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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 2021年度“中国 /世界十大
科技进展新闻”推荐候选新闻的启事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科学

院学部工作局、中国工程院办公厅及中国科学
报社承办的两院院士评选“中国 /世界十大科
技进展新闻”评选活动自 1994年启动至今已成
功举办了 27次，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2021
年度两院院士评选“中国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评选活动目前已正式启动，诚请两院院士
推荐候选新闻，同时诚请广大科技人员、新闻工
作者积极推荐。评选范围限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15日在国内外媒体公开报道的中
国、世界科学技术重大进展的新闻。这项评选是

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的科学普及活动。
推荐候选新闻请注明公开出版物的时间

和网络链接，必要时可附相关介绍材料，并请
于 2021年 12月 16日前将相关材料发送邮件
至本社。

地 址：北京中关村南一条乙三号
中国科学报社

联系人：李舒曼
邮 编：100190
电 话：（010）62580726；13651188901
邮 箱：smli@s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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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暨
南大学医学部生物
医学转化研究院教
授尹芝南团队与合
作者，在《自然》在
线发表的研究成果
显示，白细胞介素
27（IL-27）具有促
进脂肪细胞产热和
能量消耗的作用，
其主要响应细胞是
脂肪细胞而非免疫
细胞，并且 IL-27
具有减轻肥胖和提
高胰岛素信号敏感
性，即改善 2 型糖
尿病的治疗作用。
“这一工作历

时 7 年才得以完
成。”尹芝南对《中
国科学报》表示。

发现减肥
新靶点

近年来，随着
富含脂肪和糖等高
能量食品的摄入持
续增加，以及越来
越多的工作为久坐
形式，人们罹患超
重或肥胖的比率快
速上升。世界卫生
组织流行病学调查
显示，2016 年，18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
有超过 19 亿人超
重（身体质量指数
即 BMI≥25），其中
超过 6.5 亿人为肥
胖（BMI≥30），流行
率与 1975 年相比
增长近 3倍。
“肥胖的根本

原因是卡路里的摄
入超过消耗，引起
能量以脂质形式在
脂肪细胞中堆积，
而免疫细胞深度参
与此过程。因而，寻
找新的治疗靶点，
尤其是直接靶向脂
肪细胞而有效减重
的分子尤为迫切。”
尹芝南说。

尹芝南长期从事免疫与健康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在 T细胞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并将
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临床转化。此次，尹芝南团队
通过构建多种基因工程小鼠，进行高脂饮食诱
导的肥胖模型，并结合肥胖人群样本发现，肥胖
人群血清中 IL-27 水平下降；突破了传统观念
中 IL-27 专一性靶向免疫细胞的认知，首次发
现 IL-27 通过直接作用于脂肪细胞，导致白色
脂肪细胞棕色化，并激活 UCP1 介导的“脂肪燃
烧”；通过将脂肪组织中的脂质转变为热量消耗
掉，从而达到降低体重和改善糖尿病等代谢性疾
病的目的。

“体重增加，从表面上来看是脂肪细胞增大，
但根本原因是胰岛素抵抗。”尹芝南解释，团队发
现的 IL-27作用于脂肪细胞燃烧，一方面是减肥，
但最主要是改善了胰岛素抵抗。改善胰岛素抵抗，
对治疗肥胖及很多疾病都具有重要意义，如脂肪
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等。

尹芝南指出，该研究突破了对 IL-27仅专注
于调节免疫系统的传统认知，为肥胖及其相关代
谢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和潜力药物，而
IL-27作为体内正常表达的分子，具有良好的安
全性，因而具有巨大的临床应用潜力和市场价值。
不过，他也同时强调，从实验室到临床，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在肥胖过程中是哪个细胞产生 IL-27？

IL-27在脂肪细胞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有没有受到
其他细胞的作用，有没有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些都
是团队接下来要做的基础研究。”尹芝南说。

躺平燃烧卡路里？

传统观点认为，免疫细胞尤其是 T细胞、B细
胞和巨噬细胞，是 IL-27的主要响应细胞，而脂肪
组织局部含有大量的巨噬细胞和 T细胞。

为了探究 IL-27通过何种细胞发挥改善肥胖
的作用，尹芝南团队构建了 IL-27Rα的条件性
敲除小鼠。他们意外发现，在 T/B细胞和巨噬细
胞中特异性缺失 IL-27Rα，都不影响小鼠对高脂
诱导肥胖的易感性。这促使作者猜想，IL-27是否
还有其他未被发掘的响应细胞。

为此，尹芝南团队利用 IL-27Rα全身性敲
除小鼠开展了骨髓嵌合实验，并进行了高脂饲喂
或寒冷刺激。结果发现，IL-27信号主要通过非造
血系统来源的细胞影响产热与肥胖进程。一个大胆
的想法在尹芝南脑海中产生：IL-27是不是可以直
接靶向脂肪细胞来促进产热、改善肥胖进程呢？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研究人员首先分离了脂
肪组织中的脂肪细胞组分，发现上面确实有
IL-27Rα的表达；对体外分化的原代脂肪细胞进
行免疫荧光染色，也可以观察到 IL-27Rα的阳
性表达；并且 IL-27处理体外分化的脂肪细胞可
以上调 UCP1的表达。

于是，他们再次构建了脂肪细胞上特异性缺
失 IL-27Rα的小鼠和棕色 /米色脂肪细胞特异
性缺失 IL-27Rα的小鼠，这些小鼠也的确表现
出对肥胖诱导和寒冷刺激实验的易感性。这些结
果表明，IL-27确实可以直接靶向脂肪细胞，以促
进产热、减轻肥胖。
“我们在动物实验中，注射重组 IL-27可以显

著减轻肥胖小鼠的体重并改善胰岛素信号敏感
性，初步验证了 IL-27作为治疗药物的潜力。”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暨南大学附属珠海市人民医院
博士后王倩解释，该研究成果的主要优势是
IL-27是在本体表达的蛋白，不是人工合成的外
源性化合物。
“我们可以在不用限制饮食、不用节食的情况

下改善 2型糖尿病、燃烧脂肪、减轻体重，从机制
上改善胰岛素信号的敏感性。”论文共同第一作
者、暨南大学附属珠海市人民医院博士后李德海
介绍。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尽快将这一治疗靶点产

业化，推动其临床应用，研发出 RNA相关药物，
为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一系列代谢性疾病提
供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法。”尹芝南还透露了另一
研究方向———通过 IL-27水平变化，预判身体健
康状况。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协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科学家座谈会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政治保障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近日，中国科协在京

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科学
家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
副主席张玉卓主持会议。9位“老中青”科学家
代表先后发言，围绕“全面把握十个坚持的深
刻内涵，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懈奋
斗”主题，畅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的认识体会。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协学
会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钱七虎院士认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两个确立”是面对
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的新时代要求，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保障，反映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国防科技人
员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为科技强军贡献智慧和
力量。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

长吴孔明院士表示，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
全面领导，不断加强科研院所党的建设，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努
力抢占科技制高点，把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引
领农业农村现代化，以科技创新实际行动践行
“两个维护”。

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院士认为，科技
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我国正处在科技大
国向科技强国大步迈进的关键进程中，不但要
更加重视科学研究的源头创新和原始创新，还
应该着力补足短板，全面发展。

张玉卓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宏阔
的历史视角和深厚的历史智慧，全面总结了党
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十个坚持”宝贵历
史经验，为全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注入强大
思想动力。党的百年历史，是党关心关爱科技

人才、重视支持科技创新、领导推动科技组织
发展的历史，是科技界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奋
斗、创新创业创造的历史。以理论武装培育战
略人才力量，锻造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是科
技自立自强的根本要求。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
人民团体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履行好
桥梁纽带职责。

张玉卓表示，中国科协要引导科技工作者
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增强服务
“国之大者”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大力弘扬科学
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创造活力。要聚焦
主责主业，以高水平创新人才支撑保障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科协学会党建工作指导委
员会要持续推动实施“党建强会计划”，不断探
索符合学会特点的党建工作模式，以高质量党
建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政治保障。

筑牢人口安全防线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穆光宗

自国家推行生育的社会计划以来，全
国人口出生率“跌跌不休”，如今再创新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中国统
计年鉴 2021》，2020 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
8.52‰，首次跌破 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
长率仅为 1.45‰。

数据显示，2020 年的自然增长率不
足 10 年前的 25%，特别是自 2016 年实施
二孩政策以来，自然增长率由 6.53‰降
至 1.45‰，2017 年以后自然增长率下降速
度加快。人口出生率从 2016年的 13.57‰降
至 2020年的 8.52‰，用“断崖式下降”形容
其速度之快亦不为过。根据目前的发展趋
势，2021年出生率仍将继续下降。

出生率跌破 1%意味着什么？这一数据
意味着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近在咫尺
（原来估计在 2027年以后），人口萎缩大势
所趋，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
构失衡的风险加剧。

近几年出生人口下降，与育龄女性人
数减少是分不开的。与 2010 年相比，2020
年我国 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减少了 5749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575万人。与此同时，
这 10年间 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数减
少了 346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346万人。低
生育—少子化背后不仅有生育意愿低下的
驱动，也有年轻育龄女性减少的原因。

出生率首次跌破 1%是人口转折的一
个重大信号，它表明低生育和少子化驱动

下的年轻人口储备不足已然成为常态，可
能加剧经济下行。

人口发展规律表明，一旦人口年龄结
构失衡，即便是人口大国也会遭遇“劳动力
短缺”困境，甚至人力短缺从制造业开始波
及服务业等各行各业，人力资源依托型的
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
减少几百万，已累计减少 4000万以上。2017
年，中国人口增加了 737万人；2018年，增
加了 530万人；2019年，增加了 467万人；
2020年，只增加了 204万人，人口萎缩态势
严峻。应该承认，2017年后人口增加是因为
二胎放开的政策效能得到了释放。

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总量控制
理念长期占据了绝对话语权，人口少子化
态势没有引起我们应有的警觉，以至于演
化成严重的问题。

回望过去，可以说有 3个重要的历史
节点：一是 1991 年总和生育率（TFR）首次
低于更替水平，次年即低于 1.6，属于“未富先
少”的人口转变类型；二是 2000年第五次全
国人口普查（“五普”）数据显示 TFR为 1.22，
低于 1.5甚至 1.3，已属于早熟的低生育人
口；三是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
普”）大数据显示，其时 TFR仅为 1.18，低于
“五普”，是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最好
时机。说白了，人口少子化不是从属于人口
老龄化的次要问题，而是具有高度独立性

的重大问题。
1962年至 1975年这 14年，我国新增

新生人口 36776万，平均每年新出生人口
2600万。从 1962年一直延续到 1997年，出
生人口在多数年份都超过 2000万人，其中
1963 年出生人口接近 3000 万；但从 1998
年开始，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一直低于 2000
万人，尤其是 2020年出生人口仅 1200万，
不及 1963年的一半。1963年人口出生率达
到了 43.6‰，2020年出生率不到 1963年的
1/5。

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造成人口两
极分化，像跷跷板一样，一头沉一头起，人
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有悖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理想和目标。所以说，从一个历史时期
看，低于 1%这一数据包含着人口结构失衡
的风险含义和预警含义。事实上，2020年人
口增量仅有区区 204万，相对于 14亿总量
而言可谓杯水车薪，无足轻重，中国已经接
近人口零增长的门槛了。

近日，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将经过野化训练后的
30只河麂放归大自然。这是该局首次对哺乳动物实行野外放归。

河麂，又名獐，偶蹄目、鹿科，是一种小型的鹿，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在实施放归
前，该局进行反复勘察论证，确定适宜河麂繁衍生息的放归地点，并
对其进行野外生存能力训练，使其彻底适应野外生活。放归后，工作
人员将通过已经安装在河麂身上的跟踪仪和放归地的红外相机，定
期巡护，加强对河麂的跟踪保护工作。

本报见习记者王昊昊 通讯员周翔宇报道 匡代勇摄

中外团队首次实现高维量子纠缠态最优检测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
院士团队李传锋、柳必恒研究组与电子科技
大学王子竹，以及奥地利的高小钦、Miguel
Navascu佴s 等合作，首次实现高维量子纠缠
态的最优检测。相关成果发表于《物理评论
快报》。

量子纠缠是量子信息过程的核心资源。如
何在实验上制备和检测量子纠缠，是量子信息
领域的基本任务。然而，随着系统维度数和粒
子数的增加，传统量子态层析技术这种检测量
子纠缠态的方法，消耗的资源将会呈指数级增
长，因而在实验上不具备可扩展性。

为了解决高维纠缠检测这一难题，该研究
组曾利用基于保真度的纠缠目击方法检测 32
维的两体最大纠缠态，保真度达到了世界最高
水平。然而，对于常见的非最大高维纠缠态，基
于保真度的纠缠目击方法并不适合。

近期，该研究组与理论合作者提出一种
适用于所有两体量子纠缠态的最优量子纠
缠检测方法。所谓最优检测，是指在任意给
定态和测量基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能给
出最紧的纠缠态边界，区分目标态是否纠缠
的能力最强。为了检验该方法的普适性，他
们在实验上巧妙制备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

高维量子纠缠态，并实现对该量子纠缠态的
局域测量等操作，从而实现最优量子纠缠检
测。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四维或三维的不能
采用基于保真度的纠缠目击方法检测的量
子纠缠态，用新方法只需采用 3 组测量基即
可认证其量子纠缠。

这一成果解决了两体高维纠缠态的检测
问题，为实现各种高维量子信息过程和研究高
维系统中的量子物理基本问题打下重要基础。

（桂运安）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我国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11月 25日，在生态

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法规
与标准司司长别涛介绍了“十三五”以来，我国
在推动生态环境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取
得的显著进展。

首先，生态环境立法工作力度之大、成果
之丰硕前所未有。《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
等 13部法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 17部行政法规完成了
制修订。目前，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主要
执法部门的生态环境法律共 15部，占现行有

效的相关法律总数近 1/20。生态环境行政法
规到本月为止为 32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
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生态环境各主要领域已
经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别涛表示。

其次，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
效。“十三五”期间，原环境保护部和生态环境
部制修订、发布了 673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增长幅度之快为过去历次 5年规划期之最。截
至目前，现行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总数已达
2202项，其中强制性标准 201项。

此外，别涛介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工作已全面开展，推动治理和修复了一批
受损的生态环境；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挥
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推动压实了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保的政治责任；依法治污有章可循，
印发《关于深化生态环境领域依法行政 持续
强化依法治污的指导意见》。

别涛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十四五”国家生
态环保工作整体的规划和部署，组织全国生态
环保系统全面强化生态环保的法规与工作，为
实现协同增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
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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