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春）中科院上海生科

院神经所蒲慕明研究组近日在英国《自然—神

经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与恐惧记忆相

关的杏仁核—皮层突触特异性变化》的文章，

首次揭示了在听觉恐惧记忆中起重要作用的

“侧杏仁核—听觉皮层”新的连接通路，通过在

这个特定神经通路中已存在的突触上添加新

的突触来储存恐惧记忆，发现了恐惧记忆存储

的机制，提示了成年大脑皮层中新突触形成的

基本规律。这一成果将对治疗人类焦虑症、缓

解恐惧创伤遗留症提供有效路径。

条件恐惧是学习与记忆研究中常用的行

为范式。大脑区域“杏仁核”与很多情绪包括恐

惧的情绪控制有关。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的

反向的投射通路“侧杏仁核—听觉皮层”，这种

杏仁核到感觉皮层的投射通路，以前认为仅在

猕猴中存在。研究人员发现选择性抑制此通路

的神经活动可大幅度降低小鼠的恐惧反应，表

明此通路在恐惧记忆中起着关键作用。

研究人员首次用双光子成像技术对小鼠

听皮层的树突棘和轴突小结同时进行在体长

期成像，发现侧杏仁核的轴突小结和听皮层

第 5层细胞的树突棘在恐惧学习 3天之后都

有显著增加。这表明恐惧记忆是通过在侧杏

仁核—听皮层通路中添加突触的方式来存储

的，回答了记忆在哪里和如何存储的问题。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成年动物大脑

皮层中新增突触形成的基本规律：新形成的

突触绝大多数都是在已存在的突触结构上

添加新的突触结构的方式形成，很少有突触

前后均为新形成的“全新”突触。

此项工作在蒲慕明院士的指导下，由中

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的杨扬和刘丹倩共

同完成。

恐惧的记忆为何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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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策划
“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抗虫玉米，最有可能实

现商业化种植，成为转基因产业化的突破口。”日前，

在第五届转基因媒体研修班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万

建民说。

肯定技术安全但又限制产业化。转基因产业化，

已成为中国转基因科研人员心中的隐痛。

一个月前的 8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要推进新型抗虫

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这似

乎让转基因从业者看到了一丝曙光。因此，在此次会

议上，中国转基因产业化的需求、面临的问题及究竟该

如何实现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

产业化关键在于产品质量是
否过硬
“转基因一定会实现产业化，但突破口在哪儿？”一

位与会者说，如何迈出第一步是关键。

“未来，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和抗虫玉米最有可能

率先批准产业化种植。”万建民说，因为每年我国要进

口 8000万吨转基因大豆，市场需求量大，如果产业化一

旦实现，发展前景非常可观。而且产品相对成熟，具备

国际竞争力。

万建民认为，转基因产业化关键在于产品本身

质量是否过硬，能不能打败传统和国外的产品。比

如说抗虫水稻，完全可以打败国外和传统产品；抗虫

玉米打败传统产品没有问题，能否打败国外产品尚

需评估。

“再就是，转基因产品是否有独特作用，具备舍我

其谁的不可替代性”，万建民说，而且能让消费者直接

感知到其益处。

这也是当前很多转基因从业人员正在积极研发的

热点。万建民介绍，如武汉大学杨代常教授利用转基

因水稻作为“生物反应器”生产出可供人类使用的人血

清白蛋白，由于人血清白蛋白作为人工血浆替代物在

医学上有重要用途，因此非常珍贵，目前该项目已具备

产业化条件。

再就是有利于减肥的转基因水稻——“高抗性淀

粉转基因水稻”。一般大米吃进去后，其淀粉成分会很

快被消化吸收变成糖，而这种大米的淀粉不容易被酶

解，最后只能排出来，它是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士的福

音。此外，还有造福于高血压患者的转基因水稻，它能

让“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抵制剂（ACEI）”在大米中特异性

高效表达，从而起到在人体中促进血管扩张，抑制血压

上升的作用。

“遗 憾 的 是 ，这 些 还 都 没 有 成 熟 的 产 品 。”万 建

民说。 （下转第三版）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突破口在哪里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0日
电 （杨欣 肖建军 记者付毅
飞）记者 9 日从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获悉，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与长征二号 F T2运

载火箭等飞行产品，当日完成

总装测试等技术区各项工作，

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任务正

式进入发射阶段。后续将在

发射区开展飞行器、火箭功能

检查和联合测试工作。完成

最终状态确认后，火箭将加注

推进剂，计划于 9 月 15 日至

20日择机发射。

8 时 35 分 ，器 箭 组 合 体

“站在”活动发射平台上，驶出

总装测试厂房。此时，“天宫

二号”已被包裹在火箭整流罩

里。全箭长达 52 米，相当于

十几层楼高，重达数十吨。

由于火箭还没有加注燃

料 ，此 时 的 状 态 是“ 头 重 脚

轻”。能在活动平台上稳如泰

山，要靠 4条“牛腿”的支撑。

“牛腿”是一种支撑臂，粗

壮、结实，力大无比，记者从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了解到，

它安装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能

把火箭和“天宫二号”稳稳托

住。火箭通过“防风拉杆”与

“牛腿”固定，即使在转场过程

中遇到气流，也能屹立不倒。

经过约一个半小时的行

驶，活动发射平台抵达发射

区。据了解，火箭转场必须匀

速慢行，如果太快，随之带来

的振动会给部分箭上器件造

成损伤。

活动发射平台到达目的

地后，要做到“零误差”定点刹

车。要与地面发射台基座精

准对接，才能保证火箭点火起

飞时平台安稳牢固，如果差之

毫厘，可能谬之千里。为了保

证刹车精度，设计师要提前对所有可能产生的误差进行

精确计算。

转运现场，活动发射平台在接近发射塔架时开始慢

慢减速，到达预定位置精准地停了下来。至此，火箭发

射也进入了“倒计时”。

“天宫二号”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

室，搭载了空间冷原子钟等 14项应用载荷，以及失重心

血管研究等航天医学实验设备，配备在轨维修技术验证

装置、机械臂操作终端在轨维修试验设备，将开展多项

空间科学及技术试（实）验。

目前，空间应用系统、酒泉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

统，均已完成执行此次任务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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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高铁去北京，

一路都是美丽风景，去圆

我的中国梦……”几年前

青年歌手徐子崴的一首

《坐上高铁去北京》，唱出

了“高铁中国”的青春与

梦想。

随着 10 日 6 点 31 分

G1908 次高铁列车从郑

州东站发出，郑（州）徐

（州）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标志着中国高铁运营里

程突破 2万公里。

从 2008 年的京津城

际到郑徐高铁，8 年间，

我国高铁从无到有，再到

如今的“公交化”密集运

营，高铁正以它特有的

“颜值”与“气质”改变着

人们生活。

高 铁 成
网，东西南北
“纵横行”

随着郑徐高铁开通，

中国早期规划的“四纵四

横”的高铁网基本已成

形。北至“白山黑水”，南

至“热带雨林”，东临大

海，西入戈壁，处处都有

“子弹头”的身影。

郑徐高铁设计最高

时速 350 公里，初期运行

时速 300 公里。运营后，

从郑州到徐州行程缩短

到 1.5 小时左右，郑州到

上海行程缩短至 4 小时

左右。

“地锅鸡、砀山梨、水

激馍、双肠汤……”上海

网友梳理了郑徐高铁沿

线的美食，建议大家中秋节到郑州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郑徐高铁与已运

营的郑西、西宝、兰新高铁和在建的宝兰高铁，构成了新

的高标准、大能力欧亚大陆桥运输通道，并连通已运营

的京沪、京广等高铁，使我国高速铁路网进一步完善，大

大缩短我国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时空距离”。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城市群高铁已连片成

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实现高铁互联互

通，我国现代化的高铁网已经初具规模。”同济大学教授

孙章说。

中国高铁的雄心并不止于此，更加密集的“八纵八

横”高铁主通道已经规划。

按照最新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 2025年，

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 17.5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3.8 万

公里左右，比 2015年底翻一番。到 2030年，基本实现内

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

达、县域基本覆盖。

“我国远期铁路网规模将达 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

速铁路 4.5万公里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司司长费

志荣说，届时全国铁路网将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 1 至 4

小时交通圈。

“公交密度”，异地生活同城效应

每天，中国高速铁路上开行的动车组多达 4200 多

列，运送旅客 450多万人次。

全路高铁运营里程排名第一的上海铁路局内，同一

路径同一到站最短 4分钟就有一趟高铁列车发出，南京

南站平均一天停靠 430趟高铁动车。

不少地方，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城市

群，高铁让不少人享受到“公交化”“通勤化”出行的便

捷，“打高铁”上班成为新时尚。

在北京南三环附近上班的李淼在河北廊坊买了房

子，乘坐高铁只要 21 分钟便可到达北京南站。京沪高

铁开通后，上海到昆山只需 18 分钟，上海上班、昆山安

家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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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郑徐高铁通车运营，至此，郑州“双十字架”铁路枢纽正式形成。图为首趟郑徐高铁动车组列车抵达徐州东站。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科技日报徐州9月10日电（记者矫阳）9月 10日，

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至此，中国高速铁路总

里程超过 2万公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管理部副主任张志方告诉记

者，郑徐高铁是我国高铁建设又一里程碑，在轨道基础

设施建设及移动装备制造上有诸多重大技术创新，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对中国铁路“走出去”战略有着

重要的示范作用。

郑徐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高速铁

路陆桥通道重要组成部分。自河南省郑州市起，经开

封、商丘，安徽省砀山、萧县，至江苏省徐州市，全长 360

公里，初期运营时速 300公里。

据张志方介绍，郑徐高铁是国内首条全线采用

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施工的高铁项目。

目前我国应用的无砟轨道类型有双块式、CRTSⅠ

型板式、CRTSⅡ型板式和 CRTSⅢ型板式四种无砟轨

道结构形式。前三种型号专利均被国外申请，唯有

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由中国铁建铁四院总体设

计，为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已申请系列专利。

有关专家介绍，CRTSⅢ型板式轨道具有结构整体

平稳、安全性更高、耐久性更好的特点，给乘客带来更

好的舒适度，其综合指标在全国铁路中位居首位。

郑徐高铁开通运营后，郑州至上海最快列车的运

行时间由原来的 6小时 47分缩短至约 4小时，西安至上

海最快列车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 10 小时 47 分缩短至

约 6小时，将大大缩短我国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时

空距离。

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我国高铁总里程超过 2万公里

一、关于资本寒冬。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创投圈
都在说资本寒冬，最近流传一份创业公司死亡名单，
这份名单似乎也证明资本寒冬的终结漫漫无期，整个
行业被一种悲观的氛围笼罩。

7月底，一个创业新媒体——蓝媒汇记者站创始
人CEO韩辉来采访我。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看
待所谓的“资本寒冬”，并附上一篇关于2016创业公司

死亡名单的文章。我仔细看了一下，有国内的也有国
外的，确实不少，有几家还是国内创业的明星公司，融
资都是数千万元人民币，国外的几家明星公司甚至融
资达到数亿美元。

这是一个老话题，去年被提出来时我就反对。
我认为，对于脚踏实地的创业者来说，从来没有寒冬

一说。如果有，它只出现在每一个创业者心中，从你创业
的第一天起，寒冬就在你的心里。每一天都有公司在死
亡，这是创业的必然规律，创业从来都是九死一生。

好项目从来不缺钱。从去年到今年，投资减少了
吗？显然没有。几乎每天都有人拿着钱来众创空间
找项目，可见中国不缺钱，缺好项目。

之所以出现资本寒冬的错觉，真相是：第一，去年上
半年，投资机构出现泡沫，创业公司估值也出现泡沫，而
现在仅仅是回归理性和正常，正好挤出泡沫；第二，投资
人和创业者都过于悲观，对于很多好项目不敢投。

经过两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的洗礼，泡沫
之后回归理性，创业环境越来越成熟了，投资人越来

越成熟了，创业者越来越成熟了，同时，真正好的项目
正在快速成长，越来越成熟。所以我认为，今天是收
获的季节，创投圈的秋天到了。

二、关于双创。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说法，把创新
创业说成一种运动，对创新创业的这一代年轻人来
说，如何认识这一波创业潮流？

去年以来，听到很多说法，比如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说成一种运动，我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也
是幼稚的。

改革开放后，创新创业一直就存在，上世纪80年代
的时候一大批人投身创业，任正非、柳传志正是从那个年
代走过来，现在成为中国企业家教父级的人物。现在，中
国经济要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强的经济体，必须经历10—
20年的创新创业过程。80后、90后的年轻人通过锻炼，
会成为未来二十年中的主导者。 （下转第三版）

新一轮创投的五大热点
王胜江

科技日报讯（记者乔地）全球首个超材料领域国家

标准《电磁超材料术语》（GB/T 32005—2015）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部主

任戴红日前在河南洛阳表示，此举打破了欧美对前沿科

技的技术和标准垄断，也体现了国家标准委对新兴产业

和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

由深圳光启技术研究院和洛阳尖端技术研究院等

单位牵头起草的这份国家标准，规定了电磁超材料的类

别、功能、设计、基材、应用等相关方面的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电磁超材料在科研、教学、生产、工程等领域的应

用。根据这一标准的定义，超材料是一种特种复合材料

或结构，通过对材料关键物理尺寸上的有序结构设计，

使其获得常规材料所不具备的超常物理性质；电磁超材

料是具有超常电磁特性的超材料。

超材料作为独立的学科，始于 2001 年。超材料被

美国《科学》杂志列入本世纪前十年的 10项重要科学进

展之一，被美国国防部列为重点关注的六大颠覆性基础

研究领域之一。我国曾在 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新材料重大专项等项目中对超材料研究予以

立项支持。

首个超材料国家标准10月1日起实施

■科技专论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通讯员张惠娟 赵烨烨）
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这些环境危机的重要

元凶就是氮氧化物，搞清楚氮氧化物的来源与数量显

得极为重要。

南京农业大学邹建文教授课题组通过建立全球土

壤氮氧化物排放数据库，定量估算了氮肥施用所导致

的土壤氮氧化物排放量，为有效控制土壤氮氧化物排

放找到了方向。该成果 8 月 29 日发表在最新一期《全

球变化生物学》上。

课题组通过搜集原位观测资料，建立了全球土壤

氮氧化物排放数据库，明确了全球土壤氮氧化物排放

的主要驱动因子，定量估算了全球土壤氮氧化物排放

强度。发现氮肥施用所引起的土壤一氧化氮和氧化

亚氮总排放系数全球平均值为 2.58％。其中，新开垦

的热带亚热带酸性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是土壤氮氧

化物排放的热点。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氮肥施用量大

的 菜 地 土 壤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最 高 ，总 排 放 系 数 为

4.13％，稻田土壤氮氧化物排放量最低。硝酸铵较其

他氮肥品种导致的土壤氮氧化物排放量更大，排放系

数为 5.97％。

该研究在全球土壤氮氧化物排放源估算的精准化

和针对性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并提出用有机部分代

替化肥、降低化学氮肥施用量、施用缓释肥等新型肥

料、以及加强水分管理等措施，对于指导土壤氮氧化物

减排具有参考价值。

土壤排放多少温室气体不再是笔“糊涂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