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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1月24日浇水。”在中科

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

琼办公桌的日历本上，喜庆的“新春快

乐”那一页上，写着两个重要的日期。这

个春节假期，团队工作人员和研究生都已

回家过年，郑慧琼留守单位，照看“太空

作物”。

2022年12月4日，在太空经历了120

天培育生长、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发

育全过程的水稻和拟南芥种子，跟随神舟

十四号飞船顺利返航。仅8个小时后，这

批太空种子就交付到了郑慧琼手中，她把

这些珍贵的“太空来客”带回上海的实验

室继续培养。12月26日，郑慧琼将一部

分拟南芥种子种了下去，水稻种子计划春

节后再播种。

从太空作物与地面植物身
上“找不同”

一个月不到，一柞见方的花盆里，拟

南芥种子已绿意盎然。数片莲座叶中，柔

弱的主茎攀援着木条奋力抽薹，顶端开出

点点白色小花。

“这一盆种子来自天宫空间站问天实

验舱里的开花拟南芥，那一盆种子在天宫

二号里待过，但没有开花。”郑慧琼指着

实验室里不同的花盆，一一介绍着它们的

“身世”。在一组六盆对照组中，有“上过

天”的种子，也有一直待在地面的种子。

对比来看，同时、同温、同湿度的环境

下，地球种子长势更好。

郑慧琼告诉记者，这一点在之前的实

验中就被验证过，太空微重力环境是影

响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没有重力引

导，植物方向感变差，根的定向生长运

动明显受阻。另外，太空中生长的拟南

芥花序轴的点头幅度和频率，都明显小

于地面，说明微重力抑制了植物的细胞

周期性生长。

最近，郑慧琼在水稻身上也发现了一

些有趣现象。在放大千倍的显微镜下，太

空水稻叶片上的气孔开度明显大于地面水

稻的气孔，气孔周边的蜡质结构也更大。

这一发现让郑慧琼的春节时光变得有意思

起来，她寻思着是不是由于太空微重力环

境中缺乏空气对流、湿度变大，影响了叶

片的气体交换，而气孔边缘特殊的蜡质结

构可以在气孔周围形成疏水区，有利于叶

片气孔进行气体交换，由此保证植物在微

重力条件下能够正常生长发育。

尽管这一切还有待验证，但每天在太

空作物身上“找不同”，愈发让郑慧琼感

受到生命构造的精巧与神秘。

一边照顾“天外来客”一边
观察太空实验

去年春节，郑慧琼忙碌地准备着将拟

南芥和水稻种子送上太空的各项事宜，今

年春节她感觉轻松了不少。除了给“天外

来客”浇水、修剪枝条等日常工作，她每

天都会从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与应用数

据的官网上查看问天实验舱发送过来的

“太空作物”照片。

“你看，1月18日这天，再生水稻植

株抽出了一粒穗子。”郑慧琼指着照片中

布满水汽的实验柜中的一个角落说。如果不

是对水稻的生长态势了如指掌，普通人很难

从这丛打着卷的水稻枝叶中发现一粒米大小

的变化。

而另一幅来自种植拟南芥的科学实验柜

的图像显示，五株拟南芥的生长周期已经出

现了明显分化：两株接近死亡，两株长势一

般，一株叶片繁茂，这证明郑慧琼团队对拟

南芥的基因调控有效。

此前，郑慧琼团队领衔完成了拟南芥

在太空“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

验，系统研究了空间微重力对植物开花的

影响。经过研究，团队找到了影响拟南芥

对重力表达敏感的关键基因。此次长势喜

人的拟南芥，就是由过表达了该基因的种

子发育而来。

为人类走向太空准备“口粮”
打基础

郑慧琼所从事的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是

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1992年博士毕业

后，她就留在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从事相关研究，目前她带领着一支10

人团队。

在这个新兴领域做研究，时常会遇到以

往农业从业者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比如，在

地球上浇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在太空

中，判断作物是否喝饱水却是个难题。郑慧

琼从可反复使用的描红字帖中获得启发，经

过两年多的改进，设计出一套太空浇水系

统。简单来说，就是当布条上出现深色的水

迹，如同字帖被毛笔沾湿时，即判断土壤已

被浇透，这背后是对重力、水土混合、水稻

特性等多方面综合研究的结果。

郑慧琼说，开花是植物发育的关键环

节。在空间条件下，植物开花时间延迟、开

花数目少、种子结实率低、种子质量下降等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春节里守着这批

凝结着无数人心血的“太空种子”，感觉心

里沉甸甸的。她希望来年能从水稻身上找

到更多微重力影响作物背后的秘密，为人

类探月、探火以及进一步走向太空提供农

作物基础。

随神舟十四号返回的拟南芥种子抽薹开花，郑慧琼春节留守实验室

照看“天外来客”的每一天

■本报记者 沈湫莎

2022年，上海经济运行呈现“平稳开

局、深度回落、快速反弹、持续恢复”V形

反转态势，城市核心功能稳定运行，经济新

动能持续发力，生产需求回稳向好，就业物

价总体稳定。

最新的上海国民经济年度运行情况昨天

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 （GDP） 统一核

算，2022年，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4652.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0.2%，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1.2个百分点。

经济稳步回升，凸显发展韧性

2022年，上海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

经济中心城市首位。从走势看，全市GDP

一季度同比增长3.1%，受二季度疫情严重

影响，上半年GDP同比下降5.7%；但随着

复工复产加快推进，前三季度GDP同比降

幅收窄至1.4%，全年降幅进一步收窄至

0.2%。

2022年，全市实际使用外资超过235亿

美元，规模创历史新高。总部经济加快集

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分别

新增60家和25家，累计分别达到891家和

531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022年新设市

场主体41.5万户。创新型企业加快成长，新

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243家，有效

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2万家。

新动能释放潜力，城市核心
功能不断增强

工业新动能加快发展。数据显示，2022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6%，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1.6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0473.68亿元，同比下

降1.1%，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0.4个百分

点。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

产业加快发展。2022年，全市三大先导产业

制造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1.1%。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等新赛道加快布

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5.8%，增速高于全市工业6.9个百分点。其

中，新能源汽车产值增长56.9%，生物和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值分别增长5.9%和4.7%。光

伏电池、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和集成电路

圆片等新产品产量实现较快增长。

科创中心创新策源功能增强。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取得新进展，3家国家实验室全部

高质量“入轨运行”，上海光源二期、软X

射线装置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

投运。2022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2%左右；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件左

右，比上年增长17%左右。

金融中心核心功能不断增强。2022

年，全市金融市场成交总额2932.98万亿

元，同比增长16.8%，增速同比提高6.4个

百分点。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成交额分

别增长7.6%、12.6%和23.8%。

贸易中心集聚辐射能级提升。2022

年，上海口岸进出口总额达到10.4万亿元，

占全球比重提高到3.6%左右，保持世界城

市首位。新型国际贸易加快发展，离岸经贸

业务企业名单扩展至577家，支持布局海外

仓数量达110个。

航运中心枢纽地位巩固。2022年，上

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730.30万国际标准

箱，连续13年位列全球第一。集装箱水水

中转量突破25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9.3%。

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推进，社
会民生有效保障

2022年，上海全面落实“三大任务”。

临港新片区建设跑出加速度，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30.5%和31.1%；健全“浦江之光”政策体

系，截至2022年底，科创板上海上市公司

达到78家，累计首发募资额和总市值均位

列全国首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驶入快车

道，科技创新共同体实施联合攻关计划，一

批重点合作事项和重大项目加快落地。

“三大平台”方面，进口博览会释放溢

出带动效应，第五届进口博览会按一年计意

向成交金额 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3.9%；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累

计形成112项制度创新成果，水乡客厅等重

大项目加快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

体方案全面落实，总部型经济、开放型经

济、在线新经济等加快发展壮大。

社会民生方面，2022年，上海实施重

点群体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困难行业企业

稳就业补贴等援企稳岗政策，全市新增就业

岗位56.35万个，就业形势总体平稳。2022

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9610

元，比上年增长2.0%。

市统计局表示，2023年，上海将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

就业、稳物价工作，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充

分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新征

程上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

行者。

去年上海经济呈现“平稳开局、深度回落、快速反弹、持续恢复”V形反转态势

经济运行凸显韧性 功能动能持续增强
■本报记者 周渊

去年12月4日，在太空经历了

120天培育生长、完成了“从种子到

种子”发育全过程的水稻和拟南芥

种子，跟随神舟十四号飞船顺利返

航。图为郑慧琼在实验室里观察

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的生长发育

情况。

均本报记者 沈湫莎摄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讯 （记者王宛艺）农历春节在
即，轨道交通23号线传来最新施工进

展：一期工程上海体育场站地下连续墙

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项工程首个车

站完成围护结构封闭。

日前，上海体育场地块东南角，一幅

长41米的钢筋笼缓慢起身，历时近一小

时的起吊、调整位置后，钢筋笼平稳入

槽。这是该站的最后一幅地下连续墙。

上海体育场站作为23号线北端终点

站，建成后将与轨道交通4号线实现站内

换乘。车站位于徐汇区天钥桥路与零陵

路交叉口西侧，在上海体育场地块内，沿

天钥桥路南北向布置，本站为地下两层单

柱双跨（局部一跨）一岛一侧式车站。

23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全长约386

米，共151幅地下连续墙，最后一幅地下

连续墙钢筋笼长41米，重约40吨。地下

连续墙工艺施工操作复杂，仅一幅地下

连续墙，就需要提前做好施工场地的平

整和导墙等，再经历成槽、钢筋笼焊接、

吊装、混凝土浇筑等多个施工步序。其

中，钢筋笼吊装更是一个较大风险点，需

要由两台履带吊配合进行起吊、翻转等

作业。

“建设者们坚持细化现场质量、安全

文明施工过程管理，解决横穿用户管线

搬迁、原承台拔桩清障等问题，最终提前

完成车站围护结构施工，为后续上海体

育场站基坑开挖、结构施工创造有利条

件。”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轨道交通23号线是上海市重大工

程，北起上海体育场，南至闵行开发区，

是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中新增的市区线

路，途经闵行区和徐汇区。线路走向为

闵行开发区-东川路-龙吴路-天钥桥

路-上海体育场，全长约28.6千米，共设

22座车站，其中换乘站6座。建成后将

串联起徐家汇地区、滨江地区、华泾地区

等重要区域，对改善徐汇区南北向交通，

推动沿线重要区域、重点项目开发意义

重大。

此前，2022年最后一天，轨道交通

23号线徐汇段的东湾度假村48户居民

全部完成签约，签约率达100%。至此，

华泾镇域范围内所涉轨道交通23号线

的徐浦大桥站（单位地块）、华泾路站、景

联路站均已于2022年完成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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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钢筋笼平稳入槽，轨交23号线一期工程首个车站完成

围护结构封闭。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 （记者张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消息：
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志愿填报最低成绩控制

线为253分。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考有5.4

万余名考生报名参加，同时段还进行了统一高考外语科目考试

（1月） 和高中学业水平语文、数学、外语合格性考试。实考

人数比去年有所增加，但考生成绩分布状态与往年基本吻合。

考生平均分比去年略低，比前年略高。

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采用“统一文化考

试+院校自主测试”的招生模式。考生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总分

（含政策性加分）须达到志愿填报最低成绩控制线（其中应届

高三考生还须取得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学/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信息科技7门科目高中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的全部合格成绩）方有资格参加春考志愿填报。

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表示，与历年情况相似，今年各位次

对应考分相比往年略有浮动。例如，排序5000余名的考生，

今年考分为355分，去年为358分；排序20000余名的考生，

今年考分为314分，去年为309分。考生除关注实际分数之

外，还应参考分数对应位次，即成绩分布表中的“累计人

数”。有意向填报春招志愿的考生，可参考春考成绩分布表中

的“累计人数”信息和往年各校春招专业自主测试资格线汇总

表中的“资格线对应位次”等信息，进行招生志愿填报酝酿。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利用假期，结合各招生院校的招生章程，

规划自己想要填报的院校及专业，特别要注意相关专业设置的

男女比例、身体条件等要求。

根据考试安排，春季招生志愿填报将于2023年2月13日

9:00-21:00，2月14日9:00-16:00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

招考热线”网站上进行。根据此前发布的招生章程，上海有

25所本市试点院校参加春季招生，87个招生专业均为各校特

色专业或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公布招生计划共计2776个

（与2022年相比增加了149个）。

今年上海春招志愿填报
最低成绩控制线253分

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雨 温度:最低3℃ 最高9℃ 东到东南风4-5级
明天阴有小到中雨 温度:最低6℃ 最高9℃ 东南风转西北风3-4级

（上接第一版）要强化科技赋能，依托“一网统

管”让感知更及时、反应更快速、处置更高效，

更好体现韧性城市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水平。

江桥批发市场是上海目前最大的蔬菜一

级批发市场，当前正精心组织货源，丰富市

民节日期间的“菜篮子”。陈吉宁走进市

场，一路察看蔬菜交易区，与批发商们亲切

交流，询问产销对接、物流运输、蔬菜价格

等情况，得知不少商户春节期间会继续留

守、确保蔬菜批发供应，陈吉宁向他们表示

感谢，叮嘱企业和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在了解春节期间蔬菜市场保供稳价和

食品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后，陈吉宁指出，

“菜篮子”连着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

生。要密切跟踪预判市场需求，加强货源组

织，畅通物流渠道，丰富供应品种，保证商

品质量，确保粮油肉蛋果蔬菌等重要民生商

品量足价稳，让市民吃得放心、吃得舒心。

大型批发市场要着眼长远，做强功能、提升

能级，在标准、分类、定价等方面争取更大

突破。

今年春运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

一个春运，上海各主要铁路站点迎来节前客

流高峰，已采取多项措施落实春运服务保障

和疫情防控工作。陈吉宁来到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中心，了解春运期间铁

路运输保障和客流应对工作情况。各个工位

上的调度员一刻不停盯着屏幕，根据列车运

行情况发出一道道指令。相关负责人在一旁

介绍，将根据客流情况，灵活精准调整补充好

运力。陈吉宁向坚守岗位的铁路干部职工致

以新春的问候。他说，今年春节，很多人选择

回乡与亲人团圆，客流量大幅回升。要及时

掌握客流趋势，切实加强运输组织，做好市内

交通对接，提升保通保畅能力。过年过节，安

全不能忘，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保障

工作，加强出行信息发布，提示做好个人防

护，提供细心贴心服务，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

康出行。

年节将至，前往超市卖场采购年货的顾

客增多。龚正一行来到杨浦大润发超市，走

进生鲜、主副食品等区域，仔细察看商品种类

和价格，听取全市保供稳价工作情况介绍。

“民以食为天，既要价稳量足，还要质优安

全。”龚正叮嘱有关部门加强研判各方面因素

对市场的影响，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让群众舒心开心过年。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全市经历了

一波感染高峰。龚正专程来到花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实地察看门诊大厅、全科诊疗区、

发热诊疗区。龚正现场看望慰问医务工作

者，对大家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感谢。龚正

指出，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本轮疫情中

发挥重要作用，要立足“保健康，防重症”，进

一步完善分级分类诊疗，继续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救治能力，让市民就近就便获得高质量

医疗服务。

豫园灯会是市民游客新春赏灯的打卡

地，今年推出以《山海经》为主题的灯会。龚

正察看灯会组织、现场安保，询问文旅行业经

营恢复等情况,并向执勤的一线工作人员致

以新春祝福，叮嘱有关方面高度重视节日大

客流，完善预案，引导错峰参观，确保节日期

间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市领导吴清、张为、张小宏、刘多、华源参

加相关活动。

全力以赴确保社会安定城市安宁人民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