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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雪芹）浙江大学农学院
昆虫科学研究所王晓伟团队发现，给予番茄
致命一击的植物双生病毒会借助其媒介昆
虫———烟粉虱的繁衍，使传播力倍增。这是
科学界第一次发现植物病毒经卵传播与介
体昆虫的发育阶段是否有着密切关系。相关
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
刊》。

近 30 年间，一种双生病毒即番茄黄曲
叶病毒借力烟粉虱，已入侵到全球 50 多个
国家，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危害。通过带毒
烟粉虱取食植物，把病毒传播到健康植株，
是科学家公认的双生病毒传播途径。不过，
也有多位科学家提出，病毒是否会在烟粉虱

“母婴”间垂直传播呢？然而，大部分研究并
不支持带毒烟粉虱可以通过卵把双生病毒
传给自己的后代成虫。

5 年前，王晓伟课题组的博士生卫静设
计了一项实验，培育不同虫龄的烟粉虱成
虫，观察其后代的带毒情况。实验结果令人
吃惊：在不同阶段，病毒“卵传”情况存在很
大差异。

“烟粉虱成虫的生命周期是 30 天左右。”
王晓伟说，“到烟粉虱雌性成虫长到第 10 天左
右时，它们产下的卵也‘自带’病毒。”虽然刚孵
化出的烟粉虱雌性成虫也能产卵，但它们的后
代几乎不带毒。“只有已怀有大量成熟卵子的
成虫才能高效垂直传播病毒。”也就是说，部分
烟粉虱的幼虫从孵化第一天起，就是带毒的

“杀手”。
王晓伟表示，病毒经卵传播这一“秘密通

道”显著增强了病毒传播和扩散的效率，“可能
是番茄黄曲叶病毒近 30 年来在全球快速入侵
并造成严重危害的重要机制之一”。

研究发现植物病毒传播秘密通道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科学家通过使用单细
胞转录组测序技术，完成了超过 5000 个 T 细胞
的测序数据积累与分析。这是国际上迄今为止针
对 T 细胞的最大规模研究。此项研究由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BIOPIC 中心、北大—清华生命科
学联合中心张泽民研究组等联合完成，相关成果
6 月 16 日在线发表于《细胞》杂志。

基于人体免疫系统保护机体不受疾病侵袭
的屏障功能，国内外肿瘤免疫治疗发展迅猛，被
认为是继手术、放射治疗、靶向治疗之后，对肿瘤
有明确效果的又一重要治疗方法。尤其是新兴的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基于“唤醒”杀伤性 CD8 T
细胞或者抑制抑制性 T 细胞来实施治疗，为癌症
这一曾经的“不治之症”带来了彻底治愈的曙光。

最新研究发现，癌组织中能识别肿瘤、克隆
自身的杀伤性 T 细胞大部分都被癌组织招安或
驯化，变成了“缴械部队”耗竭性 T 细胞。这一发

现从单细胞水平揭示了肝细胞癌中杀伤性 T 细
胞存在却没有杀死肿瘤的原因。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缴械部队”耗竭性 T 细
胞和“内奸部队”抑制性 T 细胞有共同的 TCR
标志，佐证了耗竭 T 细胞向抑制性 T 细胞发展
的模型。这表明在肿瘤环境中，本应“杀敌”的杀
伤性 T 细胞不但不工作，还有可能被诱导成抑制
性 T 细胞，从而进一步抑制其他正常的杀伤性 T
细胞的功能。

张泽民表示，该研究探索了 T 细胞亚群的
分布、分类、分化及功能特征，并且首次对肝癌 T
细胞的免疫图谱做出了完整的刻画。更重要的
是，该项工作是国际上首次专门针对肿瘤相关 T
细胞的单细胞组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生物
信息资源，为从多角度理解 T 细胞在癌症中的作
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对其他肿瘤开展类似研究提
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科学家揭示 细胞免疫特质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出炉
中国排名上升 3 位

新华社电（记者王宾、姜辰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日前联合发布 2017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国际排名从 2016 年的 25 位升至
22 位，成为唯一进入前 25 名集团的中等收入国家。专
家表示，这一成绩得益于创新驱动发展政策导向的结
果，显示出中国“令人惊艳的创新表现”。

据了解，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通过 81 项指标，
对全球 127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可衡量成果进行
了评估。“在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全球经济中，创新
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但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助力人类
创造活动和经济产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
朗西斯·高锐表示，“创新有助于将当前的经济上行
趋势转化为长期的增长。”

报告显示，中国是唯一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创新
差距不断缩小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成功跻身全球
创新领导者行列。在七大类指标中，中国在制度、人
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
出等五大类方面均有所提升。

“中国的排名上升正是创新驱动发展政策导向的
结果。”武汉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所长、湖北
省法学会竞争法学研究会会长宁立志表示，针对现阶
段国家创新发展特征，下一步我国应着力加强基础研
究领域的投入及相关人才的培养和保护，提升前沿领
域和新型业态领域核心技术的产出量和拥有量。同时
改善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申请、审查和授权等相关制度，
使得知识产权的拥有量与实际竞争力基本相符。

本报讯（记者陆琦）6 月 15 日，继 2016 年
完成“张謇”号科考船的建造并投入使用后，
上海彩虹鱼海洋科技股份公司在沪启动“深
渊极客”号极地科考探险船项目。“深渊极客”
号将是我国首例由民营企业投资建造的极地
科考探险船，旨在推动我国极地科考研究工
作并带动极地海洋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据介绍，“深渊极客”号船长 95 米，型阔
17 米、型深 8 米，最大吃水深度 4.95 米，设计
吃水排水量 5000 吨，最大航速 15 节，续航能
力 8000 海里，自持力 60 天，载员 75 人，满足

无限航区要求，具备全球航行能力。其设计符
合 B 类极地规则，达到极地冰级 6 级，在浮
冰、积冰条件下正常工作，最高公海蒲氏风级
12 级及下降风 100 节条件下可安全工作。

除了具有极地破冰能力，“深渊极客”号
还将配备自主研制的无人、载人深潜器，包括
11000 米潜水器、4500 米潜水器、100 米潜水
器及多种水上交通工具，从而弥补目前极地
海域下潜科考作业不足的难题。

此次彩虹鱼公司和世界顶级造船企业之
一 ———荷兰达门船厂合作建造“深渊极客”

号，意在通过这种互联互通的联合造船、联合
科考方式，真正实现在将国际先进海洋科技

“引进来”的同时，使覆盖“深海远海极地”的
中国深海科技服务能够“走出去”。

据悉，整个项目的详细设计将于 2017 年
内完成，计划 2018 年年初开工建造，2021 年
初投入运营，为从事海洋研究的高校、企事业
单位提供一体化的覆盖全海域、全海深的深
海科技服务。届时，继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
601”的极地“航空时代”之后，我国将迎来崭
新的“深渊极客”的极地“深海时代”。

1203 公里的纠缠
———中国量子卫星实现千公里量子纠缠分发

本报讯（记者丁佳）6 月 15 日上午 11 时 00 分，
我国首颗大型 X 射线天文卫星———硬 X 射线调制
望远镜“慧眼”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6 月 16 日 10 时
46 分 25 秒，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属的中
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喀什站在第 16 圈次成功跟踪、接
收到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的首轨下行数据，并
将所接收的卫星数据实时传送至中科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空间科学任务大厅。

卫星首轨任务时长 4 分 55 秒，接收数据量约
2.1GB，密云站和三亚站也同时成功实现了硬 X 射
线调制望远镜卫星的信号跟踪。接收到的数据显
示，高能 D 模块粒子监视器和空间环境监测器开
机工作，有效载荷监视正常、卫星数据质量良好。
目前，首轨数据产品已分发至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

未来 5 天，“慧眼”的其他有效载荷将陆续开机
工作。卫星在经历为期 5 个月的在轨测试和标定
后，将正式进入在轨运行阶段，实现宽波段、大视
场、大有效面积的 X 射线空间观测，从而推动我国
在国际竞争激烈的高能天体物理观测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

据了解，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是由国防
科工局和中科院联合组织实施的空间科学项目，
于 2011 年 3 月正式立项实施，由国家民用航天科
研经费和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共同支持，是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发射的第四颗卫星。其中，中科
院作为用户部门，负责卫星地面应用系统的建设
和运行，同时负责有效载荷研制。中科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遥感地球所和高能所分别负责地面应
用系统建设及卫星数据接收、处理、分发和科学应
用。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是继暗物质粒子探测
卫星“悟空”、实践十号卫星和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之后，我国地面应用 / 支撑系统保障服务领域
的第四颗空间科学卫星任务，为科学目标的实现和
科学成果的产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慧眼”获首批数据

■本报记者 丁佳

6 月 16 日，一双红色的“筷子”出现在美国
《科学》杂志的封面上。正是这双“筷子”，将量
子纠缠分发的世界纪录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近日，由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潘建伟及其同事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
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组、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家天文
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在中科
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支持下，利用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功
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鬼魅般的“心灵感应”

量子纠缠，是指两个或多个粒子共同组成
的一种量子状态。理论上，无论这些粒子之间
相隔多远，只要一个粒子发生变化，另外的粒

子也会即刻“感知”并随之发生变化。这被称为
量子力学的非定域性。

量子纠缠所体现的非定域性是量子力学
最神奇的现象之一。爱因斯坦将这种现象比喻
成“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不仅是爱因斯坦，全球相关领域的科学家
都为之着迷不已。因为如果能把制备好的两个
纠缠粒子分别发送到相距很远的两个点，通过
观察两个点的统计测量结果，就可以验证量子
力学非定域性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通过量子
纠缠所建立起来的量子信道不可破译，将是未
来保密通信的“终极武器”。

但是，量子纠缠也非常脆弱，用传统的方
法进行分发，会随着光子在光纤内或者地表大
气中的传输距离而衰减。潘建伟粗略地测算
过，使用光纤进行量子分发，传输百公里距离，
损耗已达 99%；传输上千公里的距离，每送 1 个
光子大约需要 3 万年，“这就完全丧失了通信的
意义”。

因此，目前量子纠缠分发实验一直停留在
百公里的距离。量子纠缠“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在更远的距离上是否仍然存在？会不会受到引
力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科学家的好奇心，让潘
建伟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让潘建伟疯狂一下吧”

理论上，有两种途径可以扩展量子纠缠分发
的距离。一种是量子中继，也就是用“接力跑”的
方式进行信息传输。然而，潘建伟坦言，他的团队
研究这个方向已经十几年了，但受到量子存储寿
命和读出效率等因素的严重制约，量子中继一直
无法实际应用于远程量子纠缠分发。

“另一种办法就是利用卫星，光子在真空
中可以无障碍传输，进入大气层后，也只有 10
公里左右的距离，整个信道的损耗小，用这个
办法进行量子通信，比在空气、光纤中都可
行。”潘建伟说，“结合卫星的帮助，有望在全球

尺度上实现超远距离的量子纠缠分发。”
2003 年，潘建伟向中科院提出了利用卫星

实现远距离量子纠缠分发的方案。这个闻所未
闻的想法在中科院内并不是没有质疑的声音，
但当时的中科院领导经过思索，还是咬牙批了
下来，给了潘建伟团队 100 多万元，决定给科学
家一个机会，让他们“疯狂一下”。

2005 年，13 公里；2010 年，16 公里……潘
建伟团队将自由空间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的距
离一点点拉长。直到 2011 年年底，他们迎来了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
专项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正式立项。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工程常务副总师兼卫星系统总指挥王建
宇也在这时与潘建伟团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做
工程出身的他，最初也被潘建伟的想法“吓了
一跳”。但科学和工程团队精诚合作，克服了种
种困难，最终研制成功了“墨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 （下转第 2版）

本报讯（记者胡璇子）6 月 17 日，由中国科技新
闻学会和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的 2017 中国渔业
科技传播论坛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理事长宋南平在致辞中指
出，论坛旨在为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和渔业
领域的工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内容有三部分：一是
交流如何做好科技新闻宣传和传播；二是解读“一
带一路”重大战略部署的愿景；三是解读国家渔业
发展规划，增加媒体记者的渔业专业知识。

中国记协原党组书记翟惠生作了题为《如何做
好科技传播》的报告。他表示，论坛的举办是内容与
渠道的一次融合。科技记者要“通俗而不追俗”，认真
做好内容。他认为，科技记者要紧盯从起点到终点的
过程，“深耕细作”从养殖捕捞到餐桌各环节的渔业
新闻报道。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报社
社长兼总编辑陈鹏作了《媒体融合和科学传播》的
报告。他认为，媒体融合是一个新难题，科学传播
是一个老难题，当媒体融合遇上科学传播更是难
上加难，但大家应该迎难而上。在人人都是总编
辑、跨界表达成为主流、手段更强势、内容被弱化
的情况下，做好科学传播归根到底还是要从内容
上作好规划。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作了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愿景》的报告；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院长崔利峰作了《解读“十三五”渔业科
技发展规划》的报告；武汉合缘绿色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邓书东讲解了虾稻共生的原理及应
用。

2017中国渔业
科技传播论坛举办

去年 5 月 30 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科技三会”的讲
话中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位置。

创新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呢？我认为，只有站在巨人肩膀
上，才能有所创新。因此，科学普
及的本质之一就是要激发全民
创新的热情，其中很重要的一
点是创新教育。

在整个经济链条中，最前
端 20%的产品会得到 80%的利
润，而落后产品的效益很少，这
就是长尾效益。中国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市场，过去曾想通过
让出市场换来技术。事实证明，
一流技术是买不来的。而且，随
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普及和技术
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我们过
去擅长的模仿也没有了空间。
所以，要继续高速发展，只有创
新这一条路。

实际上，我国已经具备了
跳跃式发展的基本条件：拥有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世界上最多

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梯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师
发展摇篮，还有大量的科研投入。

我国的创新能力指数目前排在全世界第 19
名，前五名是美国、日本、瑞士、韩国和以色列。这 5
个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共同点是科普能力
强。美国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利益的关
键投资，是赢得未来的第一步，要鼓励创新就要做
到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每个人的知识储备都应该是四面体，如工程师
除了工程方面的技能，还需要科学、人文和艺术的
支撑。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不见得就能创新创造。创
新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培养年轻
人创新的素质要从创新教育开始，引导、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的素质。

现在的教育，其目的已经不像韩愈在《师说》里
讲的“传道授业解惑”。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学校不可能传授所有的知识，所有人都需要终身学
习。那么，大学不以传授知识为第一要务，其主要任
务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
创新的能力，包括好奇心、激情、思维方式、想象力、
联想力、思辩力、坚持的能力，等等。

一个人广泛的知识储备会为未来的创新创
造储备能量。大学生也需要不断科普，使自己的
知识更广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中国的未来
发展和科学创新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陈欢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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