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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

喀斯特洞口高等植物
多样性与微生境相关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
究员任海与多个研究团队合作，发现受干扰的喀斯特洞口的
高等植物（苔藓与维管束植物）多样性和微生境相关。相关研
究近日发表于《生态指标》。

研究人员以广东连州的 4个用于旅游或养鸡，以及 2个
基本未受干扰的洞穴为对象，系统调查其植物多样性和生境
因子。结果发现，这 6个洞口共有 43种种子植物、20种蕨类
植物和 20种苔藓植物，洞口的植物多样性远小于洞口外的
植物多样性。受干扰洞口的植物多样性明显小于未受干扰洞
口，而且其苔藓多为耐旱和耐贫瘠的种类，未受干扰洞口多
为喜湿的苔类。受干扰洞口的光环境、相对湿度、土壤养分等
生境因子明显差于未受干扰洞口。喀斯特洞口的植物多样性
与洞口的光、水分和土壤养分的异质性紧密相关。

据介绍，旅游和家禽养殖导致了一些洞口的植物多样性
丧失和退化。保护和恢复苔藓可以促进维管束植物（种子植
物 +蕨类）的定居、生长和演替，同时，苔藓植物的多样性可
以作为喀斯特洞口植物多样性的指示性指标。该研究可为我
国喀斯特地区洞穴的旅游开发和保护提供科学指导。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 ）》发布

我国科技期刊国内外影响力显著提升

简讯

发现·进展

一滴树脂打印一颗牙
■本报记者甘晓

在最先进的 3D打印中，一滴树脂滴在
被称为“固化界面”的透明板上，准备接收已
输入好设计参数的紫外光。随着紫外光的投
影，树脂一层一层变成固态，一颗牙齿逐渐
在成型平台下显现，光滑、洁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
和副研究员吴磊共同完成了这一令人惊叹
的 3D打印，他们提出单墨滴 3D打印策略，
通过引入可退浸润的“三相接触线”，显著提
高了 3D打印的精度和稳定性，实现一滴成
型。日前，这项研究在《自然—通讯》上发表，
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张虞。

神奇的“三相接触线”

作为 3D打印领域的前沿技术，单墨滴
3D打印的实现仍需突破许多科学问题。“在
对树脂这一类光固化材料进行 3D打印时，
我们发现其表面往往不光滑。”宋延林告诉
《中国科学报》，液体树脂不仅会在固化结构
的表面残留，还会产生凸起或者台阶结构。

他带领研究人员从光固化界面的科学
问题入手，尝试破解这一难题。“三相接触
线”是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滴上液滴的固
化界面、液体树脂及空气的固—液—气三相
的接触线，与浸润、黏附和润滑等现象紧密
相关。而实现单墨滴 3D打印的关键是三相

接触线的可控回缩。
2018 年，受猪笼草表面被束缚的液体

可以降低对物质的黏附的启发，他们利用
超润滑界面来减少固态树脂与固化界面之
间的黏附，使液滴接触这类表面时很容易
滑移。

在最新的这项研究中，他们进一步对氟
化石英、超双疏和超润滑等三种固化界面与
液体树脂、固态树脂之间的黏附规律进行总
结。最后发现，只有液体树脂与固态树脂的
黏附力大于固化界面与液体树脂的黏附力，
同时后者还要大于固化界面与固态树脂的
黏附力时，才能实现单墨滴 3D打印。

精准打印不费墨滴

基于光固化的连续
3D打印技术已成为构造
3D结构最有前途的方法
之一，但是其精度和材料
利用率在连续快速打印过
程中受到限制。在高速打
印时，树脂紫外固化过程
的放热会让打印过程变得
不稳定，导致树脂残留，降
低 3D打印的分辨率。

最新发表的论文中，
单墨滴 3D打印技术能够

克服这一问题，实现精准的按需打印。实验
中，研究人员使用 3个单独的树脂液滴成功
实现了臼齿、门齿以及犬齿的打印，证实新
方法具有结构可控性。

吴磊向《中国科学报》介绍：“我们看到，
单墨滴可完全转化为所设计的牙齿结构，并
且具有边缘完整性。”

精准打印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则是材料
利用率的提高。实验中，在打印 24 毫米长
的圆柱形网格结构时，液态树脂利用率达
99.6%，仅有 0.4%的液态树脂残留。这远高
于传统光固化连续 3D 打印技术 50%左右
的利用率。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项研究实现了最高
材料利用率的高精度 3D打印。

应用前景可期

多年来，宋延林课题组一直在应用需求
牵引下开展基础研究。“我们围绕应用中常
见的几类 3D打印材料进行了基础研究，包
括导电的金属材料、光固化的高分子材料以
及无机纳米材料等。”宋延林表示，“我们在
喷墨打印墨滴控制和功能界面操控液体行
为领域取得了系列进展。”

近两年，他们通过图案化浸润性表面实
现了对液滴撞击过程的精准调控，为液体表
面能的利用和液滴碰撞行为的精确调控提
供了全新的思路；提出微结构浸润性和几何
结构的设计原则，实现流体间界面的可编程
图案化，对发展微型器件的制备新方法具有
重要意义；创造了利用模板控制液体限域控
制颗粒组装图案化的新方法，实现纳米印刷
技术在先进制造领域的突破。

最新发表论文中的单墨滴 3D打印技术
则有望为可控、按需制备 3D结构开辟新途
径。“除了牙齿之外，这项技术还可以用在隐
形眼镜等精细产品的制造上。”宋延林说。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一滴成型”3D打印牙齿 课题组供图

中国核工业科普开放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近日，中国核工业“核你在一起”科普开放
周活动在北京启动。由此，中国核工业全产业链数百
家单位同期向公众开放，开展相关科普活动。
与会专家表示，核工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公众的

理解、支持和参与，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有效的
方式持续做好公众沟通这项工作，让社会公众更多了
解核电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促进核电发展发
出更多理性、客观的声音。
在活动仪式上，第二届核科幻小说征集活动也正

式启动。本届大赛提出构建一个以核科幻为主题的超
级宇宙———N宇宙的宏大梦想，激发大家对核科技与
核科普未来产生无限憧憬。 （陆琦）

第五届中国数据新闻大赛
在西安交大举行

本报讯 近日，第五届中国数据新闻大赛决赛暨
大数据时代的新闻教育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

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近
百所高校以及数十家媒体机构的 800多支队伍参赛，
其中 98个团队的参赛作品入围决赛。最终产生了 10
个一等奖作品、20 个二等奖作品、30个三等奖作品、
38个优秀奖作品。大赛还评选出最具传播力奖、最佳
数据驱动奖、最佳可视化奖、最佳创意奖、杰出贡献
奖、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 （张行勇）

青岛航空技术研究院二期园区启用

本报讯 9月 28日，青岛航空技术研究院二期园
区启用仪式在西海岸新区古镇口核心区举行，共建方
代表出席了园区启用仪式。

青岛航空技术研究院由青岛市科技局、青岛西海
岸新区和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合作共建，项
目于 2014年底落地古镇口核心区，一期投资 5.5亿
元，已投入使用。

2018年 9月，三方扩大合作，投资 15亿元共建二
期“青岛航空技术产业创新基地”，包括青岛航空技术
研究院和青岛航空产业园两大板块。青岛航空技术研
究院重点建设航空发动机高空试验基地、中国科学院
无人机系统总体部等高水平研发平台。园区总建筑面
积约 5.9万平方米，已建成高性能无人机总装调试实
验室、结构强度实验室、试制快反中心实验室和科研
中心，以及轻型涡扇发动机地面试验台及试制快反中
心、无人机模拟训练实验台、电磁兼容实验台等一批
研发设施。 （廖洋王雨君）

中乌材料连接与先进制造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启动建设

本报讯 日前，后疫情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机遇
与发展论坛暨中国—乌克兰材料连接与先进制造“一
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启动仪式
在广州举行。

近日，科技部批准建设的第二批 19家“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名单发布，这是参照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的国家对外科技合作创新最高级别平台。以广东
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作为依托单位、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巴顿焊接研究所作为参建
单位联合申报建设的中乌焊接联合实验室正式获得
批准。

据悉，联合实验室以中乌国际科技合作为背景，
将针对中乌在材料连接及先进制造领域的重大需求，
开展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能源、交通等应用领域重大
科技攻关工作，同时聚焦前沿基础领域，开展基础研
究和科学理论创新，促进合作成果在“一带一路”重大
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 （朱汉斌）

2020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日前在广州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参展项目“人源化小鼠及其临床前评估平台的建立及应用”在线上展示了为人类健康“试
药”的“鼠小弟”。

所谓人源化小鼠，就是在小鼠体内生成人类的某些细胞、组织、器官，从而构建人源化器
官或疾病小鼠模型，以用于研究人体的致病机理，开发新型药物。据悉，研究团队已成功构建
出多种基础人源化小鼠模型以及肿瘤人源化小鼠，建立了我国目前肿瘤覆盖范围最广、学术
影响力最大的人源化小鼠平台。 本报记者朱汉斌通讯员黄博纯报道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新疗法有望 5个月内
治愈耐多药结核病

本报讯（记者张思玮）记者从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
康研究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天宇课题组获悉，该团
队最新研究成果证实，靶向分枝杆菌呼吸链细胞色素 bc1氧
化酶复合物的抗结核新药 TB47与氯法齐明可形成独特的协
同杀菌作用，且可能将之前治疗耐多药结核病的 9个月以上
疗程缩短到 5个月以内。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生物医
学与药物治疗》。

氯法齐明之前被用于治疗麻风病，而后科学家发现其对
一线药物利福平耐药的结核病有治疗效果（孟加拉疗法）。最
近有动物研究证实，氯法齐明对结核分枝杆菌具有持续的杀
灭作用，与其他老药组合使用，在治疗 8~9 个月后，可治愈
90%左右被感染的小鼠，并且没有复发。

利用独有的无抗性标记自主发光结核分枝杆菌，张天
宇团队在菌体水平、巨噬细胞感染水平证明，TB47 与氯法
齐明可形成独特的协同杀菌作用。随后，他们在动物模型
中与孟加拉疗法进行了平行的对比实验，结果发现，添加
TB47 的疗法治疗 3 个月后有 43.75%被治愈，治疗 4 个月
后有84.2%~87.5%被治愈，治疗 5个月无一复发。
“因此，我们推断添加 TB47的孟加拉疗法可能将之前治

疗耐多药结核病的 9个月以上疗程缩短至 5个月以内，这与
目前使用 4种一线药物治疗普通结核病需要的 6个月疗程
接近。”张天宇说。

张天宇表示，近些年，我国有些抗结核新药已经完成临
床 I期研究。这些新药 +老药的组合有可能形成加速治愈耐
药结核病的“中国疗法”，提升我国在国际结核病防控领域的
影响力。
相关论文信息：

程琳摄

各种种质的枣
果实 郭明欣供图

洛阳师范学院等

证实枣树起源于
山西—陕西地区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植物生物技术》在线发表了洛
阳师范学院教授赵旭升课题组与合作者的研究成果。他们通
过对分布广泛的 493份枣种质进行基因组重测序，结合群体
基因组进化分析、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系统揭示了枣树的起源、
驯化历史，解析了枣树重要园艺性状变异的遗传基础，为后续
其他重要性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赵旭升介绍说，该研究首次根据大规
模的基因组重测序，结合群体进化分析，认为山西—陕西地区
是栽培枣树的起源地，且山西地区早于陕西地区。该研究提
出，枣树从主要的起源地传播到我国东部地区，再传播到我国
南部。

在野生酸枣驯化为枣树的过程中，其生殖系统发生了改
变：由有性生殖演化为无性生殖。野生种一般含有种子，而多
数栽培种没有种子或具有较低的含仁率。为了揭示这种演化
的分子机理，该研究利用重测序的数据进行了选择消除和全
基因组关联分析，筛选到部分调控含仁率的重要候选基因。

同时，该研究在第一号染色体中发现了一个编码泛素特
异蛋白酶基因 ZjDA3，其控制着枣的单果重和果实大小。

该研究还对栽培种中制干种和鲜食种两大类进行了比较群
体基因组分析，筛选到部分调控果实甜度和脆度的基因。

相关论文信息：

第九届全国生物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学术大会在沪举行

陈润生等获颁中国生物信息学终身成就奖
本报讯（记者黄辛）9月 27日，第九

届全国生物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学术
大会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设立了首届
中国生物信息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为
我国生物信息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陈
润生院士、郝柏林院士、李衍达院士、罗
辽复教授、张春霆院士和孙之荣教授，
以表彰他们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和为
我国生物信息学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陈润生获奖后表示，生物信息学在

我国起步于上世纪 80年代初，是一门整
合数学、物理、计算机等理工学科和生命
科学、医学、药学等学科的新兴交叉学
科。在各位同行的努力下，生物信息学在
中国蓬勃发展，已经产生了大量重要研
究成果，其在生物医药等研究领域的引
领作用日益凸显；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前
景非常好，希望领域内的研究人员能够
不断创新，坚持初心，传承精神。

陈润生指出，精准医学研究已成

为新一轮国家科技竞争和引领国际发
展潮流的战略制高点。近年来大数据
的发展为医学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生
物信息学研究者还需要着眼于未来，
综合考虑电子病历、可穿戴设备提供
的生理生化指标、影像学、组学、病人
的动态数据和相关环境数据，抽提这
些多尺度、异质化、时序的数据进行分
析，为医学的精准化发展和人类的身
体健康作出贡献。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日前，《中
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以下
简称《蓝皮书》）在第十六届中国科技期
刊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
《蓝皮书》显示，截至 2019年底，我

国科技期刊总量为 4958种，仅次于美
国（12274种）和英国（6214种）。其中，
中文科技期刊占 89.33%，英文科技期刊
占 7.24%，中英文科技期刊占 3.43%。学
科分布中，基础科学类期刊占 31.38%，
技术科学类期刊占 45.72%，医药卫生类
期刊占 22.89%。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
报》2015—2019版数据，中文科技期刊
刊均总被引频次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总
体上中文科技期刊在国内影响力逐步

提升。《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
2019 版数据显示，中文科技期刊在
2018年被国际论文引用频次不低于 10
次，且国际他引影响因子大于 0 的有
2913种，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呈上升趋
势，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13.81%，这表
明中国科技期刊正在逐步得到国际学
术界的关注。

近年来，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在数量
规模上增速平稳。国际学术影响力方
面，英文科技期刊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
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 20.66%，年
被引频次同时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在国
际学术交流中，我国英文学术期刊的地
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得到国际知名数据
库的关注并收录。

数据库检索显示，2010—2019 年，
中国 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球
SCI论文总数的 1.72%，同期中国作者
发表的 SCI 论文数占全球 SCI 论文总
数的比例达 18.06%。2009—2018年，中
国被 Scopus收录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
球论文总数的 5.86%，同期中国作者发
文数占全球论文总数的 17.47%。

值得一提的是，Scopus数据库收录
了大量的中国中文期刊，2009—2018年
的中文科技期刊总发文量为负增长态
势（-2.64%），英文期刊发文量增幅为
70.10%。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指
出，在我国科技论文产出稳居世界第二
位的背景下，我国中文科技期刊总体发
文量的下降趋势值得各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