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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常丽君）二氧化

碳排放不断上升会对海洋造成什么影响？最近，澳大

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发表了世界第一份全球性分析，对未来渔业和海洋生

态系统勾勒出一个严峻未来：海洋酸化和变暖可能造

成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大量关键物种数量的减少，甚至

海洋食物链物种崩溃。

据每日科学网 12 日报道，阿德莱德大学环境研究

所副教授伊凡·纳杰克肯和海洋生态学教授肖恩·康奈

尔对已发表的 632个实验数据进行了统合分析，这些实

验覆盖了从热带到北极的多个水域，涵盖了从珊瑚礁、

大型褐藻林到开放海洋多种生态系统。

迄今为止，已有的定量研究通常只集中在单一压力

因素、生态系统或物种。而新的分析则把所有这些实验

结果结合起来，研究整个群体中多压力因素的联合效应，

包括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对气候变化的不同反应。

研究人员发现，生物适应海水变暖和酸化的能力

是有限的，很少物种能避开二氧化碳增加的负面影响，

预计全球海洋的物种多样性和数量都将大大减少。但

微生物是个例外，其种类和数量预计都会增加。纳杰

克肯说，这种海洋“简单化”会给人类目前的生活方式

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对沿海居民和那些依赖海洋食

物和贸易的人们。

从整个食物链来看，在更温暖的水中，最小浮游生

物的初级生产会增加，但这通常不能转化为二级生产

（浮游动物和较小鱼类），这表明在海洋酸化情况下海

洋食物产量会降低。而纳杰克肯则指出，在更温暖的

水中海洋动物的代谢率也更高，需要更多食物，而食肉

动物可得到的食物却更少，因此从食物链顶端向下很

可能会发生物种崩溃。

分析还显示，在更温暖或更酸化或二者兼有情况

下，会对原产地物种造成有害影响。

另一个发现是，酸化会导致海洋浮游生物产生的

二甲基硫醚（DMS）气体下降，而 DMS 有助于形成云，

因此酸化也会影响地球的热量交换。

世界首份海洋分析报告认为

海洋酸化和变暖或导致海洋食物链崩溃
海洋酸化导致健康的珊瑚（A）白化甚至死亡（B）

创新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主题，但对创新的理

解，却有着不同的角度和看法，即便是在创新活动最为

活跃的美国也是如此。10 月 9 日至 11 日，中国旅美科

技协会（CAST）举行第 23 届年会，以科技创新与合作

发展为主题，对创新的内涵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

来自美国学术界的权威人士、科技与政府部门的主管

官员以及创新活动的践行者，对创新的本质，特别是创

新与合作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

创新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目的

美国工程院院长丹尼尔·莫特指出，创新是一种致

力于新的成功现实的文化，要把创新与发明、科学、技

术、工程和创业区分开来。他认为，创新文化主要包含

七个特征：一是要有致力于创新的坚强领导层，这是创

新文化七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二是决策环节最小

化；三是具有可传递性，没有传递就没有创新；四是对

不同人才和创业精神进行评估；五是对“点子”、创造性

和非常规进行评估；六是行动迅速、准备充分；最后是

甘于接受失败。

他强调，创新组织的文化必须将各个方面能够产

生相互利益的要素联系起来，特别是要关注极其重要

的全球发展问题。

创新离不开合作特别是国际合作

200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马瑟博士在

会上介绍了天文和太空望远镜发展进程及最新研究

情况。他指出，100 多年来，太空望远镜性能不断提

高，对人类认识和探索太空和外太空之谜起到了极

大作用，而天文望远镜乃至其领导的、目前正处于研

发之中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无不凝结着科学家的共同智慧。他指出，科学活动

离不开创新，创新成果给科研工作注入了活力和更

多便利的条件。

弗吉尼亚州是美国与中国开展经贸和文化合作最

早的地区，该州议员和州长代表均肯定了美中合作对

促进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他们认为，美中两国的

合作，可以为科技相关领域的创新活动带来更大促进，

对双方有益。

中国驻美使馆公使吴玺明确指出，近年来中美科

技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压仓石。

海外华人拥有独特的创新优势

CAST 会长宋云明博士告诉记者，在技术及技

术研发活动全球化的今天，旅美华人科学家不仅掌

握美国科技发展情况，也了解中国技术发展需要。

作为拥有 8000 名各行业专业人士的协会，CAST 一

直致力于促进旅美华人和华裔科技人员，在中美两

国乃至世界大舞台上发挥特长，积极开展创新和创

业活动。

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李凯，因其与人

合创的数据存储公司于 2009年被 EMC公司以 21亿美

元高价收购，成为美国华人科学家创新创业的榜样。

他认为，技术创新在于对新事物的发现和坚韧，要有勇

气打破常规；在创业过程中，则要经得起各种考验。为

此，他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破坏性研究与创新”的

概念与研究进展。

（科技日报华盛顿10月12日电）

创 新 是 一 种 文 化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第23届年会侧记

本报驻美国记者 田学科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13
日电 （记者王小龙）发表在

《自然—通讯》杂志上的一项

最新研究表明，火星上那些圆

形的鹅卵石并非一直位于目

前位置，它们曾在一条河流中

被转移了几十公里。这项研

究所使用的一种新的研究方

法，可能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火

星沙丘活动的认识，估测出其

他行星上鹅卵石或小颗粒移

动的距离。

不久前，“好奇”号火星车

在火星岩石地貌中发现了不

少圆形的鹅卵石，表明这颗红

色星球或许曾经拥有过小溪

或河流。重建研究发现，这些

鹅卵石是在沿一个河床滚动、

滑动和跳跃的过程中变成圆

形的，但一直没有人能估算出

这些石头到底移动了多远。

鹅卵石的形状可被用来

推断其被水转移过程中所损

失的颗粒质量，这一质量损失

等 于 鹅 卵 石 所 经 历 的 移 转

量。因此，鹅卵石的形状与其

移动距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因果关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地

球物理学家道格拉斯·杰尔马

克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一颗

鹅卵石移动的距离仅仅通过

它 的 形 状 就 可 以 被 估 计 出

来。在用模型来解读在火星

岩层中发现的鹅卵石之前，他

们对波多黎各和美国河流中

转移的鹅卵石进行了实验和研究，并证实了这一设想。

杰尔马克认为，当此项研究与未来分析被风转移的

颗粒工作相结合时，还将有助于帮助人们提高对火星上

沙丘活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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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 （记者林小春）中

外科学家 12 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

他们已经绘制出小豆的基因组草图。这将有助于从

基因水平上分析小豆性状，培育更多小豆新品种。

北京农学院和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利用第二代测序技术完成了小豆全基

因组的测序，组装出了高质量的小豆基因组框架图，

结果显示小豆有 3.4万多个基因。研究人员还分析了

小豆与其他已知豆类基因组的进化关系，结果显示小

豆与菜豆亲缘关系最近。

研究人员测序分析了 49 份野生小豆、半野生小

豆、栽培小豆的基因，证实半野生小豆与栽培小豆的

关系近于野生小豆，说明半野生小豆是小豆驯化过程

中的初始农家品种。

小豆不同于大豆等其他豆科作物，脂肪含量非常

低，平均仅为 0.59％，而总淀粉含量较高，平均为

57.06％。与此相比，大豆淀粉含量为 25.3％，而脂肪

含量多达 22.5％。新研究表明，相关基因的转录水平

差异导致了上述差异。

研究负责人之一、北京农学院的万平教授告诉新

华社记者：“小豆是中国传统小杂粮，研究基础薄弱。

通过基因组测序、组装和基因注释，将促进小豆重要

农艺性状基因的鉴定与克隆和分子育种，提升中国小

豆的研究水平，加快小豆的遗传改良。”

万平、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凌

宏清、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王俊以及国际半干旱热带作

物研究所的拉吉夫·瓦尔什尼为研究报告的共同通讯

作者。

小豆俗名红小豆、赤豆等，它起源于中国，早在1.2

万年前已被驯化。小豆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补血

的营养食品，其中人体必须的 8种氨基酸含量是禾谷

类作物的2至3倍，富含B族维生素、铁、钙等矿物质和

萜类、异黄酮、皂苷等生物活性物质。现代医学研究发

现，小豆具有降血糖、降血脂、减肥和抗癌等作用。

中外科学家绘出小豆基因组草图

新华社东京10月12日电 （记者蓝建中）皮肤癌

患者体表的癌细胞正在如何变化？要是能直观地看

到这些“原生态”癌细胞就好了。为了实现这一愿望，

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癌细胞可视化技术，有助于

直接分析患者体表组织内的癌细胞。

大阪大学石井优教授领导等人开发出的这一技

术，借助能标识癌细胞的荧光分子，利用特殊的显微

镜进行观察，不仅能从皮肤上发现癌细胞，还能揭示

癌细胞的恶性程度。

研究小组注意到，每种癌细胞都有易与其结合的

抗体，如果给这些抗体附加上荧光分子，在皮肤表面

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就有望看到一个个癌细胞。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小组在老鼠皮下植入乳腺

癌细胞，然后给易与乳腺癌细胞结合的抗体“加挂”荧

光分子，再注射到老鼠体内，结果从老鼠体表成功观

察到其皮下的乳腺癌细胞。

研究小组认为，如果能观察到癌细胞的形状和活

动，通过与癌组织资料比对，就可以评估肿瘤的恶性

程度。目前，诊断癌症时常需切片采集癌组织并通过

显微镜观察，但如果操作不当，这会导致肿瘤扩大。

而利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进行诊断时，则容

易遗漏转移的小病灶，并且无法判断癌细胞是否容易

转移。

这一研究小组日前说，他们今后准备对皮肤癌、

乳腺癌等位于身体表面的癌症继续开展研究，争取在

5 年内制作出检测仪器样机，此外还打算结合内窥镜

技术，将这种观察癌细胞的新方法用于诊断胃癌、肺

癌等体内深处的癌症，力争 10年后达到实用化水平。

新技术有助直接观察皮肤癌细胞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10月13日电 （记者冯志文）

由国际宇航联合会（IAF）、国际宇航科学院（IAA）、国

际空间法学会（IISL）和以色列航天局（ISA）共同举办

的第 66 届国际宇航大会 10 月 12 日上午在以色列耶

路撒冷开幕，来自全球 58个国家和地区的宇航局、航

天科技公司、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 2000多名代

表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大会以“太空——通向人类未来之门”为主

题，由各项会议、专题研讨、各国航天成果展览三大部

分组成。大会围绕空间科学与空间开发、太空技术新

应用、太空探索与人类生活等多个议题，将进行 7 场

国际宇航联合会全体会议、3 场专题讲座以及多个研

讨展示活动。

来自中国国家航天局、宇航学会、科技集团、高校

的 50 多位代表参会，中国企业轩宇空间科技和德宇

航技术公司也携最新技术亮相展会。在大会最终收

录的各成员国论文中，中国代表团以 240 篇位居第

二，美国代表团第一，共有 290篇论文被收录。

第66届国际宇航大会在以色列开幕

在旅美华人科技协会23届年会上，宋云明会长正在向美国工程院院长莫特教授赠送纪念品，感谢其长期
以来对中美联合科技创新与合作的支持。 本报记者 田学科摄

中国自主研制埃博拉疫苗在塞拉利昂启动Ⅱ期临床试验
10月10日上午，第一名受试者在接受塞拉利昂当地医生注射中国研制的埃博拉疫苗。塞拉利昂当地时间10日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重组埃博拉疫苗正式启动

在塞拉利昂的Ⅱ期临床试验，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埃博拉疫苗首次获得境外临床试验许可。 新华社发（吴诗坡摄）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记者林小春）中国科

学家 12 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将导致东

亚夏季风雨带北移，从而给中国北方带来丰富的降水，

逆转当地自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的干旱局面。

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杨石岭告诉新华社记者：“简单地说，就是过去几

十年北方的干旱化是短暂的。从地质记录看，全球变

暖一定会使东亚夏季风雨带向西北推进，从而极大地

改善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惠泽数亿人。”

这项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上，并被该期刊评为亮点文章。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东亚夏季风强度持续减弱、季

风雨带逐渐南移，从而导致中国北方干旱、南方洪涝。

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多归因于全球变暖。由于人类

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还将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

了人们对中国北方干旱化的担忧。

杨石岭与同事丁仲礼院士等人对黄土高原末次冰

盛期（距今 2 万年前，是最近的极寒冷时期）以来 20 多

个地点的土壤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以通过对降水敏

感的古植被来重建古季风，从而了解古夏季风雨带对

全球温度变化的影响。

通过分析沉积物有机质中的碳稳定性同位素组

成，他们发现，从末次冰盛期至全新世暖期（距今 1万至

4000 年前），黄土高原 C4 植被（光合作用初级产物为四

碳化合物的草本植物）显著增加，而且 C4 植被生物量

等值线呈东北－西南向分布，跟现代降水量等值线非

常一致。因此，C4 植被生物量等值线的移动可以有效

指示古季风雨带的位置变化。

杨石岭说，末次冰盛期时，黄土高原东南部的 C4

植被生物量为 10％至 20％，而在全新世温暖期，该等值

线（10％至 20％）出现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空间移动幅

度达 300公里以上。这一结果表明，全球变暖导致东亚

夏季风雨带向西北方向推进。

他进一步表示，东亚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降水主

要由东亚夏季风带来，夏季风所到之处通常会带来降水，

从现代降水的雨量等值线来看，主要呈现出东北－西南

带状分布的降水等值线，尤其是中国北方。季风向北方

推进，北方干旱－半干旱区降水就会增加；季风向南方撤

退，北方地区就会大旱，南方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他说据此可以推断，“如果全球增温持续下去，季

风雨带目前南撤的趋势会逆转，长时间尺度上一定会

向北推进，我国北方的降水将显著增加。这为评估全

球变暖对我国北方气候和生态脆弱带的影响提供了科

学依据”。

全球变暖将给中国北方带来更多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