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第160期

主管主办单位：科技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303

邮发代号：1-178

科
普
时
报

科普全媒体平台 中国科普网 www.kepu.gov.cn 投稿邮箱：kpsbs@sina.com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习近平

科普全媒体平台 中国科普网 www.kepu.gov.cn 投稿邮箱：kpsbs@sina.com

社 长
总编辑 尹宏群

责 编：陈 杰 美 编：纪云丰

编辑部热线：010-58884135

广告、发行热线：010-58884190

扫
码
订
报
更
方
便

扫
码
订
报
更
方
便

《科普时报》设立了要闻、新知·解读、科学·传播、
自然·生态、书香·文史、休闲·消费、健康·情感、教
育·智慧等八大板块内容，涵盖科普所涉及的主要领
域。下一步《科普时报》将重点发力青少年科普（进校
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技
成果科普等四个领域，竭力打造《科普时报》科普全媒
体平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国内统一刊号：CN11-0303
邮发代号：1-178，每周一期，对开8版
全年订阅价：120元/份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订阅电话：11185
报社咨询热线：010-58884190

《科普时报》给你不一样的知识盛宴

扫码订阅
更方便！

欢迎订阅2021年度《科普时报》

节 肢 动 物 起 源 之 谜 再 添 重 要 实 证
□□ 冯伟民

11 月 6 日召开的腾讯“ME”大
会的主题是“痛点”。对于医学专家
们来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是最痛
的痛点，全世界都在为这场疫情带
来的灾难疼痛无比，中国刚刚喘了
一口气，但整个世界仍处于黑暗之
中。持续蔓延的疫情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多久？目
前中国已经取得了阶段胜利，中国
的成功经验能否复制？新冠疫苗上
市后能否终结疫情？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大会
上对此进行了解读。

新冠疫情处于大流行阶段

今年3月，很多人认为新冠肺炎
疫情像 SARS，也许夏天到来，新冠
病毒将会自然减少，但是现在，疫
情仍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甚至有些
人认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人类社会
常驻病毒。

对此，张文宏表示，目前很多
国家的发病人数超过了 800 万，数
量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新冠最早的判
断。今年夏天来临之前医学界有两
种观点，一种认为，凡是冠状病毒
引起的流行都将在夏天来临时慢慢
消亡；另一种观点认为冠状病毒将

像流感病毒那样出现蔓延的态势。
事实上，自今年 3 月起，新冠疫情
的蔓延趋势和 SARS 不同，它没有
在夏天停止，而是呈现将在全球蔓
延的态势。这一点很像大流感的特
征。

印度是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印度疫情
蔓延的特点是，以年轻人为主的群
体造成了疫情的扩散。在 0-14 岁的
孩子中、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疫
情也互相传播，这是疫情全球蔓延
以后在大流行时段典型的特点，也
就是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年龄层中
密切接触的人群中广泛传播。

我们的策略是比病毒跑得快

“中国经验”无疑是今年的热
词。张文宏说，中国的经验是在和
新冠病毒斗争中形成的。在初期，
采取了武汉封城的策略，两个多月
的时间证明这个策略很成功。

直至目前，中国也有一些散发
病例和输入性病例。“我们不能出现
武汉那样的情况”，张文宏表示，目
前无论哪里出现新冠病例，我们都
会迅速地集中控制，同时对相关接
触人群进行检测，甚至扩大检测，

直到发现每一个病例。对于一个人
口众多，医疗资源人均资源比较贫
乏的地区，任凭疫情扩散将导致严
重后果。所以把全面围剿病毒且取
得胜利之后，我们的策略就是跑得
比病毒快。这是中国经验的第二种
策略。新疆、大连、北京出现病例
后，都是在一个月内控制住新冠疫
情。

张文宏表示，中国防疫成功背
后是领导力和东方文化。中国的成
功经验不代表别国可以复制。目
前，其他国家也已经形成自己的抗
疫策略，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它
的主要策略是在疫情病例增多的时
候加紧抗疫策略，比如关闭学校、
减少外出、在家办公等，同时保证
ICU 有充足的床位。如果对重症病
人进行有效的保护，新冠死亡率将
会降低。所以即使病例数增高，但
死亡率不高，比如英国病死率目前
已经下降到0.5%左右。

张文宏特别强调，在疫情没有
结束前，我们还应该采取第三种防
控疫情策略。比如，在拥挤的地
铁、公交，在聚集的剧场戴好口
罩，勤洗手，在人群聚集的时候尽
量保证社交距离等。

普遍接种疫苗是病毒的
“杀手锏”

疫苗是病毒的绝杀武器。目前
我国已有供紧急接种的新冠疫苗。
但是阻止全球新冠病毒蔓延需要普
遍接种疫苗。张文宏预计，新冠疫
苗正式上市后，国际范围内也不会
百分百接种疫苗。“哪怕仅有 30%
或 40%的人接种疫苗，最危险的人
群也得到了保护”，张文宏说，全
社会新冠病死率将大幅度下降，这
时候我们将迎接世界的开放与重
启。

新冠疫苗上市后新冠病毒是否
会彻底消失？张文宏表示，世界上
曾诞生过无数疫苗，麻疹疫苗、水
痘疫苗、流感疫苗等，它们上市后
病毒都没有消失，所以疫苗诞生不
代表我们已完全解决了问题。

“如果不能彻底剿灭新冠病毒，
就要学着和这个病毒一起活下去”，
张文宏表示，“中国未来要靠普遍接
种新冠疫苗保持本土低水平发病
率。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已经度过
了最黑暗的时候，曙光已经在地平
线的远方出现，我们终将从至暗的
时刻中走出来”。

张文宏：新冠肺炎疫情走出至暗时刻
□□ 科普时报记者 项 铮

我们科研团队最新的研究发现，小立碗藓（苔
藓的一种）叶绿体伴侣蛋白Hsp70调控网络中筛选
到的多个苔藓特异的新基因，具有非常好的抗逆功
能，应用其机制可能激活水稻叶片中在演化过程中
丢失或沉默的抗性通路，为培育抗逆品种提供了新
策略和资源。目前，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植
物细胞》《自然通讯》 和 《植物学杂志》 等期刊
上，研究结果也被 《生物技术进展》《分子植物》

《植物生理》 等广泛引用，《分子生物学》 杂志和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生物能》上发表的综述中
也给予高度评价。

当然，个头矮小结构简单，不开花也没有种子
的苔藓植物不仅仅是基因研究的宝库，其在整个生
态系统的地位也不容忽视。

苔藓虽小，但在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里，其种
数却是仅次于被子植物的高等植物，算得上是植物
界的第二大家族。作为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因
素，苔藓植物不仅为其他生物营造出各种各样的生
境，且人类和其他生物需依赖它维持生态系统的平
衡。

作为大自然的“拓荒者”、最佳“环境听诊
器”和天然“空气清洁器”，苔藓植物经历了从水
生到陆生的演化历程，见证了中生代恐龙的灭绝和
新生代生物的崛起。它们拥有庞大的族群和顽强的
生命力，至今在地球上广泛分布，约有21200种。
除海洋和温泉外，遍布地球上每个角落，甚至生长
于荒漠、冻原及岩石上，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和庇
护所。除此之外，由于苔藓无维管组织，密集生长
形成大量有较强吸水性的毛细孔隙，可以在土壤表
面形成天然的保水屏障，在过滤雨水的同时隔断土
壤水分的直接蒸发，因此它们还能为土壤锁住大量
雨水，防止水土流失，一直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得益于苔藓叶片的强静电吸附能力和共生在
苔藓表面的微生物吞噬粉尘能力，苔藓植物具有吸
收和消化汽车尾气烟雾的功能，包括占尾气40%的
有毒成分—铵。所以，从商业角度出发，如果把苔
藓植物制作成室内“空气调节器”，就能吸收空气
中的粉尘，让空气变得更清新。不仅如此，苔藓还
能有效降低室内环境噪音，增加室内空气湿度。

正是基于苔藓植物对生态环境友好的这一特
性，我们科研团队在对其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对苔
藓进行深入商用性研究，与国内首家苔藓生产公司
浙江丽水市润生苔藓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把毫不起
眼的苔藓引入了“苔藓产业链的研究开发及高效种
植示范基地建设”，让这些平日无人关注的苔藓发
挥出更大的社会效应。

我国因为建筑、开矿等工程建设造成的裸露山
体坡面等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普遍，业已成为
各界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种需求，我们团队针
对苔藓建立组织培养方法和苔藓植物工厂方案，探
索扩大种植和维护坡面恢复的方案，为苔藓应用于
生态修复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有的苔藓在生长的
过程中能不断地分泌酸性物质，促使土壤分化，年
深日久便为其他高等植物创造了土壤条件。目前来看，苔藓这一
植物界的“拓荒者”已经吸引了生态环保界的高度重视，其在生
态修复方面的巨大应用前景也正在逐步施放。

当前，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苔藓作为生态修复材料的优势，
且欧洲、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始开发运用此资源，但是我国在这个
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这还需要科研界为此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作者系湖北大学生命科学院省部共建生物催化与酶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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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虾是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科学家在我国云南五亿
多年前的澄江动物群中发现的一种罕
见的节肢动物化石，其身体造型奇
异，类似中国传统神话中“四不像”
瑞兽“麒麟”，因而被命名为麒麟
虾 （Kylinxia）。

麒麟虾生活在 5 亿多年前的浅海
地区，它呈虾形，长有五只眼睛，
头部嵌合了节肢动物祖先类型的形
态构造，包括寒武纪怪物——奥帕
宾海蝎特 （Opabinia） 头部的五只眼
睛，以及寒武纪巨型顶级捕食动物
—— 奇 虾 （Anomalocaris） 的 掠 食 性
附肢。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团队借助包括扫描电镜元素分析在
内的多种技术手段，对麒麟虾化石进行
了精细的解剖学研究，论证了神经组织

和消化系统等在化石中通常难以保存的
软躯体结构。同时，通过比较解剖学研
究发现，麒麟虾的身体具有明显的真节
肢动物特征，比如硬化的表皮、愈合的
头壳、多节的躯干和分节的腿肢，以及
具有现在熟知的节肢动物（如无处不在

的蚊、虫、虾、蟹） 的多种特征。所
以，麒麟虾嵌合了节肢动物祖先类型和
真节肢动物的形态特征，是一种罕见的
嵌合动物。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澄江动
物群以来，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神

秘面纱正在逐渐解开。科学家采集
到了数十万计的化石，成为揭秘和
复原寒武纪时代生物界的辉煌最可
靠的证据。

尤其可贵的是，澄江动物群是演
化“中间环节”的伟大宝库。一群包
括抚仙湖虫、澄江虾和山口虾在内的

“中间环节”化石，在以多腿缓步类为
代表的节肢动物叶足状祖先与包括现
生节肢动物在内的真节肢动物之间架
起了桥梁。以海口虫为代表的“中间
环节”化石，证实了其已脱离了无脊
椎动物，开始向脊椎动物演变。海口
鱼的发现表明脊椎动物已进入有头类
的进化轨道。新的动物灭绝门类——
古虫动物门则代表了后口动物的根系
类群，是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之间的
过渡类型。

（下转第2版）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几乎所有的
展区都在拥抱数字化技
术、智能化应用。智能机
器人各显其能，各类机械
臂展示在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场景，不由让人们畅
想未来的智能生活。

新华社发

图1：观众在技术装
备展区参观 EX 仿生机器
人。

图2：观众在进博会
技术装备展区体验 VR 产
品。

图3：进博会技术装
备展区的茶道机器人。

进博会上进博会上
感受智慧生活感受智慧生活

日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罕见的节肢动物化石——麒
麟虾，为解答节肢动物起源之谜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11月5日《自然》杂志发表了这一
最新研究成果。

左图为麒麟虾正模标本，右图为麒麟虾形态复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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