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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在 2023 大湾区科学论

坛生物医药与健康分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透露，能覆盖 XBB 变

异株的疫苗有 2 个已经初步被批准，

很快能面世。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咨

询小组对今年的新冠疫苗加强针更新

作出建议，提出新的疫苗应主要针对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变异株 XBB。对

此，钟南山表示，研发针对 XBB 变异

株有更好保护能力的疫苗非常重要。

他透露，目前已经有 2 种针对 XBB 的

疫苗被初步批准，还有三四种很快能

被批准，“研究更加有效的疫苗，我们

是能走在国际前面的”。

“中国研发了很多疫苗，将来再出

现新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就有很好

的储备可以去改造抗原，不管是用

mRNA、纳 米 科 技 还 是 其 他 不 同 载

体，中国都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制

出疫苗。”钟南山表示。

“人类应从新冠大流行中学到包

容和韧性，不能只生活在新冠肺炎的

挑战上，还要看到机遇，在此基础上

发展相关产业。”中国科学院院士高

福表示，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对

药物研发及疫苗提出了新的需求和

方向。他认为，生物医药产业、诊断

治疗、药物疫苗开发是新兴产业、朝

阳产业。

如何发展好相关产业呢？“我们应

该坚持需求、问题和结果导向，同时也

要明白科学没有国界，但技术和教育

是为国家服务的。”高福指出，许多产

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缺乏创新性精神、

创造性思维，导致技术发展较慢，这些

都需要我们好好思考。高福特别呼

吁，投资基础科学研究，能给我们相关

产业带来很大的实力。

高福在演讲中还表示应该把中

医药产业发展起来。“我主张中医药

科学化。中医药和中国人民一起走

到了 21 世纪，但由于近百年来，科学

的发展相对较弱，许多科学技术并没

有运用到中医药当中。我们要抓住

这些机遇，对中医中药进行阐释。”高

福说，此次应对新冠疫情，中医药发

挥了关键作用，比如最典型的三方三

药，背后的科学基础是什么，这些都

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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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 青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2日电 （记者

陆成宽）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

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当日正式

在线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3 版》

（以下简称 2023 版名录）。2023 版名录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48674 个，其

中物种 135061个，种下单元 13613个。

生物物种是大自然中最重要的分

类单元。一个国家的物种名录不仅直

接反映国土上物种数量的多少，还体现

这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生

物物种名录是认识生物多样性的基础

数据，只有本底清楚了，才有可能更好

地进行研究、保护及相关的决策。

2023 年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

单 元 ：动 物 部 分 69658 个 ，植 物 部 分

47100 个，真菌部分 25695 个，原生动物

界 2566 个，色素界 2381 个，细菌界 469

个，病毒 805个。

与 2022 版名录相比，2023 版名录

新增 10027 个物种和 354 个种下单元，

动物界新增 1476个物种和 10个种下单

元，植物界新增 351个物种和 24个种下

单元，真菌界新增了 8202 个物种和 320

个种下单元。真菌界成为本年度名录

中新收录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有效填

补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空缺。

为了推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生

物多样性领域中的应用，在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的科学数据团队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3 版》已成

功完成标准化语义关联，并同步在我国

开放科学数据关联网络平台 OpenCS-

DB 和 国 际 关 联 开 放 数 据 云 平 台

LOD-Cloud 共享发布，成为国内生物

领域正式入驻国际化关联开放数据平

台的权威数据资源。本次同步发布的

语义化名录不仅为我国生物科学数据

语义关联提供标准化的基础数据支撑，

同时也为全球生物资源利用、生物多样

性科研创新和知识发现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应用服务支撑。

据悉，中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发布

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中国生物物种

名录自发布以来已经被广泛采用。自

2018 年新网站上线至今，名录总下载

量超过 8.8TB，在线物种页面访问量超

过 1200 万次，被国内外期刊论文、专著

引用超过 800次。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

者马爱平）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从协议到协力：

复元生物多样性”。记者从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获悉，“十四五”以来，我国以

旗舰物种拯救保护为抓手，持续推进

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大量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栖息

繁衍环境稳步改善。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系统

实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通过就地保护、

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培植、放归或回归

自然等多种措施，亚洲象、雪豹、东北

虎、海南长臂猿、黔金丝猴、藏羚、莽山

烙铁头蛇、苏铁、兰科植物等 300 多种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

中有升。

截至目前，我国华盖木由最初发现

时的 6 株增长到 1.5 万株，巧家五针松

由最初发现时的 34 株增长到 3000 多

株，百山祖冷杉从最初发现时的 3 株成

功野外回植 4000 多株。亚洲象野外种

群增至 300 多头，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

增至 6群 37只，白头叶猴野外种群增至

1300 多只，中华穿山甲分布点位不断

增加，东北虎分布范围从长白山脉扩大

到大小兴安岭，野外种群增至 60 只左

右。朱鹮分布区从 3 个省扩展至 7 个

省，野外种群超过 7000 只。全球圈养

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 698 只，人工繁育

朱鹮种群数量达到 1496 只。通过野化

放归，在多个省份重建了麋鹿、普氏野

马野外种群。

上述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进一步加大对大

熊猫、东北虎、东北豹、亚洲象、穿山甲、

长臂猿、雪豹、苏铁、兰科植物等重点保

护 野 生 动 植 物 的 保 护 力 度 ，确 保 到

2025 年，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种数保护率达到 75%，国家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 80%。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3版》发布

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

科技日报西宁5月 22日电 （记者

张蕴）科技日报记者从 22 日召开的青

海植物名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党的十

八大以来，青海省高度重视野生植物保

护管理工作，科学统筹开展迁地保护和

就地保护，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积极融入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持续开展资源调查、

驯化扩繁、种质资源收集，严厉打击野

生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加大野生植

物保护宣传力度，青海省野生植物保护

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植物物

种丰富，特有物种繁多，植物地理成分

交错，具有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是我国

高原极地特有植物集中分布区和高山

植物区系中心，也是世界上高山植物区

系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青海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

处长张毓介绍，近十年来，青海省不断

加大野生植物保护力度，珍稀濒危野生

植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通过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青海省 75%以上的

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青藏高

原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国家基因库。

青海建成了珍稀濒危特有植物繁

育区 1 处，开展了油麦吊云杉种质资源

采集扩繁研究，完成育苗 10亩 15万株，

野外回归 150 亩。完成了山莨菪、祁连

獐牙菜、唐古特红景天等 13 种珍稀濒

危特有植物种子收集和野外抚育，山莨

菪种植平均成活率 56%。此外，为全面

融入国家植物园体系规划战略布局，编

制完成相关方案并报国家林草局，西宁

国家植物园成功列入《国家植物园体系

规划（2022—2035 年）》，并上报国务院

待批复。同时开展《西宁国家植物园创

建方案》专家咨询，创建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

同时，该省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

切实加强冬虫夏草资源保护管理。青

海省冬虫夏草 8 个主产区分布面积、

寄主种群数量、侵染率等调查研究完

成，并首次对青海省冬虫夏草蕴藏量

进行定量评估。进一步规范冬虫夏草

采集、出售、收购管理，为青海省冬虫

夏草规范化、制度化保护管理提供了

制度保障。

据介绍，下一步，青海省林草局将

全力做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持

续开展野外调查监测，适时修订《青海

植物志》，着手编制三江源-羌塘、祁连

山区域野生植物名录，不断夯实西宁国

家植物园创建工作基础。编制青海省

第一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

设方案，全面启动旗舰植物筛选评估工

作。充分运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开展宣

传教育，引导科学家积极参与植物多样

性科普宣传，全面提升公众参与珍稀濒

危野生植物保护的积极性。

青海75%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5月 20日的北京凉风习习，但城市

副中心绿心活力汇的北京科技周活动

室内主场里却气氛火热。“我家在海淀，

在科技周第一天特意赶过来参观！”一

位市民说。

2023 年（第 29 届）北京科技周于 5

月 20日—5月 31日举办，已成为公众了

解、体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重要窗口。十年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硕果累累，这些科技创新成果

也正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吃的重要性在生活中不言而喻。

如何既让老百姓“吃得好”，又让中国饭

碗“端得牢”？

在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展

台，记者见到了苦瓜、南瓜、小西红柿等

瓜果。特别的是，这里的苦瓜更绿、身

上的疙瘩更多，小西红柿个大体圆、汁

水更丰富。“这是我们的航天育种果蔬

品种。”该公司展台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坐”着太空飞

船，在宇宙射线、微重力等环境诱变因

素影响下产生变异，返回地球后再经地

面培育，形成作物新品种——这便是航

天育种。与传统育种相比，航天育种提

高了变异率、缩短了育种周期，可以在

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创制出优良的种质

资源。

记者了解到，利用航天育种技术培

育出的新优农作物品种，该公司已在北

京、河北、陕西、云南等多个省区市进行

示范种植及产业化推广，实现增产增

收，促进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市场占有

率逐年提高。

吃要吃得放心，住也要住得安心。

发生火灾、地震、危险化学品泄漏等危

险情况时，如何最快、最安全地进入现

场勘探救援？

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展厅，记者

见到了一只像狗一样的机器人。只不

过，这只“狗”的“脑袋”是一条机械臂。

“这是我们的消防四足机器人。”北京市

消防协会会长孙富介绍道，“刚才来参

观的小朋友，都形象地叫它‘四脚狗’。”

这 只“ 狗 ”的 四 条“ 腿 ”粗 壮 有

力。当参展人员用遥控器下达指令

让“狗”跺脚时，记者能明显感觉到地

板在震动。

“这四条‘腿’能让它适应复杂地

形，代替消防人员进入地震、山体滑坡

等地质灾害现场，进行样本采集、现场

勘探等任务。”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四脚狗”由指挥人员利

用 4G/5G 移动网络远程控制，可负载

40 公斤，并辅助救援人员实现运输工

作。它搭载了机械臂、云台相机等设

备，可进行抓取、递送、可见光与红外

数据拍摄等任务，还实现了原图回传、

实时上云、远程操控、实时 AI 分析等

操作,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并降低了

人员安全风险。

科技创新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实习记者 裴宸纬

科技日报青岛 5 月 22 日电
（记者宋迎迎 通讯员梁孝鹏）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东

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莲花山

小学组织学生来到中国农业科学

院青岛特种作物研究中心试验基

地，开展“走进科普课堂、探索生物

奥秘”活动。学生们通过了解生物

食物链知识、观察昆虫波片标本、

探索农作物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等，

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

图为小学生学习生物知识。
梁孝鹏摄

走进科普课堂

探索生物奥秘

科技日报广州 5月 22日电 （记

者叶青）22 日，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鹏城实验室主办的 2023 年大湾区科

学论坛人工智能分论坛——第四届广

东人工智能发展论坛暨 2023 新一代

人工智能院士论坛在广州南沙举行。

论坛上，鹏城实验室发布了鹏城·星云

系统与鹏城·星方数据集。

当前大科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海量

数据研究挑战。海量的遥感数据和信

息产品是全球变化、碳中和、全球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核心科学数据。随着国

内外各种大型巡天计划的开展，海量

的天文数据量及其复杂度都对天文探

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 AI 由

于其理解多尺度、复杂系统的学习能

力，为遥感和天文数据分析提供了新

的工具，有宽阔的应用前景。

星云系统依托具有强大E级人工智

能算力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鹏城云脑

Ⅱ，构建的一个面向遥感和天文的科研

云平台，能提供多域多模态数据智能生

产服务、多域AI+学科算法研究服务、跨

学科协同研究交流服务三大功能。星方

数据集是基于星云系统而生产的就绪数

据，可直接被用于科学研究。

“星云系统和星方数据集将发挥

AI 技术在数据科研应用方面的优势，

致力于围绕水循环、碳循环、城市可持

续发展布局关键技术突破和宇宙起

源、星系演化等领域的研究。可以推

动学科交叉融合，推动 AI for Science

向前迈进，对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

世界、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具有重大

意义。”鹏城实验室云脑使能研究所所

长张伟说。

星云系统以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

程的需求为牵引，聚焦天文和遥感两

大学科，支撑 SKA 国际大科学工程、

GEO 国际大科学组织，为世界科技前

沿的复杂问题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

论坛上，鹏城实验室与国家遥感

中心和广州大学分别签订了合作协

议，将利用星云系统针对空天信息、人

工智能领域发展、参与国际组织等工

作共同开展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的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政策研究。并将围

绕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中的数据

处理部分开展天文、地理、数学等基础

学科领域研究攻关。

鹏城实验室发布星云系统

科技日报长春 5月 22日电 （记

者杨仑）22 日，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在长春航天信息产业园举行西

安航投“秦岭小卫星星座”系列卫星、

“金紫荆”37—38 号星、“霍尔果斯一

号”“哈测农遥一号”“吉林一号”高分

06A 系 列 卫 星 、“ 吉 林 一 号 ”高 分

03D19 星及“吉林一号”平台 02A01—

02星等 41颗卫星的出征仪式。

此次出征的 41 颗卫星将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择期发射。发射任务成

功后，将创造中国航天单次发射卫星

数量最多的纪录，同时也标志着“吉林

一号”卫星星座组网工程成功实现“百

星飞天”的阶段性目标。

本次发射的卫星中，西安航投“秦

岭小卫星星座”系列卫星（“吉林一号”

高分 03D20—26 星）是轻小型高分辨

光学遥感卫星，是“秦岭小卫星星座”

即将发射的首批 7 颗卫星。“吉林一

号”高分 03 系列卫星作为长光卫星第

三代卫星技术研发星，是该公司践行

批量化生产理念的重要成果，具有低

成本、低功耗、低重量、高指标的特点。

“金紫荆”37—38号星（“吉林一号”

高分06A17—18星）是轻小型高分辨光

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高分06系列卫

星是在载荷平台相融合技术的基础上，

按照载荷平台融为一体的设计理念研发

制造的新一代批产卫星，具有快速批产、

智能运行、图美价廉的“快智廉”优势。

“霍尔果斯一号”卫星为高分辨光

学遥感卫星，是霍尔果斯卫星星座的

首发卫星。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是“霍尔果斯一号卫星”的主要

用户之一，该卫星将用于开展农林业

生产、自然资源调查、生态环境监测、

城市综合治理、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防

灾减灾等领域卫星应用。“霍尔果斯一

号”卫星作为“吉林一号”星座后续批

产星的首颗技术验证星，具备高分辨、

高速传输、高机动等特点。

“哈测农遥一号”是我国首颗面向

数字农业的轻小型高分辨光学遥感卫

星，该卫星可为农业资源调查、农作物动

态监测、农业环境及农业品质监测、农业

生产监管、农业保险、农业区域发展规划

等领域提供高分辨率影像数据支撑。

41 颗 卫 星 组 团 出 征

（上接第一版）
在 1 号高炉旁边的中关村科幻产

业创新中心，一家为科幻电影提供数字

内容创作工具的企业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我们采用自主研发的高速同步相

机阵列系统，可在 10 分钟内重建信息

完备的人脸及人体光场信息，将数字人

制作效率从数月提速到数天。”北京元

客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杨艺告诉

记者，在中国科幻大会上，最新的数字

人产品即将亮相，定会刷新大家对数字

内容制作的认知。

此外，为科幻剧《三体》贡献“脱

水 ”“ 三 体 游 戏 ”等 精 彩 画 面 的 北 京

虚拟动点科技有限公司也将在中国

科幻大会上布展最新技术成果。该

公 司 文 娱 部 总 经 理 袁 洋 介 绍 ，围 绕

科 幻 影 视 制 作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了 虚

拟可视化拍摄系统，可对 2D 图像进

行 3D 重 建 ，实 时 驱 动 虚 拟 化 身 ，实

现 数 字 人 物 神 态 、身 体 姿 势 及 行 为

细 节 的 还 原 ，保 证 游 戏 世 界 中 虚 拟

形象实时交互。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区 科 委 主 任 石 磊

表示，中国科幻大会是国内最大、最

权威的科幻文化盛会，也是展示中国

科幻全景的重要窗口。石景山区以

中国科幻大会为牵引，以加速打造京

西“科幻之城”为目标，积极吸引各类

科幻产业主体在石景山区实现集聚

和资源高效转换，助推科幻产业成功

破局、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