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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恐龙是公众
最为熟知也最为着迷的一类古生物，其灭
绝之谜一直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9月20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获悉，基于自然生态系统演化对
恐龙多样性影响的研究显示，物种多样性
持续性衰退是导致恐龙走向灭绝的主要原
因。研究成果日前以封面文章发表在国际
综 合 性 学 术 期 刊 《美 国 科 学 院 院 刊》
（PNAS）。

陕西山阳盆地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具备
研究晚白垩世－古新世恐龙灭绝之谜的陆
相盆地，恐龙蛋则是恐龙在地球上繁衍生
息的主要载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单
位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在陕西山阳盆地

系统地采集了1000多件原位埋藏的恐龙蛋
和蛋壳标本，为解答恐龙灭绝之谜提出了
新的认识。

为了确定山阳盆地恐龙化石所在地层
的地质年代，团队在山阳盆地开展了详细
的磁性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和旋回地层学
研究，从而确定了山阳盆地不同层位的地
层年龄。而为进一步提高地层的年龄精
度，研究人员利用天文轨道调谐方法在磁
性地层学结果基础上，对地层年龄进行了
10万年分辨率的划分。至此，研究人员获
得了山阳盆地44个连续恐龙蛋化石层位的
高分辨率年龄，为分析白垩纪末期恐龙多
样性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提供了可靠的年
代学基础。

年代学结果显示，山阳盆地恐龙化石
分布的时限是 6824 万年到 6638 万年前，

表明山阳盆地内的恐龙多样性在其灭绝前
的约 200 万年间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综合秦岭东部其他晚白垩世盆地，以及山
东莱阳、广东南雄等地发现的恐龙化石，
研究人员发现在7200万年前后中国的恐龙
多样性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趋势，这与北美
西部的恐龙化石分布特征有相似之处，因
此该研究认为恐龙多样性在晚白垩世的降
低很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这项研究成果为认识恐龙的灭绝过程
和机制提供了新的依据和视角：在晚白垩
世时期，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和恐龙自身的
协同演化，恐龙多样性发生了持续性衰
退，降低了恐龙这个类群的环境适应能
力，并导致其无法从由德干火山爆发或小
行星撞击等重大灾害事件所引起的环境剧
变中生存和复苏，从而最终走向灭绝。

物种多样性衰退导致恐龙走向灭绝

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北极狼满“百日”

克隆，为拯救濒危物种提供可能？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9月19日，世界首例体细胞克
隆北极狼迎来自己的“百日宴”。
经过保育人员百天的精心照顾，它
体态特征明显、健康状态良好。

今年6月10日，世界首例体细
胞克隆北极狼在北京呱呱坠地。克
隆北极狼的供体细胞来自于哈尔滨
极地公园引进的一只野生北极狼的
皮肤样本，卵母细胞来自于一只发
情期母犬。科研人员将卵母细胞进
行脱卵丘和去核处理，再将供体细
胞注射到去核卵母细胞的卵周隙，
体细胞核与去核的卵母细胞重新构
建成新的胚胎。代孕母体则是另一
只比格犬。

“动物克隆是一种通过核移植
过程进行无性繁殖的技术，就是将
被克隆对象的一个细胞经过显微手
术移植到契合卵母细胞中，在适当
条件下可以重新发育成一个正常的
克隆胚胎。”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
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赖良学告
诉科普时报记者，克隆胚胎被移植
到生殖周期相近的代孕母的子宫或
输卵管中，就可以继续发育成为一

个正常的动物个体。这个动物个体
就是克隆动物。

克隆动物和被克隆的动物完全
一样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余大为解释说：

“二者具有一致的基因序列，因
此，完全由基因决定的性状都是一
致的。比如某些外貌特征、身体结
构、先天能力等。”余大为提醒，
但克隆动物无法做到百分百复制，
后天形成的记忆是不能被克隆和保
留下来的。

通过克隆的野生动物能繁殖后

代吗？“克隆技术是不同于自然生
殖的繁育方法，尤其是对种群较
少，生殖细胞提取较为困难的动
物。克隆技术是保护基因多样性，
提高种群数量的有效方式。”赖良
学进一步解释，克隆技术产生的个
体，依然具有繁殖能力，克隆产生
的个体生命状况与普通个体无差
异，是可以形成有繁殖活性的配子
的，只要受精卵发育完好，克隆动
物可以有后代。

赖良学还称，濒危物种在某地
或全部消失后，利用冷冻等技术保
存下来的细胞进行克隆生成新的生
命体，是带回和拯救许多物种的重
要途径。“比如，西班牙科学家在
2003年成功克隆出已经灭绝的布卡
多野山羊；2020年，科学家们克隆
出一只黑足鼬，它是生活在北美的
濒危物种。”赖良学举例。

从世界上第一个哺乳动物克隆
体“多莉”开始，克隆技术为拯救
濒危物种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随着
基因科技的发展，克隆相关技术的
应用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克隆技术为濒危野生动物的保
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对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很大贡献。”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动物
资源研究所所长、国家实验动物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争鸣表示，
克隆技术已经问世多年，其应用层
面十分广泛，世界首例克隆北极狼
的诞生，将对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和
濒危物种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北极狼是起源于30万
年前的冰河时期幸存者，有着驰骋
于极寒雪域的生存能力，野性十
足，更是身披“银光战袍”的闪电
捕猎者。但其生存空间也不断遭受
着侵蚀。北极狼的主要天敌是人
类，其面临濒危的境地，主要的威
胁是偷猎者，每年至少有200只北
极狼被杀。北极狼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

目前，利用克隆犬平台克隆北
极狼的技术已具有很强的应用价
值，第二只克隆北极狼也将于近日
出生。

两年前启动的广西科普大篷车
社会化运行试点项目中，一家名叫
博世科的环保类企业成为试点承接
单位。2020 年以来，该公司累计投
入科普经费 50 多万元，用于科普
大篷车的运营。而为了弥补该公司
科普资源的短缺，广西各级地方科
普机构提供全力支持，利用各级各
类科普资源平台，有效支撑该公司
科普进校园活动，让该公司的科普
事业得到了稳步发展。

一提到科普，人们总会想到这
是政府的职能。广西企业试点运行
科普大篷车，为我国新时代的科普
工作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如何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投入科
普事业？怎样培育壮大科普产业？
如何利用政策杠杆和奖励机制鼓励
和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科普？近日出
台的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指明了方向。

改变“科普投入政府为主”

要实现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两翼齐飞”，经费投入是一个避不
开的话题。

在“新时代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有关情况”的发布会上，谈及
当前的科普经费投入，科技部副部
长李萌介绍，目前科普的经费投
入，政府占大头。“2020年全社会科
普经费只有 170 亿元。这 170 亿元
中 ， 政 府 拨 款 约 138 亿 元 ， 占 了
80%。”

为改变这一局面，《意见》 提
出，今后要构建科普工作的多元化
投入机制。一方面，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保障对科普工作的投入，将科
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依法制
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的政
策措施。另一方面，鼓励通过购买
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
支持科普发展。

李萌说，今后要鼓励和引导社
会资金通过建设科普场馆、设立科
普基金、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
动，投入科普事业。

上述广西科普大篷车案例中，
企业和政府“双向投入”的实践就
体现了双赢：一方面，政府调动企
业等社会化力量，有效增加了科普
资源的供给，壮大了科普队伍和市
场化力量；另一方面，企业也借科
普工作拓宽了合作平台，“引流”
效应带动提升知名度，推动企业运
营发展。

在此基础上，广西还将科普大
篷车社会化运营模式推广至流动科
技馆项目，进一步促进流动科普多
元化发展，为更多企业参与科普建
设、加强自身运营能力提供了平
台。迄今已有5家企业参与运营流动
科技馆，2家企业参与运营科普大篷
车，科普和经济互为反哺、相得益
彰，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企业在科普领域大有可为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科
普是 《意见》 的一大亮点。”参与

《意见》 编制工作的科技部人才中
心副主任陈宝明在接受科普时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科普多数时候
属于一种公益性质的事业，国家
层面的科普工作是有重点有导向
的，在投入方面主要起到引领的
作用，更多的时候，科普还得靠
社会投入。

陈宝明认为，科普也是国家创
新体系的一部分，科学普及与科技
创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企
业作为创新主体，在科学普及领域
大有可为。“企业可以结合自己的产
品、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方向来做
科普，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可能又
会进一步找到新的创新方向，进一
步拓宽受众市场。”

（下转第2版）

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科普持续发力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解读之二

□□ 科普时报记者 罗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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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9 月 15 日，
在“同上一堂科学课”航天主题科学课上，航天英雄、中国
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为广大青
少年解密“飞天的奇幻旅程”以及“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

“从仰望星空到登陆星球，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见
证了人类的航空航天技术迅猛发展，也让数千年的飞天神话
成为现实。”他激励听课的青少年也加入到逐梦九天的队伍
中来。

中国的“飞天之路”

在“双进”服务“双减”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同上一
堂科学课”航天科学课上，杨利伟从航天的历史讲起。“为
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这是2003年10
月15日，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那一刻，在工
作日志背面写的一句话。自此以后，中华民族迈着雄健的脚
步，开始在浩瀚的太空中昂首阔步，迈出一条条令人刮目相
看的“飞天之路”。

“早在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
被确定下来。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三批航天员的选拔，其中
前两批航天员主要来自空军飞行员队伍，第三批航天员的来
自空军、大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杨利伟对在场学生说，
相信不久的未来，你们中间也一定会有人是其中的一员。

“相当于再念一个本科”

杨利伟的鼓励和期盼让线上线下的青少年心潮澎湃，但
作为一个特殊职业，航天员选拔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经过
大量的训练才能执行任务。

杨利伟说，航天员的选拔周期很长，当年第一批航天员
的选拔历时两年，中间有档案选拔、临床体检、特殊因素检
查等过程。“尽管有各种生命保障系统，但是太空是一个高
真空高辐射高温差的环境，航天员需要做很多训练才能适
应，同时还要学习大量的太空知识，十三个门类50多门课
几乎相当于又念了一个本科。”

在分享航天员训练日常之时，杨利伟则以“艰辛”二字
来总结。“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在天上可以自如地行动，背
后其实经过了大量的训练。”杨利伟从自己的经历说起，超重
耐力适应性训练要求过载要达到8个G，“8个G是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8个自己压在身上。”杨利伟打了个比方，“训练的时
候，脸都是会变形的，眼泪也会不由自主往下流。”中性浮力
水槽训练后，很多航天员吃饭时都拿不起筷子。“虽然航天员
是一份高风险的职业，但是我很荣幸自己的梦想能与祖国的
需要相重叠，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太空食谱一周不重样

半个小时的精彩课程内容，杨利伟以趣味的讲授方式，
吸引着学生们时而屏息倾听，时而开怀大笑，孩子们眼睛里
都绽放出好奇的光芒。

在课后的问答环节，针对学生提问的航天员的太空食品
好不好吃、航天员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忌口等问题，杨利伟
介绍，如今航天食品已经非常丰富，航天员的太空食谱可以
做到一周不重样。“正常情况下，大部分食品航天员都能食
用，有些特殊的工作场景则需要注意饮食，比如出舱活动前
航天员不能吃豆子等容易产气的食品。”

针对现场关于载人航天工程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些
影响的提问，杨利伟举例说，现在婴幼儿使用的尿不湿，最初其实就是给
航天员研制的，因为当初航天员穿着航天服去卫生间不方便。“目前，很
多技术也源自航天科技发展，未来空间站将开展大量实验，其成果转化成
民用技术时，将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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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北极狼。
（北京希诺谷供图）

群蝶戏水
自然界中，蝴蝶采花、

蝴蝶吸水画面或许常见，但
蝴蝶撒珠情景却很少见。近
日，在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一群燕凤蝶一边
吸水一边排水，并和忘忧尾
蛱蝶集体聚餐。

戏水蝶群中不仅有我国
最大的鹤顶粉蝶，还有世界
上最小的燕凤蝶。此外，附
近先后共有青凤蝶、黑脉园
粉蝶、绿凤蝶、巴黎翠凤蝶
等约 50 种蝴蝶，闪亮登场，
美不胜收。

图1：镜头下的美景
图2：燕凤蝶撒珠
图3：五彩斑斓

文／图 陈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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