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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发现·进展

简讯

山西与中国科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
合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与中国科大校
长包信和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张复明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双方将在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开展省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包信和表示，双
方在量子信息、大数据、安全工程、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等领
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与前景，也将在科技协同创新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 （程春生邰丰）

2018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论坛在沈阳举办

本报讯 9 月 16 日至 18 日，2018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
高层论坛（IFAM）在沈阳举行。

本次论坛举办了先进金属结构材料、材料服役行为等 6
个分论坛，30 余位两院院士及近千名中外学者参会。论坛旨
在将材料与制造技术有机结合，先进材料发展促进制造技术
进步，制造技术发展同时反哺材料技术，共同促进沈阳乃至
东北相关产业发展。 （沈春蕾刘言）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在京举办

本报讯 近日，“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在
京召开，宣布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 10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大会包含 1 场主论坛、7
场专题论坛、1 场国际合作圆桌会议、1 个院士大讲堂、1 场
未来汽车开发者大会等 13 场活动。 （鲁亦）

凡纳滨对虾“正金阳 1号”获水产新品种证书

本报讯 日前，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研究员胡超群团队与
茂名市金阳热带海珍养殖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凡纳滨对虾

“正金阳 1 号”获得水产新品种证书。
据介绍，该品种是以 2011 年引进的凡纳滨对虾和凡纳

滨对虾“中科 1 号”种虾为基础群体，以耐低温、耐低盐、生长
速度和成活率为目标性状，采用家系选育和品系选育相结合
的选择育种技术，经连续 4 代选育而成的抗逆新品种。在水
温 12℃~18℃养殖条件下，与类似虾苗相比活率和生长速度
大大提高。 （徐海江晓）

姻本报见习记者 程唯珈

如果有人告诉你“吃屎能治病”，你一定
会觉得这个人疯了。其实中医上用粪便治病
自古有之，《本草纲目》中记载的用于治疗瘀
血内阻、月经过多等的良药“五灵脂”，其“真
面目”就是复齿鼯鼠的干燥粪便。现代医学在
前人的经验上不断开拓发展，研发出一种全
新的治疗理念，被称为“粪菌移植”（FMT）。

近日，南京医科大学整合肠病学重点实
验室主任张发明带领团队，重新诠释了粪菌
移植的相关概念，并提出对应医疗策略。该成
果日前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粪菌移植”是对“粪便移植”的美化，其
原理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
患者胃肠道内，重建新的肠道菌群，实现肠道
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

“方法粗糙的 FMT 叫‘粪便移植’是合
理的，但如果在标准化粪菌制备方面，纯化程
度足够高，解读为‘菌群移植’更加准确。”张

发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粪便中存在微
生物的代谢产物等，这些物质对难辨梭状芽
孢杆菌感染具有治疗价值，对其他一些疾病
也可能具有治疗效应。但如果将菌群与小分
子物质都纳入 FMT 治疗用途，显然无法实现
满足美学需求，只能停留在“粗糙的粪菌移
植”层面。如果只需要小分子物质，这个思路
与 FMT 不属于一个应用范畴。

根据这一思路，2018 年，由 19 名中国专
家组成的标准化 FMT 研究组提出了菌群
移植的概念框架。该概念指出，菌群移植包
括 整 体 菌 群 移 植 和 选 择 性 菌 群 移 植

（SMT）。这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治疗疾病的
重要发展阶段。

SMT 是通过选择性菌群实现在消化道、
生殖道、鼻腔、皮肤等部位的移植，在消化领
域的治疗适应证范围超过 FMT，但是其对于
严重疾病的疗效可能次于 FMT，目前应用还
处于研究阶段。SMT 是基于 FMT 的新发展，
是各国微生物治疗技术研究和新药研发的竞

争高地。不过，用于肠道给入的 SMT，是对
FMT 的模拟，只是部分替代 FMT，未来两者
将会长期共存。

“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FMT 升级后，新
一代的菌群移植是 SMT。”张发明说。

目前，粪菌移植 FMT 可有效治疗溃疡性
结肠炎、克罗恩病，但对于激素依赖性患者，
单次粪菌移植可能效果不佳。为解决这一难
题，团队提出基于 FMT 的一种整合治疗方
案，即所谓“粪菌移植升阶治疗策略”。

整个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指单次
FMT，患者通过一次治疗就能达到目标；第二
步是指多次 FMT 治疗才达到治疗目标；第三
步是指在单次或多次 FMT 治疗基础上，联合
常规药物治疗。

每一阶段的疗效都可能通过下一步治疗
得以提高。不同患者可能面临的治疗措施不
同。有经验的医生，第一次决策的时候，基本
上就知道哪种方案对病人意义最大。

张发明表示，使用 FMT 升阶治疗策略

可以使激素依赖性溃疡性结肠炎获得 57%
的治疗有效率，有望成为多种难治性感染、
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疾病治疗的重要选
择。

据了解，菌群移植并非只能应用于治疗
肠道疾病，它同时开启了诸多疾病诊疗的新
思路。不少肠道疾病患者合并存在的肺炎、哮
喘、肝病、糖尿病、皮肤病、造血功能异常、癫
痫、抽动秽语综合征、自闭症、睡眠障碍、性功
能障碍等合并症，多能通过重建肠道菌群得
到缓解甚至治愈。

特别是对难治性癫痫病的治疗，自从张
发明团队报道世界上第一例通过 FMT 治愈
癫痫的案例后，也为诸如此类的神经系统研
究带来了重要的启发。

“虽然来自国内外的数据都表明它具有
很高的安全性，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没有
报道的不良事件。”张发明建议，菌群移植的
近期（小于 1 个月）和远期（大于 1 个月）风险
需要通过大数据、长期的研究来回答。

目前，美国胃肠病学会 FMT 注册项目和
中国菌群移植平台均已开展针对菌群移植人
群的 10 年登记随访研究，将重点评估菌群移
植的长期安全性。
相关论文信息：

粪菌移植竟能治顽疾

姻本报记者 陈欢欢

在刚刚公布的 2018 年度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人名单中，毕业或任
教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
大）的“80 后”占比之高引人注目。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科大拥有“青
年千人”“国家优青”“青年拔尖”“青年长
江”这“四青”人才不重复统计 217 人，在该
校高层次人才中占比超过 50%，引进入选
数居全国高校前列。

中国科大整体体量较小，又地处中部
城市合肥，能在人才引进上获得优异数据，
其原因的确值得思考。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我们坚持引进、
稳定、培养三者并重。”中国科大人力资源
部部长褚家如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年轻人的沃土

从“百人计划”到“千人计划”，再到“青
年千人计划”，中国科大的入选人数一直排
在全国高校前列。

褚家如表示，数年来，中国科大坚持在海
内外举行的各类学术会议上介绍学校的学术
人才需求，并适时举办人才交流会，同时启用
各种宣传、推荐渠道，严把入口关，在人才归
国后又给予他们灵活的支持政策，使得学校
稳定保持了高水平的学术竞争力。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吴涛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归国后学校给予了较大支
持，预支了启动经费，仅用一年就建成了初
创实验室，很快就有了数据，发表了高水平
文章。

中国科大还利用“985 工程”支持经费，
斥资数亿元建设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
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等实验教学中心，集中

购置了一批急需、通用又较为昂贵的设备，
建成服务全校师生的公共科研平台，对年
轻人才帮助很大。

“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人才引进是必
然，同时加强校内人才的培养和稳定。”褚
家如告诉记者，青年学者对一所高校非常
重要，全校上下对此形成了高度共识。

自 2009 年起学校实施“青年骨干教师出
国研修计划”，为“土著”提供出国深造的机
会。至今，通过该计划已累计派出 345 人。

“出去的唯一条件是必须去一流的实
验室，否则宁可等等。”褚家如告诉记者，学
校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指标充足，机会几乎
不受限。

2017 年，学校又启动“学术领军人才培
养计划”，对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给
予重点支持。首批已资助 16 人。

此外，中国科大还建立了一支 800 余
人的后备学术队伍，主要面向博士后和资
深博士后，以聘期制方式吸引青年优秀人
才来校工作。3 年来已有百余人选聘为在编
副高，37 人获“国家优青”支持。

“不打扰”的环境

年轻人从来不是一夜成才的。
“青年千人”、中国科大生命学院教授

熊伟的启动经费完全投在了仪器上，回国
后当务之急就是申请基金。作为一名新人，
熊伟坦言，“刚开始申请经费很迷茫”，好在
学院里的前辈们分享给他许多经验。

“我甚至借来他们的本子学习，只要我
开口他们都给了，对我帮助非常大。”熊伟
说，他的实验室三四年之后就走上了正轨，
像一辆加满油的车，朝目标全速前进。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教授
郭国平是同龄人眼中的“幸运儿”。

2011 年，郭国平担任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项目 A 类（超级“973”）首席科
学家时，还不到 35 岁，头顶没有任何“帽
子”。但实验室主任郭光灿力排众议。后来，
郭国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成为长江青
年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我不是冒险，我了解他、相信他。”郭
光灿说，“我不看年纪和职称，只看能力和
潜力，给他们更重的担子，年轻人才能成
长。”

科学研究有其内在规律，尤其对于年
轻人，忌急功近利。在科大就形成了这么一
种“不打扰”的创新文化环境。

回国的第一年，首批“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者黄方课题组没有一篇学术论文产
出。“可是我心里并不慌张，认真工作，出成
绩是迟早的事情。”黄方说。后来，他和吴忠
庆教授合作在交叉学科方向打开局面，发
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论文。

中国科大对教授采取“柔性考核”———
通过学术交流会议总结科研人员 3 至 5 年
的阶段性工作，以“同行交流”代替“述职考
评”，目前已举办五届。

这种方式颇受欢迎，许多青年学者还
从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学校有这样的气度我觉得很好。作研
究不是学生写作业，每天都能交出来，这种
方式允许老师‘十年磨一剑’。”熊伟说。

“大道无痕”的管理

“你来试试这个位子合不合适。”中国
科大生命学院教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
选者周丛照就这样被校领导“骗”到了教务
处处长的位子上，一坐就是 4 年。如今，行
政工作是他工作的“第一优先级”。

纵观中国科大，很多“部长”“处长”都

是教授，而且是知名教授出身。
“做教授在科大是最牛的一件事。”褚

家如自嘲，“虽然现在成了‘客服代表’，但
当年‘百人计划’回国时在学校里也是‘横
着走’的。”

这支来自教授的行政力量似乎更能了
解教授们的需求。

褚家如认为，人才引进工作的秘诀是
换位思考：年轻人最需要什么？其一，高水
平事业发展平台；其二，无后顾之忧。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地空学院教
授耿雷对中国科大的直观感受是：跟国外
的学术机构很像，教授做好自己的事情就
行，“行政部门具有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是吸引我的最大方面”。

“几乎感觉不到行政化，这是我听到最
多的老师们的感受。”熊伟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在中国科大，教授在学术上享有
充分自由，而行政部门不会干扰科研方向
和经费，只会在生活、后勤、学生工作等方
面给予最大的支持。

“回国前我接触了几个科研单位，科大
是非常有诚意的，做不到的不随便承诺，承
诺的都能兑现。”熊伟说。

能让熊伟安心留在中国科大的另一大
原因是“学生很好、学风很正，学生从早到
晚待在实验室做实验，刻苦勤劳”。

诚如褚家如所言，中国科大正在为科
研人才打造“三无四有”科研环境：无行政
化、无门派之分、无后顾之忧；有顶级的科
研平台，有很好的科研评价体系，有优质的
学生，有青山绿水。

无行政化 无门派之分 无后顾之忧

中国科大打造“三无四有”科研环境

红专并进一甲子
科教报国六十年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日前，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所研究
员张俊平团队研发出一种黏土矿物超亲电解液锂电池隔膜，
可有效抑制聚硫化物穿梭等锂硫电池应用问题。该成果作为
封面文章发表于《先进能源材料》。

锂硫电池具有高理论比容量和能量密度等优点，然而，
聚硫化物穿梭严重和硫导电性差等问题制约了其实际应用。
研究表明，隔膜对电池性能具有重要影响，包括抑制穿梭、枝
晶再生、界面稳定性和安全性等。

张俊平团队首次将锂皂石应用到锂硫电池中。锂皂石是一
种人工合成的类蒙脱石黏土矿物，具有环境友好和成本低廉等
优点。锂皂石呈纳米片状形貌，片宽约 25 至 30 纳米，片厚约 1
纳米。锂皂石纳米片是由硅氧四面体和镁氧八面体组成的三八
面体晶型结构。三八面体中部分镁离子被锂离子取代，因此锂
皂石中含有丰富的锂离子。

研究表明，该黏土矿物超亲电解液隔膜对聚硫化物穿梭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具有较高的电导率、超亲电解液性和
较高的热稳定性。将其应用于锂硫电池时，在循环稳定性、倍率
性能和抑制自放电等方面均表现优异。此外，该隔膜具有较好
的普适性，可通过简单的涂覆法制备，在磷酸铁锂和锂硫电池
中均表现出了优异的性能。

相关论文信息：

研发出黏土矿物
超亲电解液锂电池隔膜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

本报讯（见习记者韩扬眉）对野生作物进行驯化改良，可
以培育出适合人类现代生产生活需要的农业作物。近日，中
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田志喜课题组对 DNA 甲基化在大
豆驯化改良中的变异研究取得进展，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

《基因组生物学》。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博士生

申妍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野生作物驯化改良是对作物
群体基因组多样性进行选择，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
遗传变异对作物驯化和改良的重要性上，已经在 DNA 水平
鉴定到了大量的驯化选择区间。除遗传变异外，表观遗传在
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其在作物
驯化改良中的变异却鲜有研究。

研究人员以表观遗传信号中研究最广泛的 DNA 甲基化
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基因组重亚硫酸盐测序法，对包括 9 个
野生种、12 个农家种和 24 个栽培种在内的 45 个大豆品种进
行了测序及分析。通过亚群之间的甲基化水平比较，分别从
野生种到农家种的驯化过程中，以及从农家种到栽培种的改
良过程中鉴定到 4248 个和 1164 个 DNA 甲基化水平发生变
化的差异甲基化区间。发现它们的长度差异显著、极少重叠、
染色体分布没有相关性、基因组结构组成差异大。

研究还表明，与代谢有关的基因在大豆驯化期间表现出
显著的 DNA 甲基化水平变异，特别是与碳水化合物代谢相
关的基因。大豆驯化期间代谢相关基因的显著 DNA 甲基化
水平变化可能与生物量和产量改善或高油含量有关。

该研究首次在群体水平对表观遗传在作物驯化中的作
用进行了解析，为不同种质的 DNA 甲基化提供了有价值的
图谱，并剖析了大豆驯化过程中 DNA 甲基化变异与遗传变
异之间的关系，表明表观遗传变异确实可以为培育更优良的
作物提供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揭示大豆驯化改良
DNA甲基化图谱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从
产业结构角度看，目前中国基
本属于工业经济国家，建议实
施产业结构现代化路线图，加
快实现向服务经济和知识经
济的产业结构转变。”近日，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8》（以
下简称《报告》）发布，在专家
座谈会上，中科院中国现代
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
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何传启
如是说。

何传启表示，产业结构现
代化的政策选择，可以从纵横两
个维度协同推进，从内因、外因
两个方面综合研判，选择目标、
路径、模式和重点，并与时俱进。

基于模型和定量分析，《报
告》提出了未来 35 年我国产业
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建议。在工
业经济阶段的三次产业（农业、
工业、服务业）中，全面发展服
务业，加速调整工业结构，有选
择地发展农业，提高产业结构
协调性，早日完成向服务经济
的产业转型。在知识经济阶段
的三大产业（物质产业、服务产
业、知识产业）中，优先发展知
识产业，加速发展服务产业，有
选择地发展物质产业，全面提
高产业质量，早日完成向知识
经济的产业转型。

《报告》还建议，未来 35 年
里，在产业集群方面，优先发展人类服务和基本
服务，加速发展流通服务，适度发展其他服务；在
18 个经济部门中，优先发展健康服务、商业服务、
专业服务、信息服务、教育服务等 10 个部门。

本报讯（记者廖洋）近日，第十五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
南宁举行。中科院海洋所改性黏土治理藻华
技术亮相博览会先进技术展区并获得高度
关注。

藻华是一种全球性海洋灾害，也是世界
三大近海环境问题之一。理论上治理藻华的
方法很多，但由于二次污染、成本等问题，能
现场大规模高效应用的方法寥寥无几。

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俞志明团队经过

20 余年的理论研究、技术发明和示范应用，
发明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改性黏土制备
技术与方法，研发出相应的机械装置，实现
了自动化与工程化的大规模现场应用。该技
术具有快速、安全、高效等特点，是至今国际
上治理有害藻华效率最高的改性黏土体系，
2014 年成为我国赤潮治理国家标准方法。

针对不同赤潮种类，该团队已研发出十
几种不同类别的改性黏土，形成了近海有害
藻华应急处置的系统技术与方法，分别应用

于我国近海的一系列重大活动的赤潮应急
处置，并成功应用于我国近海核电冷源取水
海域，保障了近海核电的冷源安全，获得国
内外普遍认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APEC 联合编纂的《近岸有害赤潮监测与
管理对策》，成为国内外赤潮治理的指导性
方法。

2017 年，该所与智利一家公司签署赤
潮治理合作协议，标志着该藻华治理技术走
出国门。

改性黏土治理有害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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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研究技术与高
教部副部长 Purwanto（左
二）参观改性黏土治理有
害赤潮技术相关成果。

中科院海洋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