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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李晨琰 ）一位

73 岁的女儿一

生都在寻找平遥

遭遇战中失踪的

父亲， 当她深感

希望渺茫之时却

接到一个电话 ：

父亲 “找到了”！

这一切得益于复

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李辉教授团

队开发的数据平

台———国家英魂

DNA 数据库。

近日， 相关

成果以 《国家英

魂 DNA 数 据

库———英魂回乡

心 愿 的 指 路 明

灯》 为题发表于

《美国人类遗传

学杂志》。

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是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在

这场战争中， 中

国人民付出了惨

痛代价。 秉持带

更 多 无 名 烈 士

“回家” 的信念，

李 辉 团 队 于

2015 年至 2018

年 间 遍 寻 抗 日

战 争 中 的 七 个

不 同 地 点 。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考

古 程 序 ， 他 们

共 计 发 掘 331

具烈士遗骸。

“如何从被

污染的人骨中提

取 DNA， 是研究的难点。” 李辉告诉

记者 ， 科研团队通过使用去络合

DNA 捕获技术 ， 成功提取遗骸骨骼

中的 DNA。 随后 ， 研究人员采取第

二代 DNA 测序技术识别遗骸身份。

经过一系列努力， 研究团队成功

开发国家英魂 DNA 数据库， 通过线

上 DNA 数据比对， 为在抗日战争中

牺牲的无名英烈 “寻找” 后人及其亲

属。 目前， 该数据库已成功确认了一

批抗日烈士的遗体和身份。

目前， 国家英魂 DNA 数据库共

收录七个地点的烈士遗骸 。 此外 ，

该数据库还是迄今为止民间机构收

集的最为翔实的抗日战争阵亡将士

名录 ， 已收录抗日战争阵亡将士

366446 名。

李辉透露， 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努

力发掘更多烈士遗骸， 助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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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顶级期刊发文量增速全球第一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发布首份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创新分析报告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作为上海

首批建设的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之

一，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在昨天

召开的科技创新资源大数据研讨会上，

发布首份完全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创新分

析报告 《2019 国际创新数据洞见》。 报

告显示， 过去五年间， 衡量上海科创热

度的两大指标———论文数量和专利申请

量均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增幅。

该报告选取上海、北京、深圳、香港、

东京、纽约等 20 座全球创新热度较高城

市作为样本城市，分析它们的创新要素、

科学研究竞争力、技术创新竞争力、知识

转化竞争力和研发投入等指标， 上海在

多项指标上表现亮眼。其中，上海居于前

1%高被引论文量的增速 2 倍于总发文

量增速， 在世界顶级期刊上发文量的复

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34%，居全球热点城

市之首， 体现出近年来上海在基础研究

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论文数量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基础研

究水平， 专利申请量则代表着成果转化

的活跃度。 2014 年至 2018 年， 20 座全

球热点城市的专利申请总量逾 425 万

件， 北京、 深圳和上海贡献了其中的一

半以上 。 国际 PCT 专利申请量及复合

年均增长率， 上海排名第二， 表明上海

高质量专利快速增长。

报告执笔人、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

据中心数据部负责人王茜表示， 和以往

调查问卷式的数据采集手段相比， 此次报

告完全基于大数据挖掘， 由此发现了一些

全新视角 。 比如 ， 报告组以 1996 年至

2017 年科研人员的任职机构为线索 ， 分

析了全球科研人员流动的趋势 。 上海在

“流入研究人员 ” 占比上排名第二 ， 在

“本土固定研究人员 ” 上占比超过 20%。

持续的 “流入研究人员” 和 “本土固定研

究人员” 是保证一座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 上海拥有

活跃科研人员的企业聚集度低于其他城

市， 这可能提示上海企业的研发投入还有

所欠缺， 这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创新水平提

供了一个 “切入口”。

■在上海、北京、深圳、香港、东京、纽约等 20座全球

创新热度较高城市中， 上海居于前 1%高被引论文量的

增速 2倍于总发文量增速，在世界顶级期刊上发文量的

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34%，居全球热点城市之首

■ 2014年至 2018年， 20座全球热点城市的专利申

请总量逾 425 万件， 北京、 深圳和上海贡献了其中的

一半以上； 国际 PCT 专利申请量及复合年均增长率，

上海排名第二， 表明上海高质量专利快速增长

在每位观众心里建起苔藓保护区
华东师大科研团队拍摄国内首部苔藓科普微电影，唤起更多人的保护意识

苔藓微景观、 苔藓涂鸦……近年

来，在园艺市场上，经过创意造型的苔

藓植物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成为

园艺消费的一大热点。在商业驱动下，

大量的商业化野外采收行为， 甚至一

些掠夺式的采伐， 已经对苔藓植物的

野外生存造成极大威胁。

生长在大自然的苔藓小而美，它

们承载不起来自市场的“厚爱”。为此，

华东师范大学一支科研团队近日专门

拍摄了一部名为 《苔藓》 的科普微电

影，旨在唤起更多人保护大自然、保护

苔藓资源的意识。

独特的科普视角， 加载微电影的

美学视角，当《苔藓》出现在第五届上

海国际科普微电影大赛评选现场时，

很快从近 300 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

出，成为本届大赛最高奖项“评委会大

奖”的唯一获奖影片。

科学艺术深度融合，“群
众演员”都由科学家出任

历时一年多的打磨， 成就一段 5

分 23 秒时长的短片，微电影《苔藓》的

每一帧都刷新着人们对于苔藓的认知

和想象。《苔藓》主创团队负责人、华东

师大生物博物馆馆长朱瑞良教授说：

“在生物学领域，国内已有的科学纪录

片主要关注濒危旗舰物种， 而非苔藓

这样看似卑微的生物。于是，我们决定

将镜头对准它们， 制作一部以苔藓植

物为主角的科普微电影。 ”

微电影《苔藓》上线后，很快收获了

众多年轻人的关注和点赞。 这部影片之

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业内人士看来，很大

程度上归因于主创团队融入了最新的研

究成果和兢兢业业的科研精神， 为影片

的科学性奠定了高起点。

据了解，《苔藓》 主创团队的六名核

心成员均为华东师大一线科研人员，包

括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一位高级工程

师和一位工程师。 团队负责人朱瑞良就

是国内苔藓植物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曾

担任世界苔藓学会副主席。从影片策划、

科学指导、剧本写作、脚本修订、各地取

景拍摄到后期制作， 主创团队都全程主

导和参与。 甚至，连该片的“群众演员”，

也都是由华东师大苔藓植物学研究团队

的科学家出任。

在《苔藓》室内场景部分，华东师大

生物博物馆收藏的 10 万余份来自全球

各地的苔藓标本和苔藓团队成员在实验

室的工作场景，成为一大看点。 此外，该

片的很多镜头采集自云南无量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温暖湿润、雨量充

沛的气候条件造就了物种丰富、 形态多

样的苔藓植物。为拍好外景，主创团队和

摄制组曾在保护区内安营扎寨十多天。

创新科普形式 ， 给出苔
藓保护之路的新答案

华东师大植物学科苔藓研究一直走

在世界苔藓研究前列，而此次拍摄制作则

是团队不断创新科普形式的有益尝试。

苔藓的保护之路怎么走？ 如今苔藓

盆景制作如此之 “热”， 光靠呼吁能减

少对苔藓的伤害吗？ 对于这些公众关心

的问题， 《苔藓》 也试图结合学者们的

最新研究给出答案。

日常生活中， 培植优质的花卉几乎

都要用到苔藓植物， 特别是兰花， 一般

都要用泥炭藓覆盖在根部。 “特有的储

水细胞， 使泥炭藓具备远超其他植物的

耐水和吸水能力， 因而被誉为 ‘超级海

绵’， 多被用作改善土壤水分和花卉运

输中的保水材料。” 在 《苔藓》 中， 华

东师大苔藓植物学研究团队副教授孙越

从培养箱里取出最新培育的泥炭藓， 展

示在观众面前。“未来能用人工培育的泥

炭藓来代替野生泥炭藓，用于园艺造景，

从而减少过度采伐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当然， 科学家最终希望的可不只是

拍一部微电影， 而是在每位观众心里建

起一个苔藓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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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源国家

公园的白发

藓。（均符哲
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