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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协八大在穗召开

本报讯 7月 23日，广东省科学技术
协会第八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
会选举产生了广东省科协第八届领导机
构，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当选为广东省
科协第八届全委会主席。

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科协第七届
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今后
5年科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大
会还表彰了一批全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来自全省的 566名代
表和 50名特邀代表还围绕改进科技工作
和科协工作、促进科技和科协事业发展等
议题建言献策。 （朱汉斌）

中国南车株洲所
成立美国研发中心

本报讯记者从中国南车旗下南车株
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获悉，该公
司美国研发中心近日正式成立，并分别
与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得州大学圣安
东尼奥分校两所高校建立联合实验室。
这是继 2009 年在英国成立半导体研发
中心后，该公司成立的第二家海外研发
中心。

据悉，新成立的美国研发中心将立足
于基础与前沿，集合中美两国优势研发资
源，针对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等行业的网络
与信息、电磁兼容性（EMC）两大领域的核
心技术开展研究。 （成舸刘亚鹏）

河北将实现
从太空遥感监测环境质量

本报讯 河北省环保厅与国家环保部
近日签订环境遥感监测与应用合作协议，
今后，河北省将利用“天眼”———国家环境
一号 A、B、C三颗卫星，对全省域境内的
大气、水环境质量及重点工程实施区域、
自然保护区、重要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
功能区等进行太空遥感监测。至此，该省
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天地一体化”全覆盖
监测的省域。

据介绍，卫星将每天飞越河北境内两
次，能观察到最小 1米物体轮廓，并观察大
范围的环境质量。 （高长安）

中国棒槌岛
国际肿瘤前沿论坛举行

本报讯由大连医科大学肿瘤干细胞
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棒槌岛国际
肿瘤前沿论坛暨第二届孙思邈肿瘤研究
治疗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大连
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和詹启敏担
任大会主席。包括“千人计划”入选者、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在内的 20 余位专家作
学术报告。

论坛围绕肿瘤的基因组学与遗传学
及表观遗传学、肿瘤细胞生长调控、肿瘤
化学预防等内容进行了学术研讨。

论坛还授予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王
存玉“第二届孙思邈肿瘤研究与治疗杰出
贡献奖”。 （刘万生胡莉莉）

河南省微生物学会
举行学术年会

本报讯 7月 12日至 14日，河南省微
生物学会 2013学术年会在商丘师范学院
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微生物学与社
会发展”。

与会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的最
新成果和动态，并就产学研协作、科技咨
询、科普宣传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热点问
题进行了研讨。 （谭永江樊周鑫）

发现·进展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杨奇森：

生态工程不应强迫动物适应“人造自然”

简讯

开角青光眼诊治研究
获新发现

本报讯（记者彭丽 通讯员徐明
明、史国华）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扫频 OCT 技术在眼前节施氏管
活体成像与开角青光眼诊治”研究
小组近日研究发现：正常眼形态没
有年龄和性别相关性，正常眼的施
氏管相对开角青光眼具有较大的管
腔面积，在经过药物治疗后，开角青
光眼的施氏管会随着眼压降低而明
显扩张。该项研究或可为青光眼的
分型诊断、药物和手术的疗效评价
等提供活体监视的窗口。

一直以来，开角青光眼的形成
机制、发病机理尚不清晰，存在多
种假说。普遍认为，房水循环受阻
引起眼压升高是造成青光眼的最
主要成因。施氏管作为房水循环的
中间通道，房水汇集于此并注入房
水静脉，从而形成房水循环。学术
界认为施氏管的管腔面积变化量

是 POAG 诊断、药物治疗与手术效
果评价的重要依据。目前，临床普
遍使用的光学活体成像技术分辨
率较低，使得施氏管的形态研究仅
局限在离体与动物眼球。

为此，该所人眼成像研究小组
开始利用扫频 OCT技术，开展对
眼前节施氏管活体成像与开角青
光眼诊治方面的研究。在国家
“863”计划的资助下，该研究小组
成功研制出专门用于高分辨率前
房成像的眼前节扫频 OCT 临床试
验样机，并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
了多达 200 例的开角青光眼的眼
前节高分辨率图谱采集。

据悉，光电所将与北京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开展深入合作，利用改
进后的设备，进行 OCT 图像实时
引导下的青光眼前房手术研究，进
一步开拓技术的潜力。

姻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7 月 21 日上午，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场有关

“藏羚羊与和谐之路”的讲座吸引了众多动物爱
好者。
而就在当天，远在青海卓乃湖畔的数十只母

藏羚羊，也带着 20余只新生的小藏羚羊，顺利地
从五北大桥迁徙通道回迁栖息地。
“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是和‘第一自然’的和

谐，而不是和人造的‘第二自然’的和谐。”讲座者、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奇森以藏羚羊与
青藏铁路之间的关系为例，呼吁建设生态工程是
为了尽量少影响野生动物的自然习性，而非诱导

其改变习性以适应人造环境。
“藏羚羊主要包括新疆的阿尔金山种群、西藏

的羌塘高原种群、青海的可可西里种群和三江源
种群四个相对集中的种群。”杨奇森介绍，每年 5
至 6月，一部分雌性藏羚羊会迁徙到青藏高原南
部的青海产羔地———乌兰乌拉湖、卓乃湖、可可西
里湖、太阳湖等地产崽。7至 8月份，母羊又会带着
新生幼崽返回原栖息地。

2006年，东起西宁南至拉萨的青藏铁路全线
通车，这条高原铁路是中国铁道建设的伟大壮举，
然而，这项工程却正好影响了野生动物的自然迁
徙路线。
“铁路正好阻隔了可可西里和三江源两个种

群间的迁徙路线。不能正常迁移，就意味着种群可
能会灭绝。”杨奇森说。

为将青藏铁路建成“生态工程”、“和谐之路”，
杨奇森担任了青藏铁路藏羚羊迁徙走廊课题组组
长，根据藏羚羊的迁徙习性设计了 33 条迁徙走
廊。根据杨奇森研究组的测算，到 2005年走廊建
成之时，多数藏羚羊都能在半天甚至数十分钟之
内开始穿越通道，并顺利迁徙。

今年 5 月 22 日，十多只藏羚羊顺利通过青藏
铁路迁徙通道和青藏公路，前往可可西里腹地产
崽，如今已成功返回。

不过，并非所有的野生动物都如藏羚羊这么
幸运，也并非所有工程都如青藏铁路这般注重环

境。在杨奇森的幻灯片里，一幕幕车辆与野生动物
相撞后的情景让人惨不忍睹。
“现如今，很多工程都很宏大，但是人们还没

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工程已成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
占用者，同时还是其生命的掠夺者！”杨奇森呼吁，
将这些工程建设成“生态工程”。

尤其针对一些生态保护区域建设交通、旅游
等基础设施的情况，杨奇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要实现‘生态工程’的目标，我们首先要把现
状搞清楚，当地有哪些动物，这些动物的状况怎
么样，然后评价工程到底会对这些现状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最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
应措施。”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从上海院
士中心获悉，首批中国工程院国家战略
咨询研究重点项目之一的“长三角地区
健康老龄化发展的战略研究”近日在沪
启动。

据该项目总负责人、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闻玉梅院士介绍，目前，我国老龄化
程度很高，且未富先老。2013 年，我国老
年人口达到 2.02亿，占总人口的 14.8%。
上海最早进入老龄化，2011年末，60岁以

上老人占上海总人口的 24.6%，已面临养
老金缺口压力大等问题。

闻玉梅表示，目前我国老年医学领
域建设和科研层次不够高；老年医学教
育依然相对滞后；合格和专职的老年医
护工作者数量处于严重缺失状态；老年
病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缺乏规划和系统性
调查，缺乏前瞻性与针对性等共性研究，
并存在抽样不适、样本量偏小，不同单位
重复调查等问题。

据悉，项目启动后，主要解决两大问
题：一是老年人医疗服务的战略，即“医
老”战略；二是“养老”的战略。该项目已设
立医老的队伍建设战略和护理战略研究、
医老的科学问题及战略研究、医老的产业
战略和养老战略研究等 6大课题组。

据了解，该项目已选择在上海市闵
行区、长宁区和江苏省、浙江省的新兴城
镇及农村地区展开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
研、分析工作。

长三角地区老龄化研究项目上海启动

中药显著提高
蛋鸡产出和免疫力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
马翠花）日前，由河北农业大学与
河北省玉田县畜牧水产部门合作
攻关的“中药提高蛋鸡生产性能与
免疫力技术”经农业部专家委员会
鉴定，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该项目负责人、河北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教授史万玉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该项技术成果的应
用已扩展至玉田县及周边县区的
２ 万余个养殖场户，平均每只鸡
提高经济效益 8.2元。

据介绍，随着养鸡业的迅速发
展，一些常见的传染性疾病呈现非

典型性或变异性表现，许多已经用
疫苗免疫过的鸡群依然发病。另一
方面，一些新疫病也开始出现。

史万玉等人给鸡群添加不同
剂量中药组方后，通过检测鸡群鸡
新城疫抗体、禽流感抗体、脾指数
和法氏囊指数的变化，探讨了 3 个
不同中药组方对蛋鸡免疫力的影
响，并筛选出具有提高蛋鸡生产性
能和免疫力的最佳组方，并在药理
实验、安全性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
大面积推广应用。使用该中药组方
后，雏鸡免疫平均抗体水平明显增
强，蛋鸡产蛋率由 85%提高到了
90%，鸡的死淘率下降了 3.33%。

姻本报实习生 王威 记者 陆琦
背景：
日前，“一级致癌物槟榔被列入

‘黑名单’”的新闻引发热议。报道中指
出，早在 2003年，隶属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就把槟榔
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与烟草、砒霜等
“并驾齐驱”。

一时间，作为四大南药之首，在一
些省份有着大量消费群体的槟榔成了
洪水猛兽。

疑问：
槟榔本身的毒性真的像烟草和砒

霜一样严重吗？槟榔入药是否安全，
在用量上如何限定？槟榔产业当何去
何从？

解答：
“咀嚼槟榔的确可以诱发口腔

癌，但主要问题不在槟榔本身。”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药药理学专家李连达这样告诉
记者。
“咀嚼槟榔诱发口腔癌的主要原因

在于不合理的生产工艺，有毒有害的辅
料，再加上粗纤维对口腔黏膜造成的机
械损伤。”李连达表示，“几种因素共同
作用下，口腔黏膜由慢性炎症到癌前病
变，最终导致口腔癌。”

早在将槟榔定性为一级致癌物之
前，针对亚洲部分地区和英、美、加、澳
地区移民中存在的大量咀嚼槟榔制品
的习惯，IARC 就对槟榔有持续的研
究。1985年，IARC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咀嚼含烟草的槟榔块（成品）是致癌的。
后续的研究证明了咀嚼不含烟草的槟
榔块同样致癌。
在 IARC报告中，槟榔总是和咀

嚼习惯连在一起的。李连达认为，
IARC的报告中所提含致癌物的槟榔
指的是“咀嚼槟榔”，而“合理的食用和
药用槟榔，至今尚未发现致癌的可靠

科学证据”。
李连达指出，对于咀嚼槟榔制品的

不良习惯，应该通过科普宣传，彻底改
变这种不利于健康的嗜好，防止口腔癌
的发生。

作为四大南药之首，槟榔是历代医
家治病的药果。将槟榔和烟草同列为一
级致癌物，李连达认为不正确。

他说：“吸烟致癌除了化学性致癌
之外，还有烟熏火烤对呼吸道黏膜的损
伤作用。有害物质经肺吸收，迅速扩散
到全身范围，其吸收速率之快、吸收之
完全仅次于静脉注射。它不仅诱发呼吸
系统的癌症，还可导致人体多部位癌症
及多种病变，引起高血压、心脏病等疾
病，甚至影响胎儿发育。吸烟对人体有
百害而无一利。而槟榔合理食用和药
用，利大于弊。”

槟榔果实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
营养元素和有益物质，如槟榔油、生物
碱、儿茶素、胆碱等成分。槟榔具有独特

的御瘴功能，能下气、消食、祛痰，又有
“洗瘴丹”的别名，在药用性能上被人们
广泛关注。

李连达说，国际上关于槟榔本身致
癌的研究并不充分；另外，抛开剂量谈
毒性本身也是不科学的。《药典》中限定
了槟榔每日用量为 3～10克；驱绦虫、
姜片虫时，剂量为 30～60克。而槟榔入
药远低于安全限量，如前一段时间引发
争议的四磨汤口服液中，槟榔的每日摄
入量只有 2.5克。
“我们尊重科学，尊重国内外科学

家的一切正确意见。”李连达表示，“但
我们要鉴别真伪是非，全面看待问题。
不应当迷信洋人，更不要迷信一些
NGO（非政府组织）似是而非的意见，
把片面的言论当做圣旨顶礼膜拜，对我
国食品药品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应有的
伤害。”

对此，他打了一个比方：“切忌泼洗
澡水时，将孩子也泼了出去。”

槟榔不是洪水猛兽

研究证实
生态政策促西部林业恢复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 通讯员
铁铮）7月 20日，北京林业大学研
究人员发布“我国西部林业生态建
设政策评价与体系完善研究”项目
进展通报，该通报显示我国西部林
业生态政策在促进生态恢复上发
挥了积极贡献。

据了解，该项目是林业系统第
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
研究对我国西部生态建设政策实
施效果和政策体系的协调性进行
评价，进而归纳出我国西部林业生
态建设政策存在的问题，对我国西
部林业生态建设政策体系进行完
善，并运用仿真方法和框架对政策
体系进行动态模拟与效果预测。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宋维明
介绍说，课题组还发现我国西部
林业生态建设已由政策驱动演进
为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协同建
设，良性动力机制已经形成。调查
样本中，超过 70%的农户对林业
生态建设呈积极态度，并有超过
65%的农户直接或间接参与林业
生态建设；在西部林业生态政策
的驱使下，西部政府部门通过强
化管理和自我培训有效提升了执
政能力，为落实国家西部战略奠
定了基础。此外，超过 60%的调查
农户直接或间接受益于林业生态
建设；西部林业生态政策有效增
进了部门间工作的合作，生态建
设领域的协同关系有所改善。

视点

国内首开在线互动网络课程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一门课程，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
的 784 名学员注册参加，181 名达到要
求结业。这是近日刚结束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在线网络公开课《文献管理与信
息分析》，这种在线授课、实时互动、批
阅作业、课后交流辅导并颁发证书，同
时利用 QQ、微博、论坛等平台实现全

方位互动的“网络班”，在我国还是首次
开设。

本次网络课程采用网络现场直播的
形式授课，师生实时在线互动，完全开
放，共进行了 11 次在线授课。每次上课
前，各位学员会收到手机短信和邮件通
知。课后，学员们可以下载课件资源，也
可以在线观看。

“与传统的网络公开课相比，开放式
在线互动教学更注重学员的学习体验，
推动网络教育由单向自学向双向互动。”
中国科大学位办主任倪瑞说。

据悉，该课程在网易云课堂上线 12
天，就有 1200多人在线学习，并获得 5星
评价。最终，23%的学员达到要求结业，远
超过国外公开课 3%～5%的结业率。

7月 23日，一名参观者在秦皇岛鸟类博物馆用手机拍摄摄影作品。
当日，由秦皇岛市政协、秦皇岛关爱鸟协会等单位举办的“我们的朋友———鸟”世界野生鸟类摄影展在

秦皇岛鸟类博物馆拉开帷幕。据了解，此次展览共汇聚近 600幅精彩的野生鸟类图片，旨在让参观者通过
观赏摄影作品了解鸟、认识鸟、保护鸟，进而保护鸟类和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廉价高效碳催化剂制备成功
本报讯（通讯员于洋 记者封

帆）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
研究员徐维林、邢巍带领科研团
队，采用普通廉价碳黑制备了一
系列高效氧还原催化剂。研究成
果日前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催
化》上。

据了解，氧还原催化剂的性能
与价格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发展最
为关键的因素之一。目前，被广泛
研究的碳材料氧还原催化剂多采
用石墨烯、碳纳米管等昂贵碳材
料，且催化性能始终不能达到商业

铂碳催化剂的水平。
该团队通过向普通的碳黑中

掺杂氟元素，获得了一种简单廉价
的氧还原碳催化剂。经测试，该碳
催化剂在碱性环境中的活性、寿
命、抗中毒能力及长期工作稳定性
方面均优于商业铂碳催化剂和其
他已经报道的任何非铂催化剂。其
氧还原起始电位高出商业碳载铂
催化剂 30毫伏，达到了目前碱性
体系中氧还原催化剂的最高性能。

据悉，该团队已将相关技术申
请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