樱花品种，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也有一部

分分布在东北和华南地区。

我国有野生樱花38种，29种为特有

每年樱花开放的季节，日本都会吸引大量的

游客。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统计，今年 3月向

中国人发放签证 14.6 万个，为史上最高。可以

说，日本无处不在的樱花不仅仅作为一种观赏性

花卉存在，更是像中国的梅、兰、竹、菊一样，成了

一种文化符号。

刘夙告诉记者，唐朝时期，日本受中华文化

影响，比较欣赏梅花，真正开始推崇樱花是在幕

府时期。樱花的开放时间极为短暂，凋谢时又极

为绚丽，漫天飞雪的场景十分壮烈，特别合乎日

本武士道的精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樱

花文化开始发扬光大。

日本观赏樱花中最有名的代表是染井吉

野，日本人对染井吉野极为偏爱。刘夙介绍，

染井吉野树形高大，花瓣又白又密，凋谢时漫

天飞雪，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生动的体现。相

比之下，有些樱花品种比较矮，类似于灌木状，

则不太容易形成壮丽的景观。刘夙告诉记者，

染井吉野在日本的种植极为广泛，每年春天染

井吉野从南到北渐次开放时，日本的天气预报

都会报道樱花开放的前线到了哪里——日本人

将其称为“樱前线”。

文化考
染井吉野成为日本的文化符号

虽然我国在秦汉时期就有了樱花栽培的记

载，但是与梅、兰、菊、牡丹、荷花这些花中名角相

比，樱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

樱花确实偶尔会出现在文人骚客的笔下。

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小园新种红樱树，

闲绕花枝便当游。”李商隐的诗作中有：“樱花烂

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近代也有苏曼殊

的诗句：“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不

过从这些诗歌中也可以看出来，樱花只是作为普

通的花卉出现，并未成为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

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除了文化上的因素外，刘夙认为，最主要的

原因是中国的花卉品种太多了。比如梅、兰、菊

等花卉品种在中国广受推崇，但日本原来却没有

这些花的野生品种，这些花卉从中国大陆传到日

本后，连名字都是汉语的音译。

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

樱花（学名Cerasus ssp.）是蔷薇
科樱属几种植物的统称，樱花每枝 3
到 5朵，成伞状花序，花瓣先端缺刻，
花色多为白色、粉红色。花常于3月
与叶同放或叶后开花，随季节变化，樱
花花色幽香艳丽，常用于园林观赏。
樱花可分单瓣和复瓣两类，单瓣类能
开花结果，复瓣类多半不结果。

据《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统计，中国有野生樱花 38种，约占世
界野生樱花品种的三分之一，其中 29 种为中国的特有品种。刘夙告
诉记者，考虑到世界上 100 多种野生樱花零散地分布在北温带地区，
中国的野生樱花种类确实不少。这些野生樱花，尤其是特有野生樱花
品种，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也有一部分分布在东北和华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