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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9日电（记者张梦然）
英国《自然》杂志 8 日在线发表的一篇植物科

学论文，公布了首个藜麦高质量参照基因

组。这项新成果将促进藜麦的遗传改良和育

种策略，有望提高全球粮食安全。

藜麦是一种营养丰富、无麸质、血糖指数

低的作物，所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纤维、脂

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能和矿物质达到出色

的平衡，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可基本满足人

体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最重要的是，它能

够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生长。

这种植物其实已经有 5000 年至 7000 多

年的食用和种植历史，在上世纪 80年代，藜麦

就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用作宇航员太空食

物。但迄今为止，藜麦仍属于一种利用不足

的作物，为了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还

需要通过育种工作改善其农业性状。

此次，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

学研究人员马克·泰斯特及其同事，检测了智

利沿海的藜麦品种基因组序列以及另外的藜

属品种基因组序列，以表征藜麦的遗传多样

性，理解藜麦基因组的演化。

研究团队在进一步分析中，描述了其基

因组数据以识别调控皂素形成的基因，皂素

是藜麦籽壳中存在的一种苦味分子，必须在

人类吸收之前去除。论文作者认为，他们发

现的基因标记将可用于开发皂素含量低的无

苦味或甜味藜麦商业品种。

在论文随附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美国

佐治亚大学安德鲁·皮特森总结表示，该发现

为加速藜麦的遗传改良打下基础，而其目标

正是保障全球日益增多的人口的粮食安全。

社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各种冲

突：粮食供给不足与耕地有限，需求自然营养

与环境破坏。解决问题的钥匙不会只有一

把，人们在寻求多元化的破解之道。而小小

藜麦能被注意到，正因为它虽是植物，却有接

近人体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在一定程度上

能减少对养殖业的投入，因此这种“金钥匙”

作物的遗传改良，对促进食品安全颇具潜力。

首个藜麦高质量参照基因组公布
可促进作物改良与全球粮食安全

科技日报南京2月 9日电（记者张晔）2

月 9 日在线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的一项

成果，展现了前所未知的“劫后余生”场景。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张元动研

究员、马俊业副研究员、英国威尔士国立博物

馆 Botting和 Muir博士、浙江省地调院汪隆武

高工等组成的团队，在浙江安吉发现奥陶纪末

的特异埋藏化石群——安吉动物群，揭示了奥

陶纪末的生物大灭绝后的奇异海洋生物世界。

发生于奥陶纪末的生物大灭绝事件（距

今 4.45 亿年前）是显生宙以来的第一次大规

模生物灭绝事件，在短时间内导致当时海洋

生物 85％的物种灭绝（当时陆地生物尚未进

化成型），生物群落结构瓦解。由于灭绝期和

残存期的时限短暂，记录残缺不全，我们往往

难以拥有足够证据来重建当时的场景。

安吉动物群产于浙江省北部的安吉县杭

垓镇和孝丰镇，主要分布在赋石水库岸边。

目前，在水库周边 100 平方公里范围内，从至

少 7 个地层剖面的同期地层中发现了该动物

群。该动物群以底栖固着的海绵动物占绝对

优势，属种异常丰富，同时也有一些底栖生活

的节肢动物、棘皮动物，以及死后沉落海底并

一起埋藏的笔石、腹足类和鹦鹉螺等浮游、游

泳生物。在其他时期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后的

残存期也同样出现丰富的海绵化石。

安吉动物群的发现，揭示了大灾变后的

残存期海底并非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沉寂和荒

芜，在海洋深处仍有丰富的多门类、多生态的

生物繁衍生息。

生物大灭绝“劫后余生”啥样

安吉动物群重现4亿年前景象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合肥2月9日电 （记者吴长
锋）2月 8日晚上 10点 45分左右，安徽省铜

陵市铜官区铜官大道附近的恒兴化工厂发

生爆炸。从网友发布的现场视频看，巨大

的火球腾空而起几十米高之后化作黑烟，

而下面的火焰又源源不断形成新的火球，

整个厂区被火光照得亮如白昼。当时附近

不少居民第一反应都“以为地震了”。

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公安、安监、环

保、120 急救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第一

时间在现场成立指挥部，组织开展应急救

援、现场处置。经消防官兵全力施救，火势

于 23 时 10 分得到有效控制，23 时 57 分彻

底扑灭。铜陵市政府有关部门表示，事故

没有造成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没有造成

人员死亡，有两人被玻璃划伤，已经到医院

救治。

记者从铜陵消防部门获悉，爆炸现场

当时共有两个着火点，分别是危化品仓库

和一座 200 立方米的储油罐。现场火势凶

猛，伴随不少浓烟。消防官兵动用多个高

压水枪，分组对两个着火点进行扑救。灭

火的同时，消防官兵还分组对着火点附近

区域的化工原料和易燃易爆物品进行隔

离，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经过紧张救援，

两处着火点的明火被成功扑灭。

据悉，铜陵恒兴化工公司是一家民营

企业，正处于停产状态。初步判断，事故是

恒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一座 200 立方米装

有高沸点溶剂油的储油罐发生爆炸引起

的。具体事故原因目前尚在调查中。

记者就此次事件发生爆炸的高沸点溶

剂油是否会造成泄漏毒害等问题，向合肥

工业大学化工学院专家进行咨询。专家介

绍，高沸点溶剂油一般是指油漆溶剂油、油

墨溶剂油等其沸程为 140℃—200℃，其蒸

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

热能引起燃烧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

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

着火回燃。

2月 9日上午，铜陵再次发布通告，称 8

日晚爆燃事故经排查，未造成环境污染。

截至 9日 15时，尚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各

项大气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消防用水全

部进入企业应急池，并未发生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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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首个全国性国土开发与保护的

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国务院印发的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很多内

容可能会出现在 2017 年高考试卷中，如对于

美丽国土，强调“五大保护”：环境质量、人居

生态、自然生态、水资源、耕地资源，以及强调

蓝色国土、横轴纵深推进——可以说“上管

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在环境质量保护方面，重点是针对开发

强度比较高、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集聚区，特

别是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区域

的保护，开展以大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为主

题的保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严格限制高

污染项目，严格用水总量控制。

在人居生态保护方面，对重点开发的城

市群地区，加强对城市绿地和人工湿地的保

护，同时推进河湖水系的连通，加大地质灾害

的防治。在农村人居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严

防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加强农

村的自然生态保护，重点是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严格禁止

不符合主体功能的产业项目落地。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一是水源涵养区、江

河源头和湿地保护，特别是推进生态脆弱河

流和地区的水生态修复；二是科学制定陆域

污染物的减排计划，防止陆域排放对水质造

成的影响和破坏；三是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的要求，合理确定开发规模，调整产业结

构。严禁挤占生态用水；四是加强水资源节

约利用，2030 年全国用水量大概控制在 7000

亿立方米之内。

在耕地资源保护方面，重点是两条：一是

严守耕地红线，通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国家

划定了 15.46 亿亩，严格保护不能突破，以保

证国家粮食安全。二是严控非农业建设占用

耕地，通过盘活存量，减少对新增耕地的占用

等措施，同时通过改进占补平衡，实现占用和

补充耕地的质量和数量的一致。

针对长期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损害，国

土修复势在必行。纲要的主要内容，最简洁

的概括就是 6个字：开发、保护、整治。纲要提

出的综合整治，核心是按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要求，进行城市化地区综合整

治、农村地区综合整治、生态功能区综合整

治、矿产资源集中开发区综合整治及海岸带

和海岛综合整治。

纲要重点对于人口集聚区的大气污染防

治提出要求，一是要优化产业结构，结合“三

去一降一补”，淘汰一批污染性企业，特别是

针对造成大气污染的行业，通过优化产业结

构、产业转型升级，减少对污染物排放。二是

加强污染治理，规定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通过

科技手段加强调查监测和治理。

令人眼前一亮的提法，还有国土“轴向开

发”，特别突出“横轴”：纲要在强调南北轴向

发展同时，更加关注东西轴向的开发，引导人

口、产业和城镇向开发轴带和开发中心集聚，

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公共服

务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均衡配置，特别是加

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

区扶持力度，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城乡一

体发展。

对我们的国土来说，东西横轴就涉及辽

阔的大海。纲要强调以陆海统筹推动国土开

发向纵深发展，强化海洋作为蓝色国土、便捷

通道、资源基地和国防屏障的重要作用，将陆

海统筹发展的区域范围由东向西纵深推进，

从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资源开发、环境保护

和防灾减灾等方面构建良性互动的陆海开发

格局，促进陆海联动，建设海洋强国。

纲要特别注重发挥沿海轴带连接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

以使沿海轴带成为促进陆海统筹、全面深化

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经济轴带。这样一

来 ，更 多 内 陆 地 区 将 名 正 言 顺 地 成 为“ 沿

海”地区。蓝色国土就在我们每一个国民

心头——真正的海洋大国，就应该是这样子。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大海
——解析《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科技日报北京2月 9日电 （记者付丽丽
罗晖）近期发布的过度重复药品公告显示，有

129 种药品被 100 家以上的企业同时生产。

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我

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制剂生产国，但 5065

家药品生产企业的产品 97％为仿制药，药品

同质化严重，低水平重复问题突出。9 日，新

药研发迎来重大利好，《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

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下称

《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

《意见》旨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

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提高药品质量疗

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

《意见》指出，要加大医药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加强技术创新，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

技 重 大 专 项 等 国 家 科 技 计 划（专 项 、基 金

等），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

新药及关键技术，提升药物创新能力和质量

疗效；推动落后企业退出，着力化解药品生

产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水平低等问题；支持

药品生产企业兼并重组，简化集团内跨地区

转移产品上市许可的审批手续，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医药产

业集中度。

《意见》明确，要严格药品上市审评审

批。新药审评突出临床价值，仿制药审评严

格按照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进

行；优化药品审评审批程序，对临床急需的新

药和短缺药品加快审评审批；加快推进已上

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对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药品在采购、使用、医保支付等方

面给予政策支持；有序推进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试点，鼓励新药研发。

《意见》提出，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

按罕见病、儿童、老年人、急（抢）救用药及中

医药（经典方）等分类审评审批，保障儿童、老

年人等人群和重大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对防

治重大疾病所需专利药品，必要时可依法实

施强制许可。

国办印发《意见》加大新药研发技术支持
解决药品同质化严重低水平重复问题

2月 7日，科考队员在协力拖曳回收用于
接收信号的线缆。

日前，随着“雪龙”船艉甲板完成三道线缆
和气枪的收回工作，第 33次南极科考队罗斯
海区域海洋地质与海洋地球物理考察作业圆
满完成。在此期间，科考队首次完成罗斯海东
部和罗斯冰架前缘断面地质调查，这也是中国
在南大洋完成的最高纬度调查作业。

新华社记者 荣启涵摄

南极科考
再创佳绩

科技日报青岛2月9日电 （记者王建
高 通讯员陈星华）到 2 月 10 日，青岛海关

“通关服务云”开通服务一个多月，就有近

2000 家企业使用青岛海关“云”平台办理

海关业务并受益。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总经

理翟明深有体会地说，“通关服务云”搭建

了关企互动的集约化平台，原来一名报关

人员每月大约可以办理200票报关业务，使

用“云”平台可以办理 400 至 500 票报关业

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据介绍，2016 年 12 月 12 日，青岛海关

“通关服务云”正式上线运行，企业通关步

入“云”时代。“通关服务云”按照“互联网+

政务服务”理念，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移

动互联等新技术，实现了海关业务查询、舱

单、加工贸易、查验、行邮物品、统计咨询、

电子口岸制卡、化验、报关等海关基本业务

的“一站式线上”办理。

这是青岛海关加强新技术应用建设的

一个缩影。青岛海关在全国海关首创电子

化计税，开发完成“海关微机货物征税处理

系统”，彻底改变人工计税、手开税单的作

业模式，实现了海关征税工作自动化和计

算机管理。近年来，青岛海关把科技创新

作为新形势下实现关区新跨越的重要“软

实力”，深化新技术研究和在各领域的探索

应用，同步推动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两个

轮子一起转”。2015 年，青岛海关成功在

青岛建设北京、上海、广州 3个云计算中心

模拟环境，完成云计算环境在全国海关首

次实际落地。

青岛海关“通关服务云”助力关企互动

据新华社天津2月9日电 （记者周润
健）2月 11日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了，

在这合家团圆的喜庆日子里，人们会吃元

宵、观彩灯和赏圆月。

天文专家表示，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

距离影响，今年元宵节公众赏月之时会发

现月亮比平时要“大”一点。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赵之珩介绍说，月球绕地球转动的轨道呈

椭圆状，因此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并不

恒定。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约 38.4

万公里，最近 36 万公里左右，最远 40 万公

里左右，由于距离不一样，地球上人们眼中

的月亮也就有了大小之分，两者直径相差

八分之一。

“2 月 6 日 22 时月球走到其距离地球

最近点，即，月球绕地球公转轨道距离地球

最近一点。今年元宵节晚间月地距离也就

较近，因而，元宵节当晚的月亮比正常所见

的月亮‘大’一点。”赵之珩说。

天文专家表示，今年的元宵月虽然有

点“大”，但肉眼很难分辨，需要借助天文仪

器，因此，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当晚的月亮

并无其他特别之处。

“ 由 于 今 年 元 宵 月 恰 逢‘ 十 五 的 月

亮十五圆’，因此，在刚刚升起的时候观

赏，还是能明显感觉到月亮大而圆。”赵

之珩说。

今年元宵节月亮有点“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