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物种，种群极度濒危，目前
仅剩1000余头。

为了保护长江江豚，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了最大规模的长江江
豚迁地保护行动，从天鹅洲故道向天鹅洲科研基地、何王庙故道、何王庙
科研基地、老湾故道、铜陵保护区夹江、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输入长江江豚19头。

这7个迁入点中有两个是水族馆。为何要把长江江豚迁入水族馆？
日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在接受
专访时表示：“水族馆是科普教育的最佳场所。可以让更多的公众近距离
认识长江江豚，让各级决策层更多地了解它，进而积极投入到对长江江豚
的保护工作中，同时还可以为科研院校开展科研活动、培养科研人才提供
基地及人力、物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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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迁地保护,长隆海洋王国、海昌海洋公园成迁入点

为何这两个水族馆
能成为江豚庇护所

“近几年，我国通过禁捕立法、宣传等，大力推进
对海龙科鱼类的保护工作，生物资源群体恢复效果
初见成效。目前在我国的深圳湾、北部湾、海南岛
等附近海域，常能见到海龙科鱼类的身影。”在广州
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海龙科生物学大会上，大会主
席、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所研究员林强表示，希望
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国际海龙科鱼类研究与
保护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强化国际同行之间的深入
交流与合作。

世界海龙科鱼类大会以海龙、海马及其近缘物
种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促进海龙科鱼类研究、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自2011年起，大会分别在葡萄牙、瑞
典和美国等地举办，此次是首次在中国举行。来自全
球24个国家的逾200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参加了会议。

海马是研究海洋保护问题的旗舰物种，但海马在
全球遭到过度捕捞，被用做传统医学中的药材、水族
馆里的珍品或制作成纪念品。目前全世界大约有42
种海马，已全部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已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海龙
科生物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明确立法保护海龙科
生物、禁止捕捞的国家。我国在海龙科生物资源多样
性保护、养殖等方面的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林强
说。

我国近海具有丰富的海龙科鱼类资源。“海马有
它自身的特殊性，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果
人类能把海马保护好，对其他海洋物种的保护也就
能做好，这对保持我国南海生物资源的多样性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林强呼吁，希望未来3~5年，在我
国设立海马保护区，确保海马生物种群以及栖息地的
生态健康。 （科技日报）

■见到鱼香肉丝别太
意外

民以食为天。人们对“吃”这件
事是出了名的执着，无论在地上，还
是在天上。

你觉得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都吃
啥？汉堡？面包？蛋炒饭？梅菜扣
肉？鱼香肉丝？其实，从国际空间站
全面建成，到现如今我国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升空，多年来空间站上的食物
清单一直在更迭。

最早的版本，食物极大可能是糊
糊状的。对，就是那种没有热油烹炒
的浓香，也没有香料混搭的美味，只
有经过特殊处理、确保不会掉渣的糊
状“黑暗料理”。“口感难以形容，味同
嚼蜡。”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研究员刘勇告诉记者，在地面上，
进食时掉落一些残渣碎屑无可厚非，
但在失重的空间站中，这些不起眼的
碎屑可能会钻进精密仪器的零件里，
甚至会飘进你的鼻孔、眼睛里，后果
严重到让你“怀疑人生”。

除了糊糊外，还有类似小块压缩
饼干的“一口吃”食品，以及需加水软
化才能下咽的复水食品。可是不论
哪一种，味道都不是重点，温饱和健
康才是重点。航天员长期处于失重
环境中，容易发生骨丢失、肌肉萎缩、
红细胞数量减少等情况，因此，食品
要针对失重环境可能导致的人体代

谢和生理功能的改变，适当调整膳食
的营养素，包括食品中的蛋白质、脂
肪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等。

后来，航天员们努力“奔小康”，
食物种类不断增多，口味也得到相应
改善。

如今，航天员在空间站可以享受
聚餐级别的“盛宴”。

我国空间站在设计之初，就在航
天员的一日三餐上下了大功夫。时
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
指挥兼总设计师的宿双宁曾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介绍，中国航天员在太空
中不仅可以吃到诸如八宝饭、鱼香肉
丝、宫保鸡丁等中式食品，饭后还可
以喝一杯用中药和滋补品配制的饮
料。日前刚刚发射的天和核心舱就
贴心地设置了就餐区，并配置了微波
炉、冰箱、饮水机、折叠桌等家具。

总之，空间站食物越来越“接地
气”。要想在航天员面前不露怯，身
为“菜鸟”的你千万记得收起对“太空
食品”的刻板印象，在看到食物的那
一刹要淡定，务必藏好眼神里的那丝
惊讶，假装熟练地挑选你的最爱，或
许就能在其中找到一份美味的宫保
鸡丁。

■“老鸟”睡觉必备耳
塞

除了吃，人生还有一件大事——
睡。在地球上，踏踏实实地躺在床上
一觉到天亮，拉开窗帘就能看到朝
阳，何等惬意！

然而因为失重，空间站里并没有
床。确切地说，是不需要床。

刘勇在其编著的《国际空间站》
一书中这样写道：“每个航天员都有
一个很小的睡眠舱。睡眠舱里没有
床，只有一个睡袋，航天员把自己系

在里面睡觉。如果不系好，航天员会
在睡眠舱中飘来飘去，还可能会撞到
东西。”

再者，太空中没有地球上的白天
和黑夜。刘勇介绍，在空间站内，每
隔45分钟就可看到一次日出或日落，
也就是说24小时内能看到15次日
出。

当然，睡眠舱内大多没有窗户，
你可以不用担心这种不同于地球的
快节奏明暗交替会给你的睡眠带来
巨大困扰。但另一方面，你也失去了
在阳光中醒来的乐趣，只能在人为制
造的黑夜白日中尽量保持地球上养
成的生物钟。

因此，很多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
睡眠质量并不好，以至于经常需要使
用安眠药。

除此之外，睡眠中的呼吸也是大
问题。

“地球上，空气可以流动。但在
失重的空间站里，航天员睡着的时候
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漂浮在鼻子周
围。为了不被‘憋死’，航天员通常需
要睡在换气扇附近，让人为制造的气
流源源不断地带来氧气。”刘勇说。

想象一下，耳边充斥着通风扇的
“嗡嗡”声以及空间站其他仪器设备
发出的噪声，你还能睡好吗？因此，
上天之前记得带上“老鸟”的“必备神
器”——耳塞。

■没有重力也可以练
习“举重”

在地球上，你可以躺上整整一
天，不出门不锻炼，当一个快乐肥宅。

在空间站里，你就不能这么懒
了。

长期处于失重环境会造成人体
肌肉萎缩、骨丢失等健康问题。因

此，锻炼就成了航天员必备的“求生
技能”。刘勇介绍，通常航天员每天
都要花费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锻炼，
空间站内往往配有专门的锻炼工具，
如跑步机等。

如果你在空间站上看见一种可
以模拟重力的设备，可以淡定地“飘”
过去，用它来举重。这也是一种锻炼
方式。如果碰到其他“菜鸟”讨论为
什么要模拟重力，你就可以摆出一副
司空见惯的模样说：“你试过在空间
站举起一个人吗？那会像举起一片
羽毛一样轻松。如果不模拟重力，根
本起不到锻炼的效果。”

除了锻炼的“必修课”，个人卫生
问题也可能让你暴露“菜鸟”的身份，
切记别掉到“坑”里。

“空间站中没有淋浴，因为失重的
水会附在身体表面，而非顺着人体流
下来。”刘勇告诉记者，航天员通常只
能用毛巾擦拭身体，想要更精致一些，
就得用不需要冲洗的洗发水洗头。

刷牙时也有讲究。在地球上，牙
膏泡沫可以吐在水池里被冲走，但在空
间站中如果这么做，牙膏会飘得到处都
是。因此，航天员的牙膏是特制的、可
食用的——吞下去就不会飘走了。或
许你难以想象，但事实就是如此。

空间站内还有一个现象经常出
现，就是航天员的裤腿容易往上飘，
所以航天员们通常会穿短裤，或者干
脆穿一种有带子连在脚上的裤子。
因此，伪装成“老鸟”的“神器”清单里
又添了一项——踩脚裤。

除了吃、睡以及个人护理，空间站
里还有很多别具一格的非凡体验，比
如窗外震撼的宇宙奇观、蔚蓝炫美的
地球家园、擦肩而过的其他卫星……
相信你这只“菜鸟”会逐渐习惯并爱
上这里的生活，成长为名副其实的

“老鸟”。 （科技日报）

氧气是生命起源和进化的重要条件，天文学家已
在地球等少数行星的大气中观测到氧气，但对于这些
氧气的来源，业界的争议很大。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杨学明院士、袁开军研
究员团队，与南京大学教授谢代前合作，发现水分子
在极紫外波段光照下能够三体解离产生氧原子，两个
氧原子结合生成氧分子，为行星早期大气中氧气的起
源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通讯》
杂志上。

此前有观点认为，氧气主要是由二氧化碳光化学
产生的，即二氧化碳光解离产生一氧化碳和氧原子，
两个氧原子复合产生氧气。最近的天文观测发现，彗
星67P大气层中存在大量氧气和水，两者的浓度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研究界认为，彗星中氧气的形成可能
与水相关，但相关的机制并不清楚。袁开军团队利用
大连相干光源，系统研究了水分子光化学的过程。研
究团队将解离波长缩短至90~110纳米，照射水分子，
发现其发生三体解离，产生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
子。团队成员猜想，两个氧原子复合产生氧气有可能
是这些环境中氧气的重要来源。结合早期太阳光的
辐射强度和水分子吸收光谱分析，发现水分子光解产
生氧原子的概率约为20%。

袁开军表示，水在宇宙星云、彗星大气以及地球
早期大气层中大量存在，水分子三体解离过程直接将
氧气和水关联起来，对寻找拥有生命的星球具有重要
意义。 （科技日报）

行星早期氧气
或来自水分子光解

含氯消毒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用到的一
种消毒剂。但是，最新研究表明，这种含氯消毒剂在
杀灭部分细菌的同时，也会显著促进细菌游离型抗
生素耐药基因的水平传播。记者日前从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获悉，该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张帅的
这一研究成果已在顶级期刊《国际微生物生态学学
会杂志》上发表。该研究表明，含氯消毒剂加速抗
生素耐药性传播而导致的公共卫生风险需要引起重
视。

微生物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和传播已对全球公
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全球范围内，由抗生素抗性
细菌（ARB）及抗性基因（ARGs）引起的感染目
前每年导致70多万人死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部分污水处理设施增加含氯消毒剂投放量使尾水余
氯量保持在6.5毫克/升以上进行强化消毒。此类过度
消毒方式使疫情期间被排放至水体环境中的消毒剂
成分激增，这可能会加速环境中微生物对抗生素抗药
性的传播。

该研究表明，消毒剂同时作用于游离型ARGs和
受体菌，加剧了ARGs的转化性能，因为消毒剂会导
致受体非抗生素耐药细菌引发氧化应激反应、压力反
应及DNA修复反应，打开膜通道，进而提升受体菌的
自然转化性能，最终导致游离型ARGs被受体菌摄
取。消毒剂上调了受体菌转化性能相关功能基因的
表达。同时，消毒剂对游离型ARGs单独处理，可导
致游离型ARGs的碎片化并减少ARGs的含量，进而
降低游离型ARGs的转化性能，但消毒时间较短的条
件下并不能完全阻断ARGs的传播。

（人民网）

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我国近海常能见到海马身影

研究表明含氯消毒剂
会加速细菌对抗生素耐药

第一次去空间站第一次去空间站
怎样才能装得像只怎样才能装得像只““老鸟老鸟””

天和核心舱被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
开，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航天器，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
行，可满足航天员长期在轨生活、工作以及地面航天员寻访的载人航天器。

身为“吃瓜群众”的一员，你肯定很想知道在空间站中工作生活是一种怎
样的体验。没有机会亲临空间站的你我，不妨随着空间站工作生活指南，来感
受空间站里别样的生活。

研究基地匮乏制约
长江江豚科研发展

李彦亮坦言，我国长江江豚研究相
对滞后，研究团队少，科研人才严重不
足，缺乏科研基地。之前我国仅有的一
家长江江豚科研基地——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发展到今
天，场馆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科研需要，
但由于资金紧张，升级改建一直不能完
成，制约了科研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研究长江江豚的专家不过10余
人，而且所谓对长江江豚的研究，也更
多地停留在使用望远镜对自然水域长
江江豚的远远观望，研究人员只比百姓
多看几眼长江江豚，很难形成深入的、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彦亮说。

没有研究基地严重制约了长江江
豚科研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借
助水族馆先进的设备、精细的护理技术
和团队？”李彦亮认为，农业农村部将少
量长江江豚迁入水族馆的保护行动非
常有必要。

今年5月9日，农业农村部分别授
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为农业农村部长江江豚人工繁育和
科普教育基地。两家场馆将同时作为
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长江江豚科研
平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主任徐跑告诉记者，本次迁地保
护行动，是依据国家已经发布实施的有
关行动计划和保护规划，利用大型水族
馆优良的硬件设施条件及其在鲸豚类
人工繁育方向的技术优势，搭建长江江
豚保护研究平台，以建立长江江豚全人
工饲养、繁育种群，拓展迁地保护途
径。同时，借助水族馆的平台优势，积
极开展科普宣教，为公众创造近距离认
识长江旗舰物种的条件，促进全社会生

态保护意识的提升。
“本次迁地保护的2个水族馆都经

过多次专家论证，并通过严格的审批程
序获得了人工驯养繁育许可证，而且这
两个单位都有从事支持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的公益事业。”李彦亮说。

“长隆海洋王国硬件设施完备，饲
养团队技术积累多，拥有基础科研力
量。”李彦亮介绍，“而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雄厚的资金、
优良的技术团队，建设有先进的驯养硬
件设施，成功突破了海龟人工繁育技
术。”

长江江豚生存状况
越来越严峻

在全面实施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形势总体好转，但局
部的保护难度还相当大。

“在长江流域一些涉水工程还在建
设、使用，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在持续加
剧，局部水域污染事件时有发生。长江
10年禁渔已经全面开展，但是电、毒、
炸等涉渔非法捕捞事件屡有报道。”李
彦亮说。

另外，有两个问题目前还无法改

变，而且越来越严峻。李彦亮坦言，一
是长江水位持续下降，而且这个变化趋
势不会以人类意志为转移。近年来每
年冬季枯水期，在鄱阳湖、洞庭湖和一
些故道，长江江豚搁浅现象越来越多。
由于水域环境变化引起的这种江豚搁
浅情况今后还会不断发生。二是长江
水体整体在减少，长江航运船舶还在增
加，运输船舶速度也在提高，单位水体
船舶行驶密度不断上升，对江豚生存空
间的挤压越来越严峻。长江江豚采用
声纳系统导航，航运密度上升会破坏江
豚的回声定位，导致江豚受伤事件频频
发生。

“以上两个因素在长江主干流和通
江湖泊大量存在，对江豚的生存影响
很严重，非常有必要对江豚采取迁地
保护，将它们迁移到相对安全的水域
环境，保障其正常生存。”李彦亮强
调。

“在保种方面，白鱀豚给过我们深
刻的教训。1996年，白鱀豚仍有300
余头，原农业部曾组织科研单位准备捕
捉保种，但由于观念问题和其他原因，
迁地保种行动未能成功。白鱀豚于
2007年被宣告功能性灭绝。”李彦亮
说。

以系统性保护方案
拯救江豚

记者调查发现，这次迁地保护行动
中江豚迁出地天鹅洲故道也是迁地保
护单位，1990年首次迁入5头长江江豚
开展迁地保护尝试，后期通过繁衍及少
量补充，2015年种群已发展到60头左
右，本次迁地保护行动前，种群规模发
展到101头。

近年来，国家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法规及保护规划。

《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
2025）》明确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人工繁育等系统性的长江江豚保护方
案。一是坚持就地保护为主，二是强化
迁地保护，三是加快人工繁育技术等科
研攻关，四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长江江
豚保护。

“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
地方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科研单
位，建立了5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群
体，迁地群体总量接近150头，年均出
生幼豚数量超过10头；在武汉白鱀豚
馆、珠海长隆、上海海昌以及长江故道
网箱建立了多个全人工环境保护群体，
群体总量近20头。”徐跑介绍。

“尽管以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迁地保护工
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而言，
仍然存在迁地保护区数量偏少、迁地群
体过于集中、迁地群体遗传多样性下降
等实际问题。”徐跑指出，下一步应继续
推动长江江豚多途径迁地保护，建立新
的迁地保护群体，推进现有迁地保护水
域条件建设，进一步扩大迁地保护群体
数量，有序开展各迁地群体间的个体交
流，优化迁地群体结构，丰富长江江豚
迁地保护网络，降低迁地群体系统性风
险。 （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