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19年 3月 21 日 星期四
主编 /肖洁 编辑 /唐凤 校对 /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视点

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除了肺癌，还
有一个“致命杀手”———特发性肺纤维化，它
是一种严重的肺纤维化形式，被称作“不是
癌症的癌症”。据数据显示，确诊后的患者
生存期仅 2~3 年，5 年生存率低于 30%。近
年来，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升
高趋势。

时至今日，其致病机理、发病原因尚未
可知，也无特效药物用于治疗。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
钱友存课题组，通过系统分析肺纤维化病理
组织中微生态的变化，揭示了肺纤维化病理
发生的分子机制，为治疗该疾病提供了新的
靶点。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免疫》。

肺部的“大秘密”

黏膜微生态一直是当前免疫学领域
的研究热点，它已被证明广泛参与多种黏
膜组织免疫稳态的维持以及相关疾病的
发生。比如，肠道共生菌群是哺乳动物中
最具特征的微生态，在肠道免疫发育和肠
道生理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肠道微生态
失调将会导致肠道相关疾病，如炎症性肠
病或结直肠癌等。

“然而，肺部微生态却尚未得到很好的
探索研究，其对肺内稳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
上是未知的。”论文通讯作者钱友存告诉

《中国科学报》，原因在于，以往肺部通常被
认为是无菌的，只有感染时才会有微生物
存在。但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研
究人员发现，在正常小鼠肺组织中也存在

着相对丰富的微生态菌群。
据临床报告显示，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

的肺部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微生态菌群，研究
表明其变化可能与疾病进展有关。不过，被
改变的肺部微生态是否导致了特发性肺纤
维化的发生，这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

钱友存介绍，博莱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
是研究该疾病时广泛应用的模型。研究人员
借助该模型，通过抗生素清除肺部菌群的小
鼠和无菌小鼠实验，发现当肺部微生态菌群
消失时，肺纤维化病理显著减轻。

为验证肺部菌群是否可以诱导肺纤维
化，研究人员又做了“反向实验”。

实验之前，该团队通过高通量测序发
现，在肺纤维化过程中，肺部拟杆菌属和普
雷沃菌属两种细菌明显升高。他们将上述两
类细菌放回小鼠肺部，模拟肺内微生态菌群
紊乱，结果促发了博莱霉素诱导的肺免疫细
胞浸润、诸如胶原沉积等细胞外基质的肺纤
维化，以及小鼠死亡。

“肺部中一些条件致病菌本来较少，一
旦疾病发生，这些菌群增多了。这说明肺纤
维化病理组织中菌群发生明显紊乱，而这可
能是触发肺纤维化病理，甚至是死亡的关
键。”钱友存说。

“捣蛋分子”白细胞介素—17B

紊乱的肺部微生态是如何诱发肺纤维
化的呢？

研究人员发现，白细胞介素—17B 是关
键的“捣蛋分子”，这位原本在白细胞介素—

17 家族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家伙”却在这里
“显露锋芒”。

白介素—17 家族细胞因子有 6 个成
员，从白介素—17A 到白介素—17F。钱友存
团队在黏膜微生态与白介素—17 家族细胞
因子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他们发现，肠癌
发生过程中紊乱的微生态菌群可以通过调
控白介素—17C 的产生促进肠癌的发生；此
外，肠道中微生态菌群也可以通过调控白介
素—17A 的分泌促进肠道损伤修复。

已有研究表明，白介素—17A 和白介
素—17E 可促进肺纤维化，但它们如何表达
的机理仍不清楚，该家族其他因子是否参与
肺纤维化的发生也还有待确定。

研究人员实验发现，肺部微生态的变化
诱导白介素—17 家族细胞因子的产生，相
关细菌调控白介素—17B 的表达。

那么，白介素—17B 是在哪里产生？又
在哪里“施展拳脚”呢？

研究人员利用骨髓移植、细胞分选等实
验手段表明，在肺纤维化发生过程中，肺泡
巨噬细胞“孕育”了白介素—17B。此外，他
们还发现了两种明显增多的细菌———肺部
拟杆菌属和普雷沃菌属可以分泌外膜囊泡，
而其携带的脂多糖和脂蛋白等成分能刺激
TLR-MYD88 信号传导，从而促进白介
素—17B 的表达。

疾病发生的最后一步，则是“团伙作战”
的结果。

研究人员解释，白介素—17B 可直接作
用于肺部上皮细胞，进而诱导下游基因的表
达，促进中性粒细胞的招募以及 Th17 细胞

的分化（在自身免疫疾病、炎性疾病和癌症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分泌白介素—
17A），最终致使肺部严重炎症损伤和肺纤维
化的发生。

研究未完待续

“白介素—17 家族细胞因子在炎症反
应的发生发展中不可忽视。”钱友存说。

白介素—17 家族细胞因子在机体免
疫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可以诱导
细胞分泌活性分子促进机体抵抗多种病
原体的感染，但同时也有“邪恶”的一面，
当机体产生由于多种遗传和环境因素所
导致的慢性炎症时，它们又会加速多种慢
性疾病的病程。

科学家正致力于研究白介素—17 家族
细胞因子对于不同炎症反应的调控机制。目
前，白介素—17A 是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
也是被研究得最为清楚的成员。

“在基础研究方面，白介素—17A 的功
能做得比较充分。而就肺纤维化而言，我们
在临床病人样本里看到白介素—17B 和白
介素—17A 均为上调，但它们究竟发挥什么
作用、应用在哪些场景中，还需要临床研究，
它们可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靶标。”钱友存
表示，另外，通过揭示肺部菌群在调节肺黏
膜相关疾病，尤其是肺纤维化中的功能及其
作用机制，也为相关研究和疾病的临床治疗
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屠琼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电子设备正在向着小型化、柔性化和可穿戴方向发展。近日，河
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能源装备材料技术研究院研究人员在柔
性传感器领域取得突破进展。相关研究进展分别刊登于《材料
化学杂质 A》和《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

研究人员提出结合静电纺丝和自组装技术，制备出 MX-
ene 的聚合物三维纤维骨架。可提供高度互连的多孔结构，有利
于有机气体分子的扩散、吸附和脱附。MXene 表面丰富的修饰
官能团可进一步为气体分子提供活性吸附位点。通过自组装技
术可获得极薄（单层或寡层）的 MXene 传感层，可有效使活性
吸附位点全部暴露。该传感器可在室温下连续工作，对微量极
性有机气体具有高灵敏度，具有良好的重现性和可靠性，同时
具备良好的柔性，有望集成于便携式可穿戴设备。

此外，该课题组采用类弹簧结构的包芯纱作为柔性骨架，
表面组装二维片层结构石墨烯，得到包芯纱—石墨烯复合网膜
作为应变传感器的导电层，替代表面平整的平面导电层。复合
网膜特殊的类弹簧网状结构对外界机械刺激极为敏感，使传感
器在灵敏度和检测限等方面的性能均有大幅度提高。该传感器
可检测拉伸、弯曲、压缩和微弱震动等多种形变，可实现原位检
测人体活动和生理信号，为电子皮肤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相关论文信息：

河北工业大学

制备高灵敏度
柔性传感器

科学家探讨“不是癌症的癌症”之成因

肺纤维化：都是“捣蛋分子”惹的祸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
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
注。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强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民
生清单”。

如何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中科
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
林提出，要健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体
系，从源头把控“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体系犹如一把
“舌尖上的安全锁”，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欧盟
为应对“疯牛病”问题而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
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李林认为，此体系的
核心是实现信息的完备性和信息共享性，是
当前国内外把控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

“食品安全重在事前防范，而不是事
后惩罚。”李林告诉《中国科学报》，基于此
目标，不少欧美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全程

标识的追溯系统。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明确，国家建
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上海市、福建
省、甘肃省等地区也分别颁布了本行政区
域内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取
得了一定的实施成效。

对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现
状，李林认为，很多方面还不尽完善：溯源信
息内容不规范且完整性不足；食品安全溯源
标准不统一；不同参与主体间追溯体系难兼
容；立法支持缺少强制实施及具体指导等共
性问题，制约着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进一
步发挥“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
全链条功能。

针对以上问题，李林建议，出台食品安
全信息追溯管理的专门法律法规，建立全国
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台。

作为《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修改的亲历

者，李林坦言，现行《食品安全法》条款中关
于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制度用的还是“应当”

“鼓励”等非约束性字眼。
在他看来，不妨借鉴“他山之石”，参考

美国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欧盟的《食
品基本法》、日本的《大米可追溯法》等，对食
品安全的信息追溯提出强制性要求和具体
实施指导。

“从顶层立法明确权责入手，制定配套
制度，对制度实施的反馈和效果进行总结和
改进，逐步提升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强制
性、系统性、协调性和有效性。”他说。

李林建议，用“大数据”构筑大平台，加
固“安全锁”。可以基于商务部建设的“肉菜
流通追溯体系”、农业农村部“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发改委“国家食
品安全追溯平台”，由国务院食安委统筹相
关部门，以各省市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

平台作为节点，组建全国统一、全面覆盖的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汇交平台，提高各监
管部门的监管效率与信息交流。

此外，李林还提到应进一步升级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标准规范、扩展现有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覆盖面，并加强食品安全检测研发投
入、移动数据共享和新兴技术供给。

李林表示，在危害物高效生物识别与特
异性材料筛选、生物传感快速检测等技术、
标准品等方面，国外同类产品价格高且难获
取，我们要用“中国智造”替代之。同时，也要

“加快新兴移动端数据系统开发，用于食品
安全数据的可移动追溯与共享管理”。要用
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有效供给保障生产、加
工、储运、流通、销售等不同环节的食品安全
信息采集和溯源管理要求，推进政府、企业、
社会、行业组织甚至公众个人与家庭等多方
协同管理、信息共享。

李林指出，要“将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
理体系建设作为构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长
效机制的重要抓手”，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
范围内食品的“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
息可查询、产品可召回”。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体系建设要更
上一层楼，铸牢舌尖上的‘安全锁’，老百姓
才能吃得放心，拥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李
林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

拧紧“舌尖上的安全锁”
姻本报见习记者何静记者黄辛

《施雅风手迹》《施雅风年谱》在兰州首发

本报讯 3 月 20 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施雅风手迹》《施
雅风年谱》在兰州首发，以此纪念“中国现代冰川之父”施雅风
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施雅风手迹》全书共 55 万字，分为科学研究、科学活动、纪念
追忆、野外记录四大部分，收录了 60 多篇研究论文论著、学科规
划、学术报告和纪念追忆文稿，数百幅野外文字记录、素描图、剖面
图等。《施雅风年谱》是一部记载施雅风生平、思想和业绩的编年体
著作。两部著作可作为地理、水文水资源、气象气候、冰冻圈和环境
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参考，同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大量
珍贵的冰冻圈科学史的资料和照片。 （刘晓倩）

第 39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将举行

本报讯 第 39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将于 3 月 23 日
至 26 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行。今年大赛主题是

“发现·创新·责任”，旨在引领广大青少年在科学探究的过程
中，感受科技进步为人类带来的美好生活，通过创新大赛活动
感受追逐科学梦想的成功与快乐。

本届大赛共有参赛项目 49 项，其中创客交流活动的邀请参
赛项目有 10 项。大赛按照类别分为竞赛与展示两类。竞赛类包括
中小学生科技创新成果项目、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展示
类包括科技实践活动、科技创意和科学幻想绘画项目。 （潘希）

浦江创新论坛 5 月举行

本报讯 5 月 24 日 ~26 日，2019 浦江创新论坛将在上海举
行，主题为“科技创新新愿景新未来”。近日，新加坡、河北省分
别受邀成为本届论坛的主宾国和主宾省。

论坛将促进中新两国科技交流合作，聚焦京津冀、长三角两
大区域创新发展以及雄安新区建设。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浦江创新
论坛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骆大进表示，该论坛正不断夯实创新发展
交流平台、先进理念传播平台、学界思想争锋平台、官产学研互动
平台、最新政策发布平台和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建设。 （黄辛）

青岛举办第五届中小学生海洋知识竞赛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第五届中小学生海洋知识竞赛决赛擂
响战鼓，12 支晋级决赛的队伍现场上演“巅峰对决”，市北实验
初级中学和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夺得各自分组冠军。

青岛市中小学生海洋知识竞赛是青岛市培育的海洋科普
赛事品牌，已连续举办 5 届。本届竞赛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由青
岛市教育局、市科协、市出版集团联合主办，青岛海洋科普联
盟、青岛水族馆和青岛市科普场馆协会承办。 （廖洋）

简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美的公司

研发出无焰燃气热水器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张景才）近日，在上海 2019 年

度中国家电与消费电子博览会（AWE）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李为臻团队与美的公司合作研发的无焰燃气热
水器，荣获中国家电协会颁发的“AWE 艾普兰产品奖”并荣登
产品奖榜首。

燃气热水器以天然气为燃料，天然气虽然是清洁燃料，本
身不含氮氧化物（NOX），但其燃烧后出现蓝白色高温火焰时，
会导致空气中氮气与氧气反应产生热力型 NOX；而其燃烧出现
黄色低温火焰时，因燃烧不完全会产生大量 CO。CO 和 NOX

排放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一直是燃热行业的难题。
为解决这一行业技术难题，研究团队与美的公司合作，经

过长达 4 年的攻关研究，摒弃了常规火焰燃烧技术方案，开发
出无焰燃烧技术和无焰燃烧器，集催化燃烧、微通道燃烧、高温
空气燃烧和蓄热燃烧于一体，使燃气和空气混合气在无焰燃烧
器上以红热状态完全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消除了极低和极
高温度区域，从而显著减少 CO 和 NOX 的生成。

基于该技术，该团队与美的公司合作成功研制和发布了首
台无焰燃气热水器（JSQ30-CW16F2），经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检定，CO 和 NOX 排放均低于 10ppm。同时，由于
采用无焰燃烧，燃烧噪音大大降低，同时大幅提高了抗风能力。
无焰燃气热水器实现了低毒低氮、安全环保，既保留了燃气热
水器的便捷，又具有电热水器的洁净特性。

本报讯（记者潘希）3 月
19 日，第三届“风向标———中
国创新创业先锋论坛”在京
举办。与会嘉宾围绕如何加
强创新创业全方位服务展开
了热烈讨论，从双创服务的
行业现状、前景展望、未来挑
战及发展建议等方面进行了
发言。

与会嘉宾认为，双创服务
是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的重要
一环，对于加快双创升级至关
重要，当前双创服务到了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家相关部
委、全国性平台组织和行业头
部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起
草制定行业运营标准，健全服
务机制，提升服务能力，进一
步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
深入。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孟庆海指出，众创空间
是双创服务重要主体，双创
服 务 已 进 入 转 型 升 级 关 键
期，双创服务产业发展前景
光明，对此与会嘉宾已达成
共识，下一步中国科协将结
合自身使命，团结凝聚服务
企业科技工作者，在人才培
养、政策咨询、搭建平台等方
面发挥作用，助推双创服务
升级，共同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据悉，风向标论坛是由中
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协科学
技术传播中心承办，优客工
场企业科协、创头条企业科
协等机构协办的高端智库型
论坛，是中国科协联系服务科
技企业家的重要渠道。

中
国
创
新
创
业
先
锋
论
坛
在
京
举
行 图为工作人员为参观学生讲解“科学”号。

近日，以“科学引领 问道深蓝”为主题的海洋科学考察公益性科普开放活动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西海岸新区院区举行，公众得以零距离领略大国重器的先进设计及独特魅力。

这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号海洋综合考察船及先进的深远海科考探测设备首次面向公
众科普开放。“科学”号总长 99.8 米、宽 17.8 米、深 8.9 米，总吨位 4711 吨，续航力 15000 海里,定员 80
人，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之一,被称为“大洋移动实验室”。自 2014 年首航
以来,“科学”号已圆满完成 30多项国家级重大航次任务。 本报记者廖洋通讯员李雷溪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