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基因技术知多少转基因技术知多少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
生龙，凤生凤”，指的就是生物界普遍存
在的遗传现象。这种“子代”与“亲代”
相似的遗传现象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携
带着从亲代传递到子代的遗传信息。每种
生物都具有独特的性状，每种性状都是由
一个或多个基因决定的。花儿有的白如
棉，有的红似火，有的粉，有的紫，这些
特征统统源于“基因”。

基因具有“不变”与“变”两个特
点：所谓“不变”，就是能够忠实地复制
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而“变”
指的是在选择压力或特殊条件下，通过基
因的重组或变异，个体与父辈相比会产生

一定的变化，这可以让生物更好地适应环
境的变化。

目前科学界对基因的认识已经深入到
分子层次。事实上，我们吃的各种食物，
包括肉类、谷物、蔬菜、水果，都含有数
以干万计的基因。对于生物的繁衍来说，
基因是重要的；但作为食物，基因和蛋白
质、脂肪等营养成分一样，在胃肠里呆不
了多久就会被分解。

实际上，基因的交换、转移和改变是
自然界中常见的现象，是推动生物进化的
重要力量。正是因为基因的改变才使物种
能够不断具有新的性状，进一步发展才会
产生新的物种，形成了自然界绚烂多姿的

生物多样性，我们的世界才能如此丰富多
彩。

转基因，就是科学家利用工程技术将
一种生物的一个或几个基因转移到另外一
种生物体内，从而让后一种生物获得新的
性状。比如，将抗虫基因转入棉花、水稻
或玉米，培育成对棉铃虫、卷叶螟及玉米
螟等昆虫具有抗性的转基因棉花、水稻或
玉米。

这种技术，国际上叫做基因改良、基
因修饰、基因工程等，我们国内在翻译时
形象地译成了“转基因”。人们对转基因
最早的误解就是“吃了转基因食品会被转
基因”，这种误解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

样的误解与以为“人吃了猪肉就会变成
猪”或者“骡子不育，人吃了骡子肉也会
跟着不育”其实毫无二致。食物中本来就
有成干上万个基因，转进去的这一个或几
个基因跟另外那成干上万个基因一样在胃
里很快被消化掉，它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去“动”我们的基因。

提到转基因，一些人会对食用
安全性产生种种疑虑。为此，农业
农村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
公室编辑出版了 《思维上的困惑
——公众关心的转基因问题》这本
书，从概念、安全、专利、监管等
几方面进行科普性解读。本报开设

“转基因技术知多少”栏目，摘编
刊出部分内容，以期让公众更深
入、更科学地认识转基因技术。

——编者

转 基 因 是 什 么

（图片来自书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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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元素周期表第15号元素。
磷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中，是维持骨骼和牙齿的必要

物质，几乎参与所有生理上的化学反应。
民间常说的“鬼火”就是磷火，多发于夏季干燥时的坟

墓间。人骨里含有磷元素，产生的磷化氢燃点很低，可以自
燃。当人走路的时候会带动磷化氢在身后燃烧，所以被那些
胆小的人称为“鬼火”。“鬼火”的颜色会随人体含有的元素
而改变，若有特殊的颜色，还说明死者体内某些微量元素含
量特别多。随着丧葬方式的改变，现在的坟墓附近已经很少
有这种现象了。

磷元素的发现也蛮有戏剧性。1669年，德国汉堡一位
叫布朗特的商人为了获得黄金，竟然想到用同样有黄色外
观的人尿来炼金。经过长时间的热蒸，最终得到了一种像
白蜡一样的物质，而且还能在黑暗的小屋里闪闪发光。但
这并不是布朗特梦寐以求的黄金，发出的蓝绿色火光也很
特别，不发热，是一种冷光。于是他就以“冷光”的意思
命名了这种新发现的物质——“磷”，从尿液中得到的白
蜡一样的物质就是磷元素的一种单质——白磷。

白磷放出冷光的过程很容易被加速变成自燃，而在与惰
性材料结合后，易燃性能得到抑制。于是人们利用这一特性
生产出了第一种便宜的火柴——白磷火柴，但在20世纪初被
全世界禁止使用，因为不小心挤压一盒火柴就能引起白磷自
燃，而且还会让人中毒。白磷的毒性几乎等同于氰化物，常
年暴露在白磷的环境中，还会让火柴工人患上严重的骨坏
死。白磷的毒性和自燃性这两个特性，被军火商们利用制作
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也就是“二战”期间使用的白磷燃烧
弹。爆炸后的白磷，会不断四处溅射，溅到皮肤上会造成严
重的烧伤，而且还会持续燃烧直至“渗入”血肉。此外，在

“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人们还发现磷的其他特性，如
制作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神经毒剂。

与上述用途相反的是磷酸根，是所有生物体必需的关键
养分之一，在DNA的骨架中，在生物分子间传递能量的腺
苷三磷酸中，在构成骨骼的基石羟基磷酸钙中，都有磷酸根
的身影。另外一些有机磷酸酯还被制成了各种农药、杀虫
剂，从而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地的农业产量。

在金属催化反应中，磷元素也必不可少，其中钌催化烯
烃的复分解反应、钯催化碳碳键的成键反应，都是在有机磷
配体的基础上做出来的，这两个反应的发现者还分别获得了
诺贝尔化学奖。

磷单质有众多的同素异形体，除了上面提到的白磷，还有
后来被发现的黑磷、红磷、紫磷。尤其以黑磷最为突出，它是
黑色有金属光泽的晶体，反应活性最弱，在空气中不会被点

燃，化学结构类似石墨，因此可以导电，是可充电电池导电材料领域的“明日
之星”。

可是就在磷元素被大量合理利用的时候，也传来了警告，科学家们宣称
地球上的磷资源很快将会消耗殆尽。因为在过去50年里，世界仅对于磷肥的
需求量就翻了5倍，预计随着人口膨胀，这个数量还会增加，而磷是不可再生
物质，可开采的地区也非常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磷的元素，因此
提高磷元素以及磷酸盐的利用率将是重中之重。

（作者系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化学教师、武汉市科学家科普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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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过感觉认识世界，绝大多
数时候感觉会忠实地传递信息，告诉
我们世界上存在着什么、发生着什
么。可是有时候，感觉也会失常，出
现各种奇怪的错觉。

埃舍尔是著名的错觉图形大师，
在他的画作中，明明是向二楼上去的
楼梯不知为什么却返回一楼，鸟儿在
不断的变化中成了鱼儿，瀑布从永动
机一般的塔楼水槽中飞落下来，栩栩
如生的两只手在纸上相互勾勒……他
的画风在很长时间被美术界视为异
端，却被不少数学家、建筑学家和哲
学家视为知己，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日本设计师茅原伸幸创作过一幅
“旋转的舞女”动态视错觉图。舞女
旋转的方向会随着观者的视角发生变
化：从左边看会觉得舞女顺时针旋
转；从右边看会觉得舞女逆时针旋
转。茅原伸幸巧妙利用了视觉暂留、
明暗对比、姿势与影子的细节，制作
出“随心所欲”的动画。

错觉的存在并非脑的缺陷，相反，
大脑太“聪明”了，总想在现有的资料
上做出分析判断。我们看见一盏台灯，
并没有看清台灯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大
脑却已经勾勒出台灯的整体印象，没有
看清、没有看见的部分都被大脑用推测

“填补”上了。大脑总是根据以往经验
快速做出填补，这种填补大多时候是正
确的，但有时也会出错。

大脑在判断物体大小的时候具有
“恒常性”。远处的物体虽然看起来
小，但是大脑会判断它是比较大的，
周边参照物也起到协助判断的作用。

“恒常性”在很多时候管用：一个人
从远处走来，在视网膜上的成像越来
越大，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身高并未改
变。埃姆斯房间破坏了这种“恒常
性”：房间经过改造，左墙角与观察
者的距离几乎是右墙角与观察者距离
的两倍，但看起来两人与观察者距离
相等，观察者却认为右墙角的人身高
会更高（其实身高相等）。

日常生活中也会遇见错觉。众所
周知，月亮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看
起来比它高挂在天空时大。月亮的大
小以及它到地球的距离并没有改变，
地平线上的月亮和高挂天空的月亮看
起来应该一样大。为什么地平线上的
月亮看起来更大呢？一种原因是：月
亮在地平线上的时候，视线需要翻山
越岭，看起来更远；而月亮高挂天空
时，天空很空旷，看起来更近。另一种原因是：月
亮高挂天空时，广袤的天空环绕着它，使它看上去
更小；月亮在地平线上时，周围环绕的天空面积较
小，使它看上去更大。

错觉令人困惑，但也有其特殊的用处。诸葛亮
的“草船借箭”利用了大雾天和曹操多疑的性格，使
船上的稻草人变成了敌人眼中的精兵强将。二战期
间，英国魔术师贾斯帕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亚历山大港
从德军眼皮底下“搬走”，让大轰炸的计划落空。商
业社会中利用错觉的例子就更多了：小房子里多装几
面镜子和灯，会有扩大空间的错觉；格子纹的衣服或
者蓬松的发型，会给体态丰满者制造出苗条的错觉；
戴上3D眼镜会产生子弹呼啸而来的错觉。

错觉不仅由视觉引起，还可以来自听觉、嗅
觉、味觉、触觉等。我们做个小实验：将食指和中
指交叉，然后触摸一个小的圆形物体，比如晒干的
豌豆，会感觉自己好像触摸了两颗豌豆。交叉手指
时，这两个手指平时不接触的两个侧面便“相会”，
触觉从这两个手指侧面分别传向大脑。由于正常状
况下，这两个手指侧面是几乎不会同时接触同一个
物体的，大脑认识不到手指已经交叉了，“想当然”
地以为是两颗豌豆。

广义的错觉还包括错误的推理和判断，如商品
价格定在99元而不是100元，消费者就会产生价格
低廉的错觉；如果在旅程中播放电影，旅客会产生
时间过得比较快的错觉；辛苦赚来的钱和买彩票赢
来的钱相比，后者往往给人“低价值”的错觉，造
成很多中彩票的“幸运儿”大肆挥霍。

世界真奇妙，对错怎知道？让我们多一些觉察
和思考，就离真相更近一点。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神经科学学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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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数理方程——

麦克斯韦方程，完美地将电场和磁场统一
为一个整体，揭示了电磁波的内涵。

自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通过电火
花实验证实电磁波的存在之后，电磁波开
始影响人类社会，从起初的电报、无线电
话，到现代社会的雷达、通信、导航、遥
测遥控等，电磁波渗透到社会运行的方方
面面。

随着5G、物联网、自动驾驶、电子装
备等技术的进步，社会中聚合运行的电磁
波越来越密集，相互作用愈来愈明显，致
使电磁效应成为影响信息世界的关键因
素。例如，在某些电磁效应下，自动驾驶
系统出现导航偏移、操作系统失稳，飞行
器出现航向不准、显示错误，雷达探测距
离下降、跟踪位置偏移，火工品出现引信
误启动，等等。

为避免这些非预期效应，常规做法是
功能设备 （单元） 占用固定电磁资源 （频
率、空间、时间资源的集合）。由于电磁
资源的排他性，固定占用电磁资源使得电
磁资源的利用率低下，导致电磁资源成为
制约信息世界高效运行的瓶颈。因此，高
效利用电磁资源成为提高信息世界运行效
率，实现最佳运行状态的关键环节。针对
此问题，我国的科研团队提出了电磁协同
的理论与方法。

电磁协同的概念受启发于德国物理学
家赫尔曼·哈肯于 1971 年提出的协同理
论。协同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

系统，在外参量 （如外部物质或能量） 的
驱动下通过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以自组
织的方式产生有序结构的普遍规律。针对
频率、时间、空间等电磁资源所具有的强
烈排他性，协同理论提出电磁协同理论和
方法，目的是通过有效的电磁协同控制提
高电磁资源的利用率，增强信息世界运行
的整体效应，实现整体大于部分总和的效
果。其技术核心是在准确预测系统复杂电
磁环境效应的基础上，进行多功能系统电
磁资源的协同控制，保证有限空间条件下
多功能系统同时工作，实现多功能系统应
对非预期电磁效应从“被动兼容”到“协
同适应”的转变。

实现电磁资源协同控制的前提条件，
是准确预测系统复杂电磁环境效应，这需
要精确计算复杂电磁环境效应，并准确测
试复杂电磁环境效应。电磁协同以认识电

磁环境效应为基础，以测试验证为支撑，
以电磁协同控制为核心，对于精确计算复
杂电磁环境效应，可以采用电磁协同计算
的方法；对于准确测试复杂电磁环境效
应，可以采用测试计算协同的数字吸波方
法；而实现电磁协同控制的理论方法则是

“使能—消能”分析法。
在电磁协同计算方面，通过实现核心

算法 （并行、协同、综合） 的自主可控、
计算资源 （服务器、存储器） 的协同应用
和设计资源 （数据、模型、算法） 的广域
共享，形成支撑超大规模分布式电磁场精
确计算的数值算法体系 （涵盖时域、频域
以及混合电磁计算算法） 和电磁协同计算
平台，解决精细仿真计算复杂电大金属介
质混合目标、涂覆隐身目标，以及目标在
其运行环境中的诱发电磁效应等一系列工
程难题。

在电磁测试计算协同方面，基于模式
展开理论实现了数字吸波技术，消除测试
环境中的多径、多源干扰效应；通过运用
无人机机械臂等灵活、多功能数据采样方
式，打破传统微波暗室几何尺寸对装备电
磁性能测试的技术极限，在应用环境中实
现大型装备平台微波暗室般高精度辐射散
射测量和高效电磁故障诊断，在开放空间
完成系列预警机电磁性能的整体综合验
证，破解大型装备电磁验证受限于微波暗
室条件的测试难题。

在电磁协同控制方面，以系统能力为
牵引量化复杂电磁环境效应，提出电磁环
境效应中“使能效应”与“消能效应”的
概念：用“使能效应”表征各功能单元作
用于电磁环境后给自身带来的主动性能增
益，“消能效应”表征各功能单元作用于
电磁环境后给系统内其他功能单元带来的
被动性能损失。该分析法使得系统环境适
应性的优化设计、体系电磁资源的动态分
配、电磁攻防的战术布置实施都更有针对
性，可为信息体系电磁协同控制和体系对
抗中的制电磁权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电磁协同技术对有限的电磁资源进行
有序的协同，提高体系电磁资源利用率，
实现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增强信息世界
的整体效应，是提升信息世界有序运行能
力的“金钥匙”。

（作者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我国电子信息系统电磁环境
效应领域学术带头人）

电磁协同：开启信息世界有序运行的“金钥匙”
□□ 唐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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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楼梯向上还是向下？

（上接第1版）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
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
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
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
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
弥补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三星堆
遗址 1 号和 2 号坑进行发掘时
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
的性质有所明判。

对于一直困扰三星堆遗址
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此次
发掘则引入了精确度和灵敏度
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

“不同于过去三星堆 1 号和
2 号坑的碳 14 年代测定，这次
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
数 量 更 多 ， 标 本 选 择 也 更 恰
当；在标本测量方面，精确度
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
则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

25 年之内。”孙华表示，尽管
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发
布，我们相信，这次的工作可
以为精准测定三星堆遗址年代
问题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此外，一些“黑科技”新
应用也参与到此次三星堆遗址
考古发掘中。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
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
断裂等。以往在保护出土青铜
器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
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进行
固定。此次发掘中，则采用3D
打印技术，打印出非常逼真的
青铜器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
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
个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
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
铜 器 上 ， 形 成 贴 身 “ 防 护
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

“当然，3D 打印技术已经

应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文物修
复中也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用
在刚出土的青铜器的保护上，
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可
以有效避免可能对青铜器带来
的损坏。这种创新应用，值得
点赞。”王巍说。

不 少 专 家 认 为 ， 此 次 三
星 堆 考 古 发 掘 的 硬 件 条 件 在
过 去 是 难 以 想 象 的 ， 可 以 说
集 成 了 迄 今 为 止 国 内 最 好
的 ， 甚 至 是 世 界 上 最 好 的 考
古发掘设施。

王巍则强调，目前对三星
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仅
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祭
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
保 护 、 多 学 科 研 究 的 深 入 开
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
于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
供更多的实物资料。

科技助力，三星堆大规模“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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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年底，李强奉命到香港

九 龙 建 立 第 二 个 秘 密 无 线 电 台 。
1931 年 1 月，沪港两地通报成功，
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
台。不久，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
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
据地。

后来，李强被组织派到苏联学
习，在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工作
期 间 ， 发 表 论 文 《发 信 菱 形 天
线》，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
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联 7 位无线
电专家之一，研究成果被命名为

“李强公式”，载入苏联百科词典。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李强回到
延安领导创办军工系统，并兼任延
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培养了大
量的未来新中国科技人才，特别是
科技管理人才，有的当了部长、局

长，甚至国家领导人。解放战争时
期，李强受命建造了短波广播发射
台，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向全世界，
组织领导了北京、南京、上海广播
电台的接管工作，成为新中国广播
事业的奠基者，1955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院士）。

说到我党早期在青年和民众中
所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工作，不妨
举一位爱国青年武衡的例子。

武衡 （1914-1999），江苏徐州
人，1934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地学
系，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
组织指示在清华创办 《新科学》 周
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
们要让科学站在国防的大麾下，为
了救亡而服务”。

同时，《新科学》 提出的另一个
目的是“打开以往学科学者与大众
隔离的畸形局面，给人民灌输一些

在现阶段上所迫切需要的科学常
识”，也就是普及实用科学知识特
别是国防科学知识。

1937 年 1 月，寒假到了，《新科
学》 及时提出：“我们学生既受到
特殊优越的教育，在寒假中请你们
尽最大的努力，放弃个人安乐的生
活，走到民间去，接近大众，把你
们所知道的科学知识教给大众，提
高大众的知识水平，这就是做了最
切实的救亡工作。”

《新科学》 宣传“读书不忘救
国”，动员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相
结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
传国防科学，普及国防科学知识；
宣传民主与大众的科学；宣传普及
关于自然现象的，关于改造自然
的，关于新发明创造的，关于自然
科学最新发展的知识，介绍著名科
学家的故事及其科学精神。

1937 年 4 月，北大、清华、北
平研究院等曾邀请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来华访
问讲学。《新科学》 发表评论说：

“我们欢迎玻尔先生的最大意义是
他追求真理，摆脱一切古典理论束
缚的革命精神。我们深愿玻尔先生
这次来华讲学的结果，能够把这种
伟大精神带给我们中国的每个科学
家。”

后来武衡到了延安，曾任延安
自然科学院地矿系教员；1949 年担
任东北工业研究所所长；1952 年担
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党
组书记；1954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
秘书长、院党组副书记；1955 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院
士）。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早期科技实践的“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