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然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利
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
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下，生物多样性
丧失严重。据联合国报告显示，目前约
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东北亚作为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如何在严峻形势下打造协同发力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

11 月 13 日，东北林业大学牵头成
立了东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联合
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整合校内外优
质资源，通过联合攻关、集成攻关，聚焦
东北亚生物多样性在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战略地位和科学问题，开展基础
性、应用性、保护战略等方面研究，为构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科技力量。据
悉，这是我国首个专门以东北亚生物多
样性研究为目标的科研中心。

东北虎跨境“溜达”，呼唤动物多样
性研究加强国际合作

“虽然之前我们和俄罗斯的科研院
所有很多合作，但是大型猫科动物保护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有一个

包容、合作的研究平台。”东北林业大学
教授、虎豹专家姜广顺说。

“东北虎跨境溜达不用办护照，想来
就来想走就走，有一只俄罗斯虎甚至带
着幼崽游过黑龙江到中国来‘做客’。想
要了解东北虎的扩散规律，需要中俄双
方共享监测数据、联合进行分析。尤其
在东北虎主要猎物的恢复和管理，受伤
东北虎的救护，为补充野外种群、提高遗
传多样性的放归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国
际合作，学习俄方把东北虎从五六十只
恢复到五百多只的保护实践经验。”

动物多样性研究需要加强合作，植
物也不例外。虽然日本、俄罗斯、中国、
蒙古、韩国、朝鲜等国都开展了东北亚
植物分类学的相关研究，但是因各国情
况不同，各研究机构有限分散，缺乏核
心支撑、缺少实质合作，没有形成合力，
传统的植物分类学几乎无人问津。

“当前中国是植物大国，但还不是
植物强国，分类学是植物学乃至生态学
基础之基础，需要加大投入力度、搭建
更广平台。”北京市植物园研究员马金
双说。

物种丰富但却数据贫乏，急需建立
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大大促
进了生物多样性大尺度格局、生物多样
性保护规划等方面的研究。东北亚地
区尽管物种丰富，但却属于数据贫乏区
域，尽管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在生物多
样性数据库建设方面有一些基础，但大
多数国家尚没有比较完整的生物多样
性数据库。

“应实施东北亚植物多样性数字化
计划，建立植物名录、植物分布数据库、
植物性状数据库等，只有更好的数字
化，才能更好地把生物多样性画在图
上，为生物多样性教育、保护、研究和科
学决策服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马克平说。

东北林业大学校长李斌说，东北亚
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
平担任，委员包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东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吉林
农业大学、首尔大学、东京大学、熊本大

学等院所的专家。成立中心就是顺应
国际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立
足长期研究积累、强化跨学科融合，通
过联合攻关、集成攻关，为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
献合作单位的共同智慧。

下设六大团队，科研涵盖生态系统
各类生物

“东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科
研方向把生态系统中各类生物都囊括
了。”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院长孙龙说。

该研究中心下设6个研究团队：植
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动物多样性研究团
队、昆虫多样性研究团队、微生物多样
性研究团队、遗传多样性研究团队和生
态系统研究团队。各研究团队将建立
全面完善的监测与评估体系，提升政策
制定科学性，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和经济
全球竞争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生物多样
性现状、变化趋势以及维持机制等科学
问题，以科研带动高校与地方的人才培
养，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产学研结合，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每年 11 月 14 日是联合国糖尿病
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糖尿病健
康管理”。来自国际糖尿病联盟（IDF）
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
超1.4亿，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每10个人
中就有1个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人数为何增多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及（或）
作用缺陷引起的以血糖升高为特征的
代谢病，其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即
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糖尿病患
者常伴有脂肪、蛋白质代谢异常，长期
高血糖可引起多种器官，尤其是眼、心、
血管、肾、神经损害或器官功能不全或
衰竭，导致残疾或者过早死亡。

糖尿病患者增多的原因是什么？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波认为，
一是饮食习惯、肥胖、环境等因素导致
新发病人数量增加；二是治疗水平提高
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使存量患者数
量增加。

张波介绍，近年来，我国新发糖尿
病患者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两头”（老
年人和年轻人）突出，糖尿病也“盯”上
了年轻人；二是农村糖尿病患者增多，

城乡差别比过去缩小。
调查数据显示，超半数糖尿病患者

并不知道自己患病，而确诊的糖尿病患
者血糖控制达标率也比较低，糖尿病并
发症管理有所欠缺。

不过，通过远程管理进行生活方式
干预等新手段，患者可以节省就诊时
间，提高就诊频次，大大提高管理效率
和效果。而一些新仪器和药物的使用
也促进了糖尿病健康管理水平提高。

“今后，糖尿病管理的目标应是继
续延长患者寿命，同时减少新发患者数
量，做好预防。”张波说。

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该从何入手

“血糖监测需要精细化管理。”北京
协和医院临床博士后刘艺文说，指尖血
血糖的基本监测点为空腹、三餐前和餐
后2小时，如存在夜间低血糖风险，可酌
情加测睡前和夜间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建议每3个月监测一次。

此外，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及合并症
监测需要综合管理。刘艺文介绍，眼
底、肾脏、心血管、神经系统因长期“泡”
在“糖分超标”的血液中，会逐渐出现病
变。这被称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是影

响“糖友”生活质量和寿命的罪魁祸首。
控糖食谱什么样？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肖新华说，主食可选
择升血糖较慢的碳水化合物，少吃粥等
流质主食，适当多吃非淀粉类蔬菜、粗
粮等高纤维食物，减少精加工谷类摄
入，尽量少油少盐。“无糖食品”“0糖饮
料”并非不含糖，大量食用仍可能导致
血糖升高且不易控制。

控糖除了“管住嘴”，还要“迈开
腿”。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李玉秀建议，糖尿病患者每周至少保持
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健步走、
太极拳、骑车等。存在严重低血糖、糖
尿病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严重心
脑血管疾病等情况的患者禁止运动，待
病情稳定、专科医师评估无禁忌后，才
可逐步恢复运动。

血糖正常人群如何做好预防

除了糖尿病患者要做好健康管理，
血糖正常人群也要注重早期预防，防止
变成糖尿病前期。

张波介绍，有一个概念与糖尿病密
切相关，叫做代谢综合征。代谢综合征
有 5 条诊断标准，即高血压、中心性肥

胖、甘油三酯高、高密度脂蛋白低、血糖
异常，其中3条达标就可诊断为代谢综
合征。

“没有血糖异常的人如果其他4条
达标，就可看成是糖尿病前期的高危个
体，需提高警惕。”张波提醒，其实只要
有1条达标，就要引起注意。此外，如果
直系亲属患有糖尿病，那么自己也存在
患上糖尿病的可能性。这部分人群如
果已经是糖尿病前期，就要积极预防和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维持健康的体重、
血压等指标，这样，患病的可能性就可
以大幅下降。

如今，许多年轻人热衷于奶茶等含
糖饮料。张波说，大量饮用含糖饮料，
会诱发并加重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导致
血糖难以控制，持续增高，使人逐步发
展为糖尿病前期甚至糖尿病。

控糖不应等于“恐糖”。糖分是人
体获取能量的最主要来源，如果完全不
摄取糖分，则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专家提醒，科学控糖是健康生活的
一部分，同时也需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加强身体锻炼，如此才能消耗多余脂
肪，提高基础代谢率。

（新华社发）

联合攻关！中外聚焦东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
□□ 科普时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孟姝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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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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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甜蜜的负担”：糖尿病健康管理这样做
□□ 沐铁城 田晓航 彭韵佳

科普时报讯（记者 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科研团队与合作单位组成的
联合研究团队，对类时空间中子的电磁结构进行
了精确的测量，实验结果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光
子-核子耦合问题，还观测到中子电磁形状因子
随质心能量变化的周期性振荡结构。研究成果日
前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自然·物理》杂志。

中子作为核子之一，与质子构成了物质世界
的最主要成分。在它被发现 90 年后，有关其内部
结构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即光子-核子
耦合之谜。该问题源于中子的电磁形状因子的测
量，它是用来描述中子内部结构特别是电或磁密
度分布的重要观测量。1998 年，FENICE 实验首次
测量了类时空间中子电磁形状因子，实验结果表
明，光子-中子相互作用强于关光子-质子相互作
用，与夸克模型理论预期不符。然而，由于中子难
以探测，相关的实验测量比较匮乏，该问题长期未
能解决。

研究团队通过能量扫描方法，利用北京谱仪
BESIII 实验在质心能量 2.0-3.08 GeV 的对撞数据，
精确测量正负电子对湮没到中子-反中子对过程
的产生截面及有效电磁形状因子。研究团队通过
联合中子、反中子在各子探测器的信息，大大提高
选择效率，总的统计量达到 FENICE 实验的 60 倍
以上；通过修正中子、反中子的模拟信息以及中性
过程的触发效率，降低实验的系统误差。从而获
得目前最精确的中子电磁形状因子测量结果。

这项实验结果清楚地表明光子与质子耦合更
强，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光子-核子耦合问题。此
外，研究团队在中子的电磁形状因子分布上观测
到了周期性振荡的结构，其振荡频率与质子相同，
相位接近正交。反常的正交振荡结构暗示着核子
内部存在未理解的动力学机制，可能的解释包括
末态散射效应以及共振结构干涉等。

（中国科大供图）

11 月 13 日，山
东烟台。在山东海阳
东方航天港海上发射
技术服务港的现场，

“力箭一号”箭地合练
试验地面发射支持系
统顺利完成试验。此
次箭地合练试验模拟
火箭从组装厂房装
载、转场运输、发射场
对接和起竖发射的整
个过程，通过合练来
验证整个起竖转运系
统设备装载、转场、对
接、起竖等功能。

“力箭一号”运载
火箭是目前国内起飞
量级最大的固体运载
火箭。它具有发射方
式灵活、快速的特点，
主要用于太阳同步轨
道和其他近地轨道中
小型航天器的单星和
多星组合发射，即将
于 2022年 3月实施

“一箭六星”首飞发射
任务。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