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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8是西铁城旗下兼具功能性和
实用性的高端机械腕表系列，外观设计呈现
现代美学品位，并融合浓郁的运动风格。如
今，随着Series 8系列三大全新机械腕表
870、830 和 831的推出，标志着该系列的
强势回归。新款腕表搭载两种机械机芯：
Caliber 0950和Caliber 9051，增强的防磁
性能，更符合现代数字化社会的日常需求。

Series 8系列腕表的表壳设计以突出
线条本身之美表现遒劲利落之感。打磨圆
润的弧度和干净爽利的线条，形成极强的边
界感。哑光拉丝工艺增强了金属质感，大胆
前卫又极具个性化风采和时代特点。腕表
以极简主义风格形成的冷静气质，带来打破
繁琐生活的强大力量，给人以坚定与勇气。

除了个性鲜明的外观设计，Series 8

系列也非常注重腕表的实用性能。西铁
城全新研发的 Cal.0950 和 Cal.9051 机械
机芯，增强了在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防
磁功能，避免腕表受到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和其它可能影响腕表精度的电子设备
所产生的磁场干扰。机芯厚度4.1毫米，
使得腕表外观可以更为纤薄，佩戴体验
更加舒适。

Series 8 中的数字 8 代表无限符号
（∞），寓意西铁城腕表工艺的无限可能。
此次推出的一众新款机械腕表，具有强烈
的运动风格，轻松应对各种场合；强大的实
用性，带来更安心舒适的佩戴体验。Se-
ries 8系列的回归，增强了西铁城机械腕
表品类的实力，也为机械腕表爱好者带来
更多佳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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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铁城Series 8强势回归
更强防磁融入现代生活

广告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
素。多数植物除了通过根的外皮层和根
毛细胞直接从土壤中吸收磷元素以外，
还通过与丛枝菌根真菌共生，间接从环
境中高效获取磷元素。丛枝菌根真菌提
供给宿主植物的磷元素占宿主植物总磷
获取量的70%以上。

过去50多年的研究发现，植物根据
自身的磷营养状态，来调控其与丛枝菌
根真菌之间的共生，研究人员称为菌根
共生的“自我调节”，但其调控机制一直
未知。

10月12日23：00，中国科学院分子
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研究团队
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封面
论文，首次绘制了水稻-丛枝菌根共生的
转录调控网络，揭示了植物的直接磷吸
收途径和菌根共生磷吸收途径均是受植
物磷响应网络统一控制，回答了菌根共
生领域“自我调节”这一重要科学问题。
被专家认为：“研究成果具有原创性且非
常有趣，是菌根共生研究领域的一次重

大突破。”
王二涛团队的这项研究中，使用水

稻中菌根共生相关基因的启动子做诱
饵，筛选水稻转录因子文库，绘制了水
稻——丛枝菌根共生的转录调控网络，
并鉴定到多个调控丛枝菌根共生的新转
录因子，其中磷响应转录因子PHR处于网
络的核心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PHR通
过结合在菌根共生相关基因的调控区
域，控制丛枝菌根共生。有意思的是，研
究人员还发现，缺失磷感受器SPX后，植
物菌根共生的“自我调节”失灵。

搞清楚了这一困扰多年的问题，就
能够通过改造“自我调节”来提高磷吸收
的效率。据介绍，为了获取粮食的丰收，
经常施加大量的含磷化肥，严重污染生
态环境，是我国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
重大问题之一。通过提高PHR基因的表
达，有望达到增加水稻直接吸收磷营养
和间接通过丛枝菌根共生吸收磷营养的
目的，降低农业磷肥的施用，为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方案。

曾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就读 如今在水稻研究领域获新突破

他的论文登上国际顶尖期刊封面

王二涛在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在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生长中，磷是必需的营养元素，但大量施加磷肥却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如果能通过丛
枝菌根共生来帮助吸收，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大有裨益。来自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就在这一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潜心钻研，多年深耕一个领域，记者了解到，在上海，这样的青年科学家不在少数。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这一课题研究的突破，团队花费了
五六年时间。而从回国以来，王二涛就
一直在致力于从事豆科植物-根瘤菌共
生固氮，植物-丛枝菌根真菌共生方面的
研究，至今已近10年。他说自己是农村
出身，见惯了水稻、玉米、大豆等庄稼，

“觉得很亲切”。
1979年出生的王二涛研究员是“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9年入选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从读
研开始，王二涛就一直在做植物研究。
2013年从英国读完博士后回国，进入中
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创新中心组建自己的
研究室之后，他屡屡有所突破——建立
了以脂肪酸为核心的丛枝菌根共生营养
交换与调控的理论框架；发现菌根因子
受体，阐明植物识别共生微生物的分子
基础；揭示豆科植物根瘤“奠基细胞”形
成的分子机制等，是一位国际植物-微生
物共生研究领域的前沿探索者。

在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主任韩斌院士看来，王二涛的研究成
果可喜可贺的地方在于：“他一直在自己
的领域里面不断地往纵深方向拓展，所
以能够在这样一个国际前沿领域占据了

一个制高点。”
无独有偶，就在上个月月底，同样来

自该中心的何祖华研究团队在帮助水稻
“提高生存能力”上有了重大科研突破
——为了有效控制水稻病害，保障我国
粮食高产稳产，何祖华团队花费了15年
的研究，揭示了一条植物免疫抑制新通
路。9月30日23时，这一研究成果在线
发表于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上。

2003年大学毕业后，王二涛被推免
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读书，当
时博士毕业没几年的何祖华正是他的导
师。“在研究所那些年，何老师为我奠定
了很好的基础。”王二涛说，也正是老师
的鼓励和身教让他既大胆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研究方向，并在这条路上坚持至今，
如今也开始培养起青年人。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向国外优
秀科学家学习的地方，就是国外的科学
家都比较纯粹，一辈子干一件事。”韩斌
院士这样表示，“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也不仅仅是为了多发表文章，得什么大
奖，而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精耕，不放
弃，做得更深更强。每个人守住一摊子，
一辈子干成一件事。”

一辈子干成一件事

研究成果原创且有趣

王二涛介绍研究成果。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