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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日前发表的一篇

遗传学研究报告，加拿大科学家对相同地域、

不同区域的千名个体所进行的分析调查显

示，暴露于局部环境因子——比如空气污染，

要比遗传背景对调节基因表达和健康有更大

影响。

工业化和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在世界

许多地区导致了空气污染，其中可吸入颗粒

物是许多城市和地区空气的首要污染物，而

可吸入颗粒物主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过去

人们认为，有不同遗传背景（研究某一特定性

状的基因时，基因组中其余的 DNA 组成即为

该基因的遗传背景）的人对环境因子有着不

同的反应，因此个体对特定疾病的遗传率和

患病风险也不同。然而，环境暴露导致的患

病风险和环境暴露与基因组的相互作用，迄

今仍未被人类完全理解。

鉴于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癌症研究所科

学家菲利普·安沃达拉及其同事，从来自魁北

克不同地区的 1007 名实验对象中，搜集并评

测了包括环境暴露、健康、基因表达水平和全

基因组遗传差异信息等数据。

通过调查和分析，研究团队发现，血液样

本中表现出的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大于

遗传背景对基因表达的影响。除此之外，局

部环境空气污染，譬如说细颗粒物（PM2.5）、

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则会调节人体内影响

心血管代谢特征与呼吸特征的基因表达，而

它们可能导致肺部疾病和动脉硬化。

研究团队最后总结称，此次的新发现显

示了局部环境是如何直接影响个体疾病风险

的，同时也发现了遗传差异可以调节个人对

环境挑战的应答。

基因组好比一份乐谱，演奏出怎样的音

乐不仅是乐谱决定。基因与环境复杂互动，

导向生物的健康或灾病，其中道理基本没被

阐明。或许很快，借助大数据的威力，基因检

测可以告诉一个人对他最关键的那些养生秘

诀。此次加拿大科学家的成就是一个开始。

局部环境比遗传背景对基因表达影响更大

在美国宣布将对中国价值高达 600 亿

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时，中美贸易

博弈似乎走向一个奇怪的方向。在世界贸

易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美方代表

认为，中国对可回收品的进口限制已极大

中断了全球废金属供应链的运转，要求中

国取消对“洋垃圾”的进口禁令。

“美国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来提

这种要求的。考虑到垃圾处理的劳动力和

环境成本，目前美国只有废物收集和分类

体系，没有处理体系。”同济大学循环经济

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专访时说，前些年，中国垃圾分解处理的

劳动力廉价，环境标准较低，加上偷排偷

放，导致环境成本低；此外，中国制造业发

达、原料需求量大，于是，大量废物被转运

到中国处理再利用。

“从谁产生谁负责、谁受益谁付费的环

境经济原则来看，美国把废物转移到了中

国，并没有对之负责和付费。”杜欢政说。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固体废物进

口国，平均每年进口固废规模超过 5亿吨。

2017 年年底，中国正式停止进口生活源废

塑料、未经分拣的废纸、废纺织原料、钒渣 4

类24种固体废物，拒绝做“世界垃圾场”。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固体废物

进口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最突出的是

在国外进口废物中夹带了很多禁止类废

物，甚至是“洋垃圾”。在进口废物再加工

利用过程中，也对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

污染和损害。

去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的专项

行动”，对全国 1792 家进口废物加工利用

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结果发现，有 1074

家存在各种各样违法污染问题，比例高达

60%。

李干杰说，“可见在这个领域，违法违

规是非常突出和严重的。并在加工利用过

程中，对环境和公众健康产生了非常严重

的不利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贵屿，这个被称

为“全球最毒”的地方，曾饱受非法进口电

子垃圾拆解带来的危害。从电子垃圾中提

炼贵金属需火烧、酸洗等工艺，由于缺乏环

境处理措施，当地空气中常年飘着令人窒

息的有毒有害气体，排入大量废水废液的

河中鱼虾绝迹，水源被污染不能饮用只能

依靠外来供水……

“正是由于这些突出和严重的问题，中

国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调整优化进口名录，

大幅压减固体废物进口的数量。”李干杰说。

杜欢政是贵屿治理技术方案的牵头

人，他说，经过近 10年的产业结构提升、环

境整治、受害人群救助等，当前贵屿情况才

有所改善，但尚未彻底解决。

杜欢政以废纸为例说，中国从美国进

口废纸，加工成纸箱，随包装好的商品再卖

到美国，美国再将废纸收集、分类，出口到

中国。“美国不但不负担废纸等处理费用，

还从中赚钱。”

据美国废弃金属回收工业协会统计，

2016 年中国共从美国进口了 56 亿美元的

废旧金属制品，19 亿美元的废纸和 4.95 亿

美元的废塑料。巨大的出口额背后是一个

庞大的产业链。美国有 15.5万个工作岗位

依赖于美国对中国的垃圾出口，税收总计

达 30亿美元。

“美国如果要建设废物处理体系，人工

和环境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希望中国能继

续保持原先在垃圾贸易体系中的位置。”杜

欢政强调，中国不能再做世界的垃圾场，如

果美国要求中国继续接受进口废物，就应

该把这部分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

费用给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3月26日电）

取
消
﹃
洋
垃
圾
﹄
进
口
禁
令
，
没
门
儿

专
家
认
为
美
此
举
不
符
合
谁
产
生
谁
负
责
原
则

本
报
记
者

李

禾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李国利 邓孟）
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将再入大气层

烧毁。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 3

月 25 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运行在平均高

度约 216.2 公里的轨道上（近地点高度 208.1

公里、远地点高度 224.3 公里），整器结构完

整，即将再入大气层烧毁。

经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和专业机构分析，

预计天宫一号再入大气层的时间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之间。后续，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官方网站将每日发布有关监测预

报信息。

天宫一号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发射升空，

其定位为目标飞行器，主要服务于后续神舟

飞船，开展技术验证。与神舟飞船相比，天宫

一号为航天员提供的可活动空间大大拓展，

达 15 立方米，能够同时满足 3 名航天员工作

和生活的需要。其前端装有被动式对接结

构，可与追踪飞行器进行对接。

2011 年 11 月 3 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

飞船成功对接，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自主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2年

6 月 18 日，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对

接，这是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航天员

景海鹏、刘旺、刘洋第一次打开了“天宫”的大

门。神舟九号任务中，我国还突破了航天员

手控交会对接技术。2013 年 6 月 13 日，神舟

十号飞船与天宫一号对接，航天员聂海胜、张

晓光、王亚平进入天宫一号，开展了航天器在

轨维修等试验。6 月 20 日上午，王亚平主讲

太空授课，全国 8 万余所中学 6000 多万名师

生观看了直播，这也让我国天地通信能力得

到了进一步验证。

在轨运行期间，天宫一号先后与神舟八

号、九号、十号飞船进行了 6次交会对接，完成

了各项既定任务，为中国载人航天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2016 年 3 月 16 日，天宫一号正

式终止数据服务，全面完成了历史使命，进入

轨道衰减期。

天宫一号即将再入大气层烧毁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网每日发布监测预报信息

科技日报北京3月26日电（王震 记者付
毅飞）记者26日从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获悉，

该部近日成功研制“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辅助

驾驶系统”，凭借方寸几厘米大小的嵌入式芯

片，可以实现对环境的实时准确智能感知，在目

标识别准确率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公开数据显示，智能驾驶目标识别准确

率最高为 90.55％，但处理一幅图片需要 4秒；

二 部 智 能 辅 助 驾 驶 系 统 的 算 法 准 确 率 为

90.05％，处理一幅图片却只需要 0.03秒。

目前，二部团队已突破一系列核心技术，

包括多目标检测与识别、可行驶区域分割、车

道线检测等，并在深度神经网络压缩、深度神

经网络编译工具链和智能加速引擎等方面形

成了技术壁垒。该团队负责人郭睿表示，场

景语义分割是让计算机理解它“看”到的图像

代表什么，而深度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学习自

行提取高层语义特征，排除逆光、向光、阴影、

缺损等因素对目标检测的干扰。

郭睿表示，该团队的工作重心已转向“基

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工程化与

产品化工作，并与相关汽车厂联合开展功能

测试与量产试制，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小

规模量产。

此外，该团队正在研发融合可见光、红外

与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智能传感器，以应对军

用车辆驾驶环境中光线复杂多变、夜间行军

禁止照明等特殊场景，满足军用车辆全天时、

全天候辅助驾驶的需求。该团队在智能感

知、智能决策等方面积累的先进技术，正逐步

在武器系统的目标检测与识别、智能指控等

领域发挥作用。

我国成功研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目标识别准确率达世界先进水平

科技日报昆明 3月 26日电 （记者赵汉
斌）10年前西方学者研究发现，高海拔藏族人

群与低海拔人群相比，血液一氧化氮水平高

出 10 倍以上。因此医学界一直认为，一氧化

氮升高是藏族人群特有的高原适应生理特

征。果真是这样吗？我国比较基因组学研究

人员的一项最新成果澄清了这一假说。

一氧化氮在呼吸等重要生理功能中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但 由 于 以 前 的 研 究 缺 乏

生 活 在 高 海 拔 的 平 原 人 群 和 生 活 在 低 海

拔的藏族人群的相关数据，上述假说未得

到证实。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宿兵实验室，通过与

西藏大学医学院等单位合作，测定了 2000 多

个长期生活在 1990 米至 5018 米之间、不同海

拔地区的藏族与汉族个体的血清一氧化氮水

平。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低海拔汉族个体，

虽然高海拔藏族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一氧化氮

水平，但长期生活在高海拔的汉族个体，表现

出了比同海拔藏族个体更高的一氧化氮水

平。因此，这个结果否定了西方学者提出的

一氧化氮升高是藏族人群特有的生理适应特

征的假说。根据研究结果，他们提出了新的

假说，即“一氧化氮钝化调节”假说。

这个假说认为，藏族人群血液一氧化氮

水平的调控，类似于其血红蛋白的调控。世

居高海拔的藏族，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群

相比有较高的血红蛋白水平，这有利于高原

低氧环境下，机体更有效地运输氧。但高原

藏族人群血红蛋白的升高是有限度的，这源

于机体对高原低氧的钝化反应，从而可以避

免红细胞过度增殖导致的慢性高原病。他们

还通过低氧细胞实验等，证实了藏族人群的

一氧化氮钝化调节，并通过群体遗传和遗传

相关性分析，发现了一系列可能参与一氧化

氮钝化调节的基因。

藏族人群高原适应机制有新说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李大
庆）中科院在重大原创成果上再次取得突破

性进展。3 月 8 日，《科学》在线发表中科院团

队与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合作，首次发现了超

导拓扑表面态，为探索马约拉纳费米子提供

了全新平台；而在此前几天，《细胞》以封面文

章介绍了中科院团队突破体细胞克隆猴这一

世界难题。

26日，中科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

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鸿钧表示：“中科院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取得了一大批重要原创

成果。”

去年，中科院首次发现突破传统分类的

三重简并费米子；光量子计算机成功构建；

首次利用遥远类星体探测宇宙膨胀的历史；

首次构筑了两种具有选择性功能化特性的

新型二维原子晶体材料；首次解析了痒觉信

息传递的神经环路机制；发现了男性不孕不

育的基因突变；青藏高原研究提出了印度—

欧亚大陆碰撞的新模式；提出了第三类霾化

学烟雾的概念模型和理论框架，为大气污染

防控起到先导作用；海斗深渊科考迈进万米

时代，首次获取万米级海洋人工地震剖面数

据，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水下滑翔机最大下

潜深度达到 6329 米，刷新了世界纪录；上海

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成功实现 10 拍瓦激

光放大输出；世界首台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正式启用。

自 2014 年实行“率先行动”计划以来，中

科院进一步凝练、瞄准重大科学目标，促进重

大原创成果产出。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作

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近年来的重大

成果产出进入了“井喷期”，一大批原创性成

果、战略性技术与产品相继问世，我们在一些

重要领域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某些前

沿方向开始并行、领跑。

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催生重要原创成果

3 月 26 日至 28 日,第六届北京
国际智慧农业装备与技术博览会在
北京展览馆举行。本届展会以“高
效、精准、智能”为主题，设立智慧农
业高新技术、智能灌溉、农业物联
网、植物工厂、温室园艺资材五大展
区，彰显现代科技对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图为参展商展示的智能灌溉系
统模型。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智能装备

服务农业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马
爱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近年该区域的野生

动物保护面临重大挑战。26 日在京召开

的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国际会议上，中、老、

柬、缅、泰、越等澜湄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

部门代表，共同启动了澜湄流域跨境野生

动物保护机制，宣布将通过精诚合作，切实

加强该区域的跨境野生动物保护。

这一机制在亚太森林组织的支持下建

立。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鲁德说：“我们倡

导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森林经营理念，森林

保护并不是简单的保护树木，森林是一个复

杂生态系统，野生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营保护森林，必须考虑到野生动物的作用

和需求，这也是我们作为林业组织，‘跨界’推

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原因。”

机制启动后，重点将帮助区域内的经

济体，加强信息的沟通和协调，探索跨境联

合保护、科学研究和生态廊道建设等方面

的合作，同时加强保护部门间的交流学习，

提高能力水平。

另悉，澜湄跨境野生动物保护对话机

制将于 3 月 28 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讨

论并确定机制下具体合作的开展。

澜湄六国加强跨境野生动物保护

江西省南昌市一公园内江西省南昌市一公园内，，白鹭在白鹭在
林间嬉戏林间嬉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彭昭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