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日，成都海关驻邮局办事处的关员在邮包查验

现场查获一批活体昆虫，随包裹邮寄说明书注明这批

昆虫为蟑螂，由德国始发，其体型较国内常见的蟑螂大

出约 3倍，经邮政平邮挂号的方式辗转入境成都。

从鳄鱼龟、野生巨蛙，到绿鬣蜥、红蜘蛛等，近年

来，随着我国一小部分猎奇宠物爱好者的兴起，我国海

关已从各种渠道多次查获外来物种。外来入侵生物究

竟会造成怎样的危害？17 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中

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唐业忠研究员。

此次被成都海关查获的活体昆虫，分装在 4个仿生

态的塑料容器中，共计 40余只。海关人员开箱检查时，

恶臭扑面，黑色、褐色的活体昆虫甲壳油亮、四处乱爬，

令人不寒而栗。

“在世界任何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都有严格的管

理法规，因为它们对当地生态平衡存在严重危害——

主要是破坏食物链的平衡。”唐业忠以外来入侵物种巨

蛙为例介绍说，在野外考察中他和团队常常发现，在沼

泽、池塘等生态圈内，一旦有这种巨蛙的存在，其它生

物几乎消失，“包括小型的蛇、鼠及其它蛙类，几乎全部

被巨蛙吃掉了”。

“究其原因，是这种巨蛙的突然‘降临’，使它因为

没有天敌而处于当地食物链的顶端。”唐业忠说，一些

外来物种之所以在原产地不会破坏生态平衡，而“入

侵”到其它生态圈后便产生严重后果，其根本就是破坏

了食物链的平衡。“比如这种巨蛙生活在美洲时，有一

种密西西比鳄是它的天敌，这种鳄鱼主要以巨蛙为食

物。而将巨蛙引进国内后，天敌的消失，使它得以肆无

忌惮地繁衍。”

唐业忠说，大自然的确具备生态平衡恢复能力，但

由于人类活动的破坏和自然进化的缓慢，遭受外来物种

入侵后，生态系统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自然进化，形

成新的生态平衡体系。“此外，还有很多外来物种，科学家

甚至还无法判断它未来对当地生态圈的潜在影响。”

“不仅如此，运输、饲养外来入侵生物，也具有极高

风险。”据了解，成都海关在此次查获活体昆虫后发现，

其中 3盒已没有生命迹象。唐业忠说，尽管可以通过人

为制造出适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生存环境，但因为运输、

管理不善，造成外来入侵物种泛滥，破坏当地生态的事

件在世界各国都曾发生过。“一些物种逃脱饲养人员的

视野进入当地生态圈后，一方面可能因不适应环境死

亡；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行为、生态变异，带来更多的

潜在危害。比如，过去它们对人类无害，变异后可能就

会有害。”

记者从成都海关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植物检疫法》相关规定，对于邮递国家禁止进境名

录以外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的，需如实向海关申报，

未经检疫不得运递。同时，对于受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野生

植物保护法》等法律保护或属于我国已参加的国际公

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均需提交

相关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才

能查验放行。 （科技日报成都5月17日电）

“海淘”大蟑螂：外来入侵物种不能当宠物
专家称，不仅违法更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本报记者 盛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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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关注转基因

新华社北京 5月 17日
电（记者吴晶 华春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 日上

午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一个没有

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

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

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

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

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

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

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

研究员汝信、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中

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研究员钟君、敦煌研究院

研究员樊锦诗、复旦大学中

国研究院教授张维为、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沈壮海、国防大学战略

研究所教授金一南、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

究员王文先后发言。他们

分别介绍了哲学、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政

治学、文学、法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军事学等学科和领

域的研究进展，并就如何推

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

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认真听取大家

发言，不时就有关话题同学

者们深入讨论。大家发言

后 ，习 近 平 发 表 了 重 要 讲

话。他首先表示，发言的同

志讲得很好，很多是真知灼

见、肺腑之言，听了很受启

发。他向全国广大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 近 平 强 调 ，观 察 当

代 中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需

要 有 一 个 宽 广 的 视 角 ，需

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

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

一 次 重 大 跃 进 ，人 类 文 明

每 一 次 重 大 发 展 ，都 离 不

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

革 和 思 想 先 导 。 现 在 ，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不 断 健 全 ，研 究 队 伍 不 断

壮 大 ，研 究 水 平 和 创 新 能

力 不 断 提 高 ，马 克 思 主 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广大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和回

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

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

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

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

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

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

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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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7 月，一封 134 位著名人士联合签名的倡议

书送到中央，建议在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形势下，成

立一个引导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群众组织——中国

发明协会。倡议者名单中包括：胡锦涛、倪志福、钱学

森、王大珩、袁隆平、屠呦呦……

经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1985 年 10 月中国

发明协会成立，邓颖超题写了“中国发明协会”会名。

发明创造推动着人类的发展，从蒙昧到现代的

整个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发明创造的历史。成立于

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国发明协会 30 年来启创新者

之智，建发明人之家，在调动广大群众中蕴藏的发

明创造积极性，引导和推动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中

大显身手。

搭平台展示发明成果交流创
新思想

30 年来，中国发明协会一共举办了 29 次大型发明

成果展览，其中全国发明展览会已举办了 21 届，国际

发明展览会已举办了 8 届。据不完全统计，共展出发

明成果约 38000 项，成为我国发明创造领域对外展示

的重要窗口，也是发明成果交流的重要平台，促进了

成果转化。

中国发明协会作为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暨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的组织和发起单位之

一，与重庆市政府、科技部、工信部、中科院、工程院以

及军队有关部门共同完成了 12届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和 8 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成效显著，

越办越好。

此外，中国发明协会还帮助企业和发明人“走出

去”，组团参加瑞士、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多国的

发明展览会。30 年来，中国发明协会与世界上近 40 个

国家的发明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从 2006 年起，中国发明协会联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办公室、科技日报社、中国知识产权报社共同主办中

国发明家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 9届。论坛既有政策解

读，又有发明家的经验、理念、成果交流。根据发明人

的需求，中国发明家论坛逐步引入了发明方法、知识产

权、军民融合、创业技能培训，同时还举办创客论坛、项

目发布对接会等环节。 （下转第三版）

启创新者之智 建发明人之家
——中国发明协会成立 30年回眸

本报记者 刘 莉

科技日报南京5月 18日电 （实习生李
亚男 记者张晔）地球最早的大型复杂多细

胞生物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它长什么模

样？18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朱

茂炎研究员课题组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的论文，揭示了距今 15.6 亿年前，已有个体

长达 30 厘米以上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

出现，它们或是植物的先祖。这一发现将地

球上大型复杂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时间提前

了近 10亿年。

生命大约自 40 亿年前在地球上出现以

来，之后差不多 30 多亿年的演化过程被认

为非常缓慢，直到距今 6 亿年前都一直以肉

眼不可见的微型、简单的微生物形式存在。

此次发现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位于

河北迁西县和宽城县境内，大面积露出距今

15亿年前后的“中元古代”沉积岩石地层，被

称为“高于庄化石群”。发现的化石包括带状、

舌状、楔形和长卵形等多种形态类型。“我们

发现最大的舌形化石长达28.6厘米，宽度近8

厘米。另一种带状化石长度可达 30 厘米以

上，宽度可达 4.5厘米，部分标本可见明显的

底部固着器官。”朱茂炎说，“此次发现的多细

胞生物应该是生活在海洋的透光带，依靠光

合作用生长，可以说是植物或海藻的祖先。”

这一新发现打破了“枯燥的 10 亿年”的

说法。此前研究表明，距今 18—8 亿年前的

地球表层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维持

在近乎不变的“稳定”状态,因而被学术界称

为“枯燥的 10 亿年”。高于庄化石群的发现

则表明，这一时期地球的海洋生物出现了高

可达30厘米、宽可达8厘米、类型多样的多细

胞藻类生物，据此可推测伴随生物这种演化

水平的地球环境同样应该发生了明显改变。

迄今最早大型复杂多细胞生物化石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刘海英）美国研究

人员最近发现，仅占玉米基因组1％左右的开放染色质，

决定着将近一半的玉米多样性特征。这一发现使科学家

能够更容易地开展转基因玉米研究，开发出更耐旱或更

高产的玉米品种，从而缓解人类面临的粮食压力。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大多数基因组中的 DNA 链都紧紧盘绕在细胞核

内，如果将人类或玉米细胞中的 DNA 链延展开来会

有 2米长，而在细胞核内，它们被压缩至原来的百万分

之一左右。但也有一些区域的 DNA 链并没有紧紧盘

绕，它们被称为开放染色质，协调着复杂的基因调控

模式。为更好地了解开放染色质的功用，美国康奈尔

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利用一种基

因映射技术，对玉米基因组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培育了 600株玉米苗，从其根、茎和叶片

中收集组织，提取细胞核。他们利用一种可以切除

DNA特定部分的酶来处理细胞核，然后通过数据计算

和统计分析，确定了基因组中的开放染色质。他们发

现，这一小部分染色质包含了大量信息，决定了玉米

棒的大小、形状，玉米粒的淀粉含量以及植株的压力

反应等特质。

康奈尔大学 16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中称，有大约一

半的玉米多样性特征，是由这些开放染色质决定的，

另一半则由其他基因决定，这两部分基因加在一起只

占整个玉米基因组的 3％左右。

玉米是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

一种进行科学研究的典型物种。几十年来，科学家在

玉米遗传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研

究人员表示，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大大缩小玉米育

种和基因编辑所需筛查的基因范围，加快作物改良进

程，开发出更耐旱或更高产的玉米品种，同时也为其

他农作物研究指明了方向，这对缓解日益严峻的全球

粮食问题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1％的基因决定了玉米多样性，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跟人类相处短短两千年，玉米就面目全非，从一种

穗子瘦弱的杂草变成了高个儿的大棒子，还分化出这

么多变种。玉米是现在

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人

类消费的大部分肉和糖

浆都得靠它。找到玉米

的基因靶区，对农业是个

大利好。

开放染色质决定玉米多样性特征
有助开发高产耐旱玉米新品种

“转基因虽然只有 30多

年的历史，却经历了太多的

磨难，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扭

曲得面目全非。”《三联生活

周刊》特约撰稿人袁越，从

2007 年开始关注这个领域，

写过十几篇专题报道和分

析文章。

当下中国可能没有哪项

科学技术像转基因一样引起

如此多的关注和争议，没有

哪个科学问题会因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

掺入而变得如此复杂和敏

感，以致舆论常被左右，乱象

纷生。为什么转基因科学沟

通会变得如此之难？

对转基因知
之甚少

在由科技日报社和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组织的《公众对转基因技

术态度调查》中，听说过“转

基因”的公众，只有 9.1％自

认为对转基因方面的知识

了解“非常多”或“比较多”，

47.5％ 自 认 为“ 比 较 少 ”，

24.9％“非常少”，18.4％“完

全没有”。即便在文化程度

最高的“大专以上学历”人

群中，自认为对转基因方面

的知识了解“非常多”或“比

较多”的也只占 17.7％。

“ 反 对 转 基 因 需 要 理

由。老百姓缺乏专业知识，

只能把目光转向少数意见

领袖。于是，一些组织和少

数专家学者站出来充当意

见领袖，对转基因农业的服

务对象和服务效率都提出

了质疑，声称转基因技术是

大公司赚钱的工具，其潜在

的危害尚未可知。”袁越通

过实地考察和对专家的采

访，最近就此写成了《人造

恐慌》一书。

即使是通过正规的媒

体，对转基因的科学传播也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个别媒体名人的班门

弄斧事实上助长了谣言的

流行和对公众的绑架。谣言的流行已影响到政府的科

学决策，使国家丧失抢占生物技术研发国际制高点的

机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瑞法认为，转基因科学传

播的情况并不乐观。

“我最近做了一个针对媒体的问卷调查，大多都是

报道过转基因，并支持转基因商业化的，考试题只有 5

道题，得满分的只有百分之十几，80％的人对转基因知

识不是特别了解，建议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应该再好好

做做功课。”胡瑞法说。

科普总是不到位

“最了解这个行业的是种子公司的从业人员，或者

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们，但一来不少专家为了说话严谨，

结果反而越说越晦涩，一般人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而不少公司的员工存在利益冲突，不敢说实话。事实

上，我也不敢在正式发表的文章里讲话，但个人博客里

则可以说点真心话。”袁越说。

“在微信上我经常会读到关于转基因的各种谣言，但

是科学家和科学团体对此反应是比较慢的。”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祖华说。（下转第三版）

转
基
因
沟
通
为
何
总
不
在
一
个
频
道
上
？

—
—
《
公
众
对
转
基
因
技
术
态
度
调
查
》
解
读
之
二

本
报
记
者

马
爱
平

5月17日，由济南重工集团设计制造的山东省首台大直径地铁隧道盾构机“开拓一号”顺利完成组装调试，验收下线。“开拓一号”开挖直径达6.68米，总长85米，总重
超过500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它集机、电、液、光、传感、信息技术等于一体，尤其是采用土仓光学成像可视化技术，解决了“黑箱”运行问题，大大降低作业风险；还配置激
光测量导向系统，精度可达每公里两毫米，满足隧道施工线路测量和纠偏的要求。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