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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阐释东亚及北美生物多样性分布规律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方精云院士研究团队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James Brown 教授合作，近日在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论文，报道了他们在物种多样性分布规律的机制性解释方面的最新

研究结果。 

    方精云院士课题组在对全国近 60 座重要山地的植物多样性进行调查的同时，与各地的植物学专家合

作，建立了含有多达 11000 余种的中国木本植物分布数据库。最近，他们基于这些物种的分布数据，并结

合北美的物种分布数据，检验了 James Brown 研究小组提出的生态学代谢理论（Metabolic theory of 

Ecology, 简称“代谢理论”）对解释物种多样性分布规律的有效性。方精云课题组研究发现，中国和北

美地区的物种数量确实如“代谢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受能量制约，但空间尺度的大小极大地影响着这种能

量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代谢理论”具有极强的尺度依赖性。研究还发现，东亚地区物种多

样性随纬度递减的速率比北美地区要大得多。这个结果推演出一个重要结论：温暖的东亚南部其物种数量

比同气候的北美南部要丰富，但寒冷的东亚北方地区要低于北美的寒冷地区。该结论也得到了实测数据的

支持。这一结论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的“东亚地区的物种数量要比北美丰富”的观点。 

 中法合作研究发现新鼻病毒具有基因重组能力 

近日，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杜文圣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和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对儿

童病人分离出的鼻病毒基因组研究，发现一种鼻病毒 C 亚型中出现大量多重重组，使得鼻病毒具有高遗传

变异性。研究人员还从儿童支气管炎和肺炎病人鼻咽喉样本中分离出大量重组后的鼻病毒。 

上海巴斯德所新生病毒研究组研究人员与上海南翔医院儿科合作，通过研究该院儿童患者中急性呼吸

道感染致病病毒，发现鼻病毒 C 在所有鼻病毒感染病例中占 50%以上，而在这些鼻病毒 C 中，一半以上发

生了基因重组。一个长度不一的原本属于鼻病毒 A的 5’端基因片段，出现在鼻病毒C 中。这一发现表明，

鼻病毒 C 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新亚种：一种含有 5’端的基因片段，另一种则不含。随后，在对新亚种进行

全基因组测序中，研究人员找到了更多的基因组重组点。研究人员推测，鼻病毒 A 和鼻病毒 C 一起感染病

人可能是产生病毒重组的原因。 

我国科学家首次跨国研究亚马逊热带雨林生态变化 

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承担的“中国秘鲁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与能力建设合作计划”近日获得中科院批

准并实施。这将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对南美洲亚马逊地区热带雨林进行大规模综合考察、采集。该项目将以

秘鲁国立农业大学为外国合作方，以秘鲁所在的亚马逊地区热带雨林为基地，对其进行大规模综合考察、

采集和研究。同时，中国将邀请秘鲁科研人员访华进行培训、留学，并举办热带／亚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

跨国界保护与管理研修班，以提高秘鲁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科研水平，为长远合作奠定基础。 

    该计划的开展将进一步加强中秘生物多样性的合作研究与能力建设。通过对亚马逊流域上游热带雨林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为今后开展全球变化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奠定基础；通过野外调查与收

集，建立可以和秘鲁方面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以加强其科研能力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我国首次运用性控技术大规模生产雄性马鹿 

 



 

 

内蒙古蒙牛繁育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键元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大学的科技人员采用

马鹿精子分离—性别控制技术生产的冷冻精液，在赤峰地区对 284 头母鹿进行人工授精，两年生产马鹿 108

只，均为雄性，性控准确率达到 100%。该项技术的应用，对建立高产马鹿种群，提高马鹿的品质、生产性

能和降低成本具有重要价值。 

    科技人员根据马鹿 X/Y 精子 DNA 含量的差别，采用流式细胞仪分离技术，研究建立了符合马鹿精子分

离—性控冷冻精液生产技术流程；根据马鹿生殖生理特点，研究建立了以非手术为基础的茸鹿性控冷冻精

液人工授精技术规程，用性控冻精进行人工授精，情期受胎率达到 67.5%；成功地将优质高产公鹿精液进

行了 X/Y 精子分离，建立了马鹿性控冷冻精液的生产技术和性控冻精产品的企业技术标准；收集建立了国

内主要优秀的种马鹿细胞系 5 个，并开展了相关遗传基础研究。 

    据介绍，茸鹿精子分离性别控制技术应用流式细胞分选技术，制备可以长距离低温运输的马鹿 X/Y 精

子，纯度达 90%以上，冷冻精液活力达到 0.45 以上，为输精生产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率先在国

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推广示范，目前已具备大规模生产马鹿性控冻精的能力和实现产业化的条件。 

中国科学家研发出胶囊机器人 

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张永顺带领的团队正在研制胶囊医疗微型机器人，并实现了机器人在肠道内的垂

直游动。该成果发表在今年第 7 期《中国科学E 辑：技术科学》上。  

张永顺研发的技术是使用外力磁场对机器人实施控制，通过对猪肠道的实验证明，他的机器人可实现

外力控制下在肠道内的垂直游动，并且不会对肠胃造成损伤。张永顺表示，他的研究小组正在对肠道内的

弯曲环境驱动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如果这项技术实现，那么这个胶囊机器人可实现在肠道内进退自如，实

施窥视、诊断，甚至施药、取样。张永顺团队目前正在试验的机器人外表和胶囊差不多，体型比胶囊略大

一些，长宽为 40×15 毫米。在以后实际应用时可做得更小以方便吞咽。 

中药材多维指纹图谱新技术建立  

由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吉林大学、中国农科院特产所承担的 “龙胆草等长白山道地中药材多维

指纹图谱研究”项目近日通过专家鉴定。科研人员于 2006 年开始了龙胆草等5 种中药材的多维指纹图谱

的研究，建立了中药材多指标成分分析的液相色谱质量控制方法及主要成分结构确认的质谱分析方法；建

立了中药材及其饮片的质谱特征指纹图谱分析方法和质谱特征指纹相似度的分析系统，以及用于药材产地

区分、品种鉴定、采收期识别、生长年限区分等质谱指纹图谱化学模式识别方法；建立了中药材的近红外



指纹图谱和应用光谱计量学方法构造快速分析道地药的方法，以及用于中药材产地、生长年限等区分的近

红外指纹图谱化学模式识别方法。 

科学实验和实际应用证明，与传统的色谱指纹图谱技术相比，新技术具有建立方法简捷、特征性强、

灵敏度高、分析时间短等优点。 

中国风能观测网建成并投入使用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 8 月 3 日表示，目前全国由 400座 70—120 米高度的测风塔组成的风能观测

网已基本建成并投入运行。从 2004 年开始，中国气象部门加强太阳辐射、风力强度监测网建设，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风能、太阳能资源的多层次普查和可利用资源的评估。2007 年底，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要

求，中国气象局又牵头开展风能资源详查和评估工作。经过多年大力开发，中国风电装机容量连续 4 年翻

番增长，2008 年达 1217 万千瓦，居世界第四位。 

三江源生态监测体系基本成形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南近日表示，截至 7 月底，三江源生态监测项目已完成投资 2165 万

元，建成 14 个生态系统综合监测站、496 个基础监测点、3 个水土保持监测小区、2 个水文水资源巡测站

和 2 个自动气象站。随着这一系列站点的建成，三江源地区基本形成了多专业融合、站点互补、驻测与巡

测、地面监测与遥感监测相结合的点、线、面一体化的监测网站体系。这将为监测保护区生态环境变化，

开展各种科考活动，以及进一步实施保护工程，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我国中高档数控机床首次装上自主研制的数控系统  

沈阳机床集团 8 月 1 日宣布，他们成功研制出飞阳数控系统并实现产业化。从今年起，配置飞阳数控

系统的沈阳机床中高档产品将批量推向市场，中国中高档数控机床首次装上中国自主研制的数控系统。 

 沈阳机床集团引进国外技术，利用 3 年时间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了多项数控系统的核心技术，包括

实时控制技术、伺服控制算法和数字总线技术，成功研制出用于加工中心的 F0M 和用于数控车床的 F0T 两

个系列产品。 

我国首次监测调查黄河源区湖泊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近日结束对黄河源区湖泊水深、水质等情况的监测调查。这是我国首次

对这一地区湖泊进行高密度、高精度实测。考察中，研究人员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现代高新技术

对黄河源区的鄂陵湖、扎陵湖、冬给措纳湖等湖泊水质、水量等情况进行监测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科

学数据。这些数据将连同青藏高原地区其他主要湖泊调查数据一同输入“中国湖泊数据库”。 

    这次监测调查在一些领域开创了先河，比如“黄河源头姊妹湖”之一扎陵湖的水深，在以往的资料记

载中，其平均深度约 9 米，而研究人员在湖面上经过每 10～30 秒一次的完整科学监测，分析发现这一湖

泊平均深度在 20 米以上，最深处达 33 米左右。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 LOCA 鉴定试验台 

    8 月 4 日，在中广核集团大亚湾核电基地建设的世界最大 LOCA 鉴定试验台 1、2、3号 LOCA 炉在手动

模式下的调试全部完成。大亚湾核电基地试验台拥有 3台 LOCA 炉，其中3 号 LOCA 炉为世界最大，容积达

20.8 立方米，进行蒸汽热冲击拉峰试验，一次性成功。该试验台是我国目前唯一能进行大型核岛设备和三

代核电机组 LOCA 鉴定的试验设施。建设期间，中广核集团技术研究院组织多方力量进行科技创新和项目

攻坚，在方案设计、流程、专用设备等方面全部实现自主研发，并独立完成了项目的工程建设管理和后期

调试工作。 

    我国甲型 H1N1 流感试验用疫苗安全可靠  

从卫生部获悉，我国甲型 H1N1 流感疫苗第一针接种后的临床试验安全观察中，没有发生严重不良反

应或事件。此后的初步安全性分析报告也显示，我国生产的甲型 H1N1 流感试验用疫苗安全可靠。 



    我国甲型 H1N1 流感疫苗在7 月份开始临床试验，所有的临床试验都是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导

下进行的。目前国内共有北京科兴、华兰生物等 10 家流感疫苗生产企业生产的甲型 H1N1 流感疫苗进入临

床试验，受试者达到 13300 多人。在完成对受试者接种第一针甲型 H1N1 流感疫苗的初步安全性分析报告

后，受试者开始接种第二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