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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陈迪、王婷）近日，大连
化物所研究员朴海龙带领生物分子功能研究团队与美
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 Li Ma 团队合作，揭示了癌
症转移中长非编码 RNA-Malat1 的生物分子功能及分
子机制。相关研究发表于《自然—遗传》杂志上。

癌症转移是癌细胞从原发部位，经淋巴道、血管或体
腔等途径，到达其他部位继续生长的过程，转移分子机制
错综复杂。癌症转移往往是癌症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

Malat1 全称为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子 1，其 RNA
可抑制小鼠乳腺癌转移。此前，这种长非编码 RNA 一直
被认为是癌症转移过程的启动子。

科研人员经过六年多的研究，通过高度严谨的分子
遗传学方法，发现了 Malat1 另外一个令人意外的转移抑
制功能。这项研究颠覆了之前对 Malat1 研究的结论，提
出与 Malat1 相关信号途径对于治疗癌症具有重大意义
和潜在价值，该类药物的研发还需进一步临床验证。

此外，研究团队揭示了 Malat1 在多种体内模型中具
有转移抑制功能，这也为更好地理解长非编码 RNAs 提
出一个新理念。

相关论文信息：

生物分子功能研究
取得新进展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

发现·进展

简讯

第十三届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召开

本报讯 11 月 7 日 -10 日，中国免疫学会第十三届
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免疫学会理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田志刚表示，过去 30 年中国免疫学
快速发展，目前学会会员已突破 1 万人，学会英文会刊
CMI 影响因子达到 7.55。

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表示，免疫
学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国际上有较高学术地位的学科
之一，我国免疫学的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在大幅提升，有
的成果填补了国际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第十七届国际
免疫学大会将于 2019 年首次在中国召开。

活动期间，第八届中国免疫学会学术奖公布，终身成
就奖授予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卜叶）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拉力赛在佛山启动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以
下简称“国创中心”）主办的 2018 NEVTIR-FC 新能源
汽车技术（燃料电池）创新拉力赛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启动。此次赛事将推动更多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南海
区实现产业化。

据悉，国创中心是科技部推动建设的第二个国家
级技术创新中心，也是首个国家级汽车行业技术创新
中心。 （朱汉斌）

金东寒担任国际内燃机学会主席

本报讯 日前，国际内燃机学会（CIMAC）秋季董事
会和理事会先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经董事会推荐、
理事会投票表决，一致推举 CIMAC 副主席、中国内燃机
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大学党委书记兼校
长金东寒为新一届主席。这是该组织成立近七十年以
来，首次由中国人担任主席职务。

金东寒长期从事新型发动机及其动力系统研究与
应用开发，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并在重大工程中
得到应用，是我国该领域的开拓者。 （黄辛）

拟态防御网络设备亮相世界互联网大会

本报讯 日前，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基于网络空间拟态防御
理论开发的成套网络设备和系统引起高度关注。

十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邬江兴受生物拟态现象启迪，带领团
队开始研发拟态计算机。在此基础上，研发团队提出了
一整套独创的具有内生性安全效应的拟态防御理论。

今年 5 月，在首届“强网”拟态防御国际精英挑战赛
上，由多国顶尖“白帽黑客”组成的 22 支战队，对世界首
套拟态防御网络设备和系统展开了 50 余万次全方位、
高强度的攻击测试，无一成功得手。 （史俊庭）

本报讯（记者赵利利）“电池存在危险性，
我们对于电动汽车里程‘随心所欲’的提高应
该进行制约。”11 月 8 日，在参加 2018 第三届
动力电池应用国际峰会（CBIS2018）时，中国
工程院院士、化学专家杨裕生如此表示。

杨裕生提出：“电动汽车的主要矛盾是安
全性和里程的对立。安全性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里程是次要方面，不可颠倒。如果不分清
楚，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搞错了，就
会走弯路。主要矛盾反映在电池上，是危险性
与比能量的矛盾。电池的危险性决定了电动汽
车里程不能随心所欲地提高。”

“我讲的‘随心所欲地提高’是指政策将补
贴与电动车续航里程挂钩，诱导续航里程从 200
公里提向 300 公里、400 公里，将来还想冲击
500 公里。为达此目的必然要将三元锂离子电池
中镍钴锰的比例不断地从 333 发展为 523、622，

乃至 811，随心所欲地不顾安全性。”杨裕生说。
杨裕生认为，长里程纯电动汽车的发展存

在五大“焦虑”：里程焦虑、安全焦虑、充电焦
虑、价格焦虑、电池焦虑。

所谓里程焦虑，就是指为保证续航里程，
电动车需要多带电池，而电池多了车身就重、
耗电就多，加之夏天、冬天空调耗电，进一步促
使里程严重缩短。

电池多，同时要求电池的比能量高，这使
得电动车危险性增大，造成燃烧爆炸事故多
发，形成了安全焦虑。

电动车大量投入市场后，必然要求较大密
度的充电桩，而这既费钱又占地，还很难符合
要求，成为充电焦虑。

电池用量大了，电动车的价格就高，与燃
油车相比，其竞争力就低，这是价格焦虑。

而因为电动车电池的寿命短于整车，第一

套电池有补贴，第二、第三套电池就要用户自
己花钱，是谓电池焦虑。

“由此可见，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杨裕生说。

“如果电池还不成熟就把它大量用在汽车
上，就会出问题。”杨裕生表示，“电池的真正进
步才能推动电动汽车水平的提高，冒进就要吃
苦头。”因此，他认为，要按电池发展水平来做
电动汽车。

杨裕生强调，电动汽车必须安全第一，因此
电池的安全性一定要高。目前来看，磷酸铁锂电
池的安全性要好于三元锂电池。但有网友认为
近年来频发的电动汽车爆燃事故中也有使用磷
酸铁锂电池的电动汽车，所以，磷酸铁锂电池和
三元锂电池两者同样存在安全性问题。

当记者就此观点求证杨裕生时，他表示：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杨裕生认为，安全性是指事故发生的概
率。现在三元锂电池与磷酸铁锂电池的用量基
本相当，而发生燃烧事故的概率大约是 10 比
1，这就表明两种电池的安全性有显著差别，

“这主要是由于三元锂电池的热失控温度远低
于磷酸铁锂电池”。

“当然，车子的爆燃事故，除了与电池正极
材料有关，还与电池的生产工艺水平、企业管
理水平等有关系。所以磷酸铁锂电池也有发生
事故的某种概率。”杨裕生补充道。

此外，有人将锂硫电池称为下一代动力电
池。杨裕生对此表示，锂硫电池理论比能量高，
但不能片面地以比能量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
锂硫电池存在安全性低、体积比能量低、放电
倍率低、能量转换率低、循环次数低的问题，

“这‘五低’问题真正解决之后才能用到车上，
还要做很大努力”。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看着 100 亩湖水里膘肥体大、活力四射的
螃蟹，常建华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他估
计，今年一只成蟹足有 3.5 两重，预计成蟹总
产量 2 万斤，产值可达 450 万元。

常建华是苏州昆山市巴城湖镇大闸蟹养
殖大户，他的“常氏大闸蟹”远近闻名。但养殖
初期的“灾难”他仍记忆犹新：低温寒潮、持续
高温、暴雨台风过后，螃蟹四处逃散、死蟹遍
地，损失惨重。

一切从 2007 年发生了改变，苏州气象局
建立了“区—村—镇”三级气象信息服务网络
和专家联盟。常建华在灾害前 10 天，每天都能
收到气象预报和避灾技术指导。“迄今为止，再
也没发生过一次因气象灾害引起的严重损
失。”他说。

科技助力：与灾害“赛跑”

江苏省濒江临海，台风、洪涝和高温等气
象灾害多发。一次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养殖
户损失惨重。 养殖户能提前收到所处区域的
灾情预警预报信息，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

“看清灾害来源及发生路径是基础。”江苏
省气象局观测处处长李崇志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目前，当地已初步建成较为先进的综
合观测网，由 9 部多普勒天气雷达形成覆盖全
省的监测网，每 6 分钟可获取一次监测数据；
1850 个自动气象观测站，可进行分钟级气象
要素观测。

此外，风廓线雷达、微波辐射计、闪电定位
仪等各类新型探测设备像一只只侦探的眼睛，
紧盯气象灾情变化。

摸清灾情后，就要进行快速预警预报。
今年 1 月，连续数天“过膝雪”变“一夜雪

无”的奇迹让南京成了网红。这要归功于气象
预报员和先进的技术与预报手段。

1 月 25 日、26 日是江苏省原定“两会”开
幕的日子，21 日，雷达图上的一大团强降雪云
系引起了预报员们的关注。

“我们当时预估这次强降雪的势头可能更
猛，立刻启动短临天气预报系统。”江苏省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韩桂荣指着当时的雷达图回忆道。

通过从各个站点获得的气象数据，进行无
缝隙精细化数值预报，气象部门准确地知道降
雪时间、程度及影响范围，为及时清理雪障留
足时间，确保“两会”顺利开幕。

为农服务：气象传播更快更准

淮安市金湖县的殷成忠拥有 80 亩甲鱼养
殖基地，因他养殖的甲鱼品质好、销量大，人称

“甲鱼王子”。
“甲鱼就怕暴雨”，有十几年养殖经验的殷

成忠深知气象信息和预警预报的重要性，“暴雨
来临前，气象信息微信群会发送未来几天的天
气信息，我们及时把水塘进水闸口封闭起来、加
固防逃网或提前降水位，损失就能大大减少”。

殷成忠口中的“气象信息微信群”就是江
苏为解决气象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
措施。“现在气象预警预报更准确、可靠，但关
键环节还在于将预警信息快速传播给老百姓，
抢占防灾减灾主动权。”金湖县气象局局长邹
霁告诉记者。

今年 5 月，江苏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
老百姓“收得到”。金湖县在此平台基础上，自
主建立了县级预警平台，实现一键式“秒发”气
象信息短信。此外，气象信息员还与种养大户、
农民合作社建立联系，对接需求，走村串户通
知到人，开展“互动式”“直通式”以及“农业气
象专家联盟”等有针对性的气象预警服务。

气象志愿者漆莹美可以说是殷成忠的专
职气象信息员，一收到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预警信息，漆莹美马上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将
气象信息，以及可能发生的灾害及程度告知
殷成忠。同时，农业气象专家也会提供专业技
术指导。

“过去，村口只有一个破旧的大喇叭，声音
也不是很响。现在有了微信群和专职信息员，我
们能更快更直接地获得气象信息，2000 年以来，
我的甲鱼养殖没发生过大的损失。”殷成忠说。

气象科普：融入城市的“窗口”

在南京玄武区北极阁山上，北极阁气象博
物馆坐落于此。漫行山中，中华数千年的灿烂
气象文明史与自然融为一体，参观者丰富知识
的同时，也感受到气象科学的魅力。

“气象信息是否正确有效地被社会使用，
气象科普将起到关键作用。”在苏州市相城区
气象局局长孙首华看来，如果说气象信息及时
发布是气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气象科
普是公共气象服务的“最后一米”。

走进苏州市（相城）科普园，“二十四节气”
长廊、“风霜雨雪”甲骨文石刻、气象知识匾额
楹联等，都能让人感受到气象与苏州人文历史
间的渊源。

科普园运用气象大数据、数值模拟、多媒
体等技术手段展示气象科学知识，利用 3D 技
术，打破了时空界限。

“通过了解苏州独特的气象科普知识，感
知城市的四季冷暖，我们对这个城市更有认同
感和归属感。”市民金小花表示。

为民增加“隐形财富”
———江苏省气象科技服务纪实

本报讯（记者丁佳）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获悉，国际期刊《土地利用政策》近日发表了
该所副研究员陈明星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研究回顾了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发布背景，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内涵的
科学认知框架：人本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协同性。

研究人员以安徽省为典型案例，该省发布了新型城
镇化发展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等，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
降低城市落户门槛条件，探索多元化新型城镇化发展模
式，建设合肥都市圈，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定居等。

研究发现，安徽新型城镇化的实践与目标有一定差
距。陈明星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应着
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然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房
价快速攀升，高房价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的重要
阻碍因素。“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不断上涨，市民化难度增
加，这并不只是安徽省所面临的挑战。”

因此研究人员提出，新型城镇化改革与实践使得农民
工进城的制度成本下降，却产生了非规划预期的高昂经济
成本。高房价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规划及其顺利实施的重
要因素，也很可能损害中国高质量新型城镇化的前景。

相关论文信息：

提出制约新型城镇化
规划实施的重要因素

中科院地理所

为应对“双十一”，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开发区快递产业园内一家快递公司的分拣中心使用机
器人分拣快递。据介绍，这些机器人每小时能分拣上万件包裹，承担该分拣中心每天约 75%的分
拣任务。 王彪摄（新华社发）

本报讯（见习记者任芳
言）“分子设计育种中涉及到
的研究都很复杂，育种改良
周期也很长，因此更需要注
重知识产权保护。”日前在京
召开的中国科技与经济融合
论坛“分子设计育种发展与
未来”会议上，中科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
所所长、中科院院士韩斌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性状都是由基因决定
的，用基因组学技术辅助育
种，能加速产品的更新换
代。”韩斌说。在他看来，正因
育种工作的科技含量越来越
高，相应技术、专利等知识产
权的保护更应引起重视。

“国外种业公司非常看
重知识产权保护，我们传统
的育种工作注重性状，育种
家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农科
所，涉及到产权保护的时候，
难度就比较大。这是以后与
外国企业竞争的时候，需要
注意的地方。”韩斌表示。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
科院院士张启发表示：“近年来专利数量上升得
很快，主要还是靠国家项目支持。今天论坛上各
位专家的演讲，基本上每一个 PPT 都可以申请
一个专利。目前大的种业公司在行业中是缺位
的，需要有人把这些专利集成、系统化。”

据悉，百余位科学家与企业代表在此次会
议上共同探讨了我国未来种业需求及分子设
计育种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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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

不能随心所欲提高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视点

中国参与 IPCC 30 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潘希）日前，“中国参与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30 周年”纪念
活动在京举行。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30 年
来，我国共有 148 位科学家当选为 IPCC 作
者，近千位科学家参与了 IPCC 评估报告编
写和评审。

该活动由中国气象局、生态环境部、外交
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主
办，总结宣传了我国政府和科学家参与国际
气候变化评估的历程及贡献。

中国是最早参与 IPCC 工作的国家之一。
自评估报告启动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报告

编写进程，广泛组织专家参与报告编写和政府
评审，充分反映中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
和原则，在 IPCC 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自 IPCC 第 3 次评估报告起，中国工程
院院士丁一汇、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和中
国气象局研究员翟盘茂连续担任 IPCC 主席
团核心成员及 IPCC 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中国专家在 IPCC 报告中担任主要作者的人
数大幅提高，文献引用率也显著增加。

30 年来，IPCC 发布的气候变化科学评
估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认识气候变化问题、
推进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建设的科学基础。

IPCC 第 6 次评估报告于 2015 年正式启
动，计划于 2022 年全部完成。该报告完成
时，将是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的关键
时期。IPCC 报告的结论将为推动建设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提供重
要支撑。目前，第 6 次评估报告的第一份产品

“全球 1.5℃增暖”特别报告已于今年 10 月发
布，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他报告将于
2019~2022 年陆续发布。

IPCC 于 1988 年创立，主要任务是在全
世界公开发表的文献基础上，系统评估气候
变化研究科学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