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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对实验小鼠和 10 位人类志愿者开展研究
后得出结论称，高盐饮食可能损害人体抵抗细菌感染
的能力。

德国波恩大学医院的克里斯蒂安·库尔茨和他的
团队首先证明，摄入高盐饮食的小鼠对抗由大肠杆菌
引起的肾脏感染和由李斯特细菌引发的全身感染的能
力较弱。

随后，他们在正常饮食基础上，每天给 10 名 20
至 50 岁的健康男女额外增加 6 克盐，以每天 3 片的形
式服用。一周后，与服用额外食盐之前的个体相比，
这些人体内一些免疫细胞（称为中性粒细胞）吞噬和
杀死细菌的能力大大受损。

该团队认为，高盐饮食降低人体对抗细菌感染能
力与两个原因有关。首先，当我们摄入过量盐分时，
身体会释放激素，使人体排泄更多盐。这些激素包括
糖皮质激素，具有抑制全身免疫系统的副作用。其次，
当盐含量高时，尿素会积聚在肾脏内，而尿素会抑制
中性粒细胞。（来源： 科技日报）

高盐饮食可能有损人体对细菌抵抗力

近日，中国热科院品资所联合中科院微生物所等
10 家单位，绘制了芒果染色体级别精细基因组图谱，
并从基因组水平上揭示了芒果物种进化机制和栽培品
种驯化历史。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基因组领域国
际顶级杂志《GenomeBiology》上。

芒果是漆树科芒果属热带常绿大乔木，是世界第
五大果树作物，也是第二大热带果树作物。芒果种质
资源丰富，但现代育种实践中对芒果资源的利用极为
有限，长期以来，芒果育种主要依赖实生选种、杂交
育种等方式，其育种周期长、限制因素较多。芒果基
因组的解析，将为芒果种质资源研究及其分子设计育
种打开全新窗口。中国热科院于 2014 年启动了芒果基
因组解析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突破。

研究团队通过对传统芒果品种阿方索进行深度测
序和组装，得到了芒果精细基因组图谱。对组装和注
释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芒果祖先于 3300 万年前
附近发生了全基因组复制事件，而复制后的双拷贝基
因中，与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被选择性保留了下来，
这些基因可能为该时期芒果应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急
剧降低和全球气候变冷提供了适应性优势。

同时，研究团队在众多扩张的基因家族中，发现
一个名为 CHS 的家族可能与漆酚合成相关。漆酚是芒
果等漆树科物种中特有物质，该物质能引起人体强烈
的致敏反应。该发现将为阐明漆酚合成的分子机制提
供基础。该项目还对 48 个芒果品种和 4 个同为芒果属
的近缘物种进行了重测序。

高盐饮食可能有损人体对细菌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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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科院枸杞工程所

召开的枸杞全产业链项目工作会议获悉，经过科研人员
近 5 年努力，按照枸杞全产业链、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要求，通过建立适宜区域化种植、机械化作业、专业化
生产的专用品种和配套栽培种植模式；枸杞采摘机的开
发研制；枸杞农药残留的降解技术；有效成分的系统筛
选，分离、提取、制备技术；枸杞饮料等生产技术获得
成功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应用价值。

据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以百瑞源、

中杞、玺赞庄园、杞鑫等枸杞基地为依托，按照不同生
态区区域化适应性专用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水肥一体化、枸杞专用机械研制及农机农
艺融合技术研发、枸杞深加工产品研发、枸杞质量安全
评价及标准研究等科技创新链条，建立优质枸杞特征功
能性成分、危害因子的确定方法及快速、准确的检测方
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科院枸杞专家曹凯龙介绍，这
项研究通过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运用现代的生物学

技术，以枸杞特色产品开发为核心，以基础研究为切入
点，以枸杞提质增效和完善枸杞生产技术体系为突破口
开展系统研究，进一步确立宁夏枸杞资源的品牌优势，
完善枸杞生产技术体系，为国内外中药材市场提供质量
安全、稳定、有效、可控的枸杞产品，提高枸杞产业科
技水平，显著提高枸杞利用率和高科技附加值，延伸枸
杞产业链，推动枸杞产业升级。（来源： 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