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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山深处，海
拔数千米的草甸上，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博士生韩霜正俯身仔
细搜寻。突然，她的目光定格在一株
不 起 眼 的 小 草 上—— 这 正 是 今 天 的

“主角”祁连獐牙菜。眼前这株祁连獐
牙菜果粒饱满，是区域内生长状态极
佳的样本。韩霜取出采集铲，仔细地
把植株从草甸中挖了出来，植株最终
被完整带到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的青藏高原种质资源库的实
验室内。

在实验室里，通过标本扫描仪，祁连
獐牙菜留下了“草生中”第一张全身高清
照片，记录下它最原始的模样。随后种
子离开植株，开启了作为种质资源的下
一个旅程。

经过风选仪、分样盘、数粒仪等层
层筛选后，符合初步标准的种子被置于
显微镜下。科研人员通过细致观察、反
复对比，再次选取最为饱满的种子，进
行含水量和发芽率测试。只有各项指
标合格的种子，才能被装入密封罐。科
研人员将采集时间、地点、采集人等信
息，以及物种名称、特性等物种信息详
细录入种质库管理系统，随即生成一张
专属二维码标签。这张标签如同种子
的“身份证”，贴好标签的密封罐最终被
送入植物种子库，开启长期保存的历
程。

走进植物种子库，一排排库柜上有
序摆放着 2024 年从青海省各地采集而
来的 500 余种各类植物种子。每一份
种子都如同一份珍贵档案，不仅能追溯
其原产地，更为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
实现濒危植物野外回归提供了重要支
撑。

“青藏高原地区植物物种极为丰富，
数万种植物在此繁衍生息。每年7月到9
月，我们都会精心组织科考队深入野外
开展采集工作。通过持续不断地采集、
科学分类、规范入库，将这些珍贵的高寒
植物种质资源妥善保护起来。”韩霜向记
者介绍道。

2021年，根据《青海省十大国家级科
技创新平台培育建设工作方案》要求，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牵头，联
合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畜牧兽医
科学院、青海大学、青海省畜禽资源保护
与利用中心和西宁植物园等十余家省内
外科研单位与高校，共同建设“青藏高原
生物种质资源库”。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沈裕虎说：“种质库的建设紧密
围绕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
全和绿色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致
力于建成集种质存储、科学研究、产品
开发、人才培养、科普宣传和资源共享
六大功能于一体的研发共享平台。它
将成为全球第二个在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和第一个在高海拔生态脆弱区建
成的种质库。”

“广泛收集、妥善保存、深入评价、积
极创新、共享利用”，种质库以长期库为

核心、以中短期库和种质保藏圃为依托
的青藏高原种质资源迁地保护体系，构
建种质保藏中心、种质研发中心和种质
信息数据中心三大功能区块，形成150万
份以上种质保存和5000份年鉴定分发能
力。

据介绍，目前，种质库已取得丰硕
成果。建成了馆藏标本量达 60 余万份
的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这是保存青
藏高原生物标本数量最多、种类最全、
馆藏最丰富且标本采集覆盖范围最广
的标本馆；建成保藏容量达 30 万份的
动物种质自动化存取库；建成近 1500
平方米的植物和微生物库、植物加速
培养间和低温/超低温保藏库等设施，
已累计收集入库各类种质资源 8.43 万
份。

此外，依托西宁植物园建设的植物
种质资源圃保育有青海固沙草、大花红
景天等珍稀濒危植物50余种。在囊谦和
祁连，分别设立了华福花和祁连獐牙菜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并架
设微型气象监测站、红外相机等设备，对
目标植物及其生长环境进行全方位、全
过程监测。

走进微生物库，这里的仪器更加精
密专业。模拟植物生存环境的培养箱、
摇床，用于开展实验的试验箱，以及存
放真菌、细菌的恒温恒湿箱等设备有序
排列。当从野外植物栖息地水体、土壤
中采集的植物根部真菌被提取、分离
后，科研人员会对其进行多次纯化，最
终完成菌种保存。取出叠放在一起的
一个圆形培养皿，在时间的演变下，菌
丝开始生长，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在科
研人员眼中，这些生长旺盛的菌丝，蕴
含着解决生产中植物萌发率低问题的
关键。

在种质库的细胞培养室、测序分析
室、植物培养室、基因库、核酸提取室、野
生植物保藏驯化间等处记者看到，每一
项实验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每一份种
质资源都得到科学、细致保护。

种质库已上线运行样本信息采集
管理和种质库环境监控等种质库管理
系统，完成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
网站建设，在网站上发布三江源国家
公园植物名录数据集、羌塘高原植物
名录数据集等数据集，搭建了青藏高
原动物基因组数据库等，数据量超过
80TB。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6月，新的种质
库科研实验楼将破土动工。这座地上 3
层、地下2层的实验楼建成后，将进一步
提升种质库的硬件设施水平，更好地满
足科研实验需求。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计划在下半年组织科
考队，除了继续在青海开展工作外，还将
奔赴西藏、四川等地区，收集和保存更多
珍贵的种质资源，为守护青藏高原生物
多样性、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
量。

（记者 晴空 摄影报道）

一幕幕暖心画面，一声声真诚感谢，传递
着警民鱼水情。连日来，西宁公安用一件件暖
心警事践行着“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警察的
身影”的初心，讲述着平凡日子里的“公安温
度”。

紧急救助紧急救助，，护送病人就医护送病人就医

“我心脏难受，喘不上气……”傍晚时分，
一位60岁的阿姨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地冲进城
西分局特巡警大队唐道警务室。“阿姨您别着
急，慢慢说，有没有带救心丸之类的药？”民警
辅警立即搀扶她到座椅上休息，询问得知老人
出门未携带药品，且独自外出未告知家人。民
警辅警一边联系家属，一边根据老人叙述前去
购买所需药品，但老人双手捂住胸口，疼痛难
忍。见此情形，警务室民警辅警当机立断，迅
速驾驶警车将老人送往医院，并提前与医院急
诊科取得联系，通报患者病情，做好接诊准
备。警车上，队员持续安抚老人，密切观察其
状态，并以最短的时间将老人安全送达医院，
为老人的进一步救治赢得了时间。家属赶到
医院看到老人平安，紧紧握住民警辅警的手
说：“多亏了你们及时帮助，让我母亲脱离险
境！”

民辅警现场凑钱让他回家民辅警现场凑钱让他回家

“警察同志，广场有个小伙子找不到家
了！”5月21日清晨，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接到热
心群众扎西的报警电话后，所长王志刚立即带
领民警辅警赶赴现场。通过翻译得知：这位名
叫多杰（化名）的藏族青年来自黄南州泽库县，
几日前来西宁打工，但因语言不通，他的求职
路并不顺利，且盘缠也所剩无几。王志刚在登
记信息时注意到青年泛黄的肤色和起皮的嘴
唇，俯身轻声询问：“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得到
肯定答复后，他转身走向早餐铺，不多时便捧
着热腾腾的包子和豆浆回来了。看着青年狼
吞虎咽的模样，派出所民辅警默默守候在旁，
直到他放下碗筷才继续询问详细信息。核实
身份时，民警发现多杰返乡需转三趟班车。王

志刚特意叮嘱：“路上备足干粮热水。”临行前，
民辅警自发凑了200元钱塞进他的衣兜，救助
站也承诺将安排专人护送其返乡。

““熊孩子熊孩子””离家出走倾力找回离家出走倾力找回

5月20日，一面鲜红的锦旗被辖区居民朱
先生郑重地送到了城中分局总寨派出所民警
手里。寥寥数语，饱含的却是群众对公安民警
辅警深深的认可与感激，背后更是一段温暖人
心的警民故事。事情还要从5月11日说起，当
日，朱先生心急如焚地来到总寨派出所报警，
称其孩子因与家人发生矛盾，负气出走，已失
联数小时，请求民警帮助。接到报警后，值班
民警辅警迅速行动，一边安抚家长情绪，详细
询问孩子离家时的衣着、体貌特征、离家原因
及可能前往的地点，一边迅速组织警力，分组
展开视频搜寻工作。通过调取孩子离家时的
周边监控视频，初步确定了其出走方向，后经
数小时的摸排、分析研判，最终确定孩子的大
概位置。有了这一重要线索，民警辅警立即前
往该地点寻找孩子。经过倾力寻找后，孩子的
身影出现在了民警辅警眼中。

（记者 宁亚琴）

探秘青藏高原种质资源库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这些暖心警事，有速度、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悠然）5 月 21 日 22 时左右，
位于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南线高速公路处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
队伍迅速响应，出动2车12人前往现场处置。

据了解，当晚救援人员抵达事故现场时
看到，一辆厢式小货车追尾半挂，其中小货车
驾驶室严重变形，导致驾驶员双腿被卡，困在
驾驶位无法动弹，幸好被困人员意识清醒。
由于小货车驾驶室及车门变形严重，救援空
间极为狭小，救援人员经过评判，果断使用液
压破拆工具对车辆驾驶位及工作台实施破
拆。经过一番努力，成功破拆车门，救援人员

迅速检查被困人员受伤情况，发现被困人员
双腿不时渗出鲜血，右脚无法自主行动，为避
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
将被困人员从狭小的车内抬出。最终，成功
将被困驾驶员救出，移交给现场医护人员进
行救治。

消防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安全问
题不容一丝懈怠，夜间行车时，应合理使用灯
光，在行驶途中要集中精力，注意观察路面状
况，控制车速，切忌分神、疲劳驾驶，防止交通
事故的发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
报警电话寻求帮助。

夜间突发车祸1人被困消防火速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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