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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中国
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周保罗小
组研发了一种基于果蝇 S2 细胞的
新型 HIV-1 病毒样颗粒（VLP）表
达系统，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果蝇
S2 细胞表达系统制备 HIV-1 VLP
作为艾滋病疫苗组分。日前，《病毒
学杂志》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

据了解，一个成功的 HIV-1疫
苗应既能够诱导出 HIV-1 胞膜蛋
白特异性的广谱中和抗体，又能够
诱导出多种蛋白特异性的 T 细胞
免疫反应。在众多的 HIV-1免疫原
设计中，VLP 由于能够将天然构象
的胞膜蛋白刺突展示于其表面，并
且能够同时诱导体液和细胞免疫反
应而被认为优于 GP120 蛋白。但
是，目前的 HIV-1 VLP表达系统在
某些方面还存在缺陷。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在周保罗
的指导下，博士生杨立飞、宋宇峰等
开发出一种基于果蝇 S2 细胞的新
型 HIV-1 VLP 表达系统。研究表
明，采用这一新型 VLP 表达系统制
备 HIV-1 VLP，其表面膜蛋白能够
正确剪切、糖基化并且和 gag蛋白
一起组装成病毒样颗粒。采用该系
统制备的 HIV-1 VLP 产量与杆状
病毒表达系统的产量相当，甚至更
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纯化后的 VLP
表面平均包含 17个膜蛋白刺突，并
且保留了多个已知的广谱中和抗体
表位。

研 究 人 员 采 用 DNA 初 免
-VLP加强，并伴以 CpG佐剂的接
种策略，可以在小鼠体内诱导出胞膜蛋白特异性
的抗体反应，包括 ELISA结合抗体、中和抗体、
ADCC和 ADCVI特异性抗体反应以及胞膜蛋白
和 gag特异性的 CD8 T细胞免疫反应等，具有更
好的免疫保护效果。

有关专家认为，这一新型 VLP表达系统制
备的 HIV-1 VLP 具有很多优良的特性，可以开
发成为 HIV-1 疫苗的有效组分。

该研究是与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朱平小组
合作完成的，得到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

本报讯（见习记者邱锐）近日，国务院发布
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圆园员圆-
圆园圆园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发
展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要目标：到
圆园员缘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
计产销量力争达到 缘园万辆；到 圆园圆园年，纯电动
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 圆园园
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 缘园园 万辆，燃料电池汽
车、车用氢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展。
《规划》提出，到 圆园员缘年，当年生产的乘用

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 远援怨升/百公里，节能型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降至 缘援怨升/百公里以下。到
圆园圆园年，当年生产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
至 缘援园升/百公里，节能型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降
至 源援缘升/百公里以下；商用车新车燃料消耗量
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还包括：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及关键零部件技术整体上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掌握混合动力、先进内燃机、高效
变速器、汽车电子和轻量化材料等汽车节能关
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企业。

另外，配套能力明显增强，关键零部件技
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充电设施建设与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相适
应，满足重点区域内或城际间新能源汽车运
行需要。此外，建立起有效的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企业和产品相关管理制度，构建市场营销、
售后服务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完善扶
持政策，形成比较完备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范体系。
《规划》明确了业内强烈关注的新能源汽车

技术路线：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
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当前重点推进纯电动
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推广普及非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节能内燃机汽车，提升我

国汽车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规划》提出，我国将成立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牵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
部等部门参加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部际协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综
合采取多种措施，形成工作合力，加快推进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各有关部门根据职
能分工制定本部门工作计划和配套政策措施，
确保完成《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

本报讯（见习记者邱锐）近日，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中科院
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实验室研究员徐坚带
领课题组，将海洋附着生物的强粘附特性与荷叶
表面超疏水性结合，研发出具有贻贝粘附蛋白仿
生结构的多巴胺修饰微粒表面，成功发展了一种
制备微纳多级结构超疏水颗粒的通用方法。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

超疏水颗粒指不能被水润湿的固体颗粒。据
该课题组研究人员介绍，之前研究也曾成功制备
超疏水颗粒，但这些方法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限制了超疏水颗粒的使用与发展。

而徐坚课题组受海洋生物———贻贝的启发，
成功找到了一种能够适合多种材料的超疏水颗
粒制备方法。

海洋中的贻贝可以在多种表面粘附，经过科
研人员研究发现，贻贝的这种超强粘附能力主要
依靠多巴胺官能团。受此启发，该课题组博士张靓
首先在微米颗粒表面沉积纳米尺度的聚多巴胺涂
层，之后利用聚多巴胺层来还原银，形成银纳米颗
粒层，进而构成微纳多级结构，之后，在该结构基
础上，通过对表面进行低表面能化学修饰，最终得
到具有超疏水性的微纳多级结构颗粒。
“我们工作的创新性在于将来自贻贝与荷叶

的启发结合在一起。整个制备方法的核心是在微
米颗粒表面沉积聚多巴胺，由于聚多巴胺具有在
几乎所用物质表面粘附的特性，这使得我们的方
法能够适用于多种颗粒，具有普适性。”课题组副
研究员赵宁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徐坚表示，正是由于这种普适性，所以不论
颗粒中是否含有杂质粒子，通过该方法均能赋予
颗粒超疏水性；同时可以将特定功能与超疏水性
结合，得到兼具超疏水性的功能颗粒。
“例如，我们使用磁性微米颗粒制备出兼具

磁性和超疏水亲油的颗粒，应用该颗粒可以方便
地实现磁场控制下的油水分离。”徐坚说。

超疏水颗粒通用制备方法找到

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严重超编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日前实地调查发现，该局核定编制 54人，实际
在岗 75人，还有 40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超
编一倍左右。武穴市教育局局长王卫平说：50岁的
人退二线，的确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当时就认为
这也是改革的成本”。（7月 9日《京华时报》）

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这个成本绝不是“浪
费”。事实上，改革当中出现问题是必然的，未经探索
不可能走出最正确的路，这个探索的过程往往也是
个“试错”的过程，但“试错”不是“浪费”。如今该教育
局却将“浪费”作为改革的手段，如此颠倒黑白的思
维方式，着实令人错愕。

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将“浪费”作为改革的成
本，表明要么当地对改革没有清醒的认识，将所有
政府内部的管理举措都冠之以“改革”的名义，曲解
了“改革”的本义；要么是教育局在改革的问题上存
在抵触，希望借“文字游戏”来掩盖不改革的实质。此
种逻辑的可怕之处在于，利用公众对改革的期盼，为
少数公职人员牟利，而将各种浪费都归结到改革的
头上，不仅不去控制行政资源的浪费，反而更加理
直气壮。

改革是个好东西，但不是一个啥都能装的箩
筐。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喜欢将各种活动都称之为
“改革”之举，甚至为一些恶习陋习贴上“改革”标
签。但皇帝的新衣掩盖不了裸体的事实，浪费与改
革之间不是“伴生”关系，而是敌对关系，改革首先
就要改掉浪费。对于武穴教育局的“改革”之举，当
地政府必须给予公众一个交代。此外，更要警惕这
些乱贴标签之举。不然，还会有更多挂着“改革”标
签却不将公众利益置于首位的荒唐剧出现。

科学时评 6月 29日，神舟九号与三名航天员结束了
13天的太空飞行返回地球家园。目前，三名航天
员正处于为期 14天的医学隔离期。

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此次任务航天员系
统总指挥陈善广表示，三名航天员完美的表现
让神九任务充分发挥了“人”的作用，为今后建
立空间站打下了基础。

充满挑战的十三天

适应太空环境、承担手控交会对接的任务、
多个航天医学实验，十三天的太空之旅充满挑
战。
如何保持身体平衡，成为他们入驻天宫的

第一课。在微重力环境下，空间相对宽大的天宫
一号也为航天员适应环境增加了难度。“已经
‘飞天’过的景海鹏，快速地适应了失重环境。”
陈善广说，“刘旺和刘洋则花费时间相对多一
些。”因此，天宫一号中为防止漂浮特别设计了
限制带、束缚带给航天员提供运动支点。
在提到手控交会对接操作岗时，陈善广忍

不住多夸了自己的“弟子”刘旺几句。“从航天员
开始训练考核时，刘旺的手控交会对接技术就
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他说，“优异的空间感知
能力让他对力量、余量、提前量的把握十分精
准。”同时，在陈善广眼里，内敛的个性也让刘旺
成为一名肯钻研、有思想的航天员。
十三天里，航天员进行了 15项航天医学相

关的实验，主要包括前庭、心血管及脑高级功能
影响研究、失重生理效应防护的细胞学机制研
究及“973”项目有关在轨认知功能研究等。按照
初期、中期、后期的不同飞行时段，三名航天员
既当实验者又当被试者，彼此开展实验。
“这些实验都在天宫一号中开展，地面只进

行指导，所有设备都需要航天员自行管理。”陈
善广说，“他们每天都要做实验，任务很重。”
据悉，在轨实验结果已经取得初步结果，还

要与地面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后才能得到最后
结果。

“人在回路”验收合格

“人在回路（man in the loop）”是一个控制系统
概念。一般而言，人在系统扮演角色后便会对整个

系统既定目标产生影响。“‘神九’与天宫手控交会
对接就是一个典型的‘人在回路’系统。”陈善广解
释，“在这一系统中，人是活跃的、主动的因素。”
因此，系统的设计必须考虑人的生理、心理

和认知特性，整个航天员系统的工作便是基于

此保证航天员在太空的安全、健康和高效工作。
手控交会对接时，航天员刘旺左右手使用

的两个操纵杆便是人机交互的方式。陈善广记
忆犹新，操控系统设计花了不少精力，最终版本

已经与首次的设计大不一样。“对力的感知如
何、反馈合不合适、操作灵敏度怎么样、延迟系
统与人是否匹配，都进行了严格评估。”

而航天员参考的十字靶标显示则是人机界
面的一种。陈善广说：“我们为让航天员在太空中

能准确、高效地获知信息，解决了屏幕多大、什么
颜色、对比度是多少、线条粗细、参数位置如何放
置、多大字符等多个人机界面设计问题。”

微重力和狭小环境会使人的认知发生改
变，因此，许多人机交互、人机界面虽通过地面
验证，也仍须在太空再次验证。陈善广欣慰地看
到，精心设计“人在回路”的手控系统及其他人
机界面均经受了考验，“可谓验收合格”。

不过，陈善广透露，三名航天员仍从使用者
的角度对飞船设计提出了多项改进意见。

太空探索初起步

多年的航天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
值的结果，不过，在陈善广看来，人类对于太空
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具有统计意义的样本
量是开展研究的前提。陈善广认为，目前，长期
飞行的样本量还不利于开展系统科学研究。

首先，飞行时间远远不够，飞行时间最长的
俄罗斯航天员克里卡廖夫也只在太空逗留一年
多。其次，频繁或者一次性送大量航天员上天受
昂贵的花费所限，而且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段
的数据也可能增加研究难度。

空间运动病便是例子之一。头晕、恶心、呕
吐是空间运动病的表现，严重时可能需要提前
返航。陈善广介绍，我们已知这些现象是由失重
引起体液头向分布造成的，但其发生机理依然
是一个谜。“到底是前庭功能，还是运动感知冲
突？几派学说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

骨丢失、肌肉萎缩现象也是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正试图从基因调控方
面入手，利用成骨细胞开展细胞学实验。“如果
掌握机理，就能通过物理或药物方式进行更有
针对性的治疗和防护。”陈善广说。

此外，认知特性、女航天员性别差异、中国人
生理特异性，都是未来太空探索重要的科学问
题。陈善广表示，我国建立空间站后，可能选拔专
门领域的科学家进入太空担任负责空间医学载
荷专家，有望通过进一步研究获取宝贵资料。

本报北京 7月 9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中国科学院在京召
开会议，学习传达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中科院院长、党组书
记白春礼，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先后介绍了中央领导同志重
要讲话要点。白春礼对下一阶段如何落实会议精神提出了要
求。

白春礼指出，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
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次全面动员和部署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会议。要深入学习领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精神，充分认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对科技的新要求，切实增
强加快改革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明确中科院新时期
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把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转化为全
院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白春礼同时强调，要进一步明晰中科院战略定位，准确把

握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引
领作用；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致力重大创新突破，为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断作出重大创新贡献；要以重大成果产出
为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继
续探索新路子；要以协同创新为重点，大力加强联合合作，促进
科技与经济社会、科技与教育、科技与区域发展的紧密结合。

最后，白春礼希望中科院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胜利召开
为新起点，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积极探索以重大成果产出为导向的新
体制新机制，扎实推进“创新 2020”，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

本次传达会由方新主持。在京的中科院领导、副部级以上
老领导、京区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院机关副局长以上领导干
部、院机关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出席会议。

中科院传达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逾九千学子获中科院博士硕士学位

“改革”不是啥
都能装的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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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9日讯（记者肖洁）“每逢此
时，我总有一种家长送儿女出门远行的感觉。”
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的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
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
身着金红两色的院长袍，动情地对台下近 700
名中科院毕业生如是说。他们分别来自北京、
兰州、烟台、贵阳、青岛、上海、长春、苏州和新
疆等地，代表中科院 2012年度毕业的 4953名
博士和 4305名硕士。

10多年来，每逢毕业典礼，作为院长，也作
为研究生们的学长、师长和朋友，白春礼都要
来与他们分享收获的喜悦、展望美好的前景。
他希望毕业生们无论走向哪里，都始终胸怀远
大志向，永葆进取之心，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理想，把个人奋斗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全民奋斗紧密相连。

白春礼叮嘱毕业生们，既要读好学习科研
的“有字之书”，更要读好社会实践的“无字之
书”，不受浮躁之气所惑，不被名利之心所困，
虚心向人民学习，在实践中不断进取，在社会
大舞台上经受历练，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白春礼还特别向继续从事科研的毕业生
们强调，要淡泊名利、坚韧不拔、不畏失败、不言
放弃，更要敢于提出质疑，想常人之不敢想，为
常人之不敢为，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
好、更远。

导师代表、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洪友士
则赠言新科硕士和博士：“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他鼓励他们担当起时代的
使命和母校的嘱托，走向社会，勇敢面对新挑
战。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生岳华代表毕
业学生发言。她向导师和母校表示感谢，并表示
将怀着十足的信心和勇气，承担起国家、社会和
家庭给予的责任，继续拼搏奋斗。

出席毕业典礼的还有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
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中科院
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研究生院常
务副院长吴岳良等领导和导师代表。

中科院研究生院是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
院，建校 30余年来培养了近 10万名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目前在读生 3.8万余名，其中博士
生约占 50%。杨天鹏摄

据新华社电（记者吕诺）卫生部疾病
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 7月 怨日在卫
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确
诊的慢性病患者已超过 圆援远亿人，因慢
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 愿缘豫。

卫生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圆园园愿 年全
球有 缘苑园园万人死于慢性病，占所有死亡
人数的 远猿豫，预计 圆园猿园年这一比例将上
升至 苑缘豫。

孔灵芝介绍说，当前影响我国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的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
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等。我国已经进入慢性病高负担期，慢
性病在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达 苑园豫。慢性
病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
题。

与慢性病的严峻形势和百姓的健康
需求相比，全社会对慢性病的危害依然认
识不足。孔灵芝说，有利于慢性病防控的
公共政策和支持性环境仍然缺乏，政府部
门间的协调机制有待建立，社会知识环境
有待形成。在卫生系统内部也存在工作机
制不畅、防治结合能力不足、防治资源难
以整合、信息共享难以实现等困难。

日前，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等 员缘 个部委联合印发了《中
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圆园员圆原圆园员缘
年）》。这是我国政府针对慢性病制定的
第一个国家级综合防治规划。据孔灵芝

介绍，规划紧密围绕“人均期望寿命提高 员 岁”的
健康核心目标，着力打造全国的慢性病防治服务
体系，建立慢性病综合防治工作机制，明确“十二
五”期间慢性病防治的具体目标和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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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人在太空十三天
———专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陈善广

姻本报记者甘晓通讯员朱霄雄

朱九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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