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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日电 （记者陈瑜）

透过 7 层厚的铅玻璃窥视窗，工作人员隔着

1.1 米厚的墙体，通过巨大的机械臂遥控密

闭热室内的机械手，将真实的动力堆乏燃料

元件剪成 2—5 公分长的小段，使被裹在密

闭包壳里的燃料露出“真容”。

9 月 1 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称

原子能院）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设施（放化

大楼）开展首次热试验。该院放射化学研究

所所长郑卫芳说，热试验是后处理技术研发

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环节，意味着我国

首座动力堆燃料后处理研发设施正式启用。

原子能院副院长叶国安告诉记者，核燃

料后处理技术是国际核不扩散重点关注的

对象，也是实现燃料闭式循环的关键环节。

放化大楼是我国重要的核燃料后处理研究

平台，它的投用表明我国在自主研发、掌握

后处理核心技术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先进

后处理工艺技术研发成果进入实际应用前

的关键验证阶段。

本次热试验是我国首次实验室规模、全

流程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热试验，将检验我

国自主研发的先进无盐二循环流程。相比传

统的普雷克斯（Purex）流程，此流程可简化工

艺流程，减少废物量，提高铀钚分离系数。

相关资料显示，按照我国目前核电发展

规模和速度测算，到 2020 年我国将累计产

生乏燃料 7500 吨—1 万吨，2030 年将达到 2

万吨—2.5万吨。

郑卫芳说，先进的后处理技术，不仅可

以从乏燃料中回收可利用的铀、钚等供快堆

使用，更重要的是，它还可将所有高毒性和

长期放射毒性的物质分离出来，以供安全处

置或嬗变处理。

我国首座动力堆燃料后处理研发设施启用

科技日报北京9月1日电 （记者常丽君）美国加

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制

造“类器官”（Organoid）的新技术，能把人类细胞作为

生物“积木”，搭建出更精确的人体组织微模型。这

些微型组织可用于筛选药物，研究组织结构特征对

器官生长或癌变的影响，还有助于将来培养出完整

的人体器官。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8月 31日报道，“类器官”技术

也被称为“DNA编程的细胞组装”（DPAC），能让研究

人员设计制造出上千种类器官细胞阵列，例如，只要

几小时就能造出来人类乳腺模型。

论文高级作者、UCSF药物化学副教授泽伍·伽特

纳说：“我们能利用各种细胞进行编程，让它们定向生

长，控制细胞之间的‘对话’和彼此接触活动。这些细

胞遵守最初编程制定的轨迹互相作用，四处扩展，逐

渐发育成组织。”

研究人员发表在 31 日出版的《自然·方法》杂志

上的论文称，为限定类器官的 3D 结构，他们利用熟悉

的 DNA 分子，并把单链 DNA 小片插在每个细胞外

膜，既作为一种分子搭扣，又是一种“条形码”，指定了

每个细胞在类器官里的位置。带有互补 DNA链的两

个细胞生长接触后，会很快扣在一起。如果 DNA 序

列不匹配，细胞就会继续浮动。细胞还可以用多套

DNA跟多个“搭档”相连。

伽特纳团队还给多套细胞连接特殊“搭档”，把细

胞一层层垒起来，不仅能造出像乳腺这样的复杂组

织，还能把癌变细胞加入到类器官的不同部分进行实

验，以观察其效果。

团队研究生迈克尔·托德亨特说：“这项技术让我

们能在培养皿中造出简单的组织模型，无需在人类身

上做实验，就能探索复杂人体组织的问题。”

“今后，我们会采集癌症病人乳腺不同部分的样

本，做出她们自己的组织模型，作为个体化药物筛选

平台。”伽特纳说，将来有望利用该技术制造出功能

性人体组织，如肺、肾、神经线路等。

新发明可被称为“乐高”版人造器官。与干细

胞生长出的人体组织相比，编程细胞组装更简单

可控，还回避了可能引起的伦理争议。除了药物

试 验 之 外 ，我 们 更 关

心这种简易器官未来

用 于 移 植 的 可 能 性 。

科 学 家 可 以 先 试 试

“编造”一块肌肉或一

块软骨。

“类器官”技术能“搭建”人体组织模型
培养皿中造出的简单组织可用作药物实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回顾那段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共

御外侮的峥嵘岁月，有一个特殊

的群体，他们以爱国情怀和科学

精神为抗战胜利发挥了独特作

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

要向这些抗战中伟大的中国科学

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更要将

他们心系祖国、科学报国的精神

传承弘扬。

回首 14 年浴血抗战，一大批

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千千万万

的国人一起，构筑起一道坚不可

摧的抗战长城。他们或投笔从

戎、义无反顾地走上血雨腥风的

抗日战场，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地 研 制 武 器 弹 药 、通 讯 医 疗 器

械。严济慈、叶企孙、茅以升、钱

临照、翁文灏、陈凤桐、殷希彭、阎

裕昌、汪徳熙……一位位科学家

为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奉献

出全部的智慧、鲜红的热血乃至

宝贵的生命，也将自己的名字镌

刻在不朽的抗战史册上。

忠贞爱国之心让他们为民族

而战为祖国而战。面对极其野蛮

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投身抗战洪

流成为无数中国科学家的自觉选

择。“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

难”。物理学家严济慈全力研究

通讯工具、医疗器械等，供中国及

盟国相关军队使用。著名科学家

叶企孙竭尽所能服务于抗战工

作，组织一批批科研人员参加抗

战。开国少将、病理学家殷希彭

直奔晋察冀，为根据地培训医务

人员。为祖国献身、为祖国奋斗，

对祖国无比深厚的爱在他们的血

液中激情流淌。

科学报国之志让他们倾毕生

所学解国家之难。他们像战士那

样在另一个战场上冲锋陷阵，用

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熊大缜投

笔从戎，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制造

烈性炸药。翁文灏、孙健初、孙越

崎等中国科学家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勘探设计建成

中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缓解了后方严重油荒。农

学家陈凤桐在晋察冀边区推广农业技术，保证抗

战军民自给自足。哪怕条件极其艰苦，他们也要

将平生所学发挥到极致。

坚定必胜信念让他们百折不挠攻坚克难。“中

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

久 ，情 况 多 么 险 恶 ，最 后 胜 利 必 将 属 于 中 国 人

民”。这是当时无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

声。因战事需要，钱塘江大桥被下令炸毁，大桥设

计者茅以升在书桌前郑重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

复”八个大字，并赋诗“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

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以明

心迹。在晋察冀边区，有的科学家被炸断手指，有

的献出生命，但他们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刻苦攻

关，与百姓一起创造了“地雷战”的传奇。

70年来，他们在抗战中所展现出的报国之心、

之志、之举，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锐

意创新，勇攀科学高峰。今天，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更加艰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当前，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这就

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地传承抗战中的科学报

国精神，在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征程

上，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

国梦的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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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1日电（记者刘垠 游雪晴）9 月

2—3 日，预计天安门地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出现

降水的可能性小；3 日上午气温较高，紫外线照射强度

强……北京市气象局 1 日 16 时发布的消息，让不少关

注阅兵天气的人松了一口气。

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对大阅兵来说很理想。中央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说，理想的气温最好不超30℃，能

见度在 10公里以上，风力为 2到 3级。在这种气象条件

下，当空中梯队进行飞行表演时，蓝天白云的天空背景非

常好看。如果云朵能帮忙阻挡部分紫外线，可对皮肤起到

一定的保护；同时太阳对近地面的辐射减弱，中午前后气

温不会上升太快，能保持一个较为舒适的温度，这对参阅

人员尤其现场耄耋之年的抗战老战士较为适宜。

多云但不能低云。阅兵对于天气的严苛还表现

在，最不“喜欢”低能见度以及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航空气象专家张秋荣认为，由于低云云底很低，航

空器一旦入云，在垂直高度上可操作的余量小，势必严

重影响飞行安全。对于下降中的飞机，如果云底高度

低于飞机飞行标准，当它从云底飞出时，发生危险的可

能性就会增大。

何立富表示，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约达一小时

10 毫米以上的降水，受阅方队就会受到较大影响。强

降水会同时影响到能见度，如果能见度低于 1 公里，空

中梯队进行飞行表演时在视物上就有障碍。同时转播

效果也会较差。

当然，阅兵期间最怕的还是雷电、冰雹、短时大风

等“不速之客”来袭。从一天中各时段强对流天气出现

的概率大小而言，午后、傍晚出现强对流天气的概率要

大一些。而天安门广场大阅兵定于上午 10 时开始，相

对来说会好一些。

气温也是纪念活动的高影响天气之一。“人体比较

舒适的温度范围一般在 23℃到 28℃之间。但如果遇上

大晴天，没有云遮挡，紫外线直接射到地面，温度超过

30℃，人就会有暴晒感。要是恰好湿度又较大，会更感

闷热。”何立富说。

3日上午天安门地区天气晴到多云
专家解读气象条件与阅兵的关系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艳）8 月 31 日，科技部党组书

记、副部长王志刚会见了王正本奖学金项目出资人、著

名侨领、美籍华裔慈善家王正本先生，感谢他为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科技管理人才做出的突出贡献。

王正本奖学金项目于 1982 年正式启动，先后资助

了 100余名科技部同志到美国知名大学进修，帮助他们

提高管理才能，开阔国际视野。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

如今已走上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的领导岗位，其中有的

已担任副部级领导职务。他们不仅成为科技管理的核

心骨干，也是驻外干部和后备干部队伍的重要力量。

此次，王正本借回国参加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

兵活动之际，专门安排时间到科技部拜会“老朋友”。

33 年的携手共进，让王正本对科技部同志产生了深厚

感情，更将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科技发展紧密联系在

一起。王志刚向他详细介绍了王正本奖学金项目的发

展情况，并转达了往届学员的亲切问候、祝愿和谢意。

王志刚表示，王正本奖学金项目搭建的国外培训平台，

为科技干部队伍建设和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供了宝贵

机会及难得的学习载体，王先生三十年如一日为祖国

培养人才，其振兴中华的拳拳之心与育人为本的远见

卓识令人敬佩。

王志刚指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步入关

键期，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进

一步提升中美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加强双方科技

人员的交流，意义重大。

王志刚希望王正本对祖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并表示科技部将继续做好王正本

奖学金项目相关工作，充分发挥这一平台作用，培养更

多优秀科技管理人才，促进祖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赤子助梦三十载 古稀犹思育能贤
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会见著名侨领王正本先生

9月1日，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两块LED大屏幕正式亮屏调试。为保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搭建
了两块大型LED大屏幕，大屏幕连同底座高约18米，宽26米，整块屏幕大约有360平方米。 CFP

8 月 26 日，农业部公布了对“加

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提案的答

复函。

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转基因生物的安

全监管”“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四个方

面，答复函梳理了中国监管转基因生物

及转基因食品已采取的措施。

该答复函一出，立即引起广泛

关注。那么，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

标识是如何规定的？定量标识与定

性标识到底孰优孰劣？转基因标

识，成本如何？就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

各国对转基因标
识管理迥异

目前，全世界有 70%的人口居住

在已批准种植或进口转基因作物的

国家中，已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制

订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要求对转

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进行标识管理，

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农业部答复函称，国际上对于

转基因标识管理主要分为 4类：一是

自愿标识，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

等；二是定量全面强制标识，即对所

有产品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

阈值就必须标识，如欧盟规定转基

因成分超过 0.9%、巴西规定转基因

成分超过 1%必须标识；三是定量部

分强制性标识，即对特定类别产品

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阈值就

必须标识，如日本规定对豆腐、玉米

小食品、纳豆等 24 种由大豆或玉米

制成的食品进行转基因标识，设定

阈值为 5%；四是定性按目录强制标

识，即凡是列入目录的产品，只要含

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是由转基因作物

加工而成的，必须标识。

我国是唯一采用定性按目录强

制标识方法的国家，也是对转基因产品标识最多的国家。

2001 年，我国颁布实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列入农业转基

因生物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有明显标识。

2002 年，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

办法》，制定了首批标识目录，包括大豆、油菜、玉米、棉

花、番茄 5类 17种转基因产品。

新 修 订 的《食 品 安 全 法》规 定 生 产 经 营 转 基 因

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并赋予了食品药品监

管 部 门 对 转 基 因 食 品 标 示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的 行 政 处

罚职能。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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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一则 5000 人抢夺草原“软黄金”的新闻，

引起了人们对于野生黑枸杞的关注。“这两年，格尔木

周边野生黑枸杞的盗抢案件比较严重，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我们的资源量稀少，而市场需求量很大。”9 月 1

日，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林业所副所长王占林研究员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野生黑枸杞”为啥遭遇劫难？
王占林：富含花青素，被市场热

炒，但野生黑枸杞具有稀缺性，连片生
长的亩产也不超 20斤

“野生黑枸杞是目前发现的花青素含量最高的植

物，这两年价格越炒越高。”王占林说。

“花青素，清除人体内自由基最有效的天然抗氧化

剂，抗氧化抗疲劳效果显著。”在近年来一直从事黑枸

杞人工栽培的王占林看来，“青海省格尔木、诺木洪地

区的野生黑枸杞，应该是花青素含量最高的”。

黑枸杞，豆粒般大的紫黑色浆果。藏医中，此物用

于治疗心热病、心脏病、降低胆固醇，又具有增强免疫

力等效果。2008年后，黑枸杞被发现花青素超过蓝莓，

被市场热炒。黑枸杞干果从四年前 140元每公斤，增长

到现在的近 500元每公斤。

王占林介绍，枸杞进入采摘期后，采摘野生黑枸杞

每人每天的采摘收入可以达到 300元，手脚快的人最高

可以达到 500元左右。

就像“软黄金”一样的野生黑枸杞，产量却并不

大。“人工种植的枸杞面积太少，整个海西州人工种植

面积 2 万多亩，目前能挂果的只有 1000 亩左右，远远满

足不了市场需求，市场上 95%以上还是野生资源。”但王

占林告诉记者,野生黑枸杞具有稀缺性，“就算是野生黑

枸杞分布集中的地方，集中连片生长又好的地方，每亩

产量也超不过 20斤。”

“由于科研发现了野生黑枸杞的价值所在，就开始

出现盗挖盗采的现象。”青海省森林公安局森保科科长

吕毅告诉记者。

“5000 人不是一次性，其实是一个量的积累。这次

的盗抢事件，通过公安、特警和森林公安联合出警做专

项整治，情况已经得到遏制。根据海西州政府今年 7月

开始执行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野生枸杞保护条

例》，对带头盗采的人该行政拘留的行政拘留，该刑事

拘留的刑事拘留。通过这两天的专项行动，情况已经

有所缓和。”吕毅说。 （下转第八版）

黑 枸 杞 到 底 金 贵 在 哪 儿
人工栽培技术已成熟 亟待大力推广

本报记者 马延芳

图为黑枸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