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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牵梦绕的蓝色，出现了！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

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天津工业

生物所”）内，研发人员乔婧正在重复每日

的实验流程。当一滴滴碘液被加入试管，

乔婧不由得愣住了：试剂变成了期待已久

的 颜 色 ，“ 蓝 色 虽 然 很 淡 ，但 这 说 明 淀 粉

出 现 了 ！”回 忆 2018 年 的 情 景 ，乔 婧 依 然

激动。

同样激动的还有天津工业生物所人工

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他一度不敢确

信，从会议室一路奔回实验室，设计了重复

实验。第二天，“淀粉蓝”如期出现，“太好

了！”蔡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笑容洋溢在

脸上，身后的同事跟着鼓掌欢呼。

2021 年，人工合成淀粉团队在国际刊

物《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结合人工光合反

应和生物酶催化反应构筑了从水和二氧

化碳合成淀粉的新体系。“这是一项里程

碑式的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

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审稿专家如此

评价。

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的由来，源于一次

高铁上的思考。“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短缺等挑战，如何把二

氧化碳转化成对人类有意义且有市场价值

的物质？”在出差回天津的高铁上，这个念

头突然出现在天津工业生物所时任所长马

延和的脑海中。经过所里认真研判，人工

合成淀粉项目在 2015 年正式提出。

接到攻关任务邀请时，蔡韬既兴奋又

担忧，人工合成淀粉，理论上来说可以实

现，但此前没有成功案例，“我们想挑战一

下别人没做成的事”。

在自然界，玉米、小麦、土豆等农作物

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光能、二氧化碳和水

转化成淀粉。但这个自然过程需要大量的

土地和淡水资源，且受天气影响很大。

能不能模拟自然界淀粉的合成过程，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人工合成淀粉？

“我们最初的思路是利用可再生能源

分解水产生电子或氢，然后利用电子或氢

将二氧化碳还原为甲酸、甲醇等简单化合

物，进一步通过酶催化简单化合物聚合生

成淀粉。”蔡韬说，人工合成淀粉，是一场寻

找“捷径”的实验。

在农作物中，淀粉的合成大约需要 60
步代谢反应。如果要进行工业化生产，就

必须简化步骤。蔡韬和团队与所内擅长生

物设计的团队合作，从 6568 个生化反应中

进行系统挖掘和筛选，分别从甲酸或甲醇

出发，设计了最短的人工淀粉合成路径。

理论上，二氧化碳仅通过 9 个主反应就能合

成淀粉。“步数越少，问题就越少。”蔡韬说。

实验一做就是 3 年，光是实验记录就摞

了半人高，团队成员的心情也跟着实验过

程不断起伏。

问题出在哪里了？“就像河水断流，要

找出是上游堵塞还是河道分叉，弄清症结

才能解决问题。”蔡韬说，实验最突出的问

题是“酶”。淀粉合成过程中多数反应都需

要酶，自然界中的反应路径通过长期自然

选择进化而成，各个酶都能够适配协作，但

人工设计的反应路径却不同。

“同一个酶往往能催化多个反应，可能

会带来副作用；有时会出现多个酶竞争一

个底物，还有的酶会产生多种产物。”为调

和酶之间的“矛盾”，蔡韬找到所里专门研

究酶的团队，一起对酶进行定向改造或人

工设计新酶，来满足淀粉合成人工路径对

酶的需要。

讨论、实验、推翻、再讨论、再实验……

团队尝试利用甲醇中“氢燃烧”产生的能量

驱动产生甲醛的反应，解决反应中的热力

学与动力学不匹配的问题，9 个主反应也相

应被拓展到 11 个。

科学的积累是漫长的，但突破有时只

是一个瞬间。2018 年 7 月 24 日上午，蔡韬

收到团队成员的一张图片。打开后，蔡韬

看到了那一抹梦寐以求的“蓝”。

“现在来看，那只是人工合成淀粉 1.0
版本。”蔡韬说，这几年团队完成了人工合

成淀粉技术的迭代升级，不断提高淀粉合

成产量，把淀粉的生产强度较 1.0 版本提高

了 136 倍，人工淀粉合成速率是玉米淀粉合

成速率的 8.5 倍，并可根据需要实现不同类

型淀粉的定向可控合成。

在蔡韬看来，科研的最大成功是能够

落地应用，帮助增进社会福祉，“接下来，我

们将加快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应用的速度，让技术造物绘就科技惠民新

图景。”蔡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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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人工合成淀粉样品。

崔新耀摄（人民视觉）

可根据需要实现不同类型淀粉的定向可控合成可根据需要实现不同类型淀粉的定向可控合成，，是玉米淀粉合成速率的是玉米淀粉合成速率的88..55倍倍——

人工合成淀粉人工合成淀粉，，技术造物新突破技术造物新突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龚相娟龚相娟

建 设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

分割和地方保护是重点。

此前，湖北某地要求招标

代理机构必须在当地具有

固定经营场所，涉嫌限制

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被通报后，当地认

真整改，不仅废止相关文件，还梳理已出台的

政策措施，打掉“土门槛”、打通“中梗阻”，要

素资源流动更加畅通，发展动能不断释放。

“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

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生产要素畅通

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

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作出部署。让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经济效率，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

新活力。

拿制度规则来说，如果人才评价标准不

一，那么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的流动就会受

到阻碍；以市场监管为例，倘若以不合理的条

件在本地和外地之间设置壁垒，就有可能错

过优质企业的“顺风车”。着眼于此，去年有

关部门开展集中清理行动，各地区各部门清

理存在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问题

的政策措施 4218 件。

政 策 举 措 背 后 ，是 全 局 观 念 和 系 统 思

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

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

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越是形

势复杂、任务繁重，越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

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为前提，都要放到大局中去思考、

定位。比如，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要坚

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沿江省

市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

展共享；再如，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一篇

大文章，没有一体化意识、一盘棋思想，就无法“推动一体化向更深

层次更宽领域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只

有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才能在把握战略主

动中做好各项工作。

今天，改革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显

著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

思维谋划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浙江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

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数据共享，“浙里办”集成 3638 项依申请政务

服务事项、2000 余项便民惠企服务，办事不再多头跑、反复跑。生

态全域治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等国家公园的设立，彻底改

变过去“山一块、水一块、林一块、草一块”的碎片化管理模式，破除

“九龙治水”困局。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

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

进、顾此失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

和处理问题，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定能不断开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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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李红梅）5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

3 天，黄淮和东北地区等仍有较强降雨，提示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

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

本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刘温馨）5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行联合会商，视频

调度辽宁、吉林、河北等 6 个重点省份，研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部署

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会商强调，当前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北方多地未来

几天有较强降雨，东北地区辽河、松花江吉林段、乌苏里江等河流

仍将维持超警，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有关地区要时刻保持

高度警惕，切实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督促基层严格落实“包保”责

任，提醒相关部门从严从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和专业隐患排查，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持续强化高

水位堤防巡查防守，用足用好专家技术力量，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和

物料，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临灾预警“叫应”机制，严

格按照“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和“四个一律”要求，扩面转移受威胁

人员。要持续加强宣传，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5 日，根据吉林省防汛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向吉林省

调拨 4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拨救灾帐篷、折叠床、褥子、毛

毯、睡袋、家庭应急包等 1.8 万件生活安置类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

进一步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本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李晓晴）5 日，水利部对近期洪水防

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据预报未来一周，西南局地、黄土高原

地区、东北地区松花江辽河乌苏里江流域等地将发生强降雨过程；受

其影响，西南地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堰塞湖风险较高，黄土高原地区

局地山洪灾害风险高、淤地坝安全度汛压力大，东北地区长时间高水

位运行堤防出险概率升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水利部要求紧盯风险、突出重点，进一步抓细抓实各项防范应对

措施。

黄淮和东北地区等仍有较强降雨
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淤泥得抓紧安排挖掘机清理了”“记

得安排车把村民送回安置点”……8 月 3 日

下 午 ，吉 林 省 蛟 河 市 乌 林 朝 鲜 族 乡 罗 圈

崴 子 村 罗 圈 崴 子 屯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辛 全

海 忙 得 脚 不 沾 地 ，正 组 织 党 员 突 击 队 开

展清淤工作。

7 月 26 日晚，蛟河市突降暴雨，处于水

库下游的罗圈崴子屯接到通知后，立即转

移屯中所有村民。大雨倾盆，情势危急。

辛全海带领村干部与乌林朝鲜族乡干部密

切配合，迅速组织村民转移。

在转移过程中，辛全海与党员突击队

队员顶着骤雨疾风，开车往返于安置点与

罗圈崴子屯之间。仅用 2 个多小时，全屯

39 户 92 人便全部安全转移。“从没见过这

么大的雨，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辛全海

说，“关键时刻，党员要冲在前面。”

洪水过后，罗圈崴子屯大量农房、农田

过水，倒塌房屋 10 处，2 座村桥被冲毁，水

最深处有 1 米多，有些地势较低的村民家中

淤泥有近半米深。

在罗圈崴子屯，乌林朝鲜族乡卫生院

院 长 冯 太 全 正 逐 户 为 村 民 发 放 消 毒 液 。

“水退到哪里，我们的消毒防疫工作就做

到 哪 里 。”冯 太 全 说 ，如 今 乡 卫 生 院 每 天

都 会 来 到 罗 圈 崴 子 屯 等 村 屯 中 ，为 村 民

发放消毒液，组织开展消毒工作，保障大

家的身体健康。

排涝清淤、现场清理、过水房屋安全检

查、解决村民的大小难题……洪涝灾害发

生以来，罗圈崴子村的党员全身心投入到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

这几天，村里的村干部和党员几乎没

有闲下来的时候，裤腿上总是沾着泥巴。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责无旁

贷。”罗圈崴子村党支部副书记宁余堂说。

截 至 8 月 5 日 ，罗 圈 崴 子 屯 的 临 时 跨

河 便 道 已 经 修 建 完 毕 ，供 电 也 已 恢 复 正

常。辛全海正带领村中的党员加紧清运

淤泥，努力恢复村中的自来水供应。谈及

连日来的辛苦努力，辛全海说：“村里的生

产生活秩序一日不恢复，我们就一天也不

能停。”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本报记者 门杰伟

本报长沙 8月 5日电 （记者杨迅）记者 5 日从湖南省湘潭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湘潭县涓水易俗河镇四新堤和河口

镇华中村堤段（莲托堤）损毁堤防已完成修复。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3 日组建省级房屋安全隐患排查评估

专家团队，赴郴州市资兴、汝城、永兴、桂东等重点受灾县市，开展房

屋安全应急评估工作。

本报成都 8月 5日电 （记者王明峰）8 月 3 日凌晨，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姑咱镇突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截至 5 日 14
时，灾害已造成 10 人遇难、17 人失联。其中 4 辆车共 11 人坠入桥下

（1 人成功获救，3 人遇难、7 人失联），康定市姑咱镇日地村 7 人遇难、

10 人失联。甘孜藏族自治州正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

湖南湘潭县两处损毁堤防完成修复
四川康定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有序开展

核心阅读

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短缺等挑
战，如何把二氧化碳转化成对
人类有意义且有市场价值的
物质？人工合成淀粉项目便
是其中一个尝试。中国科学
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于 2018 年实现项目突破，之
后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升级。
如今，人工淀粉合成速率是玉
米淀粉合成速率的 8.5 倍，并
可根据需要实现不同类型淀
粉的定向可控合成。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硬核科技背后的创新故事R

图①：8 月 5 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康定市日地村，救援人员在抢通道路。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图②：8 月 5 日，湖南省湘潭县涓水易

俗河镇四新堤段修复完成。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图③：8 月 5 日，湖南省湘潭县河口镇

莲托村，洪水退后，村民驾驶插秧机抢插

晚稻。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图④：8 月 3 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温

春镇江南生活片区排涝现场，当地干部群

众正在整理抽水管线。

张春祥摄（人民视觉）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