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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变暖减少海产品供应 管理良好的渔业更有弹性
本报讯 世界各地的海洋鱼

类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
影响——根据对最新趋势的首
次大规模分析，一些海鱼的数量
正在下降。在过去的80年里，不
断上升的海水温度已经使一些
渔场的生产力下降了 15%到
35%，尽管在其他一些海域，由于
温暖的海水变得更加适宜，一些
鱼类正在蓬勃发展。研究显示，
最终的净影响是，世界海洋不能
像以前那样生产那么多可持续
的海产品，而随着全球变暖加
速，这种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并未参与这项研究的德国
基 尔 市 GEOMAR Helmholtz
海洋研究中心海洋生态学家
RainerFroese说，一线希望是，
研究表明，管理良好的渔业在气
温上升的情况下会更有弹性。
“我们必须停止过度捕捞，让基
因库存活下来，这样鱼类才能适
应气候变化。”他表示，“我们必
须让它们休息一下。”

作为一种冷血动物，鱼类能

对自己游泳时的水温作出反
应。当水温过高时，它们用于消
化和其他功能的酶就会降低效
率，影响生长和繁殖。此外，温
水含有较少的氧气，进一步产生
了压力。

尽管存在这些众所周知的
问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
究过气候变化对全球渔业的影
响。

如今，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
拉分校渔业科学家ChrisFree
建立了一个关于鱼类种群对温
度反应的计算机模型。该模型
依赖于一个科学评估鱼群的庞
大数据库，这些鱼群约占全球捕
鱼量的1/3。Free旨在借此寻找
这些鱼类对海面温度变化的反
应模式。

简单地说，管理一群鱼就像
从一个赚取利息的银行账户中
取出现金。每年，渔船可以在不
消耗库存的情况下捕捞一定量
的鱼，这部分被称为最大可持续
产量。更多产的渔业（比如在水

温最适宜、食物最充足的海域）
就像利率更高的银行账户，这意
味着可以持续捕捞更多的鱼。

那么气候变化对可持续渔
业会产生何种影响呢？在235
个鱼群中，Free及其同事发现了
一些赢家。9个鱼群的平均生
产效率提高了4%。这些鱼类都
生活在气温上升从而使过冷的
海水更适合鱼类生存的地方，比
如远离赤道的南北两极。例如，
自1930年以来，加拿大纽芬兰
和拉布拉多海岸的最大可持续
产量增加了14%。在那里打鱼
可能会变得更多产。根据这项
新研究，随着气温每升高1摄氏
度，格陵兰大比目鱼的产量将增
加51%。这就像大幅提高储蓄
账户的利率一样。

而其他地区的19个鱼群的
平均生产效率则比以前下降了
8%。它们中的大多数分布在北
欧和日本海域，随着环境持续
升温，这些鱼的产量可能会继
续减少。

研究小组2月28日在《科
学》杂志报告说，在爱尔兰海域
追逐大西洋鳕鱼的船只面临着
一个特别严峻的未来——这种
鱼类的最大可持续产量将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减少54%。

最终，综合考虑赢家和输
家，235个鱼群目前的总体最大
可持续收益率比 1930年低了
4%。这比之前可持续捕捞的鱼
类减少了140万吨。“乍一看，这
似乎是一个很小的数字。”Free
说，“但对于依赖它们的人们来
说，这是一件大事。”

然而，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
估了，因为来自热带海域的数据
很少。热带鱼类已经生活在温
暖的海水中，因此它们可能比温
带鱼类更容易受到温度上升的
影响。“由于温度的关系，那里的
鱼已经无路可退。”Froese说，
“我们预测，热带地区将遭受最
严重的打击。”

澳大利亚堪培拉市联邦科
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EvaPlag-

anyi在《科学》杂志的一篇评论
中写道，这些发现是“一个重要
的进步”。她补充说，这项研究
为预测气温上升将如何影响特
定地区的特定鱼类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分析还表明，如果过度捕
捞，气温上升对鱼类的打击会更
大。Froese说，这令人惊讶，因
为捕鱼往往会选择性地抓走较
大的鱼类，而遭受大量捕捞的鱼
类会进化得更小，成熟得更快。
从理论上讲，这些更小的鱼更能
有效利用氧气，也许能更好地应
对含氧量更少的温暖海水。然
而新的研究表明，这些鱼群对气
温上升的弹性较小。

Froese说，其中一个原因可
能是过度捕捞破坏了鱼类应对
气候变暖的基因。不管机制是
什么，渔业科学家都知道，抑制
过度捕捞会带来更大、更可持续
的收成。“减少过度捕捞。”他说，
“这是不需要动脑筋的。”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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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一位不愿具名的餐
饮品牌负责人表示，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进一步降低申报
相关优惠项目的准入标准，
并且针对中小微规模的连锁
餐饮企业有相应的政策指导
和宣发，“因为餐饮行业中绝
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小微企
业，很多企业都不知道自己
做深夜食堂能够得到相应的
补助，或者即便知道了也不
了解具体的申报流程，这是
餐饮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和难点，因此很希望能够有
相关的部门给予相应的指
导，这将对鼓励餐饮企业连
锁化、便民化发展有非常直
观的作用”。

今年1月，在市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
李志起也就持续优化北京
营商环境上交了提案。李
志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
确表示，现阶段优化营商环
境要加强行业的针对性。
“北京市现在特别重视发展
社区零售、社区商业，但到
目前为止社区商业在开店
手续、审批环节相对来说还
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呼
吁能够进行一照多执，一个
执照管多个店，或者一个区
域一张执业执照。此外，还
需要进一步努力把政策细
化，让审批流程更快捷、更
方便。”

物流：智慧发展成风口

高效、绿色、智慧发展成
为《通知》中促进现代物流发
展的新词汇。《通知》显示，申
请企业需满足首都城市战略

定位，促进北京市物流降本
增效、提升物流服务保障的
能力和水平、加快城市物流
的转型升级。这包括冷链物
流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物
流项目的建设和物流领域公
共信息平台建设。

与去年相比，2019年
度，新增了对商贸物流领域
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支
持。具体来看，项目支持可
提高社会物流效率，推动物
流信息高效交换和共享，推
进建立统一信息交换标准，
连通各专业领域物流信息
平台建设等。

2018年8月，北京市商
务局发布了现代物流体系
建设项目资金明细表，其中
支持企业包括德邦物流的
最后一公里精益配送现代
物流标准化体系建设和中
国外运物流在线服务平台
等项目。

实际上，近年来物流企
业也在不断地推进智能化、
标准化物流建设，今年2月，
京东物流咨询服务上线，向
商家和社会提供了包括物
流规划、系统开发与集成、
仓储运营等方面的咨询及
项目实施服务，主要涉及物
流网络规划，数字化园区规
划、物流中心规划设计，软
件开发与设备集成等方面
的服务。

现阶段，物流的技术与
创新已逐渐成为推动产业
发展的关键因素。由大数
据、智慧协作的供应链体系
加快产业融合速度，这样可
以推动首都向更安全、高
效、绿色和智慧的现代物流
方向靠近。

（北京商报）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王力荣团队与华中
农业大学郭文武教授、美国康奈
尔大学 BoyceThompson研究所
费章君教授合作完成了基于480
份桃全基因组重测序解析桃育
种历史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揭
示了桃驯化和改良的基因组印
记，阐明了桃果实大小和风味性
状的分子演化机制，为桃全基因
组选择育种提供了支撑。相关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基因组生
物学（GenomeBiology）》上。

桃起源于我国，种质资源丰
富。该研究团队对480份野生和
栽培桃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重
测序，涵盖了国家桃种质圃（郑
州）1410份种质95%以上的遗传
多样性，构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
最大的桃变异组数据库。利用

变异组数据，研究团队对11个重
要农艺性状进行了全基因组关
联分析，发现了多个新位点，为
分子标记的开发和分子育种提
供了材料。

野生桃经过驯化和改良阶
段的进化，果实外观、大小和品
种均发生了剧烈变化。通过比
较基因组学，该研究阐明了桃驯
化和改良中人工选择的基因组
区段，揭示了桃如何由野生状态
进化成为现今栽培状态的分子
机制。研究发现，桃果实大小的
增加主要发生在驯化阶段，而果
实风味相关的位点在驯化和改
良阶段均受到强烈选择作用，但
改良阶段选择的位点数目更多；
苦涩味相关位点在驯化中基本
已经丢失。另外，该研究还鉴定
了低需冷量育种的目标区段，发

现东方、西方桃改良阶段约50%
的受选择基因组区段不同，从基
因组层面解析了需冷量、肉质和
风味相关基因的演化规律。该
研究采用目前最大规模的桃重
测序全面揭示了桃进化的遗传
机制，为后续桃遗传演化和分子
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该研究是王力荣团队“千份
桃基因组计划”继2014年和2016
年取得重要进展后的又一重要
成果，系统全面解析了人工选择
对桃基因组的修饰，为后续桃分
子设计育种提供了重要依据，后
续相关工作仍在开展中。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基
金面上项目、中国农科院科技创
新工程和作物种质资源保护项
目的资助。

（农民日报）

中国农科院郑果所破解桃分子进化遗传机制

2月28日，北京大北农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其研发的转基因大豆转化事件
DBN-09004-6获得阿根廷政府
的正式种植许可，该转基因大豆
产品具备草甘膦和草铵膦两种
除草剂抗性。这是中国公司研
发的转基因种子首次在国际上
获得种植许可。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
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
韬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大北农
的这个转基因大豆产品针对性

强，属于差异性竞争策略的研
发成果，有很强的竞争力。在
南美被广泛种植的跨国公司的
抗除草剂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是
当前大豆国际贸易中占绝对优
势的产品，阿根廷种植的转基
因大豆主要出口我国，长期单
品种种植，农田杂草具有出现
抗草甘膦突变的可能。大北农
的转基因大豆产品具备草甘膦
和草铵膦两种除草剂抗性，能
够有效解决南美大豆生产的控
草难题，为应对草甘膦抗性杂

草和玉米自生苗提供更加灵活
和便利的技术手段。”姜韬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

大北农在公告中表示，该产
品在阿根廷规模化商业推广还
需要获得中国进口许可，公司将
立即启动该产品的中国进口法
规申报程序；同时该产品正在申
请乌拉圭种植许可，还将申请巴
西种植许可及欧盟、日本、韩国
等其他大豆主要进口市场的进
口许可。

（科技日报）

中国自主转基因大豆种子走出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