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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校园内发生的学生被撞惨案，因为
妈妈坠楼酿成双重悲剧。谁也不知道，母亲
最后的选择与所受网暴是否有关， 但网络
上无休止无底线的负面舆论对这位妈妈造
成了难以量化的伤害。

情绪克制、说话条理清晰、言行举止得
当， 这些教养和体面竟然也成了一种原罪
和不堪。 被恶意地解读为“根本不爱孩子”
“衣着打扮一看就不简单”“想要借机成为网
红”“只看重钱，谋取巨额赔偿”……

每一条评论叠加在一起，让网暴的伤害
值指数级增长， 刺入一个刚刚痛失幼子的
妈妈身上，最终将她带入无尽的深渊。

时至今日，网络暴力仍屡禁不止。今年
还未完全过半，就有“粉色头发女孩”郑灵华
被网暴去世、地震幸存者“钢腿女孩”牛钰分
享恋情被网暴等多起事件发生。

人言可畏流传已久， 而我们与恶的距
离，从未像现在一样近在咫尺。发动一场网
暴门槛极低，成本极低，伤害度却极高。

一部手机，一个ID，动动手指就可以毫
无依据地中伤任何一个人， 随随便便扣帽
子、造黄谣、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然后轻松
逃避法律责任。

在舆论场人人都可以对别人品头论足，
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处于什么立场、站在什

么角度，只要你的评论足够恶毒、足够阴阳
怪气、足够带节奏，便可以杀人于无形。

这些恶评给当事人带来无法逆转的伤
害，施暴者不必为此负责，而被害者轻则名
誉被毁、事业中断、“社会性死亡”，重则以生
命为代价，以死相争。

目前，围绕这位母亲的多个发布恶意言
论的账号已被平台禁言。 但不幸还在向这
个家庭其他成员身上蔓延， 恶意揣测余音
未了，从离开的人转向活着的人。

如果无法有效惩戒网暴者，让“每一根
稻草”必须承担责任，“每一片雪花”都逃不
掉惩罚，恐怕这家人的悲剧还会持续。

那些网络上的“恶魔”未必在现实中也
是恶魔， 但没有足够的立法威慑和违法惩
戒， 他们就可以对素未谋面的人毫无负担
地作恶。

对于网络暴力，《民法典》《个人信息保
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中都有相应
的处理措施。 但这些法律拘束到某个单一
个体的概率极低， 这也是无数受害者维权
陷入的集体困境。

个体侵权行为往往因为严重性较低不足
以取证量刑，但因个体数量众多，损害累积在
一起，也会给被侵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是否可以以众多

侵权人为共同侵权人，对其提起诉讼，要求
赔偿， 还需要相关部门对此作出更为细化
的规定，以填补司法实践中的空白。

除了人的因素， 靠流量吸金的平台，最
喜欢容易引发情绪的内容。 义愤或情绪化
的字眼，都更容易被转发分享，无论是激化
矛盾还是制造矛盾， 无风不起浪的网络环
境，让网暴成为有组织、有策划的“产业链”。

事到如今，网暴的主动治理必须依法量
化，具体到人，而不是简单禁言封号。靠算法
助纣为虐的平台、躲在暗处的施暴者，都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让网络治理精细化、
常态化、可执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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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网暴，不能止于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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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种子”炼成记
种类繁多

112家单位1300余份

在15项实验样品中， 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莫过于太
空种子。提到太空育种，水稻被公众所熟知。其实，这只
是我国太空育种的一个缩影。

在空间站建造阶段历次飞行任务中， 均安排了航
天育种实验项目，例如，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船共搭载了112家单位1300余份作物种子、 微生物
菌种等航天育种材料。

据了解，太空育种通过高真空、强宇宙射线、微重
力、弱磁场等特殊太空环境，诱变植物种子或菌种等，
使这些搭载物基因产生变异。 搭载物返回地面后还需
进行筛选，最后种植培育获得优质高产的新品种。首都
新鲜食材基地运营总经理吕志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最终试验成功并上市的种子，需要经历从太空带回来、
登记到成果转化以及田间试验等共计5-8年的时间。

后来居上
36年登上世界第一

从淘宝等一些知名电商平台，也可一窥太空育种
的火热。 事实上， 这并非首批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

“太空育种”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世界上只有美
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卫星搭载太
空育种。

我国的太空育种已有36年的历史， 先后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从1987年零星无源卫星搭载，到21世纪初
发射育种专业卫星进行航天育种， 搭载的生物材料范
围和重量都有大幅增加。眼下，随着我国空间站的“上
线”，我国太空育种也进入了空间站育种时代。

截至目前， 我国共开展了30余次的植物种子、菌
种、试管苗搭载升空。最开始仅为蔬菜种子，随着太空
育种技术的不断发展，培育出近千个航天育种新品系、
新品种，包括粮食、蔬菜、水果、油料等农作物品种，花
卉、中草药及制药、酿酒等微生物类都有涉及。

目前，蔬菜瓜果、咖啡、茶叶、菌种、中药材等食品
品类都有了“太空后代”。超市常见的太空椒、太空西瓜
便是太空育种的成功品种。 我国太空育种的育成品种
数量和推广应用范围居于世界第一位。

产业规模
至少2000亿元

就试验成功的太空种子的优点而言， 北京工商大
学教授洪涛表示，太空育种使基因变异频率高、变异周
期短， 可以创造出许多在地面上无法获得的新基因资

源。同时，太空育种能够探索在失重的太空条件下，育
种的环境条件改变后，对于植物种子的变化情况、是否
能够适应性生长， 从而探索在太空中人类如何利用植
物生存。

“经历过太空遨游的蔬菜等农作物种子， 大多数
都发生了遗传性基因突变，返回地面种植后，不仅植
株明显增高增粗、 果型增大， 产量比原来普遍增长
10％-20％， 而且品质大为提高， 作物肌体也更加强
健，对病虫害的抗逆性特别强。”洪涛说。

北京航天育种中心的专家曾做过一项对比试验，
发现经过太空搭载的水稻蛋白质含量比原来提高了
8％-12％，且“太空水稻”的颗粒饱满、味道好，每亩
产量高达650-700公斤；青椒通过太空搭载，变得果
大色艳，又嫩又香，籽少肉厚，除了产量增长两成左
右外，维生素C和可溶性固态物、铜铁等微量元素含
量都比原来高出7％-20％。 据相关媒体报道， 截至
2021年初， 我国太空育种后的累计种植面积已达1.5
亿亩。

太空育种的产业价值也在逐步释放， 太空育种正
在农业、林业、微生物制造业等产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我国太空育种年推广面积超过
4000万亩，初步估算，太空育种产业规模目前已达到至
少2000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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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

飞船搭载物中，有
荷花粒、 普洱茶、
微生物菌种等。从
太空返回的西红
柿种子，经过农业
专家精心培育，结
出累累硕果。

飞船搭载物中有
桂花树、罗汉果、
芦竹、“闽架豆”等
33种生物样品。

飞船搭载物中
有云南普洱茶
的种子、大树杜
鹃、红豆杉古树
等种子。

飞船搭载物里，
有 来 自 澳 门 的
100克人参种子
和31克西洋参种
子、 福建名茶大
红袍与正山小种
的种子和茄子、番
茄、黄瓜、红豆杉
等品种。

飞船部分搭载物
为青椒、 西瓜、玉
米、大麦等农作物
种子， 还有甘草、
板蓝根等中药材。
神舟一号搭载物
中，苏州市郊区蔬
菜园艺场培养的
“苏州青”，落地后
科研人员从中选
取优质品种培育
出太空蔬菜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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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船携带上天的有
圆红萝卜和总计重
量为 100克 的 番
茄、黄瓜、卷心菜、
青菜等4种蔬菜的2
万粒良种等。

2002
年3

月25

日

飞船携带了无
核试管葡萄苗、
树梅、冷被石竹
草、兰花等植物
种子。

2002

年12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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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 飞船搭载包括向
日葵、水稻、西瓜、
药材等上百种种
子或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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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10

月15

日

神舟
五号

飞船搭载了青
椒、 西红柿、稻
米、南瓜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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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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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

日

2011

年11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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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船搭载物包括
微生物菌种、杂交
水稻、千年古莲籽
等87个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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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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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6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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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号

2016

年10

月17

日

飞船搭载物品包
括广东的“英红
九号”茶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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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6

月17

日

涉及作物种子、微
生物菌种等航天
育种材料。蔬菜种
子涉及马铃薯、大
白菜、辣椒、大葱、
番茄、西兰花、茄子、
生菜、油豆角等。

神舟
十三号

2021

年10

月16

日

就 药 用 植 物 来
说，神舟十三号带
回了云木香、铁皮
石斛、天麻、薏苡
仁等10种云南特
色中药材种子，重
量是61.8克。

神舟
十四号

2022

年6

月5

日

飞船除了主粮作
物种子外，还有新
疆的苏丹草、骆
驼刺、 伊犁绢蒿
和驼绒藜等牧草
种子， 福建的福
鼎白茶种子等。

神舟
十五号

2022

年11

月29

日

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共搭载
112家单位1300余份
作物种子、 微生物菌
种等航天育种材料，
其中农作物包括水
稻、 小黑麦、 马铃薯
等； 蔬菜种子包括辣
椒、南瓜、丝瓜等；经
济作物包括棉花、茶、
咖啡等。

神舟
十六号

搭载了来自山东、
陕西、新疆、浙江、
云南、 黑龙江、重
庆、内蒙古等地的
农作物品种子，其
中包括水稻 、儿
菜、番茄、吐鲁番
新郁葡萄种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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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

日

太
空
育
种

将种子装入
宇宙飞船

太空环境中综合因素影响
高真空、高能粒子辐射、微重力

种子遗传
基因变异

返回地面后对变异种子
选优及筛选

种植
和培育

2

1

3

4

5

发射升空

6月4日， 中国空间站第四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当天随神
舟十五号飞船返回舱返回地面， 在东风着陆场交付由中国科
学院牵头负责的空间应用系统。除了返回舱，还有15项科学项
目的实验样品，其中也包括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太空种子。

目前， 我国太空育种的育成品种数量和推广应用范围处
于世界第一位。太空育种的产业价值也在逐步释放，太空育种
正在农业、林业、微生物制造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