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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二肽基肽酶-IV
特异荧光探针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通讯员邹立伟）近日，中科院大连化物
所研究员葛广波、杨凌团队研发了一种全新的二肽基肽酶 -IV

（DPP-IV, CD26）高特异性荧光探针，并将其用于人血及组织中
DPP-IV 的活性检测以及活细胞和组织层面的目标酶功能成像
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生物传感器与生物电子学》上。

DPP-IV 是哺乳动物体内分布的一种重要的丝氨酸水解
酶，其参与体内多种生物活性多肽的水解进而导致其部分或
完全失活。DPP-IV 可快速水解胰高血糖素样肽 -1 进而影响
胰高血糖素的合成与分泌，因此在糖代谢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被认为是Ⅱ型糖尿病治疗的关键靶点。建立适用于复杂
生物样品中 DPP-IV 活性的高效且实用的检测方法，对于糖
尿病治疗药物筛选和临床个性化用药以及 DPP-IV 表达 / 功
能异常与疾病的关联性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基于 DPP-IV 的酶催化特性，研发了一种全新的
高特异性双光子荧光探针底物 GP-BAN，并开发了利用微孔板
高通量检测复杂生物样本中 DPP-IV 活性的超灵敏检测方法。
特异性高，可直接用于血样、细胞及组织等复杂生物样品中
DPP-IV 的检测；操作简单且可实现高通量检测，单位测试成本
低；检测灵敏度高、样品需求量小，如血液样品只需 2μL；可通
过比率法进行目标酶的活性检测，抗干扰能力强。

利用该探针不仅可实现活细胞及活组织中目标酶的精
确定位及实时动态检测，还可以血液为酶源开展 DPP-IV 抑
制剂的高通量筛选与表征。为新药研发及临床 DPP-IV 抑制
剂的个性化用药提供了新的工具，也为后续开发商业化的
DPP-IV 生化检测试剂盒奠定了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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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栖息地大小
对保障大熊猫生存影响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杨志松、张泽
钧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戴强等人的一项研究计算了野生
大熊猫种群的最小区域要求（MAR，即种群长期生存所需的最
小栖息地面积），相关成果 12 月 8 日发表于《科学报告》。

野生大熊猫种群原本分布在中国华南、华东大部以及缅
甸和越南北部地区。然而，由于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增加，现
有的野生大熊猫种群仅分布在青藏高原东侧的崎岖山脉中 6
个彼此分隔的区域内。

研究人员使用有关大熊猫出没的数据集（包括脚印和觅
食踪迹），计算了中国 5 个山区野生大熊猫种群的 MAR；这 5
个地区的大熊猫占野外大熊猫总数的 74%以上。计算表明，
这些种群的总 MAR 为 114.7 平方千米。研究人员同时提示，
彼此隔离的栖息地斑块会对大熊猫保护产生影响。除非减小
栖息地的破碎化程度，否则移地保护也不足以保障当地大熊
猫种群的长期生存。他们建议，在栖息地斑块间建立廊道有
助于降低破碎化的影响，但在破碎化最为严重的山区，仍然
需要扩大栖息地的面积。

2017年大数据发展趋势十大预测发布
本报讯（记者潘希）在日前举行的 2016

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上，CCF 大数据专家
委员会对外发布了 2017 年大数据发展趋势
十大预测。

这十大预测分别是：机器学习继续成智
能分析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相结
合，成为大数据分析领域的热点；大数据的
安全和隐私持续令人担忧；多学科融合与数
据科学兴起；大数据处理多样化模式并存融
合，流计算成主流模式之一；数据的语义化
和知识化是数据价值的基础问题；开源成大

数据技术生态主流；政府大数据发展迅速；
推动数据立法、重视个人数据隐私；可视化
技术和工具提升大数据分析工具的易用性。

中科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CCF 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主任梅宏在会上表
示，逐渐完善的政策体系为大数据产业发展
以及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创造了浓烈
的氛围。大数据产业已经成为引领信息技术
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是推动经济转型
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加速相关的研
发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经成为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内在需要和必然
选择。

据悉，本届大会历时 3 天，围绕“聚焦行
业最佳实践，应用与数据深度融合”这一主
题，从政策法规、技术实践和产业应用等角
度，深入探讨大数据落地后的挑战，并首次
将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等热点话题引入大
会。大会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
CCF 大数据专家委员会承办，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中科天玑数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 CSDN 共同协办。

简讯

近日，丘陵山地农
机装备研发方案论证
与讨论会在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举办，与会专
家对该校教授杨福增
在西北丘陵山地农机
方面的研究成果予以
肯定和称赞，并对其承
担的“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智能
农机方面的三个重点
专项课题提出指导建
议。

图为演示现场，果
农欲“截留”杨福增团
队研制的果园施肥机。

本报记者张行勇
通讯员靳军摄影报道

工程院华北食物安全咨询项目组
赴冀调研

本报讯 日前，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
“华北地区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
目组成员赴河北省调研并召开专家咨询会。

本次会议针对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华北
地区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共设定了 10
个主要议题。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中科院遗
传发育所农业资源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等单
位的专家分别作了专题报告。

会后，项目咨询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形成
了“以提高农业水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为目
标，应重新认识冬小麦的生态功能，不宜大规
模压缩小麦种植面积，应科学调整种植结构
和去产能，将农艺节水和生物节水进行有效
结合”等几项共识。 （高长安）

《数学通报》喜迎创刊 80 周年

本报讯 12 月 10 日，《数学通报》迎来了
创刊 80 周年的喜庆日子。80 年来,《数学通
报》见证并参与了我国数学及数学教育的普
及，推动了基础教育的数学水平及教学水平
的提升与发展，为我国数学学科及数学教育
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次庆典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主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师生参
加了本次会议。庆典仪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数
学科学学院分党委书记唐仲伟主持，数位院
士专家参加了此次庆典。 （崔雪芹）

“物联中国”年度盛典在京启动

本报讯 近日，2017“物联中国”年度盛典
在京启动。会上，新大陆科技集团副总裁陈继
胜表达了科技企业在物联网领域的发展需
求：“我们希望能够和整个产业界携手，一起
打造融合物联网产业、资本、机构对接的标准
系统生态平台。”

此次 2017“物联中国———寻找最具影响
力、最具投资价值物联网项目”活动面向全国
开展，旨在招募最具影响力、最具投资价值的
物联网项目，优胜者将获得主办方最高达
1000 万元的创业投资资金支持。 （李晨阳）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筹）研究员司建华的电脑里，保存着一些野
外工作的照片：一望无际的沙漠、苦中作乐的
篝火，甚至是翻倒在地的越野车……

阿拉善荒漠野外作业的苦，在司建华身
上变成了一种特有的乐观和执着。而照亮他
科研之路的“火种”，是一个叫作“西部之光”
的人才培养计划。

“西部之光”是中科院于 1996 年在全国率
先启动的以培养人才、稳定人才和吸引人才为
目标的区域性人才计划。20 年来，无数像司建
华这样“初出茅庐”的科技工作者通过这个项
目的资助，在西部扎下了根，他们就像长在西
北地区沙丘上的柽柳一样，只要有一点水，就
能顽强地活下去，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雪中送炭的人才计划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永
胜坦言，在西北地区搞科研，是需要“情怀”
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他读书期间的同学，
毕业后大多选择去东部城市工作。

张永胜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在博士
毕业留所工作两年后，他获得了“西部之光”
的资助。“这个项目对年轻科研工作者犹如

‘雪中送炭’，确实起到了稳定人才的作用”。
在“西部之光”项目的资助下，张永胜成

了所里年轻的课题负责人。他针对西部苛刻
工业环境和国家高技术领域对新型润滑材料
与技术的迫切需求设计开发的纳米复合自润
滑结构陶瓷，能够为西部工业和高技术领域
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作用，解决
西部石油、化工、冶金、污水处理等领域高温
/ 腐蚀环境下的润滑和密封技术难题。

上世纪 90 年代，西部地区科技人才工作
的“瓶颈”和“短板”日益显现，科技人才吸引
困难和流失严重两方面问题同时存在，直接

影响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
支持西部发展，加强西部人才培养工作，1996
年中科院对西部地区研究所人才工作情况调
研后，决定在全国率先布局西部地区青年科
技人才专项，实施“西部之光”。

20 年来，“西部之光”造就了一大批像张
永胜这样扎根西部、奉献西部的优秀科技人
才。“西部之光”支持各类入选者近 2600 人，
中科院累计投入经费超过 4 亿元，地方匹配
支持经费 4000 多万元。获资助人员中已有
340 多人成长为单位学术技术带头人。

“西部之光”不仅出人才，还出成果。据统
计，“西部之光”入选者已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励近 500 项，授权专利 3000 多项，取得了一
大批科技创新成果，提升了西部科技创新能
力。

在西部，为西部

在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长张小雷看来，中
科院的工作“不一定非要‘高大上’，‘大博士’
也要能解决‘小问题’。如果能给老百姓生活
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这带来的成就感，可能
比发几篇论文还要大”。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生物物
理课题组组长李文建至今还记得，自己 1997
年第一次拿到“西部之光”项目资助时，立项
书中写着的一条“军规”———研究应与地方经
济发展相结合。

这是“西部之光”与被资助者之间的一份
约定，也是它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
变承诺。

带着这笔 8 万元的经费，李文建第一次
走出了实验室，与张掖市农科所密切合作，采
用重离子束辐照技术培育出“陇辐 2 号”小麦
新品种。这个高产稳产、适应性广、品质优良、
矮杆、抗倒伏、耐干旱、抗干热风的新品种，在

2001—2003 年区域试验和初步推广的 3 年
间，新增产值 4266.4 万元，新增利润 379.6 万
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如果没有这个项目的支持，在科研经费
如此缺乏的情况下，即使有想法也很难实施。”
李文建感慨，“西部之光”促使他的工作跟地方
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让他成为了真正扎根西部
的科研人员。而他的课题组也从研究所的“绿
叶”，发展壮大成一支重要的科研队伍。

20 年来，“西部之光”入选者始终围绕解决
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开
展研究工作，他们在西部区域环境治理、野生
资源开发、青藏铁路建设、民族医药开发、民生
改善及公共安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果。

据统计，入选者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 437 亿元，取得
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为助力国家西
部艰苦地区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越来越多李文建式人物不断涌现出来。
譬如，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入选者王爱勤
10 多年来，以发展高效农业兼顾恢复西部生
态环境为目标，带领团队开展了凹凸棒石缓
释腐殖酸复合高吸水性树脂研究，与企业合
作实现产业化，在甘肃“读者林”基地、酒泉卫
星发射基地和兰州南北两山等地进行了近十
万亩的成功应用。

“光能传递”还在继续

在许多入选者眼中，“西部之光”是他们
研究工作的“起点”“火种”或者“第一桶金”。

司建华第一次听说“西部之光”是在
2002 年，那时候他还是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
与工程研究所的硕博连读生。“那时候我的导
师受到‘西部之光’的资助，开展集雨高效农
业试验示范研究工作，而我的老家甘肃会宁
就在做集雨，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西部

之光’是如此之近”。
“西部之光”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埋在了

年轻的司建华心里。直到 2010 年，他也入选
了“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一般项目，开展

“黑河下游荒漠河岸林蒸散耗水及生态水需
求研究”。该项目针对内陆河水与生态安全的
国家需求，开展黑河下游生态水需求研究。成
果为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规模的确定提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水量
调度方案提供了前期工作基础。

之后的几年，司建华团队中的年轻人也
开始陆续入选“西部之光”，开启了自己的科
研生涯。就这样，从参与前辈的“西部之光”项
目，到自己独立承担“西部之光”项目，再到团
队成员也开始受到资助，“西部之光”在助推
入选者个人成长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单位
整体科技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了“种下一棵
树，成长一片林”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了西
部地区人才队伍的代际转移。

“西部之光”还走到了中科院外，累计培
养支持地方人才近 400 人，其成功经验也被
多地借鉴学习，发挥了示范和辐射作用。同
时，中科院对西部地区人才的倾斜支持举措
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院地共建人才
队伍、合作共促科技发展成为普遍共识。

“功以才成，业以才广。20 年来，‘西部之
光’计划不断扩大光热覆盖效应，为服务国家
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
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
力支撑。”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在“三个面
向”“四个率先”新办院方针的指引下，中科院
将不断优化布局，提升管理，推进“西部之光”
计划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升级调整。作为一项
特色鲜明的区域人才计划，“西部之光”计划
必将在服务国家西部发展战略、构筑西部人
才高地和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卫星遥感监测发现

我国南极中山站“冰山围城”

“西部之光”20年：说不完的故事
姻本报记者丁佳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受全球气候变暖影
响，南极冰架崩解越来越频繁。近日的卫星遥
感监测发现，邻近我国南极中山站的达尔克
冰川，近期又发生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崩解。大
大小小的冰山，在中山站外围海域形成了一
道壮观林立的“冰山围墙”。

目前，我国第 33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
坐“雪龙”号已经抵达中山站外围的固定冰
区，距离中山站约 33 公里。“冰山围墙”的
乱冰密布，无疑给“雪龙”号破冰带来了极
大的困扰。

《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到，正在开展的

中国第 33 次南极考察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
共有 4 人参加。并携带 7 架无人机，计划对南
极中山站周围区域，如拉斯曼丘陵、达尔克冰
川、罗斯海海冰进行无人机航拍调查，并利用
激光雷达探测中山站外围的固定冰冰情，为

“雪龙”号卸货提供数据支撑。
据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

学研究院院长程晓教授介绍，达尔克冰川位
于我国南极中山站东南侧约 4 公里，是南极
冰盖边缘一条冰盖溢出型冰川。卫星遥感监
测显示，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9 月，达尔克
冰山发生了新一轮大规模崩解，共产生超过

50 座大小不等的冰山。其中最大的一座长度
近 1000 米，面积达 47 万平方米。这些冰山的
总质量超过 1Gt（10 亿吨）。

与以往不同，达尔克冰川本轮崩解所产生
的冰山，并未直接向北漂散，而是沿着海岸向
西北方向运动，并最终在中山站外围海域形成
了一道“冰山围墙”。这道“冰山围墙”长约 5 公
里，最近处距离中山站不足 1 公里。可以说，中
山站目前已经被冰山所包围。

“历史上，达尔克冰川曾于 1989 年、1999
年和 2010 年前后多次发生大规模崩解，崩解
周期约为 11 年。此次大规模崩解间隔期仅 5

年，表明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南极冰川的崩解
越来越频繁、间隔期越来越短，这真令人担
忧。”程晓说。

“尤其需要提高警惕的是，这些临时搁浅
的大大小小冰山，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
能会出现倾覆或二次崩解，引发小型海啸，直
接威胁中山站的海岸设施和近岸作业安全。”
程晓提醒说。

类似的危险情形已有先例。2016 年 3
月，中山站熊猫码头外围的冰山发生倾覆，带
来的巨浪，瞬间冲毁了熊猫码头的设施。许多
堆放在码头集装箱，被冲入大海，造成严重损
失。而本轮达尔克冰川崩解所带来的冰山威
胁，将远超往常。

程晓表示，科学家们将进一步密切关注
中山站周围冰山群的动向，在北京，及时调集
卫星监测冰山运动；在南极现场，则将利用无
人机对冰山进行精确测量，预防冰山给考察
队带来的各类危险。

中科院电工所中科院电工所

制备新型石墨烯基
碳硫正极材料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中科院电工研究所马衍伟团
队设计开发出一种具有多级次微观结构的新型石墨烯—多
孔碳球复合纳米材料。该碳复合材料兼具石墨烯纳米片和多
孔碳纳米球的优点，具有超高比表面积和大孔隙率。基于这
种碳纳米材料，电工所制备出了高性能锂硫电池正极。相关
成果发布于《材料化学》。

据介绍，从微观结构来看，这种碳复合材料以石墨烯纳
米片作为骨架，表面分散附着直径约为 200 纳米的碳球，其内
部含有主要为 1~3 纳米的多级次介微纳米多孔结构，共同构
成多级次的碳—碳复合纳米结构。

由于超高的比表面积和孔隙率，制备的碳硫复合正极即使
在大的硫负载率（74.5%）下，仍可发挥 1250 mAh g-1 的比容量

（0.2C）。在 2C 电流下循环充放电 450 次，容量保持率约为 98%。
这表明该研究提出的零维 & 二维多级次复合纳米结构设

计，发挥了石墨烯和多孔碳球的协同效应，有效地分散、限域硫
正极，提高了电化学活性、避免了硫的穿梭效应，为开发高容量、
长循环性能锂硫电池以及其他储能器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

阐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相互关系

本报讯（记者陆琦）日前，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
志云研究组以水资源保护与农业发展矛盾突出的北京密云
水库流域为对象，采用 InVEST 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法，定量研
究了流域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多种生
态系统服务的相互作用关系。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生
态学与环境科学前沿》杂志上。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改变了生态系统格局和过程，导
致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均衡供给。如何协调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之间，尤其是生态系统产品提供服务与调节服务的权衡关
系，既是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研究的难点，也是土地利用管理
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该研究发现，与土地利用现状相比，农业发展和河岸带
保护相结合的情景能同步提升生态系统水资源供给、水质净
化、土壤保持和农产品供给服务。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可以
有效协调生态系统产品提供和调节服务的权衡关系，促进区
域可持续发展。该研究为如何协调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之间的
权衡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理解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
的共同驱动因子，如植被恢复、农业发展；定量阐明生态系统
服务类型之间的权衡关系；识别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高值区
域，实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