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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17个世界海洋日，主题是“好
奇心：维系生命之源”。记者从上海海洋大
学了解到，由该校牵头的“深海微生物组和
生态系统”（DOME）大科学计划在今年获批。

DOME是国际上第一个全面调查全球
深海微生物组和生态系统的大科学计划，近
期将迎来正式启动。
深海微生物组缘何激发来自全球6大

洲、27个国家、42个学术机构和国际组织的
专家的好奇心？记者来到了上海市深渊生
物圈前沿科学研究基地，听方家松教授讲述
蔚蓝的秘密。

海洋微生物是“宝藏”
地球上有两种“暗物质”。除了被越来

越多公众了解的“宇宙暗物质”，另一个便是
“海洋暗物质”。

方家松教授给出了数字：90%的海洋生
物量是微生物；至少90%的海洋微生物尚未
被发现。“微生物组的意思，就是微生物及其
遗传物质。海洋里的微生物数量达10的29
次方，数量多，更宝贵在其多样性丰富——
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理多样性、代谢

多样性以及功能多样性。”
他进一步举例说，深海微生物可以在有

氧、无氧和各种极端环境条件下生存，它们
一定有相应的基因、蛋白和酶，使之适应恶
劣条件。
而 DOME大科学计划的另一个“触

角”——生态系统，也是与深海微生物组密
切相关的。用方教授的话来说，海洋是地球
的气候调节器，而微生物是这个调节器的操
控者。海洋微生物具有很多可能，深海和极
地海洋的“宝藏”基因将为人类提供丰富的
资源，包括开发新型生物技术产品、开发新
的疾病治疗方法、探索微生物的生态功能、
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等。

DOME有五大核心价值
很多人听到过“海洋十年”的名号。它

于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审批通过，并
在次年1月启动，是近年来联合国发起的最
重要的全球性海洋科学倡议。“海洋十年”行
动分为大科学计划、项目、活动和捐助四类
行动。其中，像DOME这类的大科学计划是
关注海洋重大科学问题的全球性或区域性

行动，具有跨学科、多元化、周期长、投入大
等特点。在“海洋十年”行动框架下，中国目
前牵头7项大科学计划，上海占其三。
“‘海洋十年’指导委员会在收到我们提

交的申报书后，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其中
之一便是，如何确保大科学计划产出的数据、
知识和技术能够全球共享。”方家松回忆。
他笑着回答，自从2017年回国后，就开

始承担深渊生物专项，在11个月的时间里分
离培养了7734株深渊微生物，“上海海洋大
学已在临港建成了全球唯一深渊生物资源
库，本身就是全球共享的，未来DOME产生
的数据也会放入资源库。”此外，该校自主研
发了6套全海深保压取样装置，可以开展原
位微生物采集与模拟培养。
在方家松心中，DOME的核心价值可以

用“五大”来概括：大科学、大知识、大数据、
大平台和大发展。“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创新
平台，也是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的高地。
DOME将吸引国际上深海微生物领域的著
名专家来临港发展，吸引跨国企业来临港设
立研发中心，形成‘基础研究—技术转化—
高端制造’的闭环。”

在“深海与深渊”耕耘
在深蓝的世界里，方家松已经遨游三十

多年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90年第一
次乘坐载人潜水器在墨西哥湾海底去取样
观测的经历。到了海底，他看到一堆堆的贝
壳，脑海中冒出想法：它们是不是有人倒在
这儿的，不然如何生存呢？自己被这个想法
逗笑后，便一头扎进了海洋微生物的研究。
不久前，他领衔的团队在深渊微生物保

压酶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他发现，保持
深海真实压力环境测得的酶活性通常显著
高于常规检测结果，这颠覆了学界对深海微
生物代谢能力的传统认知。
“人类向太空共送去200多名航天员，但

潜入万米以下大海深渊的人数屈指可数，可
见‘入海’比‘登天’还要难啊！”他打趣说。
扎根临港后，方家松多次造访中小学和

幼儿园，为不同年龄的孩子带去海洋科普知
识，“21世纪不仅是海洋的世纪，更应该是深
海和深渊的世纪。国家对海洋科学愈发关
注，年轻一代对海洋的兴趣日益浓厚，这让
我们非常欣慰。” 本报记者 郜阳

近日，上海海洋大学海洋
科学与生态环境学院“生态学”
专业的35名学生，完成了近两周
的海洋生态综合实习。前天，实习
学生分为6个小组，聚焦海洋生物和
生态，汇报了实习成果，并展示了各
类实物。虽然是一场小小的汇报会和
实物展，却吸引了临港附近的中小学生，
也向今天的世界海洋日交出了一份“海洋
生态保护”的答卷。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生态环境学
院副院长、“生态学”专业负责人林军表示：
“海洋生态综合实习课程是上海高校市级重
点课程。学院一直很重视新时代应用型生
态学人才培养，学生经过两周的综合实习，
从潮间带定量采样到养殖区生态效应评估，
掌握了将课本中多样性指数及环境承载力
等概念应用于解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尤其
围绕贻贝筏架附着生物的研究，他们完成了
群落分析，通过与养殖户的对话，还原出数

据背后的社会经济维度，凸显应用生态学的
落地逻辑——这种‘活知识’也正是生态学
教育的精髓。”
学生张卓对潮间带的感受至深。他说：

“在实习期间，当自己站在凹凸不平的礁石
上，用定量框扣在潮间带时，藤壶、贻贝、石
莼、钩虾……让我体会到了‘生境复杂性’不
再是课本上冷冰冰的术语，而是需要俯身解
读的海洋密码。”

本报记者 郜阳

李阿姨是社区的一名反诈志愿者，平时知

道不少反诈案例，对骗子的伎俩也略知一二。

没想到，她前一阵竟被骗子给骗了，幸好民警再

三劝阻，没有造成实际损失。

从案情来看，这是又一起网上投资骗局。骗

子步步为营，把自己包装成“理财高手”，而且从不

主动开口让李阿姨投钱，只是不断说自己在期货市

场里投了多少钱、挣了多少钱，引得李阿姨心动，提

出自己也想投资，并按对方要求取出10万元现

金。民警两次上门劝阻，李阿姨依然深陷骗子的圈

套，多亏民警坚持到底，终于令她醒悟。

反诈志愿者被骗，有点像会游泳的人溺

水。即使知道不少反诈案例和知识，如果放松

警惕，还是会上当受骗。这则反差强烈的案例，

不仅足以成为当事人的深刻教训，也为人们提

供生动的警示：千万要提高防范意识，捂紧自己

的钱袋子。反过来，也有被民警成功劝阻的受

害者加入反诈志愿者的队伍，与民警配合，共同

规劝深陷骗局无法自拔的人。同为受害者的亲

身经历，有着独特的说服力。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不少受骗者事

后懊悔，为何自己对骗子毫不怀疑，仿佛被“洗脑”

了。骗子的骗术多种多样，一旦击中人性弱点，受害者就

可能被牵着鼻子走。骗子往往还会想方设法孤立受害者。

因而，求助于他人的“旁观者”视角，借此更客观冷静地判断

自己面对的诱惑、陷入的处境，也是防骗的办法之一。

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当旁观者时的清醒，就过于自信一

定不会被骗，也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心态。所谓“总有一款骗局

适合你”，面对屡屡“翻新”的诈骗手段，务必牢记“不轻信、不

透露、不转账，多核实”，万一上当受骗，一定要及时报案。

昨天结束的语文和数学两场考试，
堪称沪上高考的“重头戏”。对于今天
“一年两考”的英语科目考试，相当一部
分考生是放松心态答完试卷的。那么，
今年上海的语文、数学两卷，究竟呈现了
什么特色呢？对于今后几届的考生又有
哪些启示呢？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
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高考命题以立德
树人为核心，强调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
展。有专家表示，五大关键能力被明确
列为考查重点：信息获取与加工、逻辑推
理与论证、科学探究与思维建模、批判性
思维与创新思维、语言组织与表达。这
些能力不仅是学生在学术领域成功的基
础，更是他们未来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技能。源于这样的命题指导方针，昨
晚，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分别就语文、数学
两卷向社会作了解读。

语文 厚植人文情怀
语文卷以课程标准为依据，结构保

持稳定，坚持立德树人，培根铸魂，考查
学科核心素养，促进教学评一致，有利于
科学选拔人才。语文考试注重弘扬与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考生关注新
现象、思考真问题，涵养品格，厚植人文

情怀。
试卷重视对《老子》《论语》等传世经

典的积累与运用，注重考查优秀古典诗
文的阅读与鉴赏。古代诗歌《喜吴山人
过访村居》中古代知识分子的“率情真
性”，文言文一《黄蛟门传》中人物的孝
顺、正直、安贫乐道、勤于著述等品质，文
言文二《送龚友南归序》对道德之盛的推
崇，均对考生确立怎样的人生观，成为怎
样的人具有启迪作用，有助于提升考生
的传统文化修养，树立文化自信。
试卷体现现实关注，现代文阅读与

写作引导考生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观照
现实，具有时代性。现代文阅读与作文呼
应“实用性阅读与交流”“科学与文化论著
研习”等任务群的教学，引导考生体会表
达的针对性和逻辑的严谨性。古诗文阅
读要求考生结合文本和注释，呼应“中华传
统文化经典研习”等任务群，引导考生体会
先贤对道德修养的认识与思考。作文题以
“专”“转”“传”概念构筑丰富的思维空间，
考生可结合“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科学与
文化论著研习”等任务群学习的积累与实
际生活经验，展开多角度的思考。

数学 解决现实问题
“厚植基础重思维，融通实践求创

新。”市教育考试院专家用这句话概括了
数学试卷的特色。专家们一致认为，试
卷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核心理念，遵
循新课程标准，聚焦数学核心素养，注重
考查考生的数学思维深度及对学科本质
的理解，难度适中，稳中求新，保持了上
海试卷的一贯风格。
“数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专

家分析说，试卷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抓
住生活中一些真实情境，注重引导考生
关注生活，将所学数学知识应用于实际
情境，用数学的思维思考并解决现实问
题。例如亲子郊游排队问题；又如根据
物体在太阳光线下留有影子的现象，巧
妙借助两根细直杆，利用解三角形的知
识算出坡道的倾角；再如以巴黎奥运会
中国队夺得游泳项目金牌的真实事件为
背景，选用实际比赛数据作为素材，要求
考生能整理数据、提取信息、运用概率统
计的有关知识进行分析和预测。
这些试题取材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休闲郊游，有观察实践，有体育竞技，
在考查考生对相关数学知识与方法的掌
握程度的同时，更激发了考生将数学应
用于生活场景时的人文关怀、实践精神
和爱国情怀，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王蔚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市教育考试院专家评析上海高考语文卷、数学卷

以真实情境命题，引导关注生活

紧扣世界海洋日主题，上海牵头又一项大科学计划

科学家将目光投向深海微生物组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在海洋生态综合实习中获得“活知识”

站在礁石上体会“生境复杂性”

■ 生态学专业学生在枸杞岛进行潮间带

生物调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