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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力争2025年初步建立
“以竹代塑”产业体系

为深入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
治理，加快推动“以竹代塑”发展，
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部门日前印发《加快“以竹代塑”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以竹代塑”是指以竹类产品
替代塑料制品，主要包括全竹产
品、竹基复合材料。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5年，“以竹代塑”产业体
系初步建立，与2022年相比，“以
竹代塑”主要产品综合附加值提
高20%以上，竹材综合利用率提
高20个百分点。行动计划还发布
了“以竹代塑”主要产品名录
(2023年版)。

人形机器人
到2025年实现量产

为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
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
发了《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
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人
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大
脑、小脑、肢体”等一批关键技术
取得突破，确保核心部组件安全
有效供给。在特种、制造、民生服
务等场景得到示范应用。

到2027年，人形机器人技术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形成安全可
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综合实
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相关产品
深度融入实体经济，成为重要的
经济增长新引擎。

我国迎来5G
规模化应用关键期

近日，2023年中国5G发展大
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的信息
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领先的5G网络，迎来5G规模
化应用关键期。

截至9月底，我国累计建成开
通5G基站318 . 9万个，超90%的5G
基站实现共建共享，5G网络加快
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发展。5G
移动电话用户达7 . 14亿户，比上年
末净增1 . 54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
的41 . 7%。目前，5G应用已广泛融入
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67个，对各
行各业5G赋能作用日益深入。

脑机接口可“解冻”
渐冻症患者控制能力

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
研究显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开发出一种治疗渐冻症
(ALS)的脑机接口(BCI)，能在3个
月内保持90%的准确率，且无需
重新训练或重新校准算法。

与许多其他研究不同，新方法
使用不穿透大脑的电极，研究团队
可以记录来自大脑表面的大量神
经元，而不是单个神经元。

在不久的将来，渐冻症患者仅
仅使用大脑信号，就可以开灯、播
放电视新闻。

科学家发现宇宙
大爆炸初期巨大黑洞

美国科学家发现宇宙大爆炸
发生4 . 7亿年后形成的一个巨大
黑洞，其质量接近所在星系所有
恒星质量的总和。这项发现或有
助于科学家了解一些超大黑洞在
宇宙诞生初期形成的过程。

据新华社

蛤蜊粉丝煲、蛤蜊炖蛋、辣
炒蛤蜊、蛤蜊海鲜面……我们通
常见到的蛤蜊，大多是作为美味
出现在餐桌上。据统计，我国蛤
蜊年产量421 . 8万吨，主要分布
在辽宁、山东的黄渤海沿岸，是
不折不扣的“蛤蜊大国”。看起来
身世有些“凄惨”的蛤蜊君们，居
然可以通过它们天生的能力去
检测水质是否符合标准！这事
儿，你相信吗？

在波兰首都华沙，人们日常生
活主要依赖来自维斯瓦河的地表
水。在河中央，德比茨水处理厂的
工作人员时刻监测着水质，保证居
民获取的饮用水无污染，而他们所
用的预警系统之一，就是这些有洁
癖的蛤蜊。这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蛤蜊对水质的要求非
常严格，它们平时只生活在干净
的水里，把贝壳打开一条小缝用
来觅食和排泄，一旦发现水中有
任何危险或刺激性物质，它们就
会立即关闭贝壳。

科学家发现，蛤蜊随水质变化
开关贝壳是一种稳定行为，也就是
说，在稳定的环境中，若没有其他
外来物干扰，蛤蜊不会随自己“心
情”的变化而随意开关双壳，这就
为贝类检测水质提供了理论基础。

那么，蛤蜊们是如何工作
的？正常情况下，每只河蚌每小
时可以过滤并分析1 . 5升水的水
质。每一批被从水域中选出的蛤
蜊，都要经过大约两周的“专业
训练”后，才能开始为人类“以身

试毒”。
每个肩负着监测水质职责的

蛤蜊，都要被放进特制的水槽中，
水槽中的水，是实时流进城市供水
系统中的一部分。科学家会用一
种特殊的对蛤蜊无害的胶水，在
它们贝壳上粘一个带磁铁的线
圈，水槽里还放着磁场感受器，
检测着蛤蜊蚌壳的开关情况，那
样子，就像蛤蜊在“敲木鱼”。

当蛤蜊发现水质被污染并
关闭自身贝壳时，感受控制器会
立刻将信息发送给计算机。为避
免某只蛤蜊出现意外导致测量
不准，科学家通过一次排列八只
蛤蜊来进行检测。当有四只以上
蛤蜊的贝壳关闭时，就可以认为
水质出了问题，从而可以将整个

城市的供水阀门关闭。
不过，如果蛤蜊已习惯了存在

污染的水质怎么办？别急，科学家
不会让它们一直工作。一批蛤蜊
最多“工作”三个月，就要“退休”
换班。退下来的蛤蜊会被放回河
流湖泊，而且会做上相应的标记，
以此来提醒那些挑选“继任者”
的工作人员，此蛤蜊已“退休”，
请让它们好好享受“养老”生活。

如今，波兰有50座自来水厂
使用蛤蜊监测水质，美国明尼阿
波利斯也使用蛤蜊作为生物监
测技术。当然，人们的用水安全
并不仅仅依赖这些蛤蜊。水厂都
拥有精密的水质检测和预警系
统，服役的蛤蜊们，只是给人们
的用水安全多加了一道保险。

蛤蜊“敲木鱼”，化身水质检测员

除了被一些城市当成水质
检测员，蛤蜊们对相关海域的生
态修复作用价值也很大。针对不
少人在厦门湾等海洋环境保护
区大量挖蛤蜊的行为，厦门大学
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柯才焕介
绍，蛤蜊对于海洋环境是有益
的，可以说，它们是海水天然的
净水器。适当采挖蛤蜊没有太大
关系，但大量采挖，特别是小蛤
蜊，会破坏海洋生态，对海水水
质也有不利影响。

柯才焕介绍，作为一种滤食
性生物，蛤蜊可以滤食水中的浮

游植物、有机碎屑悬浮物等，借
此起到净化海水的作用，一只花
蛤一天净水量可达50升！

没想到小小的一枚蛤蜊，净
化能力居然这么强！那它是如何
实现净化水质的呢？据了解，蛤
蜊有两个身体管，第一个用来泵
入海水，然后由较短的毛状纤毛

“鞭打”到鳃上，鳃上有一层黏液
可以捕捉食物颗粒；进食后，第
二体管负责将过滤后的水排出
体外，这些营养物质和藻类，很
多都对水体有害，蛤蜊会将其吸
收到体内或沉积在水底。

在某些情况下，蛤蜊还可以
增强特殊种类的细菌，如水生益
生菌——— 它们有助于将对水体
有害的氮转化为气体，然后将其
从水中永久去除，这种效应被称
为反硝化，能积极改善水体富营
养化状况。

大家知道，藻类数量过多会
引发赤潮，而蛤蜊等贝类动物以
藻为食，能有效控制藻类数量。有
些贝类还会产生“假粪”，使藻类
被黏液包裹于贝类体内，藻类被
迫“与世隔绝”，无法进行其他生
理活动而被清除。

贝类对毒素的富集和耐受
能力相当惊人，可以积累大量生
物毒素，且对自身没有伤害。不
过，反过来看，也正是这种富集
毒素的能力，使得海洋近岸的野
生花蛤，并不太宜于食用。

比如，当花蛤吃了含有麻痹
性贝类毒素的海藻后，体内毒素
会不断积蓄。麻痹性毒素不会因
高温煮沸而消除，人们进食后将
不可避免地出现中毒情况，轻者
会出现口唇麻木和刺痛、四肢肌
肉麻痹等症状，重者甚至会因呼
吸肌麻痹而死亡。

大海养育了它们，它们又反过来保护海洋

研发辣炒蛤蜊这道菜的人，
或许不知道，蛤蜊还是世界上最
长寿的软体动物。像树木一样，
蛤蜊壳上也有一圈圈“年轮”，每
过一年，就长一圈，也就是说，蛤
蜊壳上的花纹记录着它们的年
龄。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的最
长寿蛤蜊活了507岁。

2006年，英国科学家在冰岛
海域开展气候研究时，在捕捞的
200只北极圆蛤中，发现一只蛤
蜊的生长轮高达405轮，科学家
推测，这只“最长寿”蛤蜊出生时
正是中国明朝，命名为“明”。
2013年，英国科学家使用碳-14
年代测定法再次评估“明”的年

龄，结果显示它的真实年龄为
507岁。

从概率上来说，“明”是世界
上最长寿动物的可能性其实“非
常小”，更老的蛤蜊很可能仍潜伏
在海洋深处的某个地方。一项研
究显示，北极圆蛤的年龄超过100
岁并不罕见，在爱尔兰海、北海等
海域都发现了百岁以上的个体。
鉴于北大西洋的海洋蛤蜊，一直
是蛤蜊浓汤中常见的食材，也许
世界上已有不少人在不知不觉中
吃掉了这些数百岁的老蛤蜊。

为何北极圆蛤能如此长寿？
可能在于它们的耗氧量非常低、
新陈代谢缓慢，从而拥有“冻龄”

的超能力；此外，北极圆蛤极高
的蛋白质稳定性、细胞更新率的
特异性等，也可能是长寿秘籍。

如今，科学仍在试图破解这
些长寿生物抗衰老的“秘密”，进
而为延长人类寿命相关的研究
带来启发。

其实，针对蛤蜊的研究，并
不止于其寿命和净化水质，它们
还是海洋气候的记录者。北极圆
蛤很容易就能长到百岁，而它们
的生长轮就像一张微型唱片，随
着时间推移，整合着水温、食物
等信息，因此可用于推演生长过
程中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例如，
通过检测年轮中的各种氧同位

素，就可以确定贝壳形成时的海
水温度。因此，一只蛤蜊，就是一
本海洋环境的记录簿。

即使人类早已把蛤蜊当成
“头号”海鲜，蛤蜊们还在通过各
种方式，默默为地球打工，所以，
请感恩你吃掉的那盘蛤蜊吧。

你吃掉的那只蛤蜊，可能已活了几百岁







提起蛤蜊，那可是许多人的舌
尖最爱，肥厚的贝肉、Q弹的口感，
不管爆炒还是清蒸，都能鲜掉牙，是
人们餐桌上的常客。但是，除了好
吃，在波兰首都华沙，有8只小小的
蛤蜊，竟决定着这座城市中近400万
人能否喝上合格的自来水。听上去
是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看来，我们
对蛤蜊真的了解太少了。

记者 于梅君

由由蛤蛤蜊蜊完完成成的的水水质质警警报报装装置置。。

请请感感恩恩那那盘盘辣辣炒炒蛤蛤蜊蜊
它它替替我我们们试试过过毒毒

原原来来，，蛤蛤蜊蜊不不仅仅是是美美味味，，还还是是尽尽责责的的水水质质检检测测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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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极极圆圆蛤蛤““明明””标标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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