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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周炜 记者宦建新）

为什么从市场买回的番茄放进冰箱，风味会

大打折扣。中美科学家解释了其中的科学道

理：低温导致相关基因被“冻僵”，芳香物质产

出少了。浙江大学果实品质生物学团队与美

国佛罗里达大学、康奈尔大学合作研究的这

一结果，近日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在

线发表。

影响水果“口感”的物质主要是糖、有机

酸以及芳香物质，其中，香味对于口感的影响

尤为重要。课题组选择了两个品种番茄作为

研究对象，一种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

老的番茄，风味浓郁；一种是现代栽培番茄的

代表，个大果红。研究发现，无论哪种番茄，果

实都会受到采后低温贮藏影响。番茄冷藏实

验显示，冰过之后的番茄可溶性糖和有机酸

含量并没有发生显著影响，但是芳香物质显

著减少，即使放在货架3天也不能恢复。

为什么香味会减少？课题组通过代谢组

学、转录组学、表观组学等技术手段进行研究，

发现其中的原因是DNA甲基化。论文第一作

者、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教授张波

解释说：“如果一个基因发生了甲基化，通常这

个基因的表达会被抑制。低温诱导了DNA甲

基化的瞬时增加，从而芳香物质产生减少了。”

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丹尼丝·蒂耶

芒表示，知道了这一现象的具体原理，“我们

或许能培育出不一样的番茄”。

冷藏过的番茄为什么不好吃
低温导致相关基因被“冻僵”

科技日报华盛顿10月 20日电 （记者刘海英）能

想象吗，用耳朵也能研究蛋白质！一国际研究小组 20

日在线上杂志《Heliyon》发表文章称，他们研发出一种

声处理技术，可将蛋白质数据转换成有旋律的乐曲，

科学家经过一定训练后即可从中听出不同的蛋白质

结构，从而发现异常突变。研究人员称，这一独特的

研究手段为枯燥的蛋白质研究添加了一点儿趣味。

一双慧眼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多

数科学研究需要用眼睛去观察各种图像、模型、图表，

进而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在蛋白质研究领域同样如

此。长时间下来，这样的研究会显得枯燥、乏味。如

果在眼睛观察的同时，耳朵也能听听，这是不是会让

研究更容易、更有乐趣一些？

此次，芬兰、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

组，利用一种称为超声处理的技术，将蛋白质数据转

换成了有旋律的音乐。他们想知道：这些蛋白质数据

听起来像什么？通过声音分析蛋白质有啥好处？人

们是否能从中听出特定因素或异常数据？

经过大量研究后，他们得出结论：听比看要容易，

大部分人可以识别旋律之间的联系，其效果比预想的

要好。而且，听音乐要比看那些复杂的模型、图表愉

快得多，科学家们会更有兴致进行重复研究，对蛋白

质进行反复分析。

研究发现，科学家在经过一些练习后，就可以从

蛋白质分子的“旋律”中区分出不同的蛋白质结构，发

现异常突变。

这一结合了生物信息学与声乐信息学的新技术，

为生物学中复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手段。研究

人员称，对蛋白质的研究仅是个开始，其他的分子研

究也可以运用这一方法，或许未来有一天，科学家可

以倾听基因组，将诸多垃圾 DNA的作用找出来。

人类听觉很“大度”，从 20 赫兹到 20000 赫兹都

是能听到的频率范围；人类听觉也很“敏感”，假如

有人打节拍时慢了千分之一秒，耳朵会比眼睛更容

易发现真相。如此看来，听觉的确是人类拥有的功

能强大的“天线”。可惜在科学研究方面，视觉早就

扮演重要角色，听觉却刚刚得到重视。把蛋白质数

据 转 化 成 音 乐 就 是 一 个

很好的尝试，它给科学家

们带来了好消息：如果眼

睛看累了，那就让耳朵上

场吧！

声处理新技术将数据转换成音乐旋律

耳朵能“听”出蛋白质结构突变

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 2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

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

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长

征永远在路上。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

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

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主席台上

方悬挂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会标，帷幕

正中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和“1936－2016”字标，10 面红

旗分列两侧。大礼堂二层眺台悬挂标语：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伟

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新的长征路！

上午 10 时，李克强宣布纪念大会开始，全体起立，

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向领导红军创造这一历史伟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向在长征中浴血奋战和在各地坚

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指战员，向当年支援红军长征的各族

人民特别是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向所有健在的红军老战

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提议全体起立，为在长征途中

和在各地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

习近平强调，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

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

征。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

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

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

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

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习近平指出，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 80年前那

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

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

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

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

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

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下转第三版）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21日电 （记者矫阳）10 月

21 日，包括时速 600 公里高

速磁浮、时速 400 公里跨国

联运高速列车等项目在内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

轨道交通重点专项首批三

个研发项目在京启动。这

是我国首个由企业牵头组

织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的重点专项，标志着我

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专项

试点拉开序幕。

此次率先启动的“轨道

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

“时速 400 公里及以上高速

客运装备关键技术”和“磁

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三个

项目，正是中国中车负责组

织实施的 7 个专项中的一

部分。

据专项总体组负责人

介绍，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

术项目主要目的是攻克中、

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悬浮、牵

引与控制核心技术。具体

包括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

磁浮项目与时速 200 公里

的中速磁浮项目。

其中时速 600 公里磁

浮项目由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牵头，将建设一条长度不

小于 5 公里的高速磁浮试

验线并研制一列高速磁浮

试验列车。时速 200 公里

的中速磁浮项目由中车株

机公司牵头，将研制一列时

速 200 公里的中速磁浮列

车，以及配套的多分区牵引

供电系统和运输组织与控

制保障系统成套装备，建设

一条长度不小于 3 公里的

中速磁浮试验线路，完成最

高速度时速 200 公里的集

成试验；建立中速磁浮交通

系统技术体系，并形成行业

标准。

项目还将研究“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不同轨距、不同电压制式、不同环境温度、

不同技术标准、不同信号控制的运用需求，按照统一的

技术平台、不同的技术路线研制具有产品平台特征的时

速 400 公里跨国联运高速列车。采用 6 动 2 拖 8 辆编组

模式，能够适应 40摄氏度至零下 50摄氏度运营环境。

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项目主要在高速铁路和

城市轨道交通两个领域开展主动安全保障技术和装备本

构安全技术研究。项目的总体考核目标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实现运营安全预警完备率提升 30%；第二是因技

术原因导致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率降低 50%；第三

是具备时速36公里及以上整车碰撞试验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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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是否为创

新型国家，既要看科技实

力，又要看经济中的科技

含量，但根本还是要看综

合创新能力。

综合创新能力体现在

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方

方面面。是否拥有健全高

效的创新生态系统，是衡

量一国综合创新能力的关

键标尺，也是区分创新型

国家与非创新型国家的重

大标志。我国要在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进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

科技强国，必须在构建创

新生态系统上迈出实实在

在的步伐。

总的看，从偏重“线

性”创新、到建设创新体

系、再到涵养创新生态，

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创新

能 力 演 进 的 基 本 路 径 。

早在本世纪初，以美国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就提出

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

加大力度研究和落实新

一代创新政策，为其创新

能力持续领先世界提供

强大动力。

伴随着认识和实践

的不断深化，我国创新能

力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从

点上突破到系统提升不

断 变 革 的 过 程 。 2006

年，基于我国科技经济实

际，我们提出要加快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这

些年的持续努力，我国科

技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创

新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为我国成为举足轻重

的世界科技大国、经济大

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成绩不容低估和否

认，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不

足。我国创新体系的整

体效能还不高，创新“碎

片化”“孤岛化”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创新人才队

伍结构还不完善，市场和社会创新活力还需要更好释

放。我们要成为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在创新能力建

设上仍需付出不懈努力。

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体系的差别，主要就在“生态”二

字上。这也是我们与主要发达国家在创新能力上的一个

根本差距。问题就是指令，差距就是方向，我们必须在“生

态”二字上狠下工夫，加快我国创新能力从创新体系向创

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提升，打造我国创新能力的“升级版”。

特别是当前，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与

深入，全球创新态势深刻变化，创新主体更加多元，创新

活动更加多样，创新路线更加多变，创新链条更加灵巧，

创新创业大众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科技经济之争愈发

表现为以创新生态为核心的综合创新能力之争。我们

亟须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上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高度关注“韩春雨事件”

和“网约车事件”，媒体密集报道，各界广泛讨论。这两

件事本质上都与创新生态相关，事件中各方究竟谁对谁

错、孰是孰非，相信通过时间的沉淀和实践的检验，自会

有公正结论。这里我们想表达的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市

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社会公众，都需要做创新生态的

建设者。因为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创新才会有清朗的

空间、光明的前途。

“生态”二字内涵十分丰富，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

生态系统，需要深入研究、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当前关键

是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创新创业的关键体制

机制障碍，把科技人员和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能动性更

好激发出来。值得重视的是，内生性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典

型特征，构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政

府发挥作用的边界是不能破坏创新生态的内生性。

创新生态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从现在开始，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日积月累，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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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1日电 （记者刘垠）10 月 21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6 年度颁奖大会在京召开。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等为 51 位获奖科学家颁发奖

牌和奖金。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

奖”，授予我国 49 岁的杰出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

此外，35名科学家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5名科学

家获得“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发表获奖感言

时感慨良多。当初回国时给自己定下的三个目标如今

正在实现，他带领年轻的创新团队，在细胞凋亡的分子

机制、阿尔兹海默症发病机理，剪接体的结构、组装与

催化机理等当代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做出了许多杰出

科学成就。他和团队阐明了膜蛋白和大分子机器的结

构与机理，使我国结构生物学研究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而就今年 51 位获奖科学家来说，专家分析评估的

结论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37%处在“并行”状态，

61%已居于“领先”水平。此外，今年获奖人年龄最大的

70岁，年龄最小的 41岁，平均年龄为 52岁，较去年降低

5岁，整体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

今年何梁何利奖亮点频闪，科技成果也各具特色。

比如，磁约束核聚变等基础研究成果引领学科前沿；空空

导弹、飞航导弹等彰显航空航天领域创新成绩；国产存储

系统的发展呈现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创新硕果等等。

2016 何梁何利奖颁发
施一公摘得最高奖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1日电 （祁登峰 记者付毅
飞 李艳）记者 21 日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获悉，在

该中心的精确控制下，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 20 日完

成了组合体飞行期间的首次轨道维持，降低了轨道高

度，为后续任务做好准备。

变轨成功后，该中心再次精确控制天宫二号和神

舟十一号组合体调整姿态，由原先的倒飞状态转为正

飞，这是组合体的标准飞行状态。

据北京飞控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军介绍，这次轨道

维持是按照中心事先制定的方案实施的，主要是综合

考虑组合体飞行轨道、飞船撤离后的轨道维持、以及后

续飞行方案要求而拟定。从轨道维持的效果看，这次

控制达到了预期目的。

轨 道 控 制 期 间 ，航 天 员 景 海 鹏 、陈 冬 两 人 暂 停

了 手 上 正 在 进 行 的 工 作 。 当 晚 10 点 21 分 ，地 面 飞

控人员发送指令，天宫神舟组合体调整飞行姿态，

由 天 宫 在 前 神 舟 在 后 的 姿 态 ，转 为 天 宫 在 后 神 舟

在前。

目前两名航天员的状态良好，后续将全面开展

空间科学试验。

天宫神舟组合体由倒飞转正飞

10 月 21 日，北京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主题为
“未来已来，Are you ready?”的第二届科技实践体验周
开幕。图为“科技小讲解员”介绍履带车、伽利略望远
镜、蒸汽引擎实验等科技项目。 本报记者 洪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