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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黄辛
“呼吸性疾病发展趋势是在增加，特别是肺

癌急剧增加、新传染病威胁公共安全、肺结核因
耐药问题发病率没有下降等三大问题令人担
忧。”

2月 27日，在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挂牌成
立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其谁、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威琪等专家表示，由于呼吸系统疾病往
往症状重、病情进展快、治疗难度大，因此防治
形势非常严峻。他们建议，整个社会必须把防线
前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最大限度地
保护公众健康。

呼吸疾病谱已改变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生
活方式日趋多元，生存环境日新月异。与此同
时，民众所患疾病也发生了变化。生活富裕后，
首先带来的是与营养过剩相关的心血管病、糖
尿病等疾病的高发，而呼吸系统疾病这些年变
化也不小。
“现在呼吸疾病谱已经发生了改变。”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主任、上海市呼吸病
研究所所长白春学认为，由于人们吃得好了，营
养改善了，与营养不良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发

病率明显下降，首先就是重症肺结核在减少。
过去，肺结核曾严重威胁着营养不良的中

国人。如今，肺结核的发病率虽然没有明显减
少，但是危及生命的肺结核病例在临床上已经
比较少见。
与此相反，白春学提醒说，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简称慢阻肺）的发病率近年来不断升高，防
控刻不容缓。
“慢阻肺发病率、死亡率高与我国医疗资源

相对不足，生物燃料的使用，空气污染等状况有
关。”白春学说。
据他介绍，慢阻肺目前是我国城市的第四

大死因、农村第三大死因。现在，中国内地慢阻
肺患者超过 4000万人，40 岁以上人群中慢阻
肺患病率达 8.2%；每年因慢阻肺死亡的人数超
过 100万，平均每分钟有 2.5个人死于慢阻肺，
致残人数约 500万。
相关研究机构亦表示，如不采取有效防控

策略，未来 20年，40岁以上中国人患慢阻肺人
数可能增加到现在的 2倍。
“同时，肺炎开始变得不典型。肺炎的发病

率 30年来变化不大，但在临床表现、致病原和
患病人群方面有所变化。”白春学介绍说，过去
肺炎链球菌是引起肺炎的最主要“元凶”。现在，
包括军团菌、支原体、衣原体在内的非典型致病
原多了起来。

另外，病毒性肺炎发病率也在增加。其病原
体包括 2003年大肆流行的 SARS病毒，以及最
近两年谈论最多的禽流感病毒，另外还有些新
发现的病毒也在向人们袭来。值得一提的是，病
毒性肺炎过去主要见于儿童，如今成人患病毒
性肺炎的人数在明显增加。
白春学还提醒说，重症病毒肺炎如冠状病

毒、禽流感病毒，来势猛、发展快，若诊治不及
时，很快会导致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等。“例如
重症禽流感，即使在大医院，死亡率仍大于
50%，鉴于其治疗难度很大，必须争取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

肺癌发病率陡然上升

“现代生活方式总会伴随一些‘副产品’，肺
癌就是其中之一。”白春学表示，在呼吸系统疾
病中，肺癌发病率近年来陡然上升。
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提供的资

料显示，肺癌死亡率居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仅 2000～2005年间，我国肺癌的发病人数就增
加了 12万，男性从 2000年的 26万增至 2005年
的 33万，增加 26.9%；女性自 12万增至 17万。
肺癌高发的两大主因是吸烟和空气污染。

流行病学专家预测，如果不控制吸烟和空气污
染，到 2025 年，我国每年肺癌患者将超过 100

万人，由此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专家们都认为，现在全社会控烟环境还需

要狠抓，控烟工作还需不断深化。
记者了解到，人每分钟吞吐的气体是 10

升，一天进出的气体是 14400升。如果空气中充
满了污染物，对人的危害巨大。研究表明，汽车
尾气、室内装修、厨房油烟等也都是诱发肺癌的
高危因素。

此外，支气管哮喘也在增加。支气管哮喘是
一种常见病、多发病，由于遗传或过敏体质、气
候环境、生活条件、职业等因素，尤其是近年来
的环境污染等，其发病率在世界各地也不尽一
致，据统计在 0.25%~5%之间。
“有研究证实，很多国家的支气管哮喘发病

率在逐年增加，像我国的北京、上海、重庆等大
城市，其发病率达到 3%，在广州地区甚至高达
5%。”白春学表示，一旦患上哮喘就需长期治
疗，且很难根治。同时，由于哮喘发作造成的误
工、误学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长期治疗给患
者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哮喘一直是
国内外关注的重点。

参加仪式的专家还提醒，还有些严重的呼
吸疾病在增加，如肺纤维化，其原因有病毒感
染、空气污染、药物使用（如胺碘酮）等。此外，多
见于术后、卧床、高龄患者的肺栓塞问题也应该
引起关注。

本报讯（通讯员周前进）近
日，从华中科技大学传出消息，
该校同济医学院药学院教授黄
昆带领的科研团队发现：长期每
天饮用 4杯左右的咖啡，可抑制
体内有害的蛋白质变化，使糖尿
病的患病几率减少 50%。该项研
究的成果作为美国化学学会“每
周精选论文”，登上了其官方网
站首页，并引起国内外学者及国
际媒体的关注。

长期以来，已有人通过经
验发现，饮用咖啡与糖尿病低
发生率之间似乎存在一定联
系，但饮用咖啡能够降低糖尿
病患病率的机制仍不清楚。黄
昆等人的研究发现：咖啡中有
两种有效活性成分，能够抑制
胰脏中一种导致糖尿病的蛋
白质的有害变化，多饮用咖啡
对糖尿病的治疗和预防都可
能有一定作用。其研究还表
明，咖啡中含量很高的咖啡因
的抗糖尿病活性很低，综合考
虑下，多饮用脱咖啡因咖啡效
果应该更好。

去年年底，黄昆等在美国
化学会旗下期刊《农业与食品
化学》杂志发表论文《咖啡主要
成分抑制人胰淀素的有害聚
集：咖啡饮用与糖尿病发病率
的联系》，正式提出了这一见
解。美国合众国际社在报道中
称：“该研究结果可能首次解
释为什么经常饮用咖啡能够
降低糖尿病患病率。”法新社
的报道也称：“中国科学家可能
发现了咖啡降低糖尿病发生率
的真正机理。”

日前，黄昆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很多人在饮用咖啡时喜
欢加入大量的糖、奶或者咖啡伴
侣，而这些对糖尿病都有一定的
负效应，因此，建议尽量饮用无

糖、无奶、无脂肪的黑咖啡。此外，咖啡中一个抗糖
尿病活性非常强的成分在绿茶中的含量也较丰富，
常饮用绿茶或许也可以达到抑制糖尿病的效果。

据悉，黄昆主要从事代谢疾病及相关创新生物
技术药物研究，2008年初从美国回国到华中科技大
学工作，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湖北省“楚
天学者”。目前，黄昆团队正以该研究为基础，开展
新型抗糖尿病药物的研发。

本报讯（记者杨清波）2011 年度“振兴重庆
争光贡献奖”颁奖晚会于 2月 28日在重庆彩电
中心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家蚕基
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向仲怀，第三军医
大学全军高血压代谢病中心主任、大坪医院高
血压内分泌科主任祝之明等 10 人获奖。

据了解，此次获奖者中，直接从事科研教
学工作和在科技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的高级工
程师超过一半。

“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是由重庆市委、市
政府授予的该市最高综合性荣誉奖，旨在评选
为城市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城市精英”，由市
民投票选出。在颁奖大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了获奖人员。

获奖者之一的向仲怀曾主持完成了世界上
第一张高质量家蚕基因组框架图，并在家蚕基
因组结构特征、基因的组织进化和比较基因组
学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成

果，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全文发表，被称为中
国科学家继人类基因组、水稻基因组后的又一
重大贡献。他曾组织获得了国家“973”、“863”等
重大项目资助，并荣获“全国茧丝绸行业终身
成就奖”。

第三军医大学教授祝之明主持了首个高血
压研究领域的国家“973”计划项目———环境代
谢因素致高血压机制及其干预措施的研究。被
称为“专家型领导”的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

董事长向晓波，大力施行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和管理创新，使集团保持年均 20%以上的发展
速度，连续七年稳居全国仪器仪表行业榜首。
此外，国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院长任红，重庆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单业
才，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公司总经
理、高级工程师邵威远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揭晓

黑龙江“十二五”环保投入千亿元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黑龙江省第九次全省
环保会议上获悉，该省“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
投入将达 1000亿元。
黑龙江省“十二五”环保目标为：化学需氧

量排放、氨氮排放总量分别减少 8.6%、10.4%，二
氧化硫排放、氮氧排放总量分别减少2%、3.1%。
具体措施上，将重点推进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
治工程，完成 404个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整
体提升松花江流域水体质量。同时，加快绿色、
低碳产业体系建设，支持污水处理和环保服务
产业发展，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
该省省长王宪魁指出，环境保护工作需从

全局把握，处理好相关关系，一要处理好保护
与发展的关系；二要处理好监管与服务的关
系；三要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四要处理
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五要处理好治本与治标
的关系。 （张好成）

中科院与陕西省科学院加强合作

本报讯 2月 25日，中国科学院———陕西
省科学院战略合作座谈会在西安举行，率先
探索中科院与省科学院加强合作的体制机
制。
中科院院地合作局局长戚强、陕西省科学

院院长周杰和党组书记杨星科及多个研究所
的负责人、专家参加了会谈。与会代表围绕人
才培养与交流、平台建设、合作研究等内容展
开讨论，并且近期将着手组建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西北地区区域创新联盟，选派 1名科技干
部参与和指导省院科研工作，共同建设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平台和野外科考研究台站，建立现
代农业技术集成示范基地等工作。
当天下午，参加会谈的专家到陕西省科学

院进行考察调研，并对陕西省科学院研究所申
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书进行了现场审评和具
体指导。 （张行勇）

浙江提升环境监测能力

新华社电记者近日从浙江省环保厅获悉，
该省将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在大气
污染物监控方面，积极开展 PM2.5、臭氧、一氧
化碳、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监测。规划到 2013年，
全省县级以上城市全部具备 PM2.5监测能力。
据了解，浙江计划到 2015年全省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国家下达的“十二五”
污染减排任务全面完成。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该省将提高环境监测能力，全面建成饮用水水
源水质自动监测站和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
网络，加快形成全天候实时监控的水环境质量
监控体系，扎实推进空气环境质量评价，及时
发布监测和评价结果，并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
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商意盈林佳佳）

山西出台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

本报讯山西省政府日前下发《山西省食品
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举报采取实名制，
按照所举报的食品安全隐患等级不同，举报人
可获得 200元至 10万元不等的奖励。
该办法将九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列入举

报奖励范围，具体包括：在农产品种植、养殖、
加工、收购、运输过程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使用非食用物质和原
料生产食品，违法制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
或者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收购、
加工、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肉
类及其制品，或向动物产品中注水或其他物
质；加工销售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
类，或未经检验以及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生产经营变质、过期、混有异物、掺假掺杂伪劣
食品；仿冒他人注册商标生产经营食品、伪造
产地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冒用生
产许可标志生产经营食品；非法收购、加工地
沟油用于食品，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瘦肉精；未
按规定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其他相
关违法犯罪行为。 （程春生）

简讯

本报讯（见习记者成舸）记者近日从长沙市知识产权局获悉，2011
年，长沙 PCT（国际专利）申请达到 385件，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在全国
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二。其中，约 85%的申请量来自中联重
科、三一集团和山河智能等三家工程机械领军企业，表明专利已成为上述
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抓手。

同时，统计显示，国内专利依然是重头。该市 2011年的专利申请数
累计达 13122 件，同比增长 44.66%，首次跨入万件城市方阵。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 5161 件，同比增长 37.26%。而在国内专利职务的申请类型
中，企业总量最高，为 7555 件；其次是高校，为 2091 件；科研院所以总

数 305 件位列第三。
在专利申请量攀升的同时，授权数也在快速增长。目前，长沙有效发

明专利共 5954件，居全国省会、副省级城市第 8位，有效发明专利每万人
拥有量为 8.46件，高出全国平均数 6.26件。

据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彭民安介绍，为提高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
的贡献率，长沙市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联合开展针对性扶持工作，已帮
助 107家中小企业拥有专利，企业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了 77.51%。此外，
知识产权网上竞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等举措的实
施，也是促使长沙城市科技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原因。

长沙国际专利申请数居省会城市第一
逾八成来自工程机械企业

本报讯 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是一类十分重要
的药用和观赏资源植物。其化学成分，尤其是萜类
化学成分及其成药性研究一直是国际上天然产物
化学和新药研发等相关领域的热点。最近，中科院
昆明植物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许刚研究组在对甘西鼠尾草的研究
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结构新颖的萜类化合物二聚
体 przewalskone。

据介绍，从生源与其结构特点来看，przewalskone
应该是由两个不同的萜类化合物单元聚合而成，相
关文献调研表明这两类成分仅共存于鼠尾草属植
物之中。在生物活性研究中，该化合物对所测试的
五种肿瘤细胞株均显示出十分显著的体外生长抑
制活性。

目前，该化合物及其生物活性均已申请专利保
护。围绕该化合物的结构及相关生物活性，研究组将
进一步展开系列研究工作。

此外，该研究成果已被国际期刊《化学通讯》在
线发表，并获得审稿者的高度评价。 （韦伊）

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
成分研究获进展

呼吸系统疾病防线亟待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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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正月，山西省农科院果树专家牛自勉博士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山西各地农村，为果农传授苹果和梨树高光效树形改造新技
术，使原本冷清的初春果园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他每到一地讲课，都被农民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让果农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牛自
勉不惧严寒，每次上树示范修剪，在高处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已在平遥县、太谷县、祁县等地农村培训果农
1000余人。 本报记者程春生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张巧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发布了 2011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十大新闻，并同时举行了《中国低碳年鉴 2011》首
发式。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介绍，201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和低碳发展十大新闻分别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突出强调应对气候变化
和低碳发展；国务院发布“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确定到
2015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获国内外高度关注与积极评价；中国为联
合国气候变化德班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加大对发展中
国家的援助力度；全球首台高效直流变频离心机组问世，比普通离心机节
能 40%以上，机组效率提升 65%以上；中国全民义务植树 30年，减少碳排
放成效巨大；我国首个海上大型风电场示范项目一期建成；酷中国———全
民低碳行动 5省 10市倡导低碳并在德班大会上引关注；7省市开展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12部委联合开展“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年度十大新闻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