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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科学院种子创新研究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
全球首次提出了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
头驯化的新技术路线。这项研究将使野生
稻的驯化过程从数千年缩短到几十年，甚
至更短，并开辟全新的作物育种方向。相
关研究成果2月4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
刊《细胞》杂志。

“虽然我国在水稻育种中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但仍然迫切需要新策略来应对未来的
粮食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种子创新研究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家洋说。

当前的栽培稻是二倍体野生稻经过数千
年人工驯化而来，驯化过程在改良重要农艺
性状的同时也造成了遗传多样性的大量丢

失。除了二倍体栽培稻，稻属还有其他 25
种野生植物，按照基因组特征可以分成 11
类，包括6类二倍体基因组和5类四倍体基
因组。其中，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具有生物量
大、自带杂种优势、环境适应能力强等特
点，但同时也具有非驯化特征，无法进行农
业生产。

为攻克培养多倍体水稻新作物的难题，
研究人员首次提出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
头驯化的新技术路线。“我们首先收集并筛
选出综合性状最佳的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底盘
种质资源，然后建立野生稻快速从头驯化技
术体系，再进行品种分子设计与快速驯化，
未来将推动新型水稻作物推广应用。”论文
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种子创新研究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泓解
释道。

按照这条技术路线，研究人员实现了材
料收集，攻克了技术瓶颈，成功创制了落粒
性降低、芒长变短、株高降低、粒长变长、
茎秆变粗、抽穗时间不同程度缩短的各种基
因组编辑异源四倍体野生稻材料，证明了研
究人员提出的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头驯
化策略高度可行，对未来创制培育新的作物
种类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日报

年味渐浓，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选择就地过年，是
对疫情防控最大的支持。

牛年春节，有千万人牺牲团圆，选择留在工作地过
年，为疫情防控作出自己的贡献。无论是返回家乡，还是
就地过年，如何过得安心、过得舒心？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邀请了公共卫生和免疫规划专
家为大家划重点。

避免聚餐！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存在
春节是团圆节，以往聚餐是团圆形式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今年到底要不要聚餐呢？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冯录召提

醒，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是多样的，有一部分感染者可以
不出现症状，也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在疫情期间，亲戚、
邻居、熟人中也可能存在患者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如果跟
他们密切接触，比如聚餐，新冠病毒就可以通过近距离飞
沫传播。近期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多起聚集性疫情都是因为
聚餐或者参加宴会导致的。

“所以我们建议，即使是亲戚、邻居和熟人聚餐，也
可能是不安全的，应避免聚餐，减少聚餐。”冯录召说。
团圆的情感不只局限于饭桌上表达，除了聚餐，在必要防
护措施的加持下，一起约着逛个公园或者线上拉个家常，
浓浓的亲情仍旧在线。

冷链食品可以买！非频繁接触风险低
新春佳节，忙碌了一年要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口

福”一定不能少了。但看到多地在冷链食品或外包装上检
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那生鲜、水果等冷链食品还能不
能放心吃呢？

冯录召说，冷链和外包装上的阳性率整体非常低，主
要感染人群是反复接触的职业人群，一般消费者经过接触
外包装或者冷链食品，感染风险低。接触冷链物品后建议
尽快洗手、消毒，随时做好手卫生，保持手部清洁。

此外，货运、配送、快递等从业人员，目前有严格的
防护措施要求。在国内低风险地区，通过短时间接触生鲜
或快递，被感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去商场不乘密闭电梯！
置办年货也是春节的保留节目。今年买年货倡导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避免因为采购年货可能导致的人群聚集。
冯录召提醒，去商场、超市购买时要尽量错峰，避免拥

挤。进入或离开商超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比如戴口罩，包括
接触一些物品之后要注意手卫生。在商场、超市如果能走楼
梯，可以不乘坐密闭式电梯，减少和其他人接触，保持一定
的安全距离。结账的时候可以采取无接触付款方式。

想打疫苗可问询卫健或疾控部门！
除了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远离人员密集场所这

些叨念了无数遍的防控要点，接种疫苗会给人带来免疫层
面的终极防护。那么普通人现在能不能打疫苗了呢？

“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普通老百姓也有可能会成为
重点人群，优先进行接种，没有接到通知的也不要着
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说，收到接种通知的公众，根据预约按时接种。未收到接
种通知的公众，可以咨询居住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或者疾病
控制管理机构，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要及早做好预约，按
时进行接种。

据介绍，我国新冠疫苗的免疫策略正在由紧急使用转
向重点人群的接种。目前的接种任务是接种重点人群。国
家已经宣布了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政策，后续国家会
根据新冠肺炎的流行特征、疫苗的特性、疫苗供应的情况
以及疫情防控的目的等相关因素，实时调整免疫策略，有
序地安排各类人群进行接种。

关于新冠疫苗的保护时间，王华庆说，像甲肝灭活疫
苗，有研究显示它保护的持久性在10年以上。由于新冠病
毒发现的时间只有一年，新冠疫苗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
关于新冠疫苗接种后保护性能持续多久还在研究的过程
中。目前数据看，新冠疫苗的保护持久性大约至少在半年
以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它会有更多的认识。

科技日报

表界面结构是决定纳米材料性
能的关键因素，那么纳米材料能否
像橡皮泥那样实现原位“智造”
呢？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
等研究院等国内外机构研究人员，
首次实现了界面活性位点的原子级
别精准原位调控，该成果对如何从
机制出发自下而上地实现材料、器
件结构和功能的精准调控和设计具
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成果 1 月 29
日在线发表于《科学》。

在负载型催化材料领域，金属
颗粒与氧化物载体之间形成的界面
在许多重要反应中起着关键性作
用，但如何调控这一活性界面是一
大挑战。金属颗粒在负载过程中与
基底形成的界面具有随机性，负载
完成以后，目前也缺乏有效手段对
界面进行“精修”，这使得精确调控
颗粒与氧化物间的活性催化界面成
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
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原位表征和第一性原理计算，对原子尺度下
一氧化碳催化氧化过程中观察到的催化剂界面活性位点的可逆变化
进行解析，揭示了活性界面与反应环境之间的动态原位相关关系，
首次实现了界面活性位点的原子级别精准原位调控。

负载在二氧化钛表面的金颗粒是将一氧化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
重要催化剂，也是工业催化研究中的常见组合。浙江大学电镜中心
张泽、王勇实验团队依托其擅长的原位环境电镜开展催化反应实
验，通过原子层面的原位表征，首次发现在催化反应时金颗粒发生
面内 （外延） 转动 （约9.5°），首次通过可视化实验直观证明了活
性位点位于界面。此外，他们还发现停止通入一氧化碳催化时，金
颗粒又转回到原来位置。为了完全确认转动现象，研究团队又从侧
视与俯视两个角度进行了表征。

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看到的催化剂旋转现象通常被人们认为是
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金颗粒和二氧化钛结合在一起时形成了新的化
学键，“焊接”非常牢固，即便是被高能量的电子束轰击也都岿然不
动。那么，是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高嶷理论团队，根据实验结果首先
大胆猜测诱导颗粒转动的“主角”是界面吸附的氧，并就此推测进
行了一系列的第一性原理及纳米尺度热力学计算。研究结果显示，

界面缺氧状态下的颗粒与二氧化钛载体紧密结合的同时丧失了一定
的吸氧能力，转动了一个小的角度之后的颗粒界面则能提供“又多
又好”的吸附氧活性位点。为了能更好地与吸附氧相结合，适应高
氧环境，颗粒转动由此发生。而在界面氧被活化与一氧化碳反应之
后，颗粒又回到了原有位置以便与载体紧密结合。

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科研人员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改变反应环
境（更换气体环境与控制温度）来精确调控界面的设计思路，并最
终在原位电镜实验中得以实现。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朱倍恩介绍：“通常人们认
为固体晶体是一种稳固的材料，对固体晶体材料的调控必须从其生
长过程着手，一旦材料成型再要调控是非常困难的。就像一个乐高
玩具，如果想要重塑其结构，我们必须进行拆解才能再构。但是，
最近十多年的原位研究显示，纳米固体晶体材料远没有大家想的那
么‘硬’，而是更像橡皮泥一样具有很强的原位可塑性。这些原位实
验现象昭示了一种革命性的原位‘智造’纳米材料的可能性，但是
这一切的前提是能合理预测其变化。”专家表示，在这项成果中，科
研人员再次证明了利用反应环境原位精准调控材料功能表面与界面
的可行性与广阔未来。

中国科学报

纳米材料
有望像橡皮泥一样原位可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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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学家提出
四倍体野生水稻快速驯化新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