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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脊椎动物清除
细胞病原体新策略

本报讯（记者郭爽）近日，美国传染病学会会刊《传染
病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云组
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揭示了脊椎动物防御和清
除细胞内病原体的新策略和效应分子，为深入解析细胞
囊泡化形成和调控的基础细胞生物学问题以及相关的生
理病理作用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线索，对于研发新的疾病
治疗策略和药物也具有实际应用的意义。

胞内细菌、病毒等细胞内感染病原体能够利用多种
策略适应以及改变宿主细胞的胞内环境，逃脱宿主的免
疫防御。外源性的化学物质如氯化铵和氯喹等可以通过
改变细胞内吞囊泡的酸化环境而抑制某些病毒和胞内寄
生虫的感染，但宿主细胞是否存在相应的防御策略、内源
性效应分子机器的身份以及调控网络一直是人们努力探
究的重要问题。

张云组前期从两栖动物大蹼铃蟾中发现了脊椎动物第
一个新型孔道形成蛋白和三叶因子复合物 betagam-
ma-CAT，并发现该内源性蛋白质机器具有刺激细胞囊泡化
形成的特性，在细胞内吞 / 溶酶体途径中形成膜通道并激活
炎症小体。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揭示该复合物具有调控细胞
内囊泡酸化环境的功能。在宿主免疫防御中，以细胞内病原
体单核增生李斯特菌为模型的研究表明，该蛋白质机器可以
限制李斯特菌从胞内囊泡的逃逸，同时激发细胞外排驱逐胞
内感染的病原体，有效抵御致死性的李斯特菌感染。

发现·进展

《医道·院士墙》展示大师精彩人生
本报讯（记者黄辛）由上海市科协与上海

电视台纪实频道联合摄制的 10 集专题人物
纪录片《医道·院士墙》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
道开播以来，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该片以
10 位医学领域的院士作为访问对象，讲述他
们所经历的一次最成功的手术或最难忘的研

究课题，从而展示这些院士精彩感人的传奇
故事和理想信念、为人之道。

《医道·院士墙》 研讨会日前在上海科
学会堂举办。《医道》制片人柳遐以及陈灏
珠和王恩多等院士在会上发言。

上海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建荣表

示，上海拥有医学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近 50 人，这些院士为我国医学事
业发展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们从医奋斗的
理想与信念，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医疗救助
事迹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瑰宝，也是后
人需要了解学习及传承的无价之宝。

“泛舟”太空的微型生命科学实验室
■本报记者 陆琦

在“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搭载的多项科学
载荷中，有这样一个生命“小立方”，在轨期间
它自动实施了多种细胞在轨共培养和分析，
进行了一次对中国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意义深
远的探索实践。

5 月 3 日，这个由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
教授邓玉林团队完全自主研制的“空间微流控
芯片生物培养与分析载荷”，完成全部实验任
务，实现了全部实验数据的下行传输，达到了预
定的任务目标，圆满完成了飞行搭载任务。

航天员健康研究的关键一步

随着中国空间站计划的逐步实施，中国
航天员长期在轨飞行将成为常态。研究表明，
长期的太空飞行，会导致航天员产生焦虑、抑
郁、失眠及大面积溃疡、免疫力低下等神经和
免疫系统问题。

“面对空间微重力、辐射、噪音和幽闭环
境等，关注航天员的生命健康，成为我国载人
航天领域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邓玉林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为此，他们立足在神经与免疫系统方面
多年的研究积累，经过反复论证，在本次飞行

搭载任务设计时将科学问题聚焦于空间环境
下的神经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针对复杂空间环境影响，研究人员通过精
巧设计，让神经细胞、胶质细胞和免疫细胞在微
流控细胞培养芯片上进行在轨共培养，并进行
自动在线分析。他们期望通过观察各种细胞在
空间环境下的形态变化和迁移情况，并检测培
养基中与细胞相互作用相关的神秘物质，了解
神经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和机制，
获得能够表征航天员身体健康状况的标志物。

“通过单次搭载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问
题都解决，还需要开展更加全面的地面研究，
并与地面研究进行对照。”邓玉林说，“空间搭
载在整个研究环节中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
的，这项研究对今后长期在轨飞行的航天员
健康保障意义重大。”

方寸空间探秘太空细胞新现象

简单来说，这个生命“小立方”是一个集
多细胞生物共培养、细胞影像分析、在轨在线
样品处理和生化分析以及遥操作自动化等多
项技术于一体的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平台。

“对神经细胞和免疫细胞进行共培养，并
自动在线开展相应的检测分析，即使是在地
面实验室中，实现起来都很困难，目前也没有

集成化的仪器。”北理工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晓
琼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这种培养必
须做到神经和免疫细胞‘共生不碰面’，而生
长环境却又要相互联系贯通，这实际上是在
一定程度上模拟人体中脑与外周免疫系统。”

而在培养之后实施的在线检测与分析，
不仅要检测两种细胞各自变化的“不同”，还
要检测其共同生长环境中的“相同”，这就是
所谓的神秘物质。“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将是
研究空间环境对航天员健康损伤的宝贵资
料，并服务于建立空间环境损伤的预警研究，
为长期载人飞行健康保障以及深空生命信息
探测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邓玉林说。

在空间完全自动化地实现复杂的生命科
学实验，并且还要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搭载要
求，这不仅要求项目团队具备较高的生命科
学研究能力和深厚的学术积累，还要具备极
高的研制载荷装置的工程实现能力。

李晓琼举例说，载荷中的两个用于观测的
小镜头，就是因为“天舟一号”提供的功耗有限，
使得镜头一再减少并修改，类似这样因搭载条
件而带来的技术困难和挑战可谓屡见不鲜。

面向中国空间站的超前部署

“最先进、最复杂的空间生命科学实验载

荷”———这是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天舟一号”
搭载项目研制总结评审会上，专家组给予北
理工的生命“小立方”的高度评价。

李晓琼告诉记者，这种巧妙的细胞共
培养和检测实验设计，也可以用于开展其
他不同细胞的相互作用研究，为空间生命
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先进的研究工
具和平台。

其实，北理工生命学院在空间生命科学
仪器研制方面，早已具有多年的研究积累。北
理工生命科学载荷曾先后于 2011 年和 2016
年搭乘“神八”和“长七”遨游太空。

“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此次是众多关键
技术的集大成，无论是载荷的集成与自动控
制、细胞在线监测在线分析还是实时数据传
输等各项技术，都是由团队成员通过自主创
新完成的。”北理工生命学院副研究员马宏深
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本次载荷项目来源于他们所承
担的 2012 年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
开发专项“空间多指标生物分析仪器开发及
应用”的研究成果。

邓玉林表示，这个专项一定意义上是为
中国载人空间站进行超前部署。“目前我们在

‘天舟一号’上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面向中
国空间站我们还将开展大量工作。”

5 月 6 日，为期两天的 2017 年广西柳州市青少年科学素质竞赛拉开帷
幕。1000 多名小选手分别在机器人竞赛、航模竞赛、未来工程师竞赛三大类
49 小项的项目中展开角逐。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简讯

中外专家齐聚
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本报讯 近日，中国工程院主办的“国际工
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农业航空技
术”在北京召开。此次大会主席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担任。

罗锡文指出，农业航空是现代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
志之一。罗锡文曾联合 30 位院士，从安全监
管、标准规范、科技创新、政策保证四个方面，
向国家提出关于《加快推进我国农业航空植
保产业创新发展》的建议。

此次论坛以“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促进农业
航空创新发展”为主题，其间还举办了“2017 世
界精准农业航空会议”。 （朱汉斌周志荣）

第三届广东院士高峰年会将召开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第三届广东院士高
峰年会媒体通气会获悉，由广东省佛山市人
民政府联合广东院士联谊会共同主办的第三
届广东院士高峰年会将于 5 月 12-14 日在佛
山举行。届时将有近 50 位院士出席高峰年
会，助力佛山创新驱动发展。

第三届广东院士高峰年会设置了“问计
院士———佛山市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战
略规划咨询会”、中国佛山知识产权运营国际
峰会等内容。 （朱汉斌叶青）

国内首家
CAR-T细胞治疗大楼落成

本报讯 日前，由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研究员李宗海融资
创立的中国首家 CAR-T 生物医药企业———
科济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启用了
严格按照国家食药监总局注射液 GMP 标准
建立的配备 3100 平方米细胞制备中心的生
物大楼。这标志着我国在实体瘤 CAR-T 细
胞治疗这一原创性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上迈
出实质性步伐。 （谭珊袁蕙芸黄辛）

大连理工教授
获第 21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本报讯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副
院长王正汹教授荣膺第 21 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

王正汹的研究领域是被称为“人造太阳”
的聚变能，从最初能够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
验堆计划研究，到担任其中的课题负责人，再
到现在担任磁约束核聚变重大专项项目首席
科学家，他在科研的求索路上从未停歇。

（刘万生杜佳张平媛）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陈纯：

联盟区块链的技术有四大难点
■本报记者 彭科峰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
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
用模式。广义来讲，区块链技术是利用块链
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
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
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
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
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

计算范式。
在日前举办的 2017 全球区块链金融峰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陈纯向
记者表示，经过三个阶段的演进，目前区块链
技术已经进入联盟区块链的阶段，“但联盟区
块链的技术还有四大难点需要克服”。

陈纯认为，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时段是
在 2009 年，代表产品就是比特币。但在性能
指标方面，比特币是非常低频的，每秒交易 7
笔。2013 年是第二个阶段，以太坊为标志。这

是一种以智能核验为核心技术、交易额每秒
可达几百笔的区块链平台。2015 年，区块链技
术进入联盟区块链的阶段，杭州趣链科技有
限公司是联盟链的代表，现在可以做到每秒
几千笔甚至上万笔交易。

但是，联盟区块链的技术有高性能、高可
用、安全隐私、可编程等四大难点需要克服。
陈纯说，“高性能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是
多节点，区块链是价值互联网，大家都连在一
起，我们要有高性能的共识算法的设计，否则

会延时很厉害。第二个就是节点之间智能合
约的执行引擎，这方面也很重要。”

“第二是要高可用。开始的时候，可能有
500 个节点，之后如果有企业要申请加入，或
者原有企业要退出，这时候要允许动态成员
动态准入。同时，我们还要有节点的快速恢复
技术。”陈纯表示。

在安全隐私方面，陈纯认为，需要对业务
数据进行隐私保护，比如健康的数据、金融的
数据都要有隐私保护。

“在可编程方面，每一个节点的用户，每
个企业要加进去，都要有一个智能合约，我们
通用的语言采用简单的语言，或者提供功能
越多的语言更好。”陈纯表示，联盟区块链从
2015 年发展到现在，要想实现大规模的应用
或者是企业高频应用，都需要在这四个点上
有技术突破。

视点 河钢集团河钢集团

顶级钢板助C919起飞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任凯）5 月 5 日，我国自主

研制的 Ｃ919 大型客机首次起飞成功。当天，记者从河钢
集团获悉，在大飞机制造项目中，河钢集团旗下舞钢公司
自主研发的 2348 吨 390mm 大厚度 20MnNiMo 电渣钢板
成功用于大飞机项目的核心设备———世界最大的 8 万吨
模锻压机制造。

这台总高 42 米、总重 2.2 万吨的世界最大模锻压机，
最大模锻压制力可达 1000MN，压机尺寸、整体质量和最大
单件重量均为世界之首，仅用 3 分半钟便可制作一个飞机起
落架。该大压机承载机架所用的顶级钢板全部由河钢舞钢生
产制造。钢板共计 80 块、重 2348 吨。

该钢板对内部致密度、纯洁度、机械性能及平直度等
要求极高，再加上钢板大单重、大厚度的特点，属于国内空
白品种。产品各项性能均超出国外同类产品标准，完全能
够满足使用要求，价格远远低于同类进口产品。

中科院植物所中科院植物所

发现大豆种子大小变异
调控与进化机制

本报讯（记者丁佳）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
悉，该所研究员贺超英研究组首次发现，一种 WRKY 转录
因子基因可能参与调控大豆种子大小，为解析大豆种子大小
的遗传变异基础及理解大豆驯化过程和机制提供了新的思
路。该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实验植物学杂志》。

研究人员发现，位于种子大小相关的位点区间内的
SoyWRKY15a 基因在栽培大豆和野大豆间存在差异表
达。群体分析表明，该基因在栽培大豆中的位点和野大豆
中的位点编码区序列完全一致，但前者在果实中的表达量
显著高于后者，且后者的表达量和调控区单倍型变异均与
种子大小显著相关，暗示其可调控种子大小。进一步分析
发现，SoyWRKY15a 的 5′非翻译区中 CT 的重复数目变
异影响了它的表达量，而该调控区单倍型的变异式样则表
明该基因很可能与大豆的驯化有关。

据了解，栽培大豆由野大豆驯化而来。在这一驯化过
程中大豆种子显著变大，但目前人们对造成这一差异的遗
传变异了解得不多。

学术·会议

中国食品制造技术与轻工工程科技论坛召开

院士专家共议大健康、食品热点话题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通讯员李亮）5 月 8

日，以“促进轻工行业结构调整，创新中国食品
制造技术，推动大健康食品产业发展”为主题的

“中国食品制造技术与轻工工程科技高端论坛”
在大连工业大学召开。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刘旭、
大连市副市长温学琼等出席，国内食品产业和

轻工领域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会议指出，中国工程院于 2016 年启动了

“食品制造技术及发展战略研究”重点咨询项
目，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食品制造技术及发展战
略研究报告”框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蓓薇等
16 位专家就中国食品产业发展趋势、食品营养

与功能、食品制造新技术、食品安全检测等热点
话题作了报告。

此次论坛是中国工程院主办的第 248 场
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由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
纺工程学部、大连工业大学国家海洋食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首次从水稻中鉴定出
新型生物硝化抑制剂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施卫明课题组利
用自我创制的根系分泌物原位收集系统和 GC-MS 分离鉴
定技术，通过测定 19 个籼稻、粳稻品种的根系分泌物活性，
首次从水稻中鉴定到一种新型的生物硝化抑制剂（BNIs）
———1,9- 癸二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新植物学家》，并得
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工作为水稻遗传 / 育种
和稻田氮肥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切入点。

硝化作用是农田氮素转化的主要途径，与氮素损失和利
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维持氮素以 NH4

+的形式存在是提高
作物氮素利用率的关键之一。由于合成硝化抑制剂价格昂
贵，在不同土壤类型中性能不稳定，而且存在生态环境和食
品的安全隐患等，开发植物源的 BNIs 显得十分必要。

施卫明课题组研究发现，1,9- 癸二醇主要通过抑制氨
单加氧酶过程来抑制硝化作用，并明确了其是水稻根系分
泌的天然物质，对潮灰土的硝化作用有显著抑制效应，抑
制效应显著大于目前农牧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双氰胺。进
一步通过 19 个水稻品种 15N 同位素标记实验，揭示了生
物硝化抑制效应、1,9- 癸二醇含量与水稻品种氮吸收利用
效率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该研究对于深化植物—微生物互作调控土壤氮素转
化、提高作物氮素利用率、减少氮素流失和温室气体排放、
指导氮肥减施增效、实现化肥氮零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应用价值。 （柯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