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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科学会议探讨
载人深空探测器材料问题

本报讯香山科学会议第 466次学术讨
论会日前在京召开。与会专家认为，应针对
未来载人深空探测飞行器的特点，开展若
干新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中科院在 2009年发布的《创新 2050：
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中指出，“在 2030
年前后实现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2011
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出我国在未来 5
年里开展载人登月的前期方案论证。

与会专家指出，载人深空探测器的服
役环境恶劣、复杂，研制难度大，迫切需要
轻量化结构材料及高性能功能材料技术的
支撑，亟待多学科结合，从结构设计、材料
制备、材料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及性能
评价方面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 （甘晓）

河南温县铁棍山药
用上二维码保真

本报讯 9月 12日，河南温县政府在郑
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县为保证消费者
买到正宗温县铁棍山药而采取的系列举措。

据悉，温县利用 GPS定位对该县的铁
棍山药种植情况进行了普查，确认种植面
积共计 1.9万亩，并建立了种植信息数据
库。同时，温县指定了 3家包装箱印刷企
业，改进了防伪二维码标签，并依托国际山
药交易物流中心和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监
管，真正做到一箱一标。 （史俊庭）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9月 13日，由中国中文信息学
会主办的第 14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信息处理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举
行。7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就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信息处理关键技术等展开研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吾守尔·斯拉木表示，
伴随着“云时代”的到来，当前亟待建立中
华文字统一操作系统平台。他希望通过此
次研讨会，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于 1981年，旨在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并指导少
数民族信息技术研发人员制定民族文字编码
标准、民族文字操作系统等。 （刘晓倩）

广州市环境教育学会成立

本报讯 9月 14日，广州市环境教育学
会正式成立。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常向阳当选为首届会长。粤台环境
教育合作协议同时签署。

据悉，广州大学长期坚持在大学生中
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成立了环境教育专门
机构和学生环保社团，尤其是在绿色校园、
绿色社区、环境教育基地等方面作了大量
的研究和探索。 （朱汉斌李思文）

智能刷卡手机亮相石家庄

本报讯 9月 13日，杭州冀龙实业有限
公司在石家庄发布了国内第一部获得银行
卡安全检测证书的智能刷卡终端，三款智
能刷卡手机同时亮相。

据悉，该手机具有手机通讯、我要收
账、转账汇款、信用卡还款、手机话费充值
以及水、电、燃气费等公共事业缴费等功
能。 （高长安）

发现·进展

简讯

本报讯（记者黄辛）近日，以“中国燃气轮机发
展前景”为主题的第 173场工程科技论坛在上海
举行。与会院士专家就我国燃气轮机专项及相关
政策、科研项目进展和产学研合作情况等展开研
讨，并为燃气轮机产业发展勾画路线图。

燃气轮机是涉及国家能源和国防安全的战
略性产业，是能源动力装备领域的最高端产品，
也是反映一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新一代热力涡轮机的开拓者之一、中国
工程院院士翁史烈表示，目前我国燃气轮机产业
存在四个方面的“短板”：缺乏设计能力，缺乏完整
健全的研制体制，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试验

设备，缺乏优秀的专业技术队伍。
他解释说，首先，在体制机制上，重型燃气轮

机研发力量分散，无法形成合力。同时，航机和重
型燃机、船机具有统一的学科基础，技术上也有
很多共性，但几大系统之间相互割裂。为此，当前
急需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其次，在技术上，中国没
有掌握核心设计技术、高端部件制造技术和控制
技术，缺少整机试验考核条件，迫切需要组织关
键技术的攻关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蒋洪德则认
为，我国科技界在燃气轮机的设计原理、方法研
究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但在设计软件精

度和系统集成方面需要迎头赶上。
蒋洪德在分析其中原因时表示，长期以来，

发达国家一直把燃气轮机作为战略性产业，投入
巨资研制和开发燃气轮机新产品、新技术，改善
和提高燃气轮机的性能。然而，我国由于资源匮
乏等原因，曾一度放缓了燃气轮机的发展步伐，
导致了在此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当前，燃气轮机国际市场已完全被外国企

业占据。同时，发达国家在燃气轮机技术方面对
我国进行严格控制，拒绝将核心设计技术、热端
部件制造与维修技术等转让给我国。”蒋洪德强
调，我国民用燃气轮机产品虽然可从国外购买，

但其维修和保障完全受制于人，实现可持续发
展更不可能，这给我国能源安全和社会发展带
来巨大隐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学
部主任黄其励表示，我国已充分认识到这个领域
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这是我国走自主创
新道路、实现支柱产业整体技术突破的宝贵机遇，
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深远意义。

翁史烈认为，我国研发自主品牌燃气轮机的
时机已经成熟。他预测，以“零排放、高效率、燃料
多样性、长寿命”为特点的先进整体煤气化循环动
力系统，将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四大短板”迫切待补自主研发时机已成

工程科技论坛勾画燃气轮机发展路线图

本报讯（记者肖洁）“首先，你需要对世
界随时充满好奇和热情，必须要非常沉浸
于你所研究的问题。”9月 12日下午，站在
挤满研究生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礼堂，英国
皇家学会会长、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保罗·纳斯爵士向这些未来的学
者和专家们给出了自己的忠告。

当天，纳斯是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第 142场报告会上回答学生即兴提问
时如此表示的。他的报告题目为《让科学
发挥作用》。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主

持了此次报告会。该论坛由国科大和高等
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

在纳斯看来，科学往往涉及一系列不同
的问题，需要很强大的动力才能找到其中的
答案，因此最重要的就是热情和好奇心。
“第二点就是你需要很聪明，但是不需

要太聪明。”纳斯说，“如果太聪明，你肯定
就会找出借口不去做下一个实验。科学是
一个很实践的东西，你需要去寻找数据，你
要去观察世界，你要对世界给你的东西保
持开放的态度。”

纳斯还表示，要想成为成功的研究者，
必须掌握技术。“科学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
业，它需要我们用大脑，也需要我们的双手。
就像一个三四百年前的学徒，如果你要学一
个东西，一方面要想，一方面也要用手去练。
这些技术可以给你带来可靠的数据和实验。
你的思维是有限制的，你还需要数据。”
“最后你要能够享受这个过程。”纳斯

强调，如果不能够享受这个过程，那就会非
常地困难。“如果我觉得科学不好玩，我可
能就会改行了。”他笑着说。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纳斯爵士对话中科院学子：

“你需要对世界随时充满好奇和热情”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
讯员朱丹萍）记者日前从中
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获悉，该院苏钟研究组
采用小鼠疟疾模型开展的一
项最新研究表明，免疫调节
性 B 细胞在控制脑疟发生中
发挥重要作用。相关成果发
表于《欧洲免疫学杂志》。

据介绍，疟疾是全球三大
主要传染性疾病之一。被疟原
虫感染后引发的主要病理变
化，包括严重贫血、多脏器功
能衰竭和脑疟。虽然目前已知
脑疟是因过度免疫反应诱发
的脑组织病理损伤，但对其发
生的免疫调控机制尚未完全
了解。

近年来的免疫学研究发
现，B 细胞中存在一个具有免
疫 调 节 和 抑 制 功 能 的 亚
群———调节性 B细胞。这类调
节性 B 细胞通过分泌的细胞
因子 IL-10 发挥免疫调节功

能，并在抑制过度免疫应答和
控制免疫病理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此次研究人员发现，被疟
原虫感染后，小鼠的脾脏细胞
中可分泌 IL-10 的调节性 B
细胞显著增高。细胞转输实验
证实，调节性 B细胞可显著抑
制 疟 原 虫 感 染 后 NK 和
CD8+T 细胞在脑组织的募
集，抑制脑组织微血管出血性
病理变化，并显著降低被疟疾
感染小鼠的死亡率。

进一步研究表明，调节性
B 细胞可显著促进 CD4+T 细
胞分化和分泌 IL-10；并证实
调节性 B 细胞抑制脑疟发生
是由 IL-10介导的。

相关专家表示，该成果
不仅对阐明脑疟的发病机理
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制定
脑疟预防和干预策略及研发
抗疟疾药物提供了重要理论
基础。

新研究有助阐明
脑疟发病机理

红外自动系统
可远程探测林场火灾

本报讯（通讯员孟姝轶
记者张好成）由东北林业大
学研究人员研发的可自动搜
索、跟踪、定位前端火点的
“远程地面红外林火自动探
测系统”，日前通过黑龙江省
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据
悉，该系统可实现火点在小
班（“小班”是指进行森林经
营、组织木材生产的最小单
位———编者注）的精确定位，
定位误差小于 70 米。

对于森林火灾的监控，
传统的做法是人为瞭望、根
据烟的风向判断火灾地点。
由于人类自身条件的限制，
利用该方法很难在火灾初期
发现火情。

东北林业大学王霓虹课
题组在黑龙江省重点科技攻
关项目的支持下，利用人工
智能、网络、通信等现代技术，
实现了基于嵌入式技术的火
点自动搜索、跟踪、红外地面
林火探测定位，并采用无线
传输系统进行数据传输，结

合地理信息系统进行视场和
火点地理坐标的直观显示，利
用伪彩色处理方法进行灰度
图像信号处理，降低浓烟遮盖
对林火探测的影响。同时，通
过阈值进行报警，在地理信息
系统上实现小班定位显示，从
而提高了火源目标鉴别的准
确率，解决了国内现有森林防
火应用方面人力监测困难等
问题。

王霓虹介绍说，该系统在
不改变林业局现有的瞭望台、
通讯网情况下，通过热像仪、
可见光监测等装置，对半径
10 公里以内的林场实施实时
监控。一旦某地发生火情，系
统会在半分钟内把火情发生
时间、地点、当地气象情况和
火灾发展趋势等相关信息传
送回防火指挥部。

据悉，该系统于 2011 年
在黑龙江省朗乡林业局应用，
有效减少和控制了森林火灾
的发生，年均减少森林面积损
失 1000公顷。

科技助国产娃娃菜种子
加快替代进口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记
者近日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蔬菜研究中心获悉，由该中心
承担的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资金项目“娃娃菜和快菜系
列品种的示范推广”课题，日
前通过结题验收。据悉，课题
组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春
夏秋播娃娃菜和快菜系列配
套一代杂交品种“京春娃娃
菜”、“京春娃 2 号”、“京秋娃
娃菜”、“京研快菜”、“京研快
菜 2 号”、“京研快菜 4 号”的
基础上，加大品种的示范和推
广力度，加快国产娃娃菜种子
取代进口种子的步伐。

据了解，该项目转化的娃
娃菜品种“京春娃 2号”，具有
直立、株型小、黄心、叶球等

粗、抗病等特点，深受市场好
评，可与国外进口娃娃菜品种
媲美。快菜品种“京研快菜”、
“京研快菜 4号”，分别成为快
菜市场深绿色和耐抽薹的代
表品种。

目前，项目成果已在北
京、河北、甘肃、新疆、云南、
湖北、广西、福建等省区市建
立示范基地 10 个，示范面积
200 亩；建立规模化、标准化
良繁基地 3 个，基地规模
1500 亩，种子年生产能力超
过 10 万公斤；优化杂交种子
育种、繁育、加工、销售一体
化流程，建立健全全国推广
示范网络体系，加强售后服
务和技术咨询，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见习记者 姜天海
回放：
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暴发了严重的

登革热疫情。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
人员表示，登革热疫情从德宏州等边境地
区传入并流行的风险极大，防控形势依然
十分严峻。

9月 11日，云南省卫生部门表示，该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和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均出现登革热疫
情。截至 10日 16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0例，累计治愈 653例，无死亡病例。

疑问：
为何今年东南亚、云南会暴发严重的

登革热疫情？病情是否会继续扩散？防治
登革热有何高招？

解答：
“登革热经蚊媒叮咬传播，其传播流

行与蚊虫密度相关，一般在雨季高发。新
的血清型或基因型病毒的输入，往往导致
登革热的暴发流行。”近日，军事医学科学
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病毒室主任秦成
峰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今年的登
革热之所以症状严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
泛型病毒。

多种因素致云南登革热高发

湖南省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科副科
长刘富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登革热
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疾病，通
过蚊虫叮咬在人群中传播，是当今人类中
流行最广的虫媒病毒病之一。
“这种病毒的主要媒介是白纹伊蚊

（花斑蚊）和埃及伊蚊。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5000万到 1亿例登革热病发生，其中有
50万例发展成更严重的登革出血热和登
革休克综合征。”刘富强说。

据介绍，在我国境内，以往每年大约
有 1000多例登革热病发生，其中一半以
上在广东。云南以前很少发生登革热疫
情，主要是输入型病例较多，但今年出现
了大规模的暴发。

秦成峰认为，今年登革热“大热”的原
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登
革病毒较为活跃，人员贸易交流频繁，导
致病毒输入国内的几率较高。其次，新输
入的登革病毒株具有较高的传播效率，毒
力较强。另外，时下云南正处于雨季，蚊虫
密度较高，加速了病毒的流行。再加上云
南此前登革热较少流行，人群缺乏免疫，
当地的疾病防控和宣传教育力度也不够，
造成登革热肆虐。

刘富强也表示，以往白纹伊蚊在广州

地区的密度很大，所以往常广东多发登革
热。而今年云南气候比较潮湿，到处都是小
的水体，和广东往常的气候环境相似，加上
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云南多发登革热。

不会发生大规模北移

据世卫组织报道，登革热广泛流行于
热带和亚热带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我国，登革热多发生于 6～11月份。

秦成峰介绍说，人体被登革热病毒感
染后，容易出现发烧、肌肉痛、关节疼痛、
眼底出血、浑身瘀斑等症状，病情严重者
会出现出血、休克、多器官衰竭。

刘富强进一步强调，无论是在登革热
流行地区长期居住还是短期逗留，都有可
能被携带登革病毒的蚊虫叮咬而患上登
革热。目前，全世界尚无有效预防登革热
的疫苗或抗病药物。

此次登革热是否会在我国北方大规模
暴发？秦成峰认为，登革热在我国的流行地
区主要是广东、云南等南方地区，北方省份
偶有输入性病例，但发生风险较小。因此，
全国大规模发生登革热的几率非常小。

刘富强也认为，登革热今年不会在全
国流行。“要发生这种疾病，第一要有对应
的蚊种，第二要有适宜的环境。有些地方
很干旱，也就不会滋生蚊虫。”

应注意媒介管控

秦成峰告诉记者，防治登革热，最大
的困难在于其致病机制不清楚，这严重阻
碍了登革热疫苗的研制。

他认为，登革热的威胁将长期存在，
尤其是随着全球变暖、国际贸易增加和生
态环境的恶化，登革热的暴发和流行将更
加频繁。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
研究也表明，登革热的发病数可能被严重
低估，全球每年感染人数超过 3.9亿。因
此，有关方面应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登革热的防控主要通过媒介

控制，清除蚊虫滋生地，切断传染途径。临
床上就是对症治疗，没有很好的办法。”秦
成峰说。

他还表示，在对登革热患者进行治疗
时，要注意隔离病人，避免其再次被蚊虫
叮咬，同时阻断传播给他人的途径，避免
造成更大规模的流行。

对于目前云南等登革热流行区的防治
工作，刘富强认为，首要任务是控制疫情，降
低发病率和病死率，阻止疫情暴发和扩散，
防止疫情反复发生而形成地方性流行病。
“防控登革热的关键在于疫苗的研

制。国家应进一步加大登革热疫苗的资助
力度，重点支持新型疫苗的研发，从根本
上解决登革热防治问题。”秦成峰表示。

登革热缘何今年大“热”

9月 15日，科研人员正在调试红外显微热像系统。
当天，由上海大学纳微能源研究所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胡志宇带领团队研发的我国首台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显微热像系统，在沪通过专家验收。据悉，该系统在微纳米、生物、微电子、材
料科学、医疗诊断、公共安全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能达到光学放
大倍率为 10倍、系统分辨率为 4微米的相关产品，并可实现产业化。 本报记者黄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