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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速递

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
生长过程需水量大，优化其节水抗旱性状
事关百姓“饭碗”。近日，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团队最新发
现了一个能让水稻更抗旱的基因 Os-
RINGzf1，该基因通过减少细胞上的水分
通道来减少细胞失水，提高植株在干旱条
件下的保水能力。成果在线发表于植物
学国际知名期刊《植物生物技术杂志》。

“我们做了长期的抗旱性遗传研究，
用大量干旱条件和正常条件对比寻找调
控抗旱性的基因，通过精细定位在水稻
第四染色体上发现了 OsRINGzf1。”文
章通讯作者、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副研究员刘鸿艳介绍说。

第一作者、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
心与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陈守俊
介绍，超表达该基因（即增加该基因）增
强了水稻对干旱胁迫及盐胁迫的抗性，
相反，敲除该基因使水稻对干旱更为敏
感。在干旱条件下，超表达该基因的水
稻产量比对照组高 10%以上，从而减少
干旱带来的产量损失。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揭示其调节抗
旱机制——可以与 OsPIP2;1 等 6 个水
通道蛋白结合，在 OsPIP2;1 的降解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刘鸿艳解释说：“该
基因会给水通道蛋白打标记，被打上标
记的水通道蛋白将被带到蛋白酶体那里
去降解掉。”

水通道蛋白就是细胞膜上的“水
孔”，为水分跨细胞运输提供通道。水分
会通过水通道蛋白进入到细胞间隙，再
从间隙来到叶表皮下的气孔处，进而在
蒸腾作用下蒸发到空气中。因此，当
OsRINGzf1基因增加，水稻的“水孔”减
少，水分的流失自然减少。

罗利军团队自 20 世纪末在全世界
范围内收集水稻种质资源，在我国建成
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建立节水抗旱稻
理论与育种体系，以“旱优 73”为代表的
节水抗旱稻新品种在生产中大面积推
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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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研
发出一款针对粉虱的可降解杀虫喷雾
剂，希望可以替代化学杀虫剂，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
期刊《自然·植物》上。

粉虱是一种农业害虫，能给 500 多
种植物带来严重威胁。它们在植物叶子
上产卵，吸食植物汁液，还会把病毒传播
给植物，造成植物死亡。

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粉虱
能对传统杀虫剂迅速产生抗性，因此这
种害虫的防治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难
题。他们与昆士兰农业和食品创新联
盟、澳大利亚生物工程和纳米技术研究
所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合作，研发出了这
种新型杀虫喷雾剂。

领导这一研究的昆士兰大学教授尼
娜·米特日前接受采访时说，研究人员借
助全球基因组序列数据库的资料，在对
数百种粉虱的特异性基因进行筛选后，
找出了一种会对粉虱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且 对 其 他 昆 虫 和 植 物 无 害 的 双 链
RNA。该团队据此研制的杀虫喷雾剂，
使 用 可 降 解 黏 土 颗 粒 作 为 这 种 双 链
RNA的保护性载体，可极大限度发挥药
剂在植物表面的效用，实现对粉虱的靶
向杀灭。在植物表面的酶和紫外线作用
下，这种双链 RNA 最终也会降解，避免
在环境中残留。

研究人员表示，接下来他们将与农
业化学品公司合作，在农业生产系统中
进一步测试这款喷雾剂的效用。

（据新华社）

澳研究人员研发
环保杀虫喷雾剂

在科学探索中，你发现的最美景象是什么？是原子中有朦胧美的

电子云，叶绿素中有神秘美的“绿色密码”，还是 DNA 中有活力美的曲

折双螺旋结构？

在像王科这样的青年科学家眼中，科学的美藏在各色显微镜中，藏

在不为人知的微观世界里。他们善于用相机记录科学实验中刹那间的

美好，表达对现代科学的思考，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唯美多情的蝴蝶、震撼人心的日出、有意境的茂密森
林⋯⋯你能想象这些景色真实存在于微观世界里吗？

在自然科学中，分子、原子等粒子层面的物质世界被
大家称为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一样，这里不仅有着绚
烂多彩的景色，还有可萌可甜的“小精灵”。但要发现它
们，不仅需要精密的仪器，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双善于发
现艺术美的眼睛。

“我拍摄的这幅《日出》是生长在铜基板上的二维聚
合物薄膜的真实画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科研人员杨浩
永兴奋地说，在高分辨冷场扫描电镜放大 25000 倍的镜
头中，这一材料宛如冉冉升起的红日，背后灿烂辉煌的霞
光与翻卷奔涌的海面交相辉映，美得不可方物。

“这样的景色可能也只存在于场显微镜下。”杨浩永介
绍，场显微镜具有超高分辨率，能做各种固态样品表面形
貌的图像处理，已成为在表面现象的研究中最受重视的一
种技术。利用这种技术，不仅能直接观察到不同晶面的不
同吸附性质，甚至可以看到吸附原子或分子在表面上的活
动情况，从而能获得与材料原貌近乎一致的信息。

同样，名为《穹顶之下的绿松林》的作品也是场显微
镜下的景象，由西湖大学科研人员范丽莎、高翔共同创作
合成。图中的穹顶是一个正在发生Cu(OH)2沉积反应的
微水滴，“绿松林”是一组超晶格纳米柱的高分辨率扫描
投射电镜图片。组合而成的照片就像是一片碧绿的森林
沐浴在湛蓝的天壁下。“也有点像挪威的森林，清冷又静
谧。”范丽莎笑着评价自己的作品。

“只有途经黑夜，才能抵达黎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科研人员王科也是在科研的过程中创作了《秋日晨曦》。
它是将二氧化硅基底上生长的二维聚合物薄膜用冷场高
分辨扫描电镜拍摄放大 10000 倍之后拍摄而成。就像
凝结成冰霜的露珠挂在秋日里的一片树叶上，漫漫长夜
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下，露珠反射出希望的光芒。

藏在微观世界里的大自然

借用摄影的表现手法，对自然、人
类、人性、世界展开深入思考，在微观世
界里触碰艺术的花火，毋庸置疑，这些科
学家有着令人钦佩的技术水平和艺术创
造力。

可 能 大 多 数 人 都 有 一 种 定 性 思
维，认为科学家是古板的、不通风情
的，和感性的文学艺术相距甚远。

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称赞为
“科学史上的艺术品”，英国数学家罗素
从《几 何 原 本》中 读 出“ 音 乐 般 的 美
妙”——事实上，来自于科学家的文艺浪
漫往往能击中人心。

“其实，在科研中发现艺术美，对我
们的内心世界起着心灵塑造和升华的作
用。”王科说，他和同事平时在实验中经

常会看到一些奇特的微观世界美景，也
会互相分享，或者发朋友圈。

在他看来，虽然科研是一个比较艰
难的过程，但如果想迎来“寒冷”后的“温
暖”，就需要有兴趣，有发现美的眼睛，才
能有坚持到最后的动力。

诚如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所说：中国的
科学家只有具备了艺术的审美，才能在
世界舞台上跳舞。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本身也
是艺术家，比如达芬奇既是画家，也是
解剖学家；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小
提琴就拉得非常好，还经常开演奏会；
钱学森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也达到非常
高的造诣；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潘云
鹤长期从事计算机图形学、人工智能
等研究，是中国智能 CAD 和计算机美
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紧张的科研
之余，亦用纸笔书画人生，被称为“科
学家中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家中的
科学家”。

“其实，在我看来，科学家们拥有艺
术造诣，是多了一盏科研的指路灯。”陶
冠琪说。

中国古代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嫦
娥奔月等神话传说，千百年来就激发
了人类探索星辰大海、宇宙奥秘的澎
湃动力；一百多年前科幻小说《海底旅
行两万里》里描绘的上天、入地、潜海
等场景，也已经变成了现实⋯⋯人类
的伟大发明、创造也多来源于艺术的
遐想，艺术引领了科学，科学成就了艺
术。

而陶冠琪也希望在艺术的引领下，
可以使自己的科研成果真正促进时代的
发展。

如果科学和艺术能够融合，必然会
造就意想不到的惊喜。现如今的智能真
人、虚拟动漫、元宇宙展览等，无一不是
在拓展人类的想象力。

科学和艺术，两者都是我们人类文
明感知与探索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窗
口，都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浇灌，把文明带
往下一个高峰。

艺术与科技融合共生

当然，不同的显微镜下，看到的微观世界也是不同
的，比如光学显微镜下的世界，更多的是一种梦幻美。而
这得益于光学显微镜的特性。光学显微镜是利用凸透镜
的放大成像原理，把人眼不能分辨的微小物体放大到人
眼能分辨的尺寸。显微镜观察物体时通常视角较小，所
以也更有朦胧的美感。

杭州医学院科研人员陶冠琪就是在用显微镜观察川
牛膝横切面永久性切片时，意外地发现，切片里，边缘青
绿网状的异常维管束结构包裹着中部紫红色的正常维管
束结构，竟像是一对互倾爱意的蝴蝶。“碧草青青花盛开，
彩蝶双双久徘徊，这不就是梁祝里的故事嘛！”陶冠琪开
心地说，自己在科研空隙，比较喜欢听一些古风的音乐，
对《梁祝》很是迷恋，没想到在自己的科研过程中，竟也能
窥见微观世界里“化蝶”的爱情场面，这种“科艺交融”的
愉悦是其他工作都比拟不了的。

在光学显微镜下，除了能看到带有浪漫气息的景色
外，还有可以让人心里变得柔软的童话世界——比如由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科研人员谭润香创作的《小蜗牛的海
底世界》。在光学显微镜下，超滑移表面润滑剂损失层所
呈现出的，就像蜗牛们对海洋世界灵光一现的惊喜。层
层的染色剂刻画出了海洋的万种变化，富含纹理的色块
涂抹出了波光粼粼的层次。这样的画面，不由地让人想
要突破视觉观感，去探知这光怪陆离的神秘色彩。“发现
艺术时的狂喜，可以带我跨越梦境与现实的藩篱。”谭润
香说，这也刺激他想要探求科学更深层次的奥秘。

西湖大学科研人员范唯创作的《钙钛矿也想看看这世
界》更摄人心魄。“在一次探索性实验中，我正试图精准控
制研究对象，突然镜头下出现状似眼睛的钙钛矿样品，仿
佛来自自然深处的凝视。”范唯当即拍下了这一难得的画
面。在范唯看来，科研的过程，就是不断遇见惊喜的过程，
以艺术的思维观察科研实验，不仅可以塑造良好的心态，
还能感受到生活中注意不到的美好与和谐。

显微镜里的唯美“爱情”

在科研中触碰艺术的花火——

微观世界里的风景
本报记者 暴妮妮 何冬健

《穹顶之下的绿松林》 范丽莎 高翔 摄

《日出》 杨浩永 摄

《心如花木，向阳而生》 邓寒丹 摄

《秋日晨曦》 王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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