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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校内的国家玉米改
良中心整饬一新，几代学者矢志玉米研究，
力图通过玉米种业改良以臻粮食安全。

千里之外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牵头建
设的湖北洪山实验室正以生物种业科技创新
为核心，致力于提供对人类和地球都健康的
食品。

近日，《科学》 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
大学李建生、杨小红团队和华中农业大学严
建兵团队的联合科研成果，一个在玉米和水
稻中都具有的关键基因被发现。这是一项关
于玉米和水稻“趋同选择”研究的重大成
果，为作物驯化的机理解析和未来作物育种
奠定了理论基础。

发掘“宝藏”：殊途同归 提量增产

经过漫长的岁月，玉米、水稻和小麦成
为三大主要农作物，为全球人类提供了 50%
以上的能量摄入。这些作物在长期的改良与
选择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共同的遗传规律？
这一疑问引领着两地两校的联合研究团队，
从基因和基因组两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

科研人员从野生玉米资源里新发现了一
个基因，将其命名为KRN2。通过对这一基因
的编辑，可以调控玉米穗行数，从而将玉米
的产量提高 10%。同时，这一基因在水稻的
基因组里也同样存在，通过基因编辑，它能
使水稻的产量增加 8%，并且对其他农艺性状
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
力。

“这个基因以前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而且
它在玉米和水稻中都有。”华中农大作物遗传
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洪山实验室教授
严建兵介绍，“基因编辑就好比用一把小剪刀
把这个基因‘剪’一下，以提高产量。”

为全面挖掘更多玉米和水稻中的趋同选
择基因，团队成员进一步在全基因组水平上
对玉米和水稻进行大数据选择分析，检测到
490对经历了趋同选择的同源基因对。严建兵
说，此次发现的KRN2，只是其中一个影响产
量的基因，其他受趋同选择的基因中，还蕴
藏着很多可用于玉米和水稻遗传改良的“宝
藏”，这在宏观上或者在整个基因组水平上，
对作物遗传改良指明了新方向。

科研攻关：定时“迁移”协同科研

2004 年的夏天，李建生教授带领当时尚
为讲师的严建兵、博士生杨小红以及众多学生在国家玉米改良中心门口留下了一
张合影，师生笑靥如春。

同年，海南玉米繁育基地的玉米长势正好。李建生亲自动手组配玉米自交系
Mo17 与玉米野生种大刍草的杂交种。他总是一大早就到地头观测他心爱的玉
米，一干就是一整天，三亚的日头将他的皮肤晒得黝黑。

每天早上8点开始，李建生就会把手机关机，一直在田间地头忙活，做育种
工作，再采样回去做数据分析。“做这个工作就是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有外界干
扰，那样干活效率太低，我只要在地头谁也联系不到我。”李建生说。

李建生几乎每年都会到海南两次，有时一待就是半年，南繁基地已成为他另
一个家。他穿梭于两地，带领一位位研究生不断摸索寻找最合适的组配亲本，历
经数年最终创制了稳定的分离群体，定位了几个关键位点，为团队后续开展玉米
重要产量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和驯化机理奠定了材料基础。

每到南繁基地种管收重要时间节点，和李建生一样，他的学生们都成了“候
鸟”，定时“迁移”。

随着研究的深入，2021 年联合团队利用组学大数据，在全基因组水平描绘
了玉米和水稻趋同选择的整体图景，逐渐揭示了物种选择殊途同归的“奥妙”，
并把发现推向国际学界舞台。

据了解，他们的合作成果远不止发表在 《科学》 上的这一篇。近年来，两地
两团队围绕玉米复杂性状的遗传解析这一重大主题发表了近百篇合作研究成果，
2016年李建生、杨小红、严建兵师生三人共同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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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蒋朝常

张紫薇

最近的新一轮疫情牵动着全国人
民的心。本轮疫情有什么特点？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学校应如何进行有效
防控？近日，记者就上述问题对中国
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
长张伯礼进行了专访。

记者：本轮疫情中，无症状感染
者大量出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张伯礼：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多、
比例高是本轮疫情的明显特点。

首先与奥密克戎变异株自身特点
有关。新冠病毒变异株传染力增强，
其毒性也相对减弱，其临床表现就是
临床症状会较轻一些，很多感染者感
染后短时间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

其次也与早期筛查、早发现有关
系。疫情出现后各地均进行了大范围
筛查，由于早发现，不少患者尚在感
染初期未出现感染症状。随着我国各
地“早发现”能力的加强，我国核酸

检测的目标是达成在24小时内完成划
定区域的核酸检测任务。核酸筛查的
最新工作部署使我国各地能够在更短
的时间内尽早发现感染者，控制传染
源。因此，与以往因发烧、干咳前往
哨点医疗机构就诊被发现相比，很多
感染者在发现时间上大大提前。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居民已大规
模进行了疫苗接种。人群的机体免疫力
普遍增强，因此表现为无症状者居多。

记者：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传染力
吗？应该怎样进行防控呢？

张伯礼：无症状感染者虽然无临
床症状表现，但能够通过核酸检测检
测出其体内带有病毒的核酸，具有一
定的病毒载量，一样具有传染力。在
本轮疫情初期，有的无症状感染者确
诊后，出现过其周边密接者均显示核
酸阳性的情况。因此一旦发现无症状
感染者，必须进行快速严格的流调溯

源工作，早发现、早隔离。
本轮奥密克戎导致的疫情已经隐

匿传播了一段时间，并且存在多元传
染途径，因此流调工作艰巨复杂，需
更加严格仔细，不仅要关注病例的密
接、次密接、一般接触者，还要考虑
病例前期是否存在传播链，尽可能找
到无症状感染者。用最短时间找到全
部无症状感染者，彻底阻断社区传
播，才能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对无症状感染者主要是集中隔离
管理，进行医学观察。切不能掉以轻
心，因为虽然无症状，但是仍有传染
性且隐匿性更强；另外今天是无症
状，明后天也许就有症状了。尤其对
重点人群来说，例如老年人、患基础
疾病的人群，还有体弱、肥胖及严重
吸烟者，他们存在症状出现并迅速变
化的风险，需要格外关注。在坚持原
基础病治疗的同时，注意观察其变

化，随时干预处置。
记者：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教育部

门和学校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防控呢？
张伯礼：近期，教育系统防疫抗

疫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因为教育系统
人员密度大，集体活动多，疫情传播
风险高。一旦出现疫情，容易在校园
里迅速蔓延，危及学生、教师和群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教育系统必
须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坚决守住
学校不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底线。

在学校层面上，要严格落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校园日常防控要从
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细节，不断提
高疫情“早发现”的能力。要坚持
人、物、环境同防和多病共防，引导
师生员工在校园内做好自我防护，加
强师生员工在校外的疫情防控教育引
导。（下转第三版）

新一轮疫情，学校如何有效防控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本报记者 陈欣然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如何种出耐寒
耐旱抗盐碱的牧草，实现高原上的生态平
衡？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南志标院士
带领课题组 20 多年“精耕”高山草原，探索
出了答案——通过选育优良牧草品种，为改
变高寒、旱区草地现状并实现良好的经济收
益带来了新希望。

如今，该课题组选育的“兰箭1号”春箭
筈豌豆和“甘青”歪头菜顺利通过农业农村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1 年度草品种审
定，同时还有6个新品种通过甘肃省草品种审
定。目前，“兰箭系列”已在甘肃、青海、西
藏、四川、云南等省区大面积推广，累计种
植25万余亩，为牧民累计增收1.2亿元。

选育希望的种子

在我国，高山草原相对缺少豆科牧草，
比如披碱草、老芒麦、中华羊茅等禾草虽然
能 够 增 加 能 量 ， 但 蛋 白 含 量 只 有 12% 左
右，而豆科牧草的蛋白含量达 20%左右，对
家畜十分重要。

春箭筈豌豆是一年生的绿肥及豆科牧
草，每年 4—9 月是它的生长季。实际上，兰
州大学课题组选育的最早“兰箭系列”品种
是“舶来品”。1997年，南志标从叙利亚的国
际干旱农业研究中心 （ICARDA） 带回了原
产于葡萄牙等地的 100 多份春箭筈豌豆种
质，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山草原进
行优良豆科牧草品种的选育。

牧草品种的选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
过悉心培育，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系的种子不
能马上种植，接下来要经过品种比较试验、
区域试验以及生产试验等一系列检测。这个
过程中，课题组还要解决适宜区域、种植密
度、灌溉施肥除草和覆盖地膜等一系列生产
技术问题，把它的产量发挥到最大。

如今，经过23年的一代代轮回选育，“兰
箭系列”1、2、3号牧草新品种已在多省大面
积推广种植，牧民增收的同时也缓解了因过
量施肥造成的环境污染，加速了退化草地的
修复，改善了生态环境。

“这三个品种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海拔高度
的适应性越来越高，从海拔 3000 米到 3700 米
左右，解决了青藏高原气温低、普通箭筈豌豆
品种在这一地区无法生产种子的问题，牧民再
也不用从外地调种了。”该课题组成员王彦荣
教授介绍，近年来，通过培训农牧民，建立了一
支掌握新品种栽培要点技术的队伍，推动和保
证了“兰箭系列”在当地持续推广、利用。

越过寒冬拥抱春天

由于青藏高原的严酷环境，目前，现有的豆科牧草多数难以越冬，收获种子
“希望渺茫”。和“兰箭系列”同属豆科但又不同的是，“甘青”歪头菜为多年生
草本植物，每年 4 月，只要把“甘青”歪头菜种入土中，就能在高山草原扎根
7—8年，甚至10年以上。

建植当年的越冬率是判定牧草适应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从 1997 年开始，课
题组每年都要进行试验，把从甘肃、青海等地采集的“甘青”歪头菜野生种子进
行驯化选育，选择更强抗寒性和适应性，越冬率高的，生产性能优良的植株，并
进行种子生产。

种子生产过程中，课题组还要解决种子硬实、裂荚等一系列障碍。“坚硬的
表皮使种子没办法获得水分，不能萌发，我们研究发现，播种前用 98%的硫酸
浸种25分钟，发芽率可达92%以上。”王彦荣说。

目前，经过驯化选育的“甘青”歪头菜产草量比野生的歪头菜提高不少，越
冬率从70%左右提高到了85%以上。

南志标说，通过对收种子后的干草的粗蛋白含量比较和对湖羊的喂养试验发
现，“甘青”歪头菜和“兰箭 1 号”营养成分接近，高于紫花苜蓿，可作为牧草
或天然草地补播，适宜整个青藏高原地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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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莎

吴丽燕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日前，
河北省教育厅印发通知，严禁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超范围开展培训，坚
决禁止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打“擦
边球”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会同当地体育部门，尽快组建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教育指导员队伍，加强对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教学指
导。要进一步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按照审批业务范围开展相关培训
活动，严禁超范围开展培训，严禁对体
育、艺术进入中考政策进行过度解读。
相关培训机构要实事求是制定招生简
章，并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开展培训
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
冲突，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晩于20:30。

通知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切实
强化校外培训治理牵头责任，强化

“双减”工作协调机制有关部门责
任，协调联动。不断规范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特别是要加强
学科类转非学科类机构的监管，坚决
禁止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打“擦边
球”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凡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
一经查出从重处罚，将责令其停止招
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

通知明确，近期将对全省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开展一次

“回头看”检查，加强对无证无照、无证
有照非学科机构治理工作，不符合办
学要求的坚决予以关停或取缔。

河北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超范围培训
一经查出从重处罚

本报讯 （记者 张利军） 为全面
提升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质量和水平，近日，河南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启动为期 3 年的高校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标 准 化 建 设 工 作 ， 至
2025 年末全省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全部达到标准化建设。

河南要求，高校应将心理健康教
育纳入学校改革发展整体规划，纳入
人才培养体系、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
督导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一支以专职
教师为骨干、兼职教师为补充的心理
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专职教师按师生
比 （包括研究生） 不低于 1∶4000
的比例配备，兼职教师按照师生比
1∶500 的标准配备。高校要对新入
职的辅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基本知识和技能全覆
盖培训，每年应为辅导员、班主任、
研究生导师至少组织一次专题培训，
开展对学生宿舍管理员等后勤服务人
员相关常识培训。

各高校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按
每年生均经费不少于 15 元的标准，
纳入学校经费预算，足额按时拨付，
做到专款专用，并视情况建立增长机
制。高校要设立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机
构，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各
高校须在院 （系） 建立二级心理辅导
站，学生宿舍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
建立健全心理咨询值班、预约、访
谈、回访、案例督导、重点反馈、保
密等制度，定期开展心理咨询个案的
研讨与督导活动。

河南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定标准
学生宿舍要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

近日，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骆团村，一名小学生在村部楼
前练习篮球投篮动作。“双减”政策实施以来，该县各学校按照学生兴趣引导学生
参加篮球、足球等10余项体育“第二课堂”活动，增强学生体质。 李尚引 摄

第二课堂 快乐成长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实施路径
➡➡➡ 详见第四版

➡➡➡ 详见第二版

着力打造教育信息化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