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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下拨80亿元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据新华社电（记者韩洁、高立）报国务
院批准，财政部 5 月 16 日下拨专项资金
80 亿元，支持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其中京津冀是
重点。

记者从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了解到，为
推动地方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早
日实现“蓝天白云”梦想，2014 年中央财政
共安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00 亿元。
此次下拨 80 亿元资金后，余下 20 亿元将
于下半年择机下拨，主要用于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财政部指出，按照国务院减少审批
的改革要求，保证大气污染防治责权利
对等，专项资金不按项目安排，而是采取
切块方式下达。同时，要求地方将资金分
配使用情况报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备
案，以督促地方将资金重点用于大气污
染治理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确保资金
使用效益。

另据环保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
月份，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70.6%，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29.4%。其
中，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
达标天数比例为 34.8%，平均超标天数比
例为 65.2%。

科学家发现
结直肠癌发病新机制

本报讯（记者潘锋通讯员沈基飞）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放
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张令强课题组日前在国际上首次揭示，泛
素连接酶 Smurf1 是促进结直肠癌发生发展并且导致病人预后
差的一个重要因子。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据介绍，结直肠癌是我国常见疾病，居恶性肿瘤发病率
第 4 位，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居癌症发病率的第 3
位。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结构的改变，结
直肠癌比例亦逐渐增多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研究人员通过对 336 例患者结直肠癌样本的研究发
现，泛素类蛋白通路的修饰酶体系在结直肠癌中呈现高表
达，它们与 Smurf1 协同作用，促进了对抑癌蛋白的快速降
解，从而解释了 Smurf1 为何具有促癌功能。

中国科学院院士、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贺福初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
此前学术界揭示此类连接酶均为锌指类型，而 Smurf1 则属于
全新类型的连接酶，两者作用机制不同，并且 Smurf1 所代表的
模式从酵母到哺乳动物都是保守存在的。这为深入理解类泛素
化修饰的生物学意义与作用机理开启了新的思路。

病毒活体示踪技术问世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张鹏飞、冯春）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蔡林涛、马轶凡两课题组通力合作，在前期研究
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病毒活体示踪技术用于观察病
毒颗粒在体内的实时分布，这一技术将为解析病毒在体内
的感染路径提供重要的手段。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美
国化学会·纳米》。

据了解，对病毒致病机制和宿主免疫机理的深入了解
将有助于发展新的、有效的病毒防治策略和治疗途径。目前
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细胞水平上对病毒感染宿主细胞的过
程进行实时监测是可行的，但是在活体水平上研究病毒与
宿主细胞的作用十分困难。

蔡林涛课题组与马轶凡课题组合作，用生物正交化学方
法对流感病毒（颗粒）进行了标记，在活体水平对其侵染宿主
的过程进行了长时效示踪，发展了一种非侵入的实时示踪病
毒（颗粒）感染途径的光学活体成像方法，并应用于抗病毒药
物的筛选与评估。

中国猕猴是研究免疫衰老
理想动物模型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记者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了
解到，该所博士生郑宏毅在研究员郑永唐的指导下发现，中
国猕猴是比较理想的用于人类免疫衰老相关研究的动物模
型，也是研究性别相关因子对免疫系统调节作用的重要模
型。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实验老年学》。

研究人员认为，作为非人灵长类动物，猕猴有着跟人类
更为接近的基因背景和生物学特征，因而在衰老相关的研
究中比小鼠等啮齿类动物模型具有更直接的优势。

使用印度猕猴作为实验动物的多项研究表明，它们的
免疫衰老虽然与人类类似，但仍不能很好地模拟人类免疫
衰老的变化。目前，缺乏合适的动物模型进行免疫衰老相关
机制机理研究。

“我们发现中国猕猴的免疫衰老发展迅速，15 岁中国猕
猴的免疫衰老程度就已与 60 岁以上老年人相当，比印度猕
猴更为接近人类的发展特点。”郑宏毅说。

更有趣的是，中国猕猴的免疫衰老具有显著的性别差
异，雄性个体的免疫衰老速度显著快于雌性个体，造成老年
雄性中国猕猴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免疫风险表型，但老年雄
性中国猕猴的免疫衰老与性激素没有显著相关性。这种免
疫衰老现象也被普遍发现于人类群体，并认为可能是造成
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的重要原因，而印度猕猴则无此发现。

“大咖”云集 精彩纷呈

中国科学院举办第十届公众科学日
本报讯（记者丁佳）5 月 17 日～18 日，作为全国科技活动

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技创新助力圆梦”为主题的中国科
学院第十届公众科学日在全国近百个科研机构举行。

17 日上午，在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举行的启动
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中科院公众科学日十周年回顾
短片，中科院副秘书长谭铁牛等向参加启动仪式的北方工业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学生代表赠送了《博物》杂志。最后，谭铁
牛发表讲话并宣布“中国科学院第十届公众科学日”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作为今年公众科学日重头戏的“SELF
格致论道”公益讲坛正式开幕。该论坛是中科院对全新的科普
形式的有益探索，它打破了过去以“知识传播”为主的科普形
式，以“分享思想启迪未来”为办会理念，旗帜鲜明地倡导思想
及其精神的传播，鼓励开放的、跨界的思想交流。

论坛第 1 期以“互联网时代的大融合”为主题，邀请了中
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总工

程师阎保平、人人网董事长兼 CEO 陈一舟、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执行主任李晓东、万门大学创始人童哲等作了演讲。

据了解，“公众科学日”是中科院一项重大品牌科普活
动。本届公众科学日旨在向社会公众和青少年集中展示中
科院的科技创新成就，开放植物园、博物馆、国家或院所重
点实验室、大科学工程、科普展厅、野外台站等各种科普基
地，组织宣讲多学科多专业的公益科普报告，开展科技咨
询、研究生招生咨询活动，组织丰富的科研过程体验等现场
互动科普活动。同时，中科院还组织了以京区为主的 13 个
研究院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39 个科普项目参与全国
科技周主会场活动。

本届公众科学日还组织了中小企业专场活动、“用手机把
科学带回家”等活动，满足国家公务人员、大中小学生、企业工
作人员、普通市民等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需求，搭建公众理解
科学的平台。 （更多报道见第 8版）

挑战极限的追梦人
———来自第 30次南极科考的故事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距离“雪龙”号载着圆满完成各项科考
任务的中国第 30 次南极考察队回归已经一
个多月了。一个月来，很多队员在重归本职
工作的同时，仍在忙于此次南极科考的后续
工作。

那是地球的寒极、旱极、风极，而科考队员
们就是挑战极限的追梦人。在那 160 多个追梦
的日子里，我国第 30 次南极科考发生了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

建站：危机当前 英雄本色

由于在南极内陆停留时间超过两个月，
工作一直处于无菌的环境下，导致免疫力下
降，叶超回国后不得不经过两周的修养，身
体才有所好转。最近身体刚恢复，他又扑到
各种工作中去了。

叶超是宝钢南极泰山站项目经理，担任
南极科考第 30 次队泰山队副队长、泰山站
副站长，这是他第一次去南极。

“担任泰山站副站长是一份特殊的荣
耀，但也更加是一种责任。”叶超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建设南极泰山站是第 30 次队考察的重
中之重，是我国极地考察史上的又一个里程
碑。然而，当国人隔着电视屏幕看见泰山站
在万里之外的南极大陆拔地而起之时，很少
有人了解队员们建站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和艰辛。

因为没有任何外界资源可以调动，在南
极开展工程建设，少一颗螺丝钉都会导致建
设任务无法完成。然而，泰山站建站过程中
却仍数次遭遇施工器械严重故障的危机，尤
其是队伍到达内陆出发基地开展工作的第
一天，最为重要的两台卡特吊车中的 1 台竟
然出现机械故障。

“当卡特吊车故障发生且知道无法修复
时，整个泰山队沉默了。”叶超回忆说。

面对危机，泰山站三位队长一边迅速提
出“泰山队任务不变、信心不变”的要求，一
边沉着冷静地思考对策。次日，叶超等人拿
出了通宵赶制出的替换方案，使建站压力得
以缓解。

同时，南极内陆一向拥有“极限施工”的
称号，自然环境对施工的影响更是家常便
饭，队员们就想出各种对策见招拆招。由于
受大风影响，泰山站外墙板安装时在起吊过
程中晃动得太厉害，泰山队就提出先施工迎

风面、再施工背风面，起吊时吊机完全靠近建
筑；国内与南极温差将近 50 摄氏度，使得原
来一一编号对位的建筑木檩条全部变形，而
且就连整个钢结构建筑体都缩小了两公分左
右，队员们就在现场调节木檩条与钢结构之
间的间距，确保了外围护板与钢结构紧密结
合，使外保温系统“天衣无缝”。

“由于工作强度大，队员们身体的热量损
失迅速，除了一日三餐外，每两个小时需要加
餐一次，补充能量。尽管如此，由于平均每天
连续工作 13 小时，最后回到中山站时大家的
体重平均减轻了 14 斤！”叶超说。

正是由于队员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极
寒，顶着每秒 10~15 米的风速，克服了低气
压、暴雪、极端干燥、强烈紫外线伤害、混乱生
物钟、艰苦饮食起居等一系列问题，才有了泰
山站的按时完美交工。

科考：生死较量 成绩骄人

时间紧、任务重，是此次科考的一个特
点。要等到第一批运送物资到泰山站的队员
们返回后，科考队才能出发，所以整个科考时
间比原计划缩短了半个月。为此，格罗夫山
队多次细化研究野外实施方案，最终安全顺

利、按质按量地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
“我们一共是 9 个队员，科考任务主要包

括冰雷达探测、天然地震观测、地质与矿产资
源考察项目、生态环境考察项目、冰盖进退与
古气候事件考察等六个项目。”桂林理工大学
教授、第 30 次队格罗夫山考察队队长缪秉魁
向记者介绍说。

尽管这已经是缪秉魁第三次参加南极科
考，但担任队长一职对他来说仍是首次，如何
保证队员在安全前提下完成任务是他的最大
压力。“很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位经验非常丰
富的老机械师李金雁，他曾六次到格罗夫山
考察，是我们的‘活地图’。”缪秉魁笑言。

尽管如此，南极冰盖上随处可见的冰裂
隙却仍旧像一道道地狱之门，随时可能吞噬
在冰面上考察的科研工作者的生命。就在队
员们从格罗夫山考察返回途中，所乘坐的一
辆雪橇就差一点掉进一条两米左右的冰裂
隙，使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次考察是我国南极科考上的大满贯。
从格罗夫山考察队找到的 583 块陨石样品，
到初步摸清格罗夫山中心地带哈丁山地区的
冰下地形，到 10 台地震仪的安装，再到对格
罗夫山地质与矿产资源进行的调查，都让队
员们骄傲。 （下转第 4版）

南方的梅雨，北方的艳阳，构成了多姿多彩
的五月天。五月的北京，同样流光溢彩，一场接一
场科技盛会竞相登场，让人目不暇接，惊喜连连。

“小梦想，大变革”———这是 5 月 13 日在中
国科技馆开展的“科学隧道 3.0”主题展览。之所以
命名为“科学隧道”，既有借助展览形式寓教于乐，
打通前沿科技与百姓切实生活的目的；又有加深
青少年与科学机构之间的了解与认知，进而吸引
他们投身科学技术创新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此
次展示的纳米科技，正在成为科技改变未来的一
个重要的通道。

沿着“科学隧道”，五月间我们不妨来一次时
空穿梭之旅。

在这场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德国马普学会共同主办的展览中，主办方恰恰也
在传递“纳米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信息：纳
米存储器、锂离子电池、纳米催化、纳米发电机、纳
米净化水体的技术及材料等。此外，纳米技术在
绿色印刷、诊疗一体化、肿瘤药物研发等方面的
应用，无不细致入微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天后，第 17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

览会如期开幕，这是五月北京的年度科技盛典，
它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社会的目光。

在鳞次栉比的展台前，人们倾听、感受、融
入，真切地享受着科技为我们展示的炫目魅力和
不一样的形态———

镁光灯闪耀在一个正在不断和观众打招呼
的“美人鱼”身上。“美人鱼”皮肤细腻、声音柔和，
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人类特有的自然、灵动。走近
一看，才发现这是一部机器人，“她”也是广东一个
主题公园的智能迎宾员。

一台 8 英寸的平板电脑，却将体重计、心电
图机、血压计、血糖仪、血氧仪集于一身。它不仅可
以进行日常的身体检查，还能将测试的指标传到
云端，让你对自己的身体指标了如指掌。

乍一瞅，是一面镜子，仔细一看，却发现镜面
上还有一些与手机程序类似的小图标。原来，这
是一面搭载了安卓系统的智能镜子，看视频、玩
游戏，照镜子，让你“一心多用”。

高清全色域无损监视器，搭载 Win8 系统
的智能茶几，能够净化空气的电灯，会呼吸的花
盆……科博会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新科技，无

不让前来参观的市民大呼过瘾。
5 月 17 日，又一场全国性的科技展示、科普

宣传活动如期而至。2014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
间，全国将开展 1700 余项重点科普活动。

在北京活动的主会场农展馆新馆，450 余项
科技成果和科普项目搭建成 10 个科普城堡，各
种体验项目让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随着神舟
飞船返回舱模拟器等航天员训练器首次亮相，今
年的参观者不仅能够开汽车、开飞机，甚至还能
开月球车，开神舟飞船！

而在中科院的各个研究院所，科学家们组织
的科普型“公众开放日”活动也吸引了全国广大
中小学生、科研从业人员的关注和热情参与。

在声学所，科技口语教学系统、歌曲哼唱检
索系统、指向性扬声器、超声导盲仪……一个个
看似不可思议的科技发明，让公众感受了科学的

“魔力”。
在计算所，智能型机器人正在和前来参观的

中小学生们进行互动。打开机器人的对话模式，
小朋友们开始兴致勃勃地和机器人进行会话。你
一言，我一语，欢声笑语充满了计算所的大厅。

展览、科博会、科技周、公众开放日，不同的
活动内容，却传递着同一个声音：原来，科技发明
早已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原来，科学的力量可
以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及思维。

繁华落尽，返璞归真。追根溯源，我们之所以
重视科技创新，本质就是为了提升我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能力，而这一切都从改善我们的生活质
量开始。

事实上，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温暖舒适的衣
物、健康营养的食品、节能环保的住房、方便快捷
的交通、优质高效的医疗、和谐的生态环境等等，
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无不
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为了满足社会进步、人们日常生活的日益
完备，我国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由此，科技的力量不但体现在
科博会、科技周等活动现场，更体现在我们工作
生活的每时每刻、每个角落……

为了让我们吃得饱，更要吃得好，中科院等
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力图向环渤海平原的 4000万

亩中低产田、1000 万亩盐碱荒地要效益，力争到
2020年增粮 100亿斤。

为了让人们更加健康，科学家通过基因合成
及利用反向遗传病毒拯救技术，短短 12天就获得
供动物实验用的 H7N9 重组病毒疫苗株。

为了让人们之间的沟通更便捷，科学家和企
业家已投入我国 5G 标准化的研究工作，预计到
2017年将能取得标志性成果。

此外，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
家用机器人……一件件蕴涵着科技人员智慧结
晶的高科技产品正在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让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环节更加便捷。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科技创新虽然自
有其发展的规律，但科技发明往往在不经意间影
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
发，它使得我们对于创新驱动发展的诉求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真切、炽热。在科学技术已经“无孔不
入”的当下，我们一如既往地寄希望于祖国的科
技工作者，继续发挥你们的聪明与才智、坚毅与
执着，奉献出更多的创新成果，为广大民众谋更
多的福祉，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谐。

穿梭“科学隧道” 体味异彩生活
周一平

○主持：张林彭科峰 ○专栏信箱：lzhang@stimes.cn

5 月 17 日，在位于山东即墨市的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国家深海基地码头工程建设现场，一条潜入海中的引堤即将合龙。
国家深海基地是“蛟龙”号未来的母港，是继俄罗斯、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上第 5 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对于维护中国海

洋安全和海洋权益具有深远战略意义。该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 5.12 亿元，6 月份陆域工程主体完工，10 月份码头工程主体完工，年
底竣工验收，届时将建成国内最大的科考码头，可以同时停靠 8 至 10 艘科考船，其中 2 个泊位为万吨级。 宁友鹏摄（新华社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