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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要做实做好“两篇文章”

院士之声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8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周天军团队在《自然—通讯》在
线发表文章，揭示了全球陆地季风区极端降水
随不同全球增温阈值的变化，指出若全球增温
控制在 1.5 摄氏度，较之 2 摄氏度温升目标，将
能显著减少对“危险”极端降水事件的暴露度。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大会通过《巴黎协定》，正式将“2 摄氏度
温升目标”纳入大会成果，并提出“力争把温升
目标控制在较工业革命前上升 1.5 摄氏度以
内”。较之 2 摄氏度温升目标，1.5 摄氏度温升
所能够避免的气象灾害风险和减小的影响，成
为迫切需要国际科学界回答的问题。

利 用 参 加 第 五 次 耦 合 模 式 比 较 计 划
（CMIP5）的多模式气候预估数据，结合不同共享

社会经济路径（SSP）下的人口预估数据，研究团
队探讨了从 1.5 摄氏度到 2 摄氏度、3 摄氏度和 4
摄氏度等不同温升目标情景下，全球季风区极端
降水的变化及其对人口的影响。

结果表明，极端降水对全球增温的响应表
现为两方面，即平均态和变率均增加。因此，强
度极强且影响力高的“危险”极端事件（如“20
年一遇”的极端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将显著增
加。这将导致季风区对这类“危险”极端降水事
件的暴露度随温升而增加。

研究表明，若将全球增温控制在 1.5 摄氏
度，则较之 2 摄氏度，这类极端降水事件所影响
的季风区面积和人口都将减少大约 20%~40%。
极端事件的“危险”等级越高，1.5 摄氏度较之
2 摄氏度温升目标能够避免的风险越大。因

此，1.5 摄氏度温升目标，较之 2 摄氏度温升
目标，能够显著减少极端降水事件对自然和
人类社会的影响，这对于人口众多且分布密
集的全球季风区尤为重要。基于多种极端降
水研究指标的比较分析表明，这一结论不依
赖于“危险”极端事件的定义方法、RCP8.5 和
RCP4.5 两类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和人口预估
情景等，且具有较高的模式一致性。

该项研究还比较了全球三大季风区极端
降水变化的异同点，发现在各子季风区中，南
部非洲季风区和南亚季风区是受 0.5 摄氏度额
外增温影响最大的敏感地区，这两个地区也是
众所关注的气候脆弱区。

相关论文信息 DOI: 10.1038/s41467-018-
05633-3

科学家揭示全球季风区极端降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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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见习记者张兆慧

近日，来自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
究小组表示，由于气候
变化和灌溉农业的发
展，2070 年至 2100 年，
中国的华北平原可能
因为极端热浪而变得
不宜居住，而这样的热
浪对户外工作者而言
甚至可能带来生命危
险。这一研究成果日前
发表于《自然—通讯》。

未来华北平原难
道真将变得不再宜居？
相关专家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该预测结
果仍未可知。

温度异常是人
类活动和自然变率
共同作用的结果

据了解，研究人员
按照现有的温室气体
排放水平，基于高分辨
率区域气候模型模拟
的集合进行预测，结果
显示，气候变化对大规
模的灌溉农业模式有
直接影响，会使得热浪
的强度更高。

研究报告指出，虽
然灌溉可以冷却地表
温度，增强地面空气湿
度，但随着温度升高，
灌溉系统将导致更多
的水汽蒸发，使得北方
平原的空气异常潮湿，
从而提高热浪的强度。
因此，在温室气体排放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本
世纪下半叶，华北平原
可能会遭遇致命热浪。
研究同时表明，大面积
的灌溉农业将湿球温
度直接提高了 0.5 摄
氏度。

然而，灌溉农业模
式真的对热浪产生了
如此大的影响吗？中国
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

旭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灌溉农业模式仅仅改
变了下垫面水汽的供应，热浪主要是由特殊的地形
和气候造成的。“我们观察近二三十年的气候变化，
发现风速呈降低态势，蒸发从而变弱。此外，大气环
流自西向东，到达华北地区时呈下沉气流，温度升
高，外加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等，多种因素的融合
导致温度升高。”梅旭荣向记者解释。

此外，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气候系统研究所
刘伯奇表示，大气环流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其影响
的不仅仅是华北，在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的表现。而

影响气候的因素除温室气体排放、人类活动等外，
还需要考虑自然变率的作用。

“自然变率是地球系统的内部变化过程，既包
含各种年际和年代际振荡现象，也包含地球轨道参
数变化和太阳常数改变造成的缓变过程，而非人类
干预。”刘伯奇说。

提高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度

该研究显示，在超过 35 摄氏度“湿球温度”的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类在无保护情况下无法在户外
存活 6 小时。高湿环境会阻止汗液蒸发，影响人的
散热机能，最终导致器官衰竭。

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2030 年至 2050 年间，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热应激可能导致全球每年有 3.8
万人死亡。

“根据气候变化和人口差异的极端情况预测，
（受极端热浪袭击）每年死亡人数可能达到 51795
人。”论文合作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副教授郭玉
明（音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气候系统研究所副所
长祝从文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论文通过气候模型进行未来气候变化预估，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同时也带给我们一定启迪，
如何提高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度的问题值得
关注。”

但同时他指出，这仅仅是基于假设温室气体排
放情景下的气候模型预估。“事实上，自 2015 年近
200 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一致通过《巴
黎协定》后，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容
忽视。未来气候演变究竟如何，还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而对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度问题，祝从文
告诉记者，中国已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高学杰和国家气候中心的研究人员
合作，曾使用有效温度这一指标，分析过去几十年中
国热舒适度的变化，并对未来有效温度变化进行集
合预估，发现中国人口众多，但分布并不均匀，同时
未来人口总数和分布会发生进一步变化。

为人类活动举起警示牌

该论文通过气候模型预估，指出除非大幅减少
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在 2070 年至 2100 年间，华
北平原的高温高湿天气将会频繁出现。尽管是基于
气候模型进行的预测，但论文指出的潜在危险为人
类活动举起了警示牌。

梅旭荣指出，尽管灌溉农业只是增加热浪发
生概率的原因之一，但如果单从农业灌溉模式
来讲，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我们可以
全面发展节水灌溉，将传统灌溉转化为滴灌。”
梅旭荣说。

此外，针对今年的持续高温天气，祝从文表示，
我国受东亚季风气候影响，而季风气候的特点是显
著的季节变化，夏季高温是每年都会发生的气候现
象，今年只是较往年持续时间稍长而已，在 2000 年
夏季也曾发生过，公众不必为此恐慌。

“尽管全球变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改变不
了季风气候的本质。此外，除却人类自身的适应，通
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产能的变化，相信我们有能力
改变论文对未来预估的结果。”祝从文总结道。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
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沈延安团队与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林莽博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Mark
H.Thiemens 等合作，在研究华南地区雾霾的物质
来源和形成机制上取得重要进展。8月 6日，相关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研究人员首次将放射性硫同位素（35S）与
稳定硫同位素（32S/33S/34S/36S）相结合，以国
家大气环境背景值武夷山监测站为研究点，探
讨华南地区气溶胶物理传输途径和化学形成
机制。研究揭示了雾霾硫酸盐组分存在非常显
著的 33S 和 36S 同位素非质量分馏信号，结果
表明 33S 的异常来源于平流层的光化学反应，

而 36S 的异常组成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或生
物质的燃烧过程。

雾霾主要由硫酸盐、硝酸盐、有机碳和黑
碳等组成，对硫酸盐的稳定硫同位素进行高精
度测定并探索其非质量分馏信号成因，对正确
认识雾霾来源和形成机制具有指导意义。35S
只在高层大气生成，半衰期为 87 天，因此可有
效地对雾霾来源及其物理传输途径进行示踪。

研究人员通过系统测定华南气溶胶的硫酸
盐、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以及代表性煤的稳定硫
同位素，发现气溶胶硫酸盐 33S 和 36S 的异常组
成与大气中二氧化硫和煤的同位素组成不同。
放射性 35S 分析结果显示，33S 的异常组成与气

团高度的变化密切相关，这说明二次硫酸盐形
成过程中硫循环经历了平流层的光化学反应，
然后沉降到对流层和地表。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 36S 异常与 33S 异常
不存在相关性，但 36S 异常与硫氧化率及多种
生物质燃烧示踪物的丰度均呈现强相关性。研
究结果表明，在东亚及北美地区广泛观测到的
气溶胶硫酸盐 36S 异常，主要是由化石燃料或
生物质燃烧直接生成的一次硫酸盐气溶胶造
成的。该研究证明了硫同位素是追踪不同成因
雾霾硫酸盐来源和形成机制的有力手段。

相关论文信息：http://www.pnas.org/con-
tent/early/2018/07/31/1803420115

雾霾来源和形成机制研究获新进展

8 月 7 日，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观音庙社区
的孩子们在学习体验
3D 手绘。

暑假期间，该社区
推出暑期红领巾公益课
堂，孩子们在专业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免费学习
3D 打印、3D 手绘、VR
体验等特色科技课程，
感受科技的魅力，丰富
暑假生活。
新华社发（丁根厚摄）

姻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记者甘晓

日前，一条有关新药逆转脱发的“特大好
消息”在朋友圈流传。消息称，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试验
新药成功逆转了小鼠的脱发现象。网络上，这
条消息已被解读为“治疗脱发的希望”。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独家采访了领衔
该研究的该校儿科学教授 Subroto Chatterjee。
他表示，这项研究尚未证实能够逆转任何类型
的人类脱发———包括中国读者普遍关注的脂
溢性脱发，药物还有待在人体上测试。

这项研究近日发表在期刊《科学报告》上。

源于心脏病和儿科学

心脏病、儿科学，这两个关键词正是“逆转
脱发新药”研究的起源。Chatterjee 是一名儿科
学教授，供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鞘脂信
号与血管生物学实验室。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开始于生命早
期，儿科心脏病学包括研究和治愈儿童的这种
疾病。”Chatterjee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2014 年起，我们实验室开始关注研发治疗心
脏病的新药。”

胆固醇从体内产生被运输到血管，并在血
管里长期堆积，使动脉弹性降低，血管变窄、变
硬，减少了流向心脏和大脑的血液———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这一直接原因早已成
为共识。如何降低甚至消除血管中的胆固醇，

是这一领域新药研发的关键问题。
Chatterjee 团队将研究目标锁定在运送胆

固醇的一类物质“鞘糖脂（GSL）”上。如果能够
降低这类物质的水平，胆固醇的转移缺乏载
体，它们便无法到达血管。为抑制鞘糖脂的产
生，研究人员看中了 D-PDMP。“D-PDMP 作
用于体内合成鞘糖脂的两种酶———‘葡萄糖苷
神经酰胺合酶’和‘乳糖苷神经酰胺合成酶’。”
Chatterjee 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2014 年，Chatterjee 团队在小鼠等动物实验
中验证了他们的猜想，D-PDMP 抑制了鞘糖脂
合成，改善了实验动物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这
项研究在心血管类学术期刊《循环》上刊登。

“老”药新发现

取得上述成果后，Chatterjee 团队继续围
绕 D-PDMP 开展相关研究。在一次高脂饮食
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看到，喂食高脂饮食的
小鼠存在脱毛和皮肤损伤的现象，而服用
D-PDMP 后上述现象似乎得到逆转。

为深入研究 D-PDMP 与脱毛和皮肤损伤
的关联，他们设计了完整实验。Chatterjee 和同
事对一组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患上动脉
粥样硬化，给这组小鼠喂食高脂肪和高胆固醇
的饮食，第二组小鼠接受标准食物。所有小鼠
从 12 周龄至 20 周开始喂食。

研究发现，与喂食标准食物的小鼠相比，
喂食该西方饮食的小鼠出现了脱毛，形成了皮
肤损伤并且毛色变白。当小鼠被继续喂食这类

饮食到 36 周时上述症状变得更加严重，75％
的小鼠有脱发和多处皮肤病变。

同时，在 20 至 36 周龄时，两组小鼠接受
不同量的 D-PDMP 治疗。结果显示，被喂食高
脂饮食而同时接受 D-PDMP 的小鼠开始重新
长毛，并恢复了毛色，而其皮肤炎症也有所减
轻。“乳糖神经酰胺是一种促炎性化合物，是
D-PDMP 的靶点之一，高脂饮食导致的皮肤
炎症源于此。”Chatterjee 说。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揭示了作为“老药”的
D-PDMP 的新作用。正如 Chatterjee 所言：“这
是一个美妙的意外发现。”

尚未证实对脂溢性脱发有效

不过，令 Chatterjee 更意外的是，这项发现
在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读者中走红。

对此，Chatterjee 表示：“该药物尚未在人
类身上进行有关任何种类脱发的药效测验，
包括中国读者关心的脂溢性脱发，而且目前
没有证据表明该化合物对人类是安全的。”未
来，他将带领团队继续针对秃头症、牛皮癣、
糖尿病和白癜风导致的脱发进行效果测试，
同时也将围绕因整形手术、打斗烧伤等产生
的疤痕开展研究。

“坦率地说，我们也希望获得额外的经费，进
一步探索 D-PDMP 这种药物在多种皮肤和头
发疾病中的用途。”Chatterjee 表示，期待与投资
于脂溢性脱发研究的中国机构和制药公司合作。
相关论文信息：

逆转脱发？研究者独家回应：你想多了！
高新区是科技的集聚地，也是创新的孵化

器。看一个高新区是不是有竞争力、发展潜力大
不大，关键是看能不能把“高”和“新”两篇文章做
实做好。高新区要择优引入企业和项目，不能装
进篮子都是“菜”。

———《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2013 年 8 月
28日 -31日），《人民日报》2013年 9月 2日

学习札记

经过 20 多年发展，国家高新区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逐年提高，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局部改
革力度最大、创新环境最优的区域，也成为全国
各地亮丽的城市名片。比如，国家高新区在培育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
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引领、支撑、辐射、
带动的作用。

当前，在我国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新时期，国家高新区还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找准高新区发展战略
定位，发挥好高新区的历史使命。二是进一步深
化改革，完善创新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三是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夯实创新发
展基础。四是抓住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机遇，
把握好高新区的发展新机会。 ———杨学明

杨学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气相及
表面化学动力学研究。

融会贯通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步入攻
坚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体系、产业形态、
竞争格局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
下，充分发挥高新区区域自主创新高地、产业创
新核心载体的作用，对于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
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高新区作为区域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
核心载体，需要做好又“高”又“新”两篇文章。在新
的发展时期，国家高新区要围绕自身资源禀赋，围
绕产业链细分领域重点突破，培育成为具有国际
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要把握全球科技创
新新动向，瞄准新的技术和新的原创性产业进行
突破，推动企业进行国际创新合作，在全球范围内
有效整合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要把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建设协调推进，建立区域科技
和产业合作机制，加强高新区和周边区域的产业
关联与融合，发挥国家高新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
的引领和示范带动辐射作用。

到 2020 年，国家高新区将建设成为自主
创新的战略高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核心载体，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
重要引擎，实现创新驱动与科学发展的先行区
域。以“高”“新”为特色和方向的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国家高新区建设，将以更强大的创新
能力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本报记者沈春蕾整理）

本报讯 国务院办公厅 8 月 8 日印发《关于成
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统一部署，根据议事协调机构调整有关安排和
工作需要，国务院决定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
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研究、审议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讨论、审
议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项目；协调国务院
各部门之间及部门与地方之间涉及科技的重大
事项。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

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任副组长，成员为发展
改革委主任何立峰、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科技部
部长王志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财政部
部长刘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
资委主任肖亚庆、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工程院院
长李晓红、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刘国
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国务院机关党组
成员高雨。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科技部，承
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科技部部
长王志刚兼任。 （柯讯）

国务院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