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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董瑞丰 王井怀） 以二氧化碳为原

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
合成淀粉——看似科幻的一幕，真实
地发生在实验室里。我国科学家首次
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
相关成果北京时间 24 日由国际知名
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通常
由农作物通过自然光合作用固定二氧
化碳生产。自然界的淀粉合成与积
累，涉及 60 余步生化反应以及复杂
的生理调控。人工合成淀粉是科技领
域一个重大课题。此前，多国科学家

积极探索，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重要
突破。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马延和带领团队，采用一
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设
计、构建了 11 步反应的非自然固碳
与淀粉合成途径，在实验室中首次实
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
核磁共振等检测发现，人工合成淀粉
分子与天然淀粉分子的结构组成一
致。

实验室初步测试显示，人工合
成淀粉的效率约为传统农业生产淀
粉的 8.5 倍。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件

下，按照目前技术参数，理论上 1
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
量相当于我国 5 亩玉米地的年产淀
粉量。

马延和介绍，此次研究设计、组
装出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合成代谢途
径，并使其工作效率大幅高于自然生
物过程，跨越了自然途径数亿年的进
化。这一突破，为淀粉的车间生产打
开一扇窗口，并为二氧化碳原料合成
复杂分子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对于此次成果，德国科学院院士
曼弗雷德·雷兹、美国工程院院士延
斯·尼尔森等国际知名专家均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这一重大突破将该领域
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说，成果目前
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
距离，后续需尽快实现从“0 到 1”
概念突破到“1到10”的转换。

据了解，经科技部批准，天津工
业生物所正在牵头建设国家合成生物
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目
标，一方面是继续攻克淀粉合成人工
生物系统的设计、调控等底层科学难
题，另一方面要推动成果走向产业应
用，未来让人工合成淀粉的经济可行
性接近农业种植。

我国科学家突破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董 雪 潘 洁） 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24日表示，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
无权干涉。美方通过打“香港
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
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9 月 24 日，外交部网
站 发 布 了 《美 国 干 预 香 港 事
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
单》。请问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
论?

赵立坚说，清单系统梳理了
2019 年“修例风波”以来美方
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
的种种劣迹，包括炮制涉港法
案、悍然实施制裁、污蔑诋毁
特区事务、包庇支持反中乱港

分子、多边串联施压等。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

政区。 香 港 事 务 纯 属 中 国 内
政 ， 任 何 外 国 无 权 干 涉 。 制
定 和 实 施 香 港 国 安 法 完 善 了
香 港 的 法 治 ， 恢 复 了 香 港 的
安 全 和 稳 定 ， 保 护 了 香 港 居
民 的 正 当 合 法 权 益 ， 推 动 香
港迎来由乱转治新局面。

赵立坚表示，美方应切实尊
重中国主权，停止干预香港事
务，停止干扰香港法治，停止
干涉中国内政。“美方不得以任
何 方 式 支 持 纵 容 反 中 乱 港 势
力，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最终严重损害美自身在
港利益。中方将对美方干预香
港事务的行径继续作出坚定、
有力回应。”

外交部：美方打“香港牌”的
图谋不可能得逞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吴 雨） 中国人民银行
24日宣布，当日在香港成功发
行 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此
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欢
迎，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
资者有较强吸引力，也反映了
全 球 投 资 者 对 中 国 经 济 的 信
心。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
到，此次发行的 50 亿元 6 个月
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中标利率
为2.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
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国
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认购，投

标总量约278亿元。
近年来，在离岸市场发行的

人民币国债、金融债券和企业
债券不断增加，发行方式和发
行地点日益多样化。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
示，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常态
化 在 香 港 发 行 人 民 币 央 行 票
据，不仅丰富了香港市场人民
币投资产品系列和流动性管理
工具，而且带动了境内金融机
构、企业等其他主体在离岸市
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对于促进
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

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在港成功发行

9月24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
味运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
镇举行。运动会由多项与农业相关的
趣味运动组成，当地村民用这种独特
的方式欢庆丰收。

新华社记者 万 象 摄

趣味运动
庆丰收

新华社台北 9 月 24 日 电
（记者 陈键兴） 台湾当局经济
事务主管部门 24日发布最新统
计显示，今年8月 台 湾 接 大 陆
（含香港，下同） 订单金额达
149.3 亿 美 元 ， 环 比 增 加
3.7%，同比增加 15.9%； 1 至
8 月 累 计 金 额 达 1118.6 亿 美
元，同比增长 35.3%，在全部
外销订单中占比达 26.7%，仅
次于美国的 29.3%。

据统计，8月台湾外销订单金
额 为 535 亿 美 元 ， 环 比 减 少
3.2%，同比增加17.6%；1至8月
外销订单金额4187.3亿美元，同
比增加33.5%。订单涉及的主要货
品类别包括：电子产品、资讯通
信产品、光学器材、基本金属制
品、机械产品、塑橡胶制品、化
学品等。

8月台湾接大陆订单中，电子
产品占比为45.9%，光学器材占
比为13%，资讯通信产品占比为
9.5%。

台湾8月外销订单从主要接单
来源看，除大陆市场外，美国市
场订单金额为163.3亿美元，环比
减少0.7%，同比增加19.2%；欧
洲市场订单金额为84.3 亿美元，
环 比 减 少 17.3% ， 同 比 增 加
3.7%；东盟市场订单金额为52.8
亿美元，环比减少1.4%，同比增
加27.7%；日本市场订单金额为
29.9亿美元，环比减少2%，同比
增加18.3%。

台经济部门分析指出，展望
未来，新冠肺炎变种病毒持续
在全球蔓延，进入秋冬疫情有
再升高之虑，恐增添全球经贸
的不确定性，只有随着全球各
地区加速疫苗施打和陆续推动
实施振兴方案，才能有利全球
景气稳健复苏。该部门对外销
订单相关台湾厂商关于 9 月接
单预期的调查则显示，认为将
比 8月增加者占 19.4%，认为持
平者占 59.3%，认为减少者占
21.3%。

台湾1至8月接大陆订单金额
同比增长35.3%

根据我市创建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要求，为持续开展好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活动，市纪委监委、市创文办组织人员
在9月6日至9月17日通过实地察看和市
智慧域大数据平台督导相结合的方式，督
查全市23个重点路口的文明交通示范岗志
愿服务开展情况。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参与全市23个重点路口文明交通志

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大多数能够按时到
岗、规范着装，认真履职尽责，为我市创
建更高水平的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了积极贡
献。其中，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长江路与
太行山路交叉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人民路与泰山路交叉口）、漯河医专（大
学路与嵩山路交叉口）、市中心医院（人
民路与金山路交叉口）、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嵩山西支路与会展路交叉口）的志
愿者提前到岗，着装规范，工作认真；漯
河高中（人民路与五一路交叉口）的志愿
者在早高峰下雨的情况下坚守岗位，积极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二、存在的问题
督查发现，个别单位的志愿者存在未

按照要求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的情况，
影响文明交通示范岗志愿服务活动顺利开
展。

一是志愿者未按时到岗到位。9月8

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长江路与九龙山
路交叉口）志愿者全体空岗；9月10日上
午，市第二中专（太行山路与长江路交叉
口）志愿者全体空岗；9月13日上午，市
司法局（黄河路与嵩山路交叉口）1名志
愿者8点10分还未到岗。

二是志愿者未规范着装。9月8日上
午，漯河供电公司（太行山路与长江路交
叉口）2名志愿者未戴帽子，2名志愿者
红马甲未拉拉链；9月10日上午，市中级
人民法院（嵩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1名
志愿者未戴帽子、红马甲未拉拉链。

三、工作要求
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文明交通志愿

服务活动，明确分管领导和工作责任，强
化人员培训，做好后勤保障和人文关怀。
广大志愿者要积极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工作有热情，劝
导有温度，用实际行动为我市创建更高水
平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做出积极贡献。被通
报的单位要深入查摆问题，认真研究措
施，全面整改到位，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
题。整改情况于9月27日前报市创文办志愿
服务处（市科技局501房间）。其他单位要吸
取教训，引以为戒，避免出现此类问题。

市纪委监委
市创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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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督查通报

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
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中国科
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一支科研
团队在实验室里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
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北京时间24日由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这个突破的“含金量”如何？未来
有望通过工厂大规模“制造”粮食吗？
记者跟进采访解读。

““向前推进一大步向前推进一大步””的突破的突破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一
种重要的工业原料。人工合成淀粉是科
技领域一个重大课题，吸引了多国科学
家深入探索，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重要
突破。

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天津工业
生物所所长马延和介绍，此次研究
中，科研人员用一种类似“搭积木”
的方式，从头设计、构建了11步反应
的非自然二氧化碳固定与人工合成淀
粉新途径。核磁共振等检测发现，人
工合成淀粉分子与天然淀粉分子的结
构组成一致。

相比而言，自然界的淀粉合成依赖
植物光合作用，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
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

论文第一作者、天津工业生物所副
研究员蔡韬介绍，实验室初步测试显
示，人工合成淀粉的速率是自然淀粉合

成速率的8.5倍。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
件下，按照目前的技术参数推算，理论
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
量相当于我国5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
量。

这一突破得到该领域一批国际知
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德国科学院院士
曼弗雷德·雷兹表示，将二氧化碳固
定并转化为有用的有机化学品是一项
重大的国际挑战，本项工作将该领域
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美国工程院
院士延斯·尼尔森表示，这是利用合
成生物学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若干重
大挑战的惊人案例，将为日后更多相
关研究铺平道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表示，这个工
作是典型的“0到 1”的原创性成果。
神户大学副校长近藤昭彦表示，这项研
究成果将对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发展
带来变革性影响。

为为““细胞工厂细胞工厂””打开一扇窗打开一扇窗

从分子生物学到合成生物学，科技
进步已经让酶的定向改造日益成熟，并
广泛应用于食品生产、疫苗开发、农业
病虫害防治等领域。理论上，大多数食
品和石油化学品都可以借助合成生物学
技术制得。

不依赖传统农业种植，人工“制
造”粮食——瞄准“农业工业化”这一

远景，多国科学家各显身手，展开攻
关。

“为未来的‘细胞工厂’打开了一
扇窗。”对于此次研究的应用前景，蔡
韬打了一个比方：人工合成淀粉的新反
应途径相当于汽车发动机，酵母细胞相
当于汽车底盘，下一步要把发动机放到
底盘上安装好，对酵母细胞进行系统设
计与改造，搭建一个淀粉合成的“细胞
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

不过，“细胞工厂”生产粮食的希
望实现之前，科学家还需先攻克多重难
关。

“我们目前对很多生命过程的理解
还不到位。”马延和说，未来搭建“细
胞工厂”面临着人工生命设计、合成、
调控等诸多基础科学挑战，需要化学、
物理、工程等学科与生物学的长期交叉
研究。

此外，要让人工合成淀粉与农业种
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也需要一个艰
难、持续的科技攻关过程。

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表示，这一成果
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
还有很长的距离，后续需尽快实现从

“0到 1”概念突破到“1到 10”的转
换。

针对重大需求开展基础研究针对重大需求开展基础研究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合成生物被专门列入科技前沿
领域攻关的范畴。

据了解，经科技部批准，天津工
业生物所正在牵头建设国家合成生物
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目
标，一方面是继续攻克淀粉合成人工
生物系统的设计、调控等底层科学难
题，另一方面要推动成果走向产业应
用，未来让人工合成淀粉的经济可行
性接近农业种植。

“这是针对重大应用目标实现中的
瓶颈科技问题开展基础研究。”中国科
学院院士赵国屏评价。

在科学家眼里，人工合成淀粉未来
如果进入实际应用，不仅能节约耕地和
淡水资源、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还将
带来诸多想象空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认为，人工合
成淀粉过程中“抓”住的二氧化碳，若
能远多于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可以进一
步挖掘潜力，为碳达峰碳中和做出更大
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国君举例说，
人工合成淀粉的中间产品，比如葡萄
糖，可发酵生产醇、酸、酮等平台化
合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纤维和橡
胶。

“在社会重大需求中提炼科学问
题，在回答科学问题中取得重要突破，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基础研究。”周琪
说。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从二氧化碳到淀粉
我国率先突破的这项人工合成技术有何亮点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胡 浩） 记者 24 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
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
意见，从 2021 年开始推进相关
改革。

近年来，有的艺术类专业招
生规模及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存
在脱节现象，还有部分考生和家
长错将艺考作为“升学捷径”，
功利性报考。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明确，
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
术学科专业布局，对社会需求不
足、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予以调
减或停止招生。推进艺术专业分
类考试，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
量，到 2024 年基本实现艺术类
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严格控制
校考范围和规模，2024 年起，
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逐步提
高文化成绩要求，扭转部分高校
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
化”倾向。

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试、
分类录取，是这次艺考招生改

革的一大亮点。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从 2024 年起，对艺术类专
业分三类进行录取：第一类是
不 进 行 专 业 考 试 的 艺 术 类 专
业，如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
学等，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
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
价，择优录取。第二类是使用
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
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
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均
达到所在省 （区、市） 艺术类
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
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
和省级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
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
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第三
类是少数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
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
绩达到所在省 （区、市） 普通
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省级统考成绩合格且达到
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基础
上，依据考生校考成绩择优录
取。

艺考不是“升学捷径”
从今年开始推进相关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