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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人”“金箍棒”宝山也
有。昨天，一段使用AI技术将宝山
的地标转化为游戏氛围的视频在
网络走红。随着文化与科技深度
融合，IP变现的路径愈发多元化，
不断点燃文旅产业的“新火花”。
“让虚拟照进现实，太美了！”

“把取景地汇总，逐一打卡实地景
点。”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游客分享
了探访《黑神话：悟空》游戏中古建
筑实景的经历，而游戏取景地山
西、重庆、襄阳、阆中等多地文旅借

势营销。但要焕发“IP+文旅”活
力，不被套上“紧箍儿”，不仅是要
借势，更要造势，不要受困于景点
是否在游戏中，而是要在细节上下
功夫。上周日，在虹口今潮8弄举
行的一场展览上，不仅开启一场与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超时空对
话”，还能看到《黑神话：悟空》里的
中国动画风格。

包括《黑神话：悟空》在内的游
戏，已经是推动文旅目的地传播的
重要IP，并逐渐打破传统文旅产
业的固有边界。中国旅游研究院
在《游戏IP&文旅共创新可能研
究》报告中指出，玩家也是游客，游

客也是玩家，根据专项调研数据显
示，每周玩游戏3至5次以上的玩
家，年旅游次数高达3次以上。

不仅是游戏，《繁花》《我的阿
勒泰》等热播影视剧，在推广文旅
中都具有感染力和社交话题性，也
很符合年轻人的需求。然而，
“IP+文旅”并非就能轻松赚钱。
在项目策划阶段，就要深入了解目
标消费群体的需求和喜好，精准定
位项目主题和风格。通过市场调
研、数据分析等手段，了解消费者
的兴趣点、消费习惯等。近日，成
都文旅地标宽窄巷子与“卡游三
国”系列卡牌合作，推出了与宽窄

巷子联名的限定PR卡，吸引了不
少游客。对于上海的许多景点来
说，也可以通过与全球知名的IP

合作，推出卡牌来拓展产业链条，
提升经济效益。
“IP+文旅”要通过精准定位、

打造独特IP形象、提供丰富互动体
验、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强
化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以及注重
持续运营和创新发展等措施，吸引
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参与，实现项
目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提
升。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金字
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已
经成为一个独特的IP，不仅展示了

古埃及文明的辉煌成就和深邃内
涵，还带动了文旅市场的发展。据
统计，相关文创产品销售额近4500

万元，周边交通、酒店、餐饮、购物等
消费持续升温。据后台数据及观
众抽样调查统计，外埠观众平均在
沪停留3.59日，平均开销超过
4000元，提升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
市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现代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样

化、个性化，对文旅产品的体验要求
也越来越高。“IP+文旅”要在持续传
播和影响力扩大中，进一步拓展旅
游市场，吸引更多潜在游客，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   文旅”，别被套上“紧箍儿”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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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级别的温室
植物是种在温室里长得好，还

是在大田里长得更茂盛？

走进中心的人工气候室，只见

水稻、拟南芥、玉米、小麦、棉花、大

豆、木薯……绿油油一片，长得很是

喜人。记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温室

里的花朵”条件好，时时有人呵护，

自然要比在风吹雨打的户外环境中

长得更好。

非也！晁代印说，相比温室，大

田里的水稻结的种子更多！

那为什么科学家还需要人工气

候室这种“高级温室”呢？

“大田的环境是多变的，最寻常

的晴雨都由老天决定。可是我们做

科研，控制变量是实验结果真实、可

重复的必要条件。”晁代印解释，再

者户外一到冬季，很多实验就没法

继续，而且大田往往在郊区，对时间

紧张的科学家来说，通勤路程有点

过于“奢侈”了。

大棚、温室、人工气候室，傻傻

分不清，都有啥区别？晁代印回答，

大棚算是最简易的温室，可在气温

较低时满足植物正常生长；但若要

对光照、温度、湿度以及各种气体浓

度精准控制，在大棚内无法做到。

跟前两者相比，人工气候室相当于

“高级温室”，晁代印打了个比方，就

像大排档和高档餐厅，“我们的人工

气候室分四层，包括人工光照低温

库、密闭气体培养间、人工光照培养

间、自然光照培养间和弧顶自控玻

璃温室等，为科研提供了系统的特

殊受控环境实验平台。”据介绍，人

工气候室能设置的温度从-20℃到

38℃，控制精度在1℃之内；湿度可以

保持在40%—90%。

记者跟随晁代印走进二层一间

人工光照培养间，看到架子上种满

了盐角草。温度计显示，培养间的

温度为22℃；头顶的LED灯，也非简

单照明，而是精准地模拟了太阳光

谱。不难看出，这儿的“变量”只有

土壤的盐度和盐角草的类型。晁代

印介绍，找出最适合的盐角草类型

并了解它的生长环境后，就可以用

来调节土质，还可以从中提炼生物

盐。对爱美的姑娘而言，以盐角草

为原料做的面膜还能改善肌肤呢！

植物界的“小白鼠”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在这样

的人工气候室里，科学家通过分子

生物学的研究和环境模拟，发现了

古生代末期植物变迁的秘密！

对远古生物感兴趣的大小朋友

或许知道，最早的种子植物出现在

3.6亿年前的泥盆纪，然而直到数千

万年之后的石炭纪末期才开始崛

起，并逐渐在二叠纪末期取代蕨类

植物成为地球的霸主。这一事件是

古生代结束、中生代开始的标志。

可是，蕨类植物为什么在古生代晚

期走向衰落，种子植物为什么会在

古生代晚期开始崛起呢？晁代印研

究组选择植物界的“小白鼠”拟南芥

来探究这个秘密。可是，拟南芥不

是种子植物吗？如何“重演”蕨类植

物的“大势已去”呢？

众所周知，根系是植物吸收和

运输水分及矿质营养的关键器官，

而植物的根部结构和功能在不断进

化。晁代印研究组通过分子生物学

和进化生物学发现，植物根部的一

种内皮肤——木栓质片层仅仅存在

于种子植物中，也就是说这种结构

是种子植物的共同祖先在与蕨类植

物“分道扬镳”后才进化出来的。在

人工气候室中，科学家们发现，其他

条件相同时，缺失了木栓质的拟南

芥——相当于古生代的蕨类植物，

水分运输效率剧烈下降，且对干旱

更为敏感。与此结果一致的是，地

质学家早就发现种子植物崛起、蕨

类植物衰落的古生代末期，正是地

球从湿润转入干旱的时期。

“在石炭纪晚期开始的干旱气

候下，进化出了木栓质片层的种子

植物，具备更高效的水分运输效率，

也具有更强的干旱适应能力。”晁代

印表示。

肯定有人好奇，这样的研究对

如今的植物尤其是农作物的发展，

有什么意义呢？科学家回答，木栓

质片层在植物应对干旱等逆境胁迫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的研究成

果对提高植物的抗旱性、解析植物

耐盐耐旱机制，甚至研发抗旱新品

种，都有参考价值。

记者了解到，自2013年回国加

盟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晁代印研究组便“锚定”了

植物离子组与环境适应性方面的研

究。“可以理解成相互关联的两个研

究方向。我们一方面的研究兴趣在

于植物怎么从土壤里获取营养、离

子在植物体内如何平衡。”他解释，

“另一方面是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下，

植物如何生存以及怎样进化。这两

方面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解谜过程像“破案”
研究植物的科学家，办公室也

是绿意盎然。外人初访，自觉新奇，

可成天面对这无法开口的植物，会

生出倦怠吗？

“怎么会？！”晁代印咧开嘴笑

了，“如果你爱科研，你会发现这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在他看来，科

研便是破解自然的谜语，自然会给

你线索，解谜的过程就像是“破案”。

“每天做重复的事情，当然会产

生枯燥感。”他也不否认，但当“对它

的热爱超越了枯燥”，就有了动力继

续往前走。

“想想看，天地之间没有人比

你更早揭开‘谜底’，多自豪。”晁代

印说。

一个多月前，一只长出“白色蘑

菇”的苹果火了，网友戏称它为“果

菌王”，还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研究组“在线求购”。晁代印笑

说，像这样“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

插柳柳成荫”的趣事，在研究植物的

科研机构里经常发生。

“有的研究生，一个没看住，蚜

虫在培养拟南芥的人工气候室里泛

滥，前功尽弃。可那边专门养蚜虫

的，反而没有成功。”晁代印举例。

还有研究生在人工气候室里养了上

下两排拟南芥，研究缺磷对它们的

影响。某天突然发现，上层培养基

的拟南芥长得比下层的短。问了旁

人，说以前都这样，是“正常现象”，

可学生还是跑来向晁老师求解。“会

不会是光照原因呢？可上面光照条

件好，不是应该长得更好吗？”晁代

印说，让假想先停一下，让事实多飞

一会。从侧面打光，让上下层受光

均匀——嘿，上下层长得一样了；那

和磷的含量高低有关系吗，再做实

验，发现只有在低磷条件下才会出

现这样的现象……

后续一系列实验证明，是光和

磷共同调控，植物地上部分和根系

上下协同的结果——这同样是一个

“无心插柳”的故事。

“很多看似非常‘奇怪’的表现，

都缘于一个很小因子的改变。找到

这个因子，‘绊脚石’就可能变成‘垫

脚石’。”晁代印表示。

记者了解到，晁代印研究组正

在与古生物、化学、物理等“跨界”交

叉，人工气候室未来还将带来更多

惊喜。 本报记者 郜阳
扫码看
人工气候室

“来尝尝这个！”从培养箱
中摘下一株草，研究员晁代印
“神秘”地示意记者。
“哇，好咸！”像冰草般嫩嫩

的口感，却一嘴盐味。
答案揭晓。小草名唤盐角

草，是极少数能在比海水盐度
还高的土壤里存活的植物。
在枫林路上中国科学院分

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盐
角草和千千万万株植物，都舒
服地“住在”人工气候室里，那
是科学家研究植物奥秘的核心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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