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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文俊、通讯员
江珊、李涵）5月15日，由中国科学院
武汉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
研究中心牵头，联合英国伦敦玛丽女
王大学、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华大基
因、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肯尼
亚国家博物馆、上海辰山植物园等科
研机构，在《自然》杂志（Nature）发表
研究论文，系统阐明了全球关注的濒
危植物类群——猴面包树属的多样性
演化历史，并就其未来保护提出科学、
有效的保护策略及建议。

猴面包树最高可达30米，树干周
长最大可达5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

“植物巨人”。猴面包树属全球仅存8
种，其中6种特有分布于马达加斯加，
其余2种分别分布于非洲大陆和澳大
利亚。在马达加斯加，猴面包树被称
为“森林之母”，个体寿命可达上千年，
因其巨大的形体和奇特形态，在当地
形成了壮美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全
球无数旅行者慕名而来。

受全球变化和栖息地破坏影响，
近年来猴面包树属植物多样性保护成
为学术界和大众广泛讨论的热点问
题。“一棵猴面包树就像一座小水塔。”
研究人员介绍，猴面包树树干内的储
水组织非常发达，每棵树最大储水量
可达100吨。它不仅为当地动物及人
类提供了水源，还是其重要的食物来
源之一，故又被誉为“生命之树”，具有
极其重要的科学研究、经济、生态和人
文价值。

在马达加斯加，部分物种的个体
数和适宜生境骤减，已有三种猴面包
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IUCN Red List）列为濒危或
极度濒危物种。同时，关于猴面包树
属的起源中心及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
历史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尽快厘
清猴面包树多样性格局的形成过程，
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指导并制定更有

效的保护策略已刻不容缓。
从2018年开始，研究团队联合非

洲的合作伙伴在野外取样，3年间采
集各类样本总数超过300个。在破译
了8个种的遗传信息后，研究团队通
过对猴面包树的遗传信息特征，及其
分布区域的生态因子、地质变化等各
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模型计算，最终
得出结论——现存猴面包树的物种起
源与分化发生于马达加斯加，距今约
2100万年。“就像给人类绘家谱一样，
要寻访猴面包树的‘老家’。”研究人员
介绍。综合数据分析表明，包括已形成
洲际隔离或马岛同域分布的猴面包树
物种，在历史上均存在种间杂交情况，
从而导致了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系统发
育关系信号的不一致性，依据研究所揭
示的历史同域杂交式样和实际的跨洋
扩散可能性，提出马达加斯加岛应为现
存猴面包树属冠群的起源分化中心。

同时，该研究通过整合全基因组
计算的遗传多样性、历史种群数量及
生态学数据分析，揭示了马达加斯加
现存6种猴面包树物种间的生态位竞
争格局，对马岛特定猴面包树物种分
别提出了新的保护建议和策略，为有
效保护马达加斯加岛整体生物多样性
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和参考依据。

据介绍，该成果是中国科学院武
汉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
究中心长期与非洲、欧洲等相关科研
机构紧密合作实施非洲生物多样性研
究与保护的阶段性总结。2013年 5
月，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由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依托武汉植
物园建设，是中国政府在境外建立的
第一个综合性科教机构，也是“一带一
路”倡议下中非科技合作的生动案例
之一。该中心成立以来，始终围绕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科学
等领域与非洲1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
同时积极开展人才培养。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领衔解析

猴面包树属植物的演化历史

为“植物巨人”找到“老家”

5月 17日，钟祥市文集镇，一望
无垠的蓝天，一望无际的麦田。

远眺麦田，青星村种植大户周丽
琴心情愉悦。金黄的麦浪层层铺开，
暖风拂过，沙沙悦耳，麦香阵阵。一台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小麦收
割、麦穗脱粒、秸秆还田等步骤一气呵
成，阵阵欢快的轰鸣声仿佛奏响了麦
田“丰收曲”。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麦子成熟
很快，一个中午的时间都可能发生变
化，早收早安心。”周丽琴种植1560亩
小麦，秋天播种、安全越冬、夏天收获，
她已等待了200余天。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小麦
种植要高产，施肥很关键。当地为沙
质土壤，容易跑肥。“冬前，小麦苗期施
氮肥，育壮苗、御寒冬；拔节期施拔节
肥，孕穗期施孕穗肥，扬花灌浆期喷施
叶面肥，补充磷钾，加速籽粒灌浆，促
成产量形成。”周丽琴说。

打药亦是如此。除草、控旺、防治
病虫害，周丽琴不敢马虎，坚持将每一
个技术要领落实到田间。

精心的呵护，终于盼来麦熟时
刻。周丽琴请来好几台收割机，同时
开进田间，“其中，有台进口的凯斯收
割机，5米多的割台，每小时收45亩，
是普通收割机的 3倍，真是大开眼
界。”周丽琴啧啧称赞，她准备趁着天
气晴好，两天全部收完。

眼下，钟祥的田间地头，正上演着

一场热闹的“农机秀”，本地的收割机、
过路的收割机络绎不绝，轮式收割机、
履带收割机穿梭奔忙，颇为壮观。

钟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欧斌介
绍，预计全市小麦收获面积86万亩，
本地收割机、跨区收割机总共有1万
台，“不下雨的话，一周便能抢收完。”

钟祥是农机大市。全市农机拥有
量达11.9万台套，农机总动力176.77
万千瓦，均位居全省县市区之首；农机
专业合作组织有212家，其中国家级
农机示范合作社2家、省级农机示范
合作社5家、市级示范合作社25家，
总量及质量均位居全省第一。

“农民爱买农机、爱用农机、会用
农机。”欧斌介绍，该市注重农机质效
提升，引导农民购买先进机械，推广种
肥一体化播种机械3350台套，服务面
积126万亩；安装无人自动驾驶终端
407台套、北斗智能监测终端2567台
套，覆盖率居全省前列。目前，全市小
麦机械化率达九成，机收损失率降低
到2%。

周丽琴称，从旋耕、播种，到无人
机施肥、打药，再到机收，已经实现了
全程社会化服务。当日，湖北省、荆门
市、钟祥市农业农村部门到周丽琴的
田间实收测产，测得“扶麦368”亩产
544.3公斤，比去年增产10%以上。

目前，从钟祥市多地测产数据看，
预计小麦总产 20.09 万吨，增幅为
6.51%。

麦田“农机秀”欢唱“丰收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孙科

湖北日报讯（记者林晶、通讯员刘小莉、许铮）5
月21日从省地质局获悉，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
布《2024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
目竞争性选拔结果公示》，我省“汉江中游水源涵养区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成功入
选，将对汉江中游的453个废弃矿山进行生态修复。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5.28 亿元，争取中央财
政资金3亿元，涉及汉江中游的襄阳、荆门2市12
县（市、区），治理废弃矿山面积达10.76平方千米。

襄阳、荆门两地作为汉江中游的重要水源涵养
地、粮食主产区，废弃矿山修复治理关系到长江流
域、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社会
关注度高。2021年底，财政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推
动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我省积极
准备汉江中游水源涵养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的前期工作。

一年来，受两地政府及自然资源部门委托，省地
质局地质八大队、省水文地质大队作为技术支撑单

位，对汉江中游的453个废弃矿山进行了深入勘查和
设计，并制定了“一矿一策”的生态修复方案，后协助
襄阳、荆门合作申报该项目成功入选全国示范工程。
地质八大队环境中心主任黄蔚介绍，该项目将根据

“宜草则草、宜耕则耕、宜林则林”的原则，可以有效地
解决废弃矿山存在的地质安全隐患、水源涵养能力受
损、土地资源损毁、影响人居环境等突出问题。

据介绍，这是继“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秦巴山东
段——汉江流域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之后，我省成功申报的第二个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国
家示范工程。该项目计划于2025年底完成，预计恢
复及新增林草地面积7.51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64平
方千米，可转型利用建设用地2.24平方千米，治理区
域内植被覆盖率将提高至65%以上，实现汉江流域废
弃矿山“清库存”目标，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入围全国示范工程——

我省将生态修复汉江中游453个废弃矿山

县城是“双集中”的重要载体。
嘉鱼县以全省“双集中”试点为契机，通过空间集

聚和布局优化等措施，保持城市活力，挖掘潜在动
力，提升区域效率，打造宜居宜业县城，以城留人、以
城聚人。

“我们改变过去沿长江、沿国道分散发展格局，
突出‘小而美’的县城特征和滨江衔湖的生态基底，
构建组团发展空间布局，让县城更紧凑。”嘉鱼县委
有关负责人说。

优化空间布局
聚力发展“一主一副”

嘉鱼县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地形狭长、四通八
达，全县共有8个镇，呈条状分布，其中6个临江。

调研发现，嘉鱼城市发展存在“规划过散”的问
题。城区沿长江和G351国道线性布局约15公里，
过境交通与城区交通混行；高层建筑围湖布局，18层
以上建筑189栋，天际线、水岸线控制不足；5条“断
头路”尚未打通，暴雨季节内涝严重。

为此，嘉鱼县聘请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和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重新调整城市规划，构建

“1+1+18”三级城镇体系和“两组团两片区一旅游
带”县城空间。

“1+1+18”三级城镇体系，是指集中力量发展
“一主一副”，加快县城与新街、官桥组团发展，做大
做强主城区；支持潘家湾镇依托咸宁综合门户港，推

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建设县域副中心。另外，科学
布局打造18个中心村，推动村湾集并、人口集中。

“两组团两片区一旅游带”，即滨江生活组团、城
东文教组团，产城融合片区、绿色食品加工片区，环
湖生态旅游带，让县城更紧凑。

提升功能品质
百姓身边“见缝插绿”

今年2月，省住建厅公布2023年度“最美口袋公
园”评选结果，嘉鱼县鱼岳镇小雅公园上榜。

小雅公园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分广场区、儿
童活动区、疏林草地区和滨水休闲区。公园内，树木
茂盛，芳草萋萋，五颜六色的花朵争相绽放。

家住北门湖的黄亚琴表示，小雅公园建好后，她
早晚都会过来散步，“平时工作都很忙，没有机会走
太远，如今在家门口的公园就可以看水赏花，非常
放松。”

近年来，嘉鱼对县城“零碎”空间进行摸排，结
合老旧小区改造，广泛征集民众意见，优先向绿化
水平低、人口密度高、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
覆盖不足的老城区布局，利用老旧小区边角地、废
弃地、闲置地规划建设“口袋公园”，在百姓身边“见
缝插绿”。

土地资源有限，嘉鱼县摒弃“铺摊子”“摊大饼”，
推进土地节约利用，给老城区做减法，拆除危房和违
建房，新建小游园、口袋公园20个。截至目前，县城

共有公园绿地49处，公园绿地面积238.61公顷，人
均公园面积16.34平方米。

绿色低碳管控
餐厨垃圾就近处理

5月20日，嘉鱼县第一小学餐厨垃圾处理站，工
人运来几桶餐厨垃圾，操作员轻点屏幕“一键启动”，
处理设备缓缓抬升垃圾桶，将垃圾倒进入料口。4个
小时后，垃圾降解成油脂和有机肥。

“这个餐厨垃圾处理站每天处理餐厨垃圾约0.5
吨，产生油脂19.3千克、肥料50千克。”县城管执法
局党组成员龙继学介绍，像这样的餐厨垃圾处理站，
全县已建成16个，日处理能力约12.5吨。

“这些站点都建在污水处理厂、垃圾中转站旁，
有效规避了环保风险。”龙继学介绍，每个站点所产
出的油脂，由再生资源公司回收提炼成汽油、柴油
等，打造全产业链循环经济。

去年推进“双集中”以来，嘉鱼县坚持把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作为落实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
发展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今年
一季度，全县累计处理餐厨垃圾725.93吨，累计产出
油脂10.63吨、有机肥51.15吨。

该县建立绿色低碳管控政策体系，制定城市天
际线、湖泊岸线、市容市貌管控措施，给县城建设立
规矩，引导7栋已批未建的18层以上建筑降低高度，
以点带面守住发展底色。

从分散建设到组团发展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洋 通讯员 谢燕子 皮道琦 龙钰

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记者机收一线看“丰景”

5月19日，团风县罗霍洲机声隆隆，170余台收割机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往
来穿梭，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小麦。近日，湖北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农
民紧抓农时，开展夏收作业，确保夏粮归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通讯员 周伟 邓义 摄）

嘉鱼推进“双集中”

“五、四、三、二、一，点火！”5月21日，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0号指挥洪亮的声音响彻测控
大厅。

发射场坪上，火箭腾云起雾，快舟十一号
固体运载火箭以完美曲线冲向湛蓝的天空，随
后，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几公里外的指挥大厅
内，屏幕上，火箭上面级拖着漂亮的尾焰，带着
卫星飞过天际。

“快舟”火箭穿上“防晒服”

“快舟十一号火箭是全球唯一一款运载能
力达到1吨级的车载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此次
成功发射，再次验证了快舟十一号火箭的运载系
数和快速响应能力全球领先。”5月21日，快舟火
箭总设计师梁纪秋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据了解，此次发射是快舟十一号的商业履
约服务，“武汉一号”等四颗卫星将搭乘“快舟
航班”前往太空开展对地观测工作。

“在快舟十一号的研制历程中，团队打破
常规，以低成本且高效的方式，在设计、生产、
试验等方面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梁纪秋说。

快舟十一号火箭以车载发射为特点，根据
此前发射经验，团队为火箭加强了防火措施。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火箭起竖时的抖动，
更换了液压平衡阀，让节节伸长的起竖臂为火
箭提供平稳过渡。

“此次发射任务，我们针对火箭可靠性和任
务快速迭代需求等方面进行了十余项改进，并进
行了多轮仿真测试，可靠性显著提高。”快舟火
箭副总设计师陈腾芳介绍，“通过合理排产、提
供‘货架’产品的方式，提高了发射服务效率。”

火箭起竖后，卫星就离开带有空调的保温
罩，开始承受高温的考验。

发射前两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5天内
天气预报显示，正午气温均超过30℃，最高气
温甚至达38℃。考虑到发射时间在正午，一卫
星方提出对火箭整流罩内温度过高的担心，因
为这颗卫星对温度控制的要求极高。

“为了尽可能保证整流罩内卫星的‘舒适
度’，团队提出在火箭锥段增加保温层的方案。
最终方案通过各方专家评审，也得到卫星方认
可。”航天三江空间工程部副部长陈文杰说，总
装组人员连续奋战10小时，在火箭锥段包覆了
保温层，为火箭穿上量身定制的“防晒服”。

“此次发射为后续的常态化发射服务，提
供了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的参考。”陈腾芳说，快

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研制，实现了快舟系
列运载火箭跨越式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卫星
规模化、高密度、快速发射的需求，将有力带动
我国固体运载火箭及其动力技术发展。

“武汉一号”实现每日过境观测

“‘武汉一号’是一颗高精度智能遥感卫
星，空间分辨率达到0.5米，可以每个月给武汉
做一次影像‘体检’，生成武汉区域‘一张图’，
届时武汉将成为国内光学卫星数据最丰富的
城市之一。”武汉云成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邵远征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武汉大学于2021年启动“武汉一号”（珞
珈三号科学试验卫星02星）的研制工作，中国
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院长龚健雅担任首席科学家，武汉云成卫星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卫星测运控技术支撑。

“相较此前的‘珞珈’系列卫星，‘武汉一号’
可专门提供城市对地观测服务，且能实现针对
特殊区域的一天重访观测。此次发射成功，可验
证卫星高几何定位精度的遥感影像全球获取能
力，极大提升遥感数据的几何精度。”邵远征说。

据介绍，“武汉一号”重量为345公斤，采
用独特的“天回归”太阳同步轨道设计，每日经
过武汉上空一次，对武汉都市圈进行持续观
测。该星旨在用高性价比小卫星解决高精度
定位的核心技术问题，推动遥感技术学科发展
和武汉市空间信息产业发展。

为了扩大成像范围和进行立体测绘，“武
汉一号”卫星具有侧摆机动能力，实现了高分
辨成像、立体测绘、多光谱/高光谱成像、夜光
成像等多种观测模式以及在轨智能处理等功能。

“依托宇航院等科研单位的技术和人才支
撑，公司科研技术领跑全国，能将卫星无地面
控制点几何定位精度控制在2米以内。”邵远征
介绍，云成卫星不断进行产业化探索，已实现
卫星设计、整星交付、在轨运行以及地面接收等
自主化服务，可提供“遥感载荷—卫星平台—在
轨交付—数据处理—遥感应用”全链条服务。

据了解，武汉大学在遥感卫星总体设计、
平台研制、载荷生产以及处理服务及应用解决
方案方面的研究基础和成果，后续将依托武
汉云成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产学研转化。

“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可以加速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推动我省商业航天产业蓬勃发
展。”邵远征说。

快舟十一号火箭一飞冲天

湖北商业航天“乘势升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通讯员 魏勤 刘田田

5月21日12时15分，快舟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
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湖北日报通讯员 王衡 王海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