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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生物圈
保护奖”首次颁发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长庆、段续、何悦）9月 15日，
在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召开的首届长白山国际生态
论坛上，五位中外科学家获得首次颁发的“中国人与
生物圈保护奖”。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说，自
1978年成立以来，委员会始终致力于开展中国生物圈
保护区的能力建设、科学研究、信息交流及公共教育
和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在此过程中，许多中外专家、
学者参与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悉，荣获该奖项的 5名科学家分别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自然科学生态与地球科学部原主任纳塔拉
詹·伊希瓦兰博士、托马斯·萨尔福博士，俄罗斯人与生
物圈国家委员会副主席纳仑诺夫·瓦富利亚教授，韩国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周道顺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教授。

据了解，该论坛由吉林省政府与环保部、国家林
业局、中科院、社科院、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共
同主办，主要活动包括“世界自然保护区联盟”可行性
研讨会和“加强自然保护，传承生态文明”主论坛。来
自 14个国家的近 200位专家与会。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9月 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
市学院的 5000多名新生来校报
到。不过，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
件事却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
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
确规定：“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
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随后，多
名学生和家长表达了对该协议
的不满。

高校为何要让新生入学即签
“自杀免责书”？无他，逃避责任而
已。应当承认，近年来，高校中大
学生自残、自杀的事件并不少见。
家长的过分溺爱、大学人际关系
的错综复杂、无处不在的竞争，加
上自身过于脆弱的心理，都导致
现在的大学生正在成为“脆一
代”。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采取
这一举措，无疑是想在意外发生
时，使校方避免承担在管理等方
面应负的责任。

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免责？
实际上，之前早已有律师作出解
读。学生一旦发生意外，即可依照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处理。
法律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学校应
该负责或者免责，作出了清楚的
规定。签不签协议，最终都得依法
办事。再详尽、再苛刻、再冷血的
校方协议，也大不过法律的力量。

毫无疑问，家长将学生送往
高校读书，作为已经收取学杂费
的校方，理应承担对学生进行培
养、管理、教化的责任。一旦学生
有意外，校方绝不可能凭借一纸
协议置身事外。

值得深思的是，近年来，强制
学生签订类似“自杀免责书”的高校不在少数。
2010年，山东建筑大学也强制学生签“生死状”，引
发争议无数。问题是，这样的“霸王条款”缘何屡屡
在校园出现？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
是一个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非单纯的知识、技能
培训班。大学当激起人内心深处最本真的光明之
德，唤醒人性之美，建立敢于质疑、善于发现的学
术精神，塑造敢于承担责任、真诚待人的世界观。

像东莞理工学院、山东建筑大学这样的高校，
动辄用“免责书”来回避自己原本应该承担的责
任，用冷冰冰的文件替代对学生心理的关爱，将强
权置于个人的选择之上，无疑背离了大学原本的
责任与担当，丧失了大学的原有之义，也让整个教
育制度蒙羞。

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无与伦比的瑰宝。面
对每一个或怀疑或迟疑或失望的个体，全社会都
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采取人性化的方法，去努
力拯救。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大学更应如此。给
学生多开设心理健康讲堂、提供更多减压的休闲
娱乐场所、在学生遇到各种困难时及时救助……
这些才是大学应该做的工作，而非用一张薄薄的
白纸来伤害那些刚刚成人的年轻人。
“自杀免责书”的对与错，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唯愿将来的大学校园，对大学新生们多一些关心
与爱心，少一些冷漠与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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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河北曲阳定瓷研究所所长薛行嶙在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上演示透光的超薄定瓷碗。
当日，为期 5天的第十六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在河北唐山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近 20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多家陶瓷企业参展，超薄定瓷、蜡染绘画陶瓷等陶瓷新品吸引了大批参观者的目光。
郑勇摄（新华社供图）

郭守敬望远镜首批巡天数据发布
本报讯（记者丁佳）9月 16日，记者从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获悉，经过 9个月的先导巡天和 1年的正式巡天观测，
我国自主研制的中星仪式主动反射施密特望远镜———郭
守敬望远镜（LAMOST）正式发布第一批光谱数据，以供国
内用户和国外合作者使用。

据悉，首批释放的数据集共计光谱数 220 万，其中噪
比大于 10的恒星光谱 172万条，已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
已知恒星巡天项目的光谱总数。这批数据中还包括了一个
108万颗恒星光谱参数星表，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恒星
光谱参数星表。

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介绍，随着数据的正式
释放，基于 LAMOST光谱的科学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阶
段。利用 LAMOST巡天数据得到的海量恒星光谱参数，结

合国内外其他先进设备获取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们不仅
能探寻从银河系逃逸出的超高速星，揭开银河系中心超大
质量黑洞的面纱，还可探知银河系的物质（特别是暗物质）
分布，揭示银河系中各组分的化学和动力学特征。

据了解，LAMOST恒星光谱巡天有望在未来 5年里获
得超过 500万条高质量的恒星光谱。这些海量的恒星光谱
数据，将成为“数字银河系”的重要基石，对于研究银河系
的结构、运动、形成和演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意义。

目前，科学家已利用 LAMOST巡天光谱数据，取得了
一系列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例如，在 M31/M33及其邻近
的 135平方度区域内新发现 500多颗类星体，是目前我国
天文学家利用自主设备在该天区发现的世界上数目最多
的类星体样本。

科学家“拍下”艾滋病毒“内应”三维照
有助设计全新药物阻击艾滋病毒入侵

中科院建成国内最大
机构知识库群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9月 16日，记者从中科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获悉，由该馆信息系统部主任
祝忠明带领团队研发的中科院机构知识库网格，已累
计采集和保存各类科研成果 44万余份。其中，可开放
获取全文的成果达到 70%以上，成为国内最大规模机
构知识库群和最有影响机构知识库网络。

据了解，从 2008年起，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部
署启动了中科院机构知识库网格建设计划。经过 5年
多的发展，中科院目前已有 100多家研究所建立了所
级机构知识库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院机构
知识库集成服务网络平台，覆盖全部开放服务的研究
所机构知识库，提供全院科研成果的一站式检索和发
现服务。

目前，中科院大部分研究所已用机构知识库替代
和升级了传统的科研成果管理系统，将其作为研究所
知识资产统一采集、集中展示、长期保存和开放共享
的管理平台，并利用机构知识库为研究所机构网站、
学术资源规划（ARP）系统、科研用户群组专业信息环
境以及其他相关应用提供学术成果的同步、一致化的
自动关联和嵌接服务。

本报讯（记者黄辛）“这些结构信息将帮助
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艾滋病毒感染细胞的机
制。”9月 13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
发表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项重要成
果。该所研究员吴蓓丽等人首次解析了艾滋病
毒（HIV）共受体之一———CCR5 的三维结构，
为抗艾滋病新药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此前一天，美国科学促进会首次在上海举
行新闻发布会，称“《科学》杂志非常荣幸发表
这一成果，该研究为研发更好的 HIV 治疗方
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面对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唯一的通讯作
者，年仅 34岁的女科学家吴蓓丽依然如往常
一样平静。

CCR5 是人类细胞表面的一种受体蛋白
质，也是艾滋病毒攻击人类免疫系统的两个主要
“入口”和“内应”之一。艾滋病毒一旦与 CCR5
结合，就能与其下方的细胞膜融合，并最终钻入
细胞。CXCR4是除 CCR5外的另一种艾滋病
毒共受体，少数种类的艾滋病毒以 CXCR4为共
受体，与 CD4共同作用完成病毒入侵过程。

早在 1996年，科学家就发现，如果少了
CCR5 和 CXCR4的帮忙，HIV入侵人体就难
以成功，而且 HIV更喜欢走 CCR5的“门路”。
曾有研究发现，约 10%的欧洲人体内缺失

CCR5，这些人几乎不会感染 HIV。
令科学家苦恼的是，这两个蛋白属于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家族。要想解析其结
构，非常困难。科学家迟迟无法获得它们的详
细结构图，也无法利用它们设计针对性药物。
“我们缺少的就是可用于精确药物设计的

CCR5受体分子的高分辨率结构。”吴蓓丽说。
那么，是否可以研发一种药物，来阻断

HIV与 CCR5的结合呢？
事实上，这一类型的药物已经存在，但人

们此前并不清楚它发挥功效的机理。吴蓓丽团
队在研究过程中曾利用一种名为“马拉维若”
的抗艾药物。该药物早已获批上市，但它在受
体分子中的精确结合位点一直是个谜。

如今，吴蓓丽研究组揭示的 CCR5三维结
构表明，这种药物是通过与 CCR5的结合，改
变了后者的分子构象，使其处于艾滋病毒非敏
感状态，从而实现阻断其与病毒结合的功效。

正如《科学》杂志撰稿编辑海伦·皮克斯吉
尔所言，这位中国女科学家的成果“将帮助人们
更好地理解一些病毒是怎样变得对‘马拉维若’
具有抵抗力的，并会促进更好的药物设计”。

据了解，2011年，吴蓓丽被中科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引进回国，组建起自己的研究团队，继续
深入该项研究。该团队与上海药物所研究员蒋华

良、柳红和谢欣等研究组在计算机模拟、化合物
合成和药理功能筛选等方面进行合作，最终获得
了高质量的蛋白质晶体，并成功解析了 CCR5
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借助这幅精确的“三维地
图”，全球各国的科研人员有望设计出全新的药
物，来拆散艾滋病毒与 CCR5的“勾结”。
“CXCR4 和 CCR5 都属于人体内最大的

受体蛋白家族———G 蛋白偶联受体，目前 40%
的上市药物的作用靶点来自这类受体。”该研
究的主要合作者之一、美国加州斯克利普斯研
究所教授雷蒙德·史蒂芬森说，解析了这两种
艾滋病毒共受体的三维结构后，抗感染新方法
的研究也有望取得突破。

海伦·皮克斯吉尔称赞这项工作是“GPCR
领域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并且“为研发更好的
HIV治疗方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据悉，目前吴蓓丽团队正在开展更为深入
的研究，希望通过解析 CCR5和 CXCR4与艾
滋病毒表面蛋白 gp120 以及 CD4 的复合物结
构，为研究病毒感染机制提供更多信息。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蒋华良告诉记
者，该所科学家已根据新解析的 CCR5高分辨
率三维结构，开展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目前已
获得抗病毒活性更好的化合物。这进一步说明了
CCR5结构对研发抗艾滋病毒药物的重要作用。

IT2020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 9月 17日讯（记者陆琦）今天，由中国

工程院、EMC 公司及 VMware 公司共同主办的
“IT2020高端论坛”在京举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
贺铨、EMC 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威廉·图贝尔、VMware
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等出席论坛。

邬贺铨在致辞中表示，目前社交平台、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以及新一代 IT应用迅速兴起，呈现出大
变革、大融合的发展趋势。以云计算、大数据及其应用
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业务、新终端蓬勃发展，复合应用
意义广泛，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论坛分为“云领未来”和“大数据影响未来”
两个主题。国内外近 400位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科研
机构的代表，共同探讨了云技术与大数据产业的应用
与创新。

据悉，在开放式报告会之前，中方部分院士专家
和与会的美国同行还专门针对中国工程院“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与发展”咨询项目“下一代信息技术”子课
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姻本报记者 陆琦
“解决当前大气污染问题，保障国家能源的

可持续发展，必须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近
日，第 9届“海峡两岸气候变迁与能源永续发展
论坛”年会在台湾举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在题为《中国的大气污染及防
治》特邀报告中强调，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煤炭
消费占比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当务之急。

谢克昌说，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原因包括
很多方面：工业结构重型化，高耗能、重污染产
业增长速度过快；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长期在
能源结构中占主体地位；机动车数量剧增，燃料
油质量低下；大兴土木，基本建设工程量大、速
度快；厨房设备技术落后，国人习惯于煎炸爆炒
烹饪；现行法律远远滞后于大气污染防治的需
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不健全，排放限值
过于宽松；违法排污和超标排污时有发生，违法
成本过低，环境监管能力有限。

针对大气污染的严峻现状，我国一直在寻求
可能的解决之道。就在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
《行动计划》设定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目

标，即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
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
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

不过，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
谢克昌认为，当前亟须加强对大气污染综

合防治的科学研究和战略咨询，为大气污染防
治提供科学咨询和科技支撑。

他介绍说，中国工程院环境、能源、农业学部
正在进行“中国大气 PM2.5污染防治策略与技术
途径”重大咨询项目研究，旨在系统分析中国大
气 PM2.5浓度与化学组成特征及演变趋势，定量
解析其来源与区域输送机制，提出与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相协调的大气 PM2.5分阶段控制目标、减
排方案、控制技术途径及对策建议。
“当务之急则是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煤

炭消费占比。”谢克昌说。
2012年，中国煤炭消费同比增长 2.5%，占

能源消费总量的 70%左右。“煤炭是大气污染、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如果不对煤炭比例
加以控制，到 2017年，煤炭消费还将增长 5亿
吨左右，大气污染防控形势将更加严峻。”谢克
昌认为，调整能源结构，关键是控制煤炭消费占
比，适度控制石油消费增幅，增加非化石能源和
天然气的比重。

在谢克昌看来，推进能源清洁开发利用，是
大气污染防治的有效措施。具体包括：控制煤炭
消费总量，提高发电用煤比例，降低炉窑燃煤比
例，淘汰耗煤行业落后产能，发展煤制甲烷；提
高燃油品质，淘汰黄标车，控制机动车增长速
度，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天然气供应，加快开发
非常规天然气；增加清洁能源供应等。

“这就需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谢
克昌说。

他同时表示，希望能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
治法》，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政府要有足够的政
治意愿，依法采取强硬的政策措施，以避免生态
灾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

控制煤炭消费占比成当务之急

院士之声

谢克昌

抗 HIV药物“马拉维若”通过与 CCR5 结
合，将其锁定在非活性状态，从而抵制 HIV 侵
染人体细胞。

http://www.sciencenet.cn
mailto:rqiu@stime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