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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的“大科学”时代曙光初现

20 年来，“人类基因组计划”
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 给人类对
疾病和物种演化的认知带来了革

命性变化。
通过参与这一计划， 中国科

学家得以在短时间内学习并追赶

发达国家的先进生物技术， 先后
完成了水稻基因组、小麦 A 基因
组 、SARS 冠状病毒的基因组研
究，以及对熊猫、家猪、家鸡、家蚕
等动物基因组的测序和分析工

作， 使我国的基因组学研究得以
跻身世界前列。

2010 年，科学家怀揣了数十
年的梦想成为现实。 基于基因组
全序列发现了一个个遗传病的致

病基因的突变，使得基因治疗取
得了良好疗效。 近年，有多位地
中海贫血、白血病患者等受益于
基因技术被治愈。 这些治疗奇迹
也给科学家巨大的信心。 在新冠
肺炎疫情中，病毒及人类的基因
组序列在病毒检测、 疫情跟踪以
及疫苗研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人类基因组序列就像元素

周期表一样重要。可以说人的生、
老、病、死都与人类基因组序列携
带的遗传信息相关， 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 ”杨焕明说。

他表示， 这场疫情也再次提
醒我们： 我们对生命的认识还远
远不够。 “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
促进了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而
且正在积极深化遗传学、 生物化
学、 分子生物学和信息科学等多
学科合作的“大科学”融合，共同
构建生命科学的“大数据”时代。

（据《科技日报》）

从 1%到第一梯队 基因测序刻上“中国”印记

“人类基因组计划 ”于 1990
年在美国首先启动，进而英、日、
法、德相继参与，组成了国际“人
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其核心内
容是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

DNA 序列，获得人类全面认识自
我最重要的生物学信息。

这场被誉为生命科学领域

“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盛宴”，中
国要参与吗？

答案是肯定的。 1994 年，中
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在谈家桢、
吴、强伯勤、陈竺、沈岩、杨焕明
等科学家倡导下启动。 1999 年 9
月，继美、英、日、法、德之后，中国
成为第六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参与国， 也是其中唯一的发展中

国家。
人类基因组由约 30 亿个碱

基对组成。 “作为参与这项工作的
唯一发展中国家 ，1999 年起 ，中
国集中了一批生物学家参与并负

责测定人类基因组全部序列的

1%， 也就是三千万个碱基的排
序。 ”中科院院士、华大基因联合
创始人杨焕明说。

2001 年 8 月 26 日， 中国科
学家提前高质量完成 “1%项目”
的基因序列图谱。

“也许‘1%项目’对整个项目
而言有些微不足道，但它的实施给
我国基因组学发展所带来的意义

却是重大的。 同时，‘1%项目’也对
社会公众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

基因及基因组普及教育，为中国生
命科学研究和生物产业发展开拓

了无限的空间。 ”杨焕明说。
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可以使中国平等分享该计划所建

立的所有技术、资源和数据，并使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

完成大型基因组分析的国家。
杨焕明表示 ， 中国科学家

“抢 ”到的 “人类基因组计划 ”1%
份额， 让这个人类科技史的重要
里程碑上刻下了“中国”二字。 更
重要的是， 它还带动了中国基因
测序技术从追赶实现并跑， 并在
测序仪的研制和量产以及生物信

息学软件的开发等方面逐渐走向

全球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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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生命天书”二十年

中国基因组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气象服务如何
融入城市大脑？

当台风登陆，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何以安然无
恙？ 当民生所需碰撞绿色减碳，气象服务如何找寻
平衡点？ 当“未来之城”画卷铺开，需要凝聚哪些气
象智慧？ 答案，全在这里———

保安全：担当城市运行的风险服务
2020 年 8 月，台风“黑格比”来袭，上海全市普

降暴雨到大暴雨；城区最大阵风达到 10 级，但并没
有影响城市安全运行， 这得益于上海智能网格预
报、气象预警智能分区发布等技术的应用；更重要
的是，2019 年研发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气象先知系
统已作为“上海市城运系统”的核心专业支撑系统，
融入“城市大脑”。

通过“气象先知”，气象服务信息不仅是气温、
降雨、灾害性天气何时来临等，更纳入城市安全运
行的各类应用场景。

在深圳，气象部门利用特区发展优势将人工智
能等引入城市精细化预报当中，并构建基于“互联
网+”的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化管理体系；在重庆，智
慧气象“四天”系统入驻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与 18 个部门、106 种数据实现共享交换，智慧
气象产品一键式赋能城市治理。

破难题：做城市精细治理的绣花针
气象服务保障大城市运行，不只局限于防灾减

灾。 在水电气暖供应、城市交通、生态治理、快递服
务、文化休闲活动等方面，都对气象服务提出更迫
切、更精细化的需求。

天津气象部门与财政、电力、能源等部门合作，
推动“智慧气象”与“智慧热网”相融合，精细到每
1℃的服务，让寒潮来临时不会无暖可供，也令气温
回暖时不至浪费能源。

广州市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发布与城市网格

化治理工作的融合， 广州番禺区十余个部门的数
据、1200 个“天眼”摄像头资料都与气象预报信息
有效叠加，一个小小“停课铃”App，巧妙解决了长
期困扰教育部门“遇到怎样的天气可以快速通知家
长停课”的难题；一套为长隆旅游度假区订制的气
象服务系统，除了保障安全以外，还能用于预判开
闭园时间、调整经营策略，产生经济价值。

绘蓝图：协助规划绿色安全之城
朱淼淼，雄安某重点在建工程项目经理。 每天

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手机，了解工地天
气实况及预报情况。 6 月 11 日，雄安最高气温突破
34℃。 一旦工地环境气温超过“警戒值”，他就要把
工友们喊下来，防止中暑。

目前，雄安气象部门正按每平方公里建设一个
工地自动气象站的标准“布网”，将难以从常规天气
预报获取的气象数据实时上传“雄安气象大脑”，再
通过智慧工地气象服务系统，将结合工地具体环境
的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精准投送至相关责任人
手中。

北京通州，气象智能灯杆的实时数据接入了城
市大脑智慧管理平台， 连 60 米塔吊上都搭建了
SKY 微型气象站，气象服务已深入城市建设的“毛
细血管”。

据了解，气象服务已成为新建大城市规划建设
阶段的重要决策依据。 聚焦大城市发展，气象服务
密切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新华网)

今年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发表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 20 周年。 20 年前，我国圆
满完成了承担的“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任务。 中国科学家通过参与这一被誉为生命科学“登
月计划”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带动了中国基因组学研究从追赶到并跑，从而跻身世界前列。

6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
物信息中心）和华大基因联合举办“纪念国际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绘制和‘1%项目’完成座谈
会”，回顾基因组学发展历程，推动我国生命科学更快、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