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是当今地球上（可能也是所有地质

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哺乳动物，截止到今

年 7 月 11 日“世界人口日”，全球人口数量介

于 75 亿—76 亿之间。而联合国去年提供的

数据显示，全球人口数量 2050 年将达到 98

亿，2100年将超过 110亿！

那么，目前全球人口的发展趋势如何？

人口增长会给地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地球是

否可以无限期地养活这么多人？等等，这些

复杂问题不仅涉及生态、政治、伦理等各领

域，而且也非常迫切。物理学家组织网在近

日的报道中对此进行了梳理。

2050年人口将达98亿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一直在不断

增加。1800 年左右达到约 10 亿；1927 年约为

20亿；1974年，全球人口增加到 40亿。

2017 年 6 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人口司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新增

约 8300 万人。全球人口将在 2023 年左右达

到 80亿，除非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预计将在

2050年达到 98亿，到 2100年达到 112亿。

该报告囊括了233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信

息。报告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

增长的一半将集中在9个国家——印度、尼日利

亚、刚果、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美

国、乌干达和印度尼西亚。印度人口预计将在7

年内超过中国；尼日利亚预计将在2050年前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三大人口大国。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并不一样，

报告指出，“非洲人口以其快速增长率而闻

名，预计从现在到 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的一

半以上将出现在该地区。另一方面，未来几

十年欧洲人口预计将会有所下降。”

老龄化趋势加剧

去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

年修订版报告称，尽管全球人口在增加，但近

年来几乎所有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

约·翰威尔莫斯说，2010年—2015年期间，“全

世界女性一生平均生育 2.5胎，但这个数字在

世界各地差异很大。欧洲的生育率最低，估

计最近一段时间每名妇女生育 1.6个孩子；而

非洲的生育率最高，每名妇女大约生育 4.7个

孩子。”

该报告称，47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

仍然相对较高，人口年增长率约为 2.4%。虽

然未来几十年这一速度可能显著放缓，但这

些国家的总人口预计将从现在的约 10亿增加

到 2050年的 19亿。

当一对夫妻生育大约两名可以活到育龄

年龄的孩子时，人口保持不变。但报告称，现

在越来越多国家的生育率低于这一水平。

2010 年—2015 年间，83 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

这一水平，占世界人口的 46%。生育率较低

的 10 个人口较多的国家是中国、美国、巴西、

俄罗斯、日本、越南、德国、伊朗、泰国和英国。

除了人口增长放缓外，低生育率水平也

导致人口老龄化。英国《每日邮报》7 月 11 日

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据估计，60岁或以上人

口将从目前的 9.62 亿（占全球人口的 12.3%）

增 加 到 2050 年 的 21 亿（约 占 全 球 人 口 的

22%），增加一倍以上，到 2100 年将增加两倍，

达到 31亿。

生态威胁增多

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报道指出，人口不断

增长也给地球带来了极大负担。在数万年或

更长的地质时期，人类一直在不断动用地球

的不可再生资源“储蓄账户”，消耗和污染资

源，包括含水层、冰盖、肥沃的土壤、森林、渔

业和海洋等等。

而且，富裕国家的消费也与其人口不成

比例。环境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称，为了满足生活所需，地球上每人需要 1.9

公顷土地，而美国人平均用地约 9.7公顷。如

果都以美国人的标准生活，那么，地球最多只

能养活目前约五分之一的人口——15亿人。

此外，水至关重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成年人每天需要不到 1 加仑水。但 2010 年，

美国人消耗了 3550 亿加仑淡水，每人每天消

耗超过 1000 加仑（约 4000 升）水。其中一半

用于发电；三分之一用于灌溉；大约十分之一

属于家庭用途：冲洗厕所、洗衣服和餐具，以

及灌溉草坪等。

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世界

供水总量（包括淡水湖泊和河流）约为 91000

立方千米。目前，全球有 21 亿人无法获得安

全的饮用水；45 亿人缺乏有管理的卫生设

施。即便在工业化国家，水源也可能受到病

原体、肥料和杀虫剂、重金属等的污染。

此外，人为驱动的气候变化是压倒一切

的威胁，人口增长明显加剧了这种威胁。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要实

现本世纪将温度上升限制在 2℃以内的目标，

需要到 2050 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0%—70%，并 在 2100 年 前 将 其 近 乎 消 除 。

IPCC 表示：“从全球角度而言，经济和人口增

长继续成为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增加的最重要因素”。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准确预见人类的未

来，但基本事实确定无疑：水和食物是人类生

活的必需品，每个人都是地球的一员，都应尽

可能地节约地球资源。

（科技日报北京7月12日电）

76 亿 ，还 在 增 加 ！

地球究竟可以承载多少人？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 11 日在线发表的生物技

术文章称，美国科学家团队通过发掘真菌基

因组，找到了一种天然除草剂的新作用机

理。面对世界范围内除草剂抗性日益加重，

这一发现或能为急需新配方的除草剂“军团”

增添“新兵”。

当前，使用化学除草剂已成为农业防

除杂草最主要的手段。但随着除草剂大量

频繁使用，抗性杂草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

来，并始终伴随着全球农业的发展。鉴于

此，科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发掘到全新配方

的除草剂。

在本研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

家团队查找了丝状真菌的基因组，发现其中

很多能产生帮助定殖、杀死植物的化合物，使

其成为一种有效的除草剂潜在来源。考虑到

代谢酶二羟酸脱水酶（DHAD）是植物生长所

必需的生物合成途径的最后一步，研究人员

特地寻找靶向 DHAD的化合物。由于这一途

径在动物中并不存在，便成了除草剂研发中

最常见的靶标。不过，此前从未研发出作用

于植物的天然 DHAD抑制剂。

研究团队通过为真菌生存提供自身抗性

的额外 DHAD 基因序列，寻找编码 DHAD 抑

制剂的生物合成基因簇。经过考察常见的土

壤霉菌土曲霉（Aspergillus terreus）等各种真

菌，研究人员发现有一种基因簇可以编码酶，

这些酶能产生已知的真菌产物——“aspterric

酸 ”。 研 究 人 员 还 发 现 ，“aspterric 酸 ”正 是

DHAD 的抑制剂，经测试证实作为喷雾式除

草剂效果良好。

此外，研究团队证实，他们发现的这种

自身抗性基因并不会受到“aspterric 酸”的影

响；把抗性基因转移到植物中后，植物也会

对新型除草剂产生抗性。因此，这些发现不

但有助于解决杂草除草剂抗性日益加大的

问题，同时也证明了抗性基因导向的方法，

可用于发现更有效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

产品。

真菌基因组中“发掘”出天然除草剂配方
有 望 解 决 抗 性 杂 草 日 益 蔓 延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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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12日在线发表的一

项癌症学研究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

家利用 CRISPR-Cas9 技术，发现补充组

氨酸将有助于增强一种常见化疗药物的疗

效，从而减少有毒副作用药物的使用。

甲氨蝶呤（methotrexate）是用于治疗

实体瘤和血癌的化疗药物。甲氨蝶呤作为

抗代谢物，能阻止癌症发展所需癌细胞

DNA的合成修复和蛋白质的合成，主要机

制是抑制四氢叶酸（THF）的合成，而四氢

叶酸是核苷酸合成不可或缺的成分。甲氨

蝶呤的缺点在于毒性大，不宜让患者大剂

量服用。为此，研究人员迫切寻求一种能

加强甲氨蝶呤对癌细胞作用效果的途径。

此次，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戴维·萨博汀

尼及其同事借助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

术，对经过甲氨蝶呤治疗的白血病细胞进行

筛选，找出对甲氨蝶呤敏感性提高的基因。

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

和甲氨蝶呤敏感性关联的过程——有助于

分解代谢组氨酸的酶的编码过程，而组氨

酸是用来合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和甲氨

蝶呤一样，组氨酸的分解代谢也会降低细

胞的四氢叶酸水平，不过不是通过抑制四

氢叶酸的合成，而是消耗四氢叶酸，从而增

强甲氨蝶呤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

小鼠实验显示，化疗期间服用小剂量甲

氨蝶呤的同时服用组氨酸，在缩小肿瘤和杀

死肿瘤细胞方面效果尤为显著。研究团队

表示，如果这些结果向临床试验转化，只需

通过简单经济的饮食干预，就能提高以甲氨

蝶呤为主的化疗效果，由此，医生们也能少

为患者开一些有毒副作用的甲氨蝶呤。

化疗药物是目前治疗肿瘤的主要手

段之一。但它们的斩杀是不分青红皂白

的——剿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也杀伤正常

组织细胞。因此，临床使用的化疗药物均

有不同程度的毒副作用——这也是限制药

物剂量的最直接原因。如果一种技术手段

能提高化疗药物的疗效，也就等于减少了

药量，同时大幅提高了安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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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7 月 11 日 ，地 球 人 口 达 到 50

亿。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1989年，联合

国发展规划署理事会在其第 89/46 号决定

中建议国际社会把每年的 7 月 11 日定为世

界人口日，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

注。今年的主题是：计划生育是一项人

权。以下与世界人口有关的几个事实，希

望引起有关方面更多重视：

1.发展中国家约有 2.14 亿名妇女未获

得现代避孕方法，20%最贫穷人口中的妇女

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最少。

2.全世界估计每年进行的 5600 万例堕

胎中，近一半是不安全的，每年至少导致

22800名妇女死亡，原因是缺乏避孕措施和

严格的堕胎法等。

3.目前世界人口总数为 76 亿，预计到

本世纪中叶将增长到近 100亿，世纪末将达

到 112亿左右。

4.更多人生活在城市而非农村地区，

2018 年，55%的人居住城市地区，而 1950 年

这一数字仅为 30%。到 2050 年，这一比例

预计将达到约 70%。

5.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依次是北美

（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81%）、欧洲（74%）和大洋洲

（68%）。亚洲的城市化率约为 50%，非洲的

城市化率仅为 43%。

6.非洲和亚洲农村人口最多，几乎占

全球农村人口的 90%，其中印度农村人口

8.93 亿。

7.东 京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城 市 ，拥 有

3700万名居民，其次是德里（2900万），2600

万人在上海居住。

8.世界正在迅速老龄化。60 岁及以上

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12.3%，到 2050 年，这个

数字将上升到近 22%。

与世界人口有关的几个事实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房琳
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网站近日消

息称，该机构将向 307名计算机领域的科研人

员提供 1.5 亿美元资助，推动他们在智能设

施、协作机器人领域，解决安全通信和大脑相

关技术难题。

在接下来的 5年中，每位研究人员将获得

50 万美元资金，以建立坚实的科学基础并解

决关键性挑战，创造新的高度以作为科研和

教育的学术榜样。

NSF 工程理事会负责人道恩·提伯理说：

“该机构致力于帮助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学术

探索和成为领袖的事业，凭借这一奖项，初级

科研人员有机会应对重要而独特的研究挑战，

并使我们国家的未来更健康、安全和繁荣。”

数据显示，今年的计算机工程领域获奖

者来自美国 43 个州的 120 所院校。其中超

过 20%获奖者是女性，约 8%来自代表性不足

的群体。47%的奖金授予首次担任首席的科

学家。这将有助于加强传统上欠缺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地区的相关能

力建设。

NSF认为，这些获奖者为计算机科学和工

程带来先进的思想和专业知识，对于创新和解

决复杂问题至关重要。NSF 计算机与信息科

学工程董事会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开展长期的

研究和教育活动，推动前沿领域的长足发展，

并有望通过新突破来提升国家的领导力。

1.5 亿 美 元 奖 励 计 算 机 人 才

美推动智能设施等领域关键技术开发

科技日报华盛顿 7月 11日电 （记者

刘海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新研究显

示，小脑的形状差异可能与自闭症谱系障

碍有关。研究人员 11日在《科学公共图书

馆·综合》杂志上发表论文称，脑成像分析

显示，那些自闭症儿童的小脑表面结构会

更平坦。

小脑包含了人脑中 80%的神经元，但

其体积仅占人脑总量的 10%。过去认为，

小脑主要控制人的运动功能，但最近的研

究表明，其在隐性学习能力（指在没有明确

指令情况下提取基本规则的能力）以及感

觉和认知功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小脑的作用被更多的研究所证实，

但在与自闭症相关的脑成像研究中，对小脑

区域的关注相对较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小脑的形状不规则，很难用传统的成像技术

进行分析。而大脑的神经元尽管较少，但其

体积比小脑大，更便于成像研究，因而成为

很多自闭症相关脑成像研究的重点。

此次，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研

究人员首次将自闭症相关脑成像研究的目

标聚焦于小脑。他们选取了 20名 6岁—12

岁的自闭症男孩，18 名年龄相当、语言能

力相近、小脑体积相似的对照组男孩，对其

小脑磁共振成像数据进行了高分辨率 3D

分形分析，并对这些目标小脑外层的分形

维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自闭症男孩

的右侧小脑皮层的分形维数明显低于对照

组，这说明他们小脑的表面结构较平。而

由于右侧小脑与语言处理能力有关，因此

研究人员推论，小脑表面平坦可能是造成

自闭症患者存在沟通障碍的一个原因。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小脑皮层分形

维数还与儿童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差异

有关，而这些能力也会受自闭症影响。总

的来说，社交能力相对较强的自闭症男孩，

其小脑结构更为正常；那些非语言能力比

语言能力强的自闭症男孩，其小脑结构也

相对正常。

研究人员称，新研究表明小脑的结构

差异可能与自闭症有关，这一发现提醒人

们，应该对儿童小脑发育风险给予更多的

关注。

自闭症儿童小脑形状异于常人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何
亮）“中国地质研究的优势除了‘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与‘千沟万壑’黄土高原之外，首

屈一指的就是对喀斯特（岩溶）地貌的研

究。这是中国与生俱来的地质资源和近半

个世纪不断科研换来的成果。”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岩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建华在

11 日召开的“全球岩溶”国际科技计划专

题研讨会上表示，从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基

础与进展来看，我国已经具备牵头与主导

该领域研究和国际科技合作的能力。

曹建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牵头国际科

技合作的核心并不在于名称的大与小，而是

中国科学家是否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在

岩溶研究领域，以袁道先院士为代表的中国

岩溶科学家团队自1990年开始，连续实施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个国际岩溶地质对比计

划，不仅创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支持

同一学科领域的纪录，而且创新了地球系统

科学的岩溶动力学理论。

2016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曾提出了

“全球岩溶”国际合作计划，该计划得到了

22 个国家、36 位科学家的支持。曹建华透

露，在启动仪式上，来自美国、巴西等 11个

国家的科学家代表共同签署“全球岩溶动

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支持函；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致贺信表示，

计划中开展的研究与合作对克服人类共同

面临的难题非常重要。

据了解，当前中国已组织实施了一系

列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计划和试验示范工

程，创建了岩溶形态组合与环境变化、岩溶

碳循环与全球变化、石漠化治理与生态修

复与保护等新方向。而在研究成果的应用

层面，云南泸西断陷盆地束流涌水岩溶地

下水开发工程示范基地，解决了西南岩溶

区 1500 万人畜饮用水困难；广西平果县果

化石漠化治理立体生态农业建设基地，帮

助区域几百万人口脱贫致富。曹建华表

示，结合未来规划，岩溶科学研究将为以喀

斯特地貌为特色的桂林市可持续发展创新

示范区建设发挥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中国“岩溶”研究有能力牵头国际合作

小鼠实验显示，服用化疗药物的同时
服用组氨酸，在缩小和杀死肿瘤细胞方面
效果显著。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上接第一版）
推进自主创新，不能亦步亦趋，要敢于开

辟新方向，通过积累形成领先优势。舰船综

合电力系统被称为 21世纪舰船动力推进方式

的一次革命。10 多年前，国外的技术路线是

中压交流，我们经过反复研判，率先提出中压

直流技术路线，但在论证时不少人质疑，这条

路线肯定走不通。经过 10 余年攻关，我们成

功研制出舰船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使我

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实现

了我国舰船动力由传统机械推进方式向综合

电力方式的跨越，也为高能武器上舰提供了

技术支撑。

狭 路 相 逢 勇 者 胜 。 干 成 大 事 业 ，得 有

大视野、高起点、硬本事，还得有敢为天下

先的自信和勇气。未来发展中，我们要增

强“四个自信”，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将铸造大国重器主动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

三、不忘初心，就是要甘当人梯、做提携
后学的铺路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以才成，业由才

广；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

我们注重依托重大项目培养人才，针对

不同人员特点，给大家选方向、压担子、教方

法，并在关键节点加强指导，在创新实践中手

把手培养人。尤其对年轻人，坚持早培养、早

使用、早扶持，鼓励他们站在学科前沿，在重

大课题中历练成长。我们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只有 34 岁，而 30 岁左右的项目总师、副总师

就有 10多人。

人才成长，机会均等是前提，公平竞争是

关键。我们摒弃亲疏之分、门户之见，不搞论

资排辈、平衡照顾，无论你是本校培养还是外

校毕业的，是“海龟”还是“土鳖”，谁有本事谁

就当首席、当组长，一切都依据作用和贡献来

评价。而有了成果，不管领导、导师还是师

兄，谁都侵占不了。

作为科研路上的“先行者”，要甘于为青

年人施展才干铺路拱桥，只有这样，一个人创

新的“星星之火”，才能汇聚成众人创新的“燎

原之势”。

四、不忘初心，就是要言传身教、做拼搏
奉献的示范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荣誉意味着责

任和担当，广大院士要善养浩然正气，在全社

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

盯着名利，科研之路注定走不远；盯着权

力，科研大门早晚会对你关闭。只有兴趣驱

动，才能始终保持对科研的真爱和痴迷，才能

经千难万险而不放弃、长坐冷板凳而不回头、

遇各种诱惑而不动摇。

在科研实践中，我和大家一起弘扬淡泊

名利、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优良传统，引导

大家自觉把科研当终生事业和最大爱好。

在这样的追求激励下，大家以“五加二”“白

加黑”的拼命精神，与发达国家赛跑、与强手

赛跑、与时间赛跑，干成了很多别人没干成

的事情。

科研创新永无止境。这些年，我们团队

取得了让同行羡慕的成绩，许多人善意地劝

我：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不用再这样拼命，可

以歇一歇了。但我觉得，一切成功都是“过去

时”，要少谈成绩、荣誉，多讲教训、问题。正

是有了这种与自己“死磕”的精神，自我加压、

精益求精、不断超越的科学精神成为团队的

一种习惯和信仰。

如今，科研人员面临的诱惑很多、考验很

大，我们必须守真自律、正道直行、守住底

线。只有学为人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把

个人的初心变成众人的追求，才能汇聚起科

学创新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工程大学
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
任，本文为其在参加科技部主题党日活动时
的发言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