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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师徒取经归来欲经营农庄，一连串农业
科技问题随之而来……”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撰写的少儿科普读
物《西游后记———漫游农业》问世，该书通过孙悟
空和猪八戒的观察，把农业科技的神秘面纱一一
揭开，让人忍俊不禁。

“科普读物要通俗，能够吸引读者特别是小朋
友的兴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77
岁的傅廷栋表示，创作科普童话的想法缘于十年
前，由于名著《西游记》家喻户晓，深受小朋友的喜
爱，而且里面的很多故事情节和农业有结合点，他
最终选择了用“西游体”来进行农业科普创作。

“我设想把科普和杂文相结合，寓知识、趣味、
幽默于一体。”傅廷栋希望读者在获得一些科学知
识的同时，又能从中得到哲理、认知和思维的启
迪，“看完了会笑，笑完了还会去想”。

傅廷栋认为，目前的科普读物普遍趣味性不
够，给人感觉“硬梆梆的”；但是戏说的成分多了，

又会让人觉得科学的严肃性不够，“怎么样去把握
科学和趣味的度很重要”。

“‘西游体’算是一种尝试吧。”傅廷栋介绍说，
书中不仅介绍了杂交产生无籽西瓜、脱毒马铃薯
和生产玉米、水稻、油菜等作物杂交种的原理和方
法，同时，针对水源污染、雾霾 PM2.5 和“填湖圈
地”等社会现象进行了批评。

谈及目前科普工作的现状时，傅廷栋认为，很
多科学家不愿意花时间去做科普，一方面因为科
研任务非常繁重；另一方面，科普并不属于评价体
系的指标，只能作为兴趣去写。

“科普工作是科学家的责任。”傅廷栋坦言，自
己年轻时，正是得益于老科学家创作的科普读物，
才激发了立志科研的兴趣。受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自己的第一本科普童话虽然创作的过程断断续
续，但历时十年总算完成。

“希望青少年能从中学到知识、引起兴趣、激
发灵感、培养科学精神。”傅廷栋透露说，如果“西
游体”科普的形式得到读者认可，今后也许会用续
集的方式将故事延续下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

科普重在寓教于乐

院士之声

本报北京 1月 27 日
讯（记者陆琦）今天下午，

“中国工程院、国家开发
银行、清华大学战略合作
协议”签字仪式在京举
行。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
誉主席徐匡迪、中国工程
院院长周济、国家开发银
行董事长胡怀邦和清华
大学校长陈吉宁共同出
席签字仪式并见证协议
签署。

根据合作协议，三方
将本着“强强联合、优势
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
展”的原则，主动把握和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前
瞻性地围绕事关经济社
会和科技发展的重大战
略问题，中国科技、经济
发展重点及区域发展战
略问题，服务国家外交战
略和支持企业“走出去”
的重大问题，能源、资源、
环境、农业、交通、装备制
造业、通讯、医疗、化工等
重点产业的发展战略问
题以及国内大型企业集
团发展战略问题，开展一
系列咨询研究，为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中
国经济升级版作出新贡
献。

中国工程院、国家开
发银行、清华大学已有多
年的合作历史。2005 年，
中国工程院与国家开发
银行首次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开启了“融智”加

“融资”的战略合作模式。
2010 年，中国工程院、国
家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
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共同
支持中国工程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院建设。多年
来，三方围绕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和工
程科技与产业发展的重
大问题，共同组织院士专
家开展课题研究，为各级
政府、行业和企业决策提
供科学论证、咨询意见和
政策建议，共同服务国家
战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
的签署，标志着三方共同
开启了加强合作、共谋发
展、实现多赢的新篇章。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王玉普、国家开发银行副
行长李吉平、清华大学副
校长杨斌分别代表中国
工程院、国家开发银行和
清华大学在双方及三方
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
会秘书陈民，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
铨、谢克昌等参加签字仪式。中国工程院
秘书长钟志华主持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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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曾皓）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周荣斌研究组、田志刚研究组与北京蛋白
质组中心丁琛研究组合作，在 NLRP3 炎症小体调控机制
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发现神经元分泌的化学物质多
巴胺可以通过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缓解神经炎症和系
统炎症。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细胞》。

炎症小体是一种由细胞浆内天然免疫识别受体参与
组装的多蛋白复合物，能够介导 IL-1 等多种炎症介质的
产生，对炎症反应的发生至关重要，并参与肿瘤、神经退
行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多种人类炎症相关重大疾病的
发生发展。

由于炎症小体在炎症性疾病发生中的关键作用，其

活化必然受到机体严格的调控，但是炎症小体活化的调
控机制并不清楚。在该项工作中，研究人员发现多巴胺可
以很好地抑制巨噬细胞中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从而
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

进一步研究发现，多巴胺可作用于其受体蛋白 DRD1
诱导 NLRP3 炎症小体的降解。最后，研究者还发现，多巴胺
可以通过对 NLRP3 炎症小体的抑制，缓解神经炎症导致的
多巴胺神经元损伤以及外周炎症导致的腹腔炎。

该项工作不仅发现了一种 NLRP3 炎症小体的内源
性调控机制，还提示可以通过设计靶向 DRD1 的药物用
于治疗一些 NLRP3 炎症小体相关的疾病，比如Ⅱ型糖尿
病、关节炎等。

科学家发现缓解炎症新机制

充电桩“超前”建设：甜蜜并烦恼着
姻本报记者 倪思洁

如今，驶上京沪高速，每隔 50 公里你就能发现
一座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站。这是刚开通的京沪高速
充电网络系统，这些充电站最快可以在 30 分钟为
电动汽车充满电，每度电价格为 0.65 到 0.8 元。

北京市科委也在试点将路灯改造成电动汽车
充电桩；1 月 19 日，北京核心商圈最大的充电站
在华贸中心投入运营，首次尝试收取充电服务费。

近年来，在电动汽车推广方面，国家各项政策
不遗余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不过，仍
有专家表示，充电桩的建设只是解开电动汽车推
广这个“死结”的其中一只手。

越来越多的充电站

对于京沪高速全线快充系统，北京理工大学
副校长孙逢春用“里程碑”来评价。

“这几年的技术进步，电动汽车已经基本具备
了可靠的使用性能，现在让大家顾虑比较大的就
是‘跑不远’。充电基础设施建成以后，这方面的疑
虑会有所打消。”孙逢春说。

但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姜久春看来，京沪高速
全线快充系统的建设是“超前”的，应当“谨慎乐观”。

“当下，解决城市内部的充电问题，可能远

比解决城际间的充电问题重要。”姜久春告诉记
者，未来，技术的发展或者车辆的特别设计（如
比亚迪 E6 和特斯拉）有可能使得城际交通的充
电成为现实需求。

城市内部的充电问题已受到重视。以北京为
例，截至 2014 年底，完成了近 1500 个公共领域快速
充电桩建设，建成 5 个大中型充换电站、98 个充电
桩群；私人充电桩已建、在建数量超过 2000 个。

在全国层面，根据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规划，
2011 年到 2015 年，电动汽车充电站规模达到
4000 座，同步大力推广建设充电桩；2016 年到
2020 年，国家电网充电站建设目标达到 1 万座，
建成完整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充电站的建设正在朝着利好方向发展。近期，
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电网的战略在调整，北
汽等企业的战略在调整，政府政策方针也在调整。
2015 年，充电站的总体建设规模，肯定会比 2014 年
要大得多。”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王
震坡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亏损或许只是暂时的

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广建设充电站的同时，充
电站却普遍面临亏本的厄运。

据国家电网内部人士透露，2014 年已建成的

400 余座充电站几乎处于全线亏损状态；南方电
网分公司则表态，其在深圳建成运营的 7 座充电
站，每年亏损额为 1300 万元。

对此，姜久春分析，充电站运营是否成功，取
决于充电站的服务对象，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
充电站面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国内公共领
域，由于充电站和车辆的运营主体不同，很难配
套，而在私人领域集中建充电站是否合适仍有待
商榷，所以很难做到盈利。

“目前充电站运营亏损是正常的、必经的过程。
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一定是投入在前，收入在后，盈
利在更后面。”孙逢春表示，公共基础设施，一定是先
有政府进行资金支持、政策引导和支持，投资一定是
先行，而且一定会有一个回收盈利的周期。

他表示，充电基础设施项目有两个盈利平衡
点———规模平衡点和时间平衡点，当下电动汽车的
规模尚未达到一定程度，充电站建成时间也并不长。

对此，姜久春建议，基础设施建设应着眼于未
来电动汽车的发展趋势和运营模式，要有科学的
研究为基础，只有两者互相适应，才能够实现充电
系统的盈利。

充电站的“烦恼”多多

不过，不少专家提醒，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只是

解开电动汽车推广“死结”的其中一只手。充电站数
量的增多，并没有解决电动汽车充电的问题，除了盈
利问题外，充电站还面临着诸多“烦恼”。

插上后不能充电，是被诸多电动汽车车主诟病
的首要问题。作为电动车标委会委员，王震坡对这些
问题颇有体悟：“现在，充电接口的物理标准已经统
一，但除了物理接口以外，还存在不同厂商对充电接
口通讯协议理解不一致的问题。”

此外，充电站还存在管理问题。王震坡告诉记
者，对于企业建的充电机，理论上是应该免费开放
的，但是在人为管理时，经常出现“行不通”的情
况，“比方说，买个上汽的车，到北汽的 4S 店应该
也是可以充电的，但是对方可能会以充电机损坏
等理由拒绝为用户充电”。

不仅如此，充电站在技术可靠性和设备维护
保养上也存在问题。“充电设备的技术状态没有达
到 100%的稳定，有些充电桩建起来但后续的维护
没有跟上，充电桩搁在那里好久了一直没人用，想
用却发现用不了。”王震坡说。

对于这些问题，王震坡建议，从制定标准的角
度来说，要根据出现的对接问题，对标准进行修
订，从技术手段上对问题进行解决；标准问题的解
决也会帮助企业统一理解和认知；随着技术的成
熟以及大家对充电设施运营积极性的提高，管理
服务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2015 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将达到新的热度

1 月 26 日，一场大雪过后，沈阳市进行大规模除雪作业，主要采取雪停
人到位的除雪模式，环卫工人第一时间奔赴工作区进行作业，迷你电动除
雪车亮相加入除雪工作，省时又省力。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