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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珊 通讯员陈冬）近日，军事医学科学院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周育森团队联合复旦大学姜世勃团
队，发现了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一种新的致病机制。相
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临床传染病杂志》。

研究已经证实，病毒可通过感染导致人体一类免疫
蛋白分子———补体系统的过度激活，从而引发急性肺损
伤。早在 19 世纪末，科学家便证实血液中含有一种不耐
热的成分。其可辅助和补充特异性抗体，介导免疫溶菌、
溶血作用，故被称为补体。补体在人体内发挥着重要的免
疫及生理功能，而当某些因素导致其表达异常时会引起
疾病损伤。

此次科研人员采用新的治疗策略，即通过一种针对过
敏毒素 C5a 的抗体药物调节补体的分子表达水平，可大大

降低“炎症因子风暴”，显著减轻肺组织病理损伤，从而能有
效治疗病毒感染引起的严重肺炎。

据姜世勃介绍，近年来，H5N1、H7N9、SARS 和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的感染均引起肺炎或严重肺炎，
同时几乎所有死亡病例都发生了呼吸窘迫综合征。目前，人
类对上述高致病病毒导致的严重肺炎和呼吸窘迫综合征的
致病机制仍缺乏深入而系统的认识，也没有找到特异而有
效的免疫治疗策略。

此次研究表明，补体介导的免疫病理损伤在严重肺炎
发病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因此，采用靶
向抑制补体的免疫治疗策略，可有效治疗病毒感染导致的
严重肺炎，为缓解患者病情、拯救患者生命打开了一道新的
阀门。

研究发现人感染H7N9病毒致病新机制

鄱阳湖水位告急 非法采砂或是主因

拯救中国最大淡水湖
1 月 18 日下午，北京的寒风吹

得正紧。中华世纪坛内，一场转基
因舌战却足以驱走寒意。激辩中，
到场嘉宾多因发言超时而被听众
打断。在这场堪称 2015 年首次转基
因辩论中，支持者与反对者、科学
主义者与反科学主义者再次交火。

“不能只是纯专家的观点，也不
能是想当然的批判，而是需要有一种
互动，共同推动转基因讨论达成共
识。”尽管讨论伊始，作为主持人的中
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
东就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但依然无法
减弱辩论双方“克制而充满敌意”的
火药味。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
的人，应该走在一起。”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饶毅语气平稳。他提
议，“挺转”和“反转”双方可以共同做
一次为期 3 年的转基因安全实验，并
邀请第三方监督。尽管这一提议得到
部分反转人士的赞同，但双方并未就
操作细节进行讨论。

理性与感性

作为支持转基因的代表性人
物，饶毅被安排为首位发言嘉宾。
2013 年，饶毅曾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舆论环境
不睦的原因，自己近几年内将不再公
开讨论转基因。但对于此次讨论会，
他仍抱有期望。

“理越辩越明，只要能秉承公
平、理智的态度，我相信不同意见
的人在经过讨论后，也许能得到共
识。即使得不到共识，也可以向关
心这些问题的大众提供一个可供
参考的基础。”饶毅说。

转变态度的不只是饶毅。2014
年似乎成了转基因辩论的转机，主
流科学家开始以专业姿态站出来，
主动与公众进行交流与释疑，并旗
帜鲜明地支持转基因。

在不到 5 分钟的发言里，饶毅抛出了全场首个质疑：“目
前，我国转基因政策的现状比较尴尬：如果我们确信转基因
食品是不安全的，就应禁止从国外进口的转基因产品；如果
我们认为转基因农作物种植会带来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国
应全面禁止种植转基因农作物。”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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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Sabin 株脊灰灭活疫苗可在确保
生产安全的同时降低成本，特别适用于发展
中国家。其上市将对我国乃至世界，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产生重要的积
极影响。”近日，在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
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获批上市新闻
发布会上，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陈传
宏如是说。

据了解，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
曾被医学界称为“威胁儿童生命和健康的最大
杀手”。目前，我国预防脊灰的疫苗主要有两大
类：第一类是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即老百

姓俗称的糖丸。但由于其内部病毒未被完全抹
杀，对于免疫系统比较弱或是有缺陷的孩子来
说，服用糖丸有一定的风险性。另一类是灭活
疫苗，其通过先进的灭活工艺使病毒完全被杀
死，同时保持抗原性，具有安全性好的优势。不
过，目前这类疫苗主要依赖国外进口。

Sabin 株脊灰灭活疫苗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生产，目前已正式
获新药证书和产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项
目负责人孙明波表示，该疫苗采用了减毒株制
备，不会使人产生疾病。疫苗的上市将对彻底消
灭脊髓灰质炎起到重要作用。 （谷米）

本报北京 1 月 20 日讯（记者王珊）今天，国家
统计局下发中国 2014 年经济成绩单。根据初步核
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63646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7.4%，创下 1990 年以来新低。

不过，在专家看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意料
之中的事，这反而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
平稳运行。

“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经济下行、换
挡，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即由超高速到
中高速的转变。”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说。

在发展前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拉动因素是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的消耗。如今，在专家眼
中，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要由
投资转向消费，而这必须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提高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竞争力主要来自自主创新。”耿明斋说，新常
态下经济发展对自主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一方
面可推动国内经济不断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另一方
面促使我国不断迈入商品价值链的高端。

在耿明斋看来，随着竞争的全球化，很多产品
的生产形成了全球性的分工体系。而在体系中，科
技水平越高，越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竞争力越强，
获取的产品份额也越大。

不过，专家也指出，科技刺激经济增长需要一
个很长的周期。“创新和新产业的形成要冒很大风
险，大量新技术走向市场需要很多时间，也会产生
大量的失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齐建国说，创新总是伴随着总体增长速
度的放慢，“发达国家始终处在增长速度的前沿，但
增速保持在 3%～4%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于创新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
华则表示，科技界有着大的责任来提高科技创新水
平，“拉动消费、刺激增长，必须要有更多的科研成
果落地，支持产业转型”。

汪懋华说，科学研究尤其是工程科技，要立足
于未来科技成果的用途以及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
题。同时，要更有目的地从创新的角度，促进成果的
转化以及产学研的结合，以支持国民经济能保持相
对较高的增长速度。

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是科技创新，还需
要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以及科技环境的转变。对此，
齐建国表示，必须让参与创新的人能真正有机会参
与进来，让每位科研人员都有积极性和能力去创
新，而这需要管理模式的创新，“新的产品、生产方
式和服务方式，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去实验”。

2014 年中国 GDP 增速创 24年最低，专家表示

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全球首个Sabin 株脊灰灭活疫苗获批

社保基金的缴费基数在全国多地都
面临着再次被上调的命运。据梳理，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少有天津、重庆、
福建、江西 4 个省市执行新的社保缴费
基数标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新标准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基数上调。

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
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的同时，费率过高、企业
负担沉重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当前
我国的社会保障缴费水平比发达国家的平
均水平还要高，其中“五险一金”已占到工
资总额的 40%～50%，致使企业负担不断加
重。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
下，如何尽快降低企业的社保负担，无疑是
释放企业活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起，我国开始
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
会保障体制。特别是在 2008 年新劳动合
同法实施以来，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以及住房公积金成为企业必须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客观地说，“五险一金”在保障
员工权益、改善员工待遇方面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缴费比率和标准的相对
偏高，又使企业背上了并不轻松的负担。按
照现在的规则，我国各项社保的缴费比例
大体是：养老保险企业缴 20%，个人缴 8%；
医疗保险企业缴 8%，个人缴 2%；失业保险
企业缴 2%，个人缴 1%。而工伤和生育保险

各在 1%左右，完全由企业承担，个人无须
缴纳。这些缴费比例累加在一起，便是我国
目前整体的社保费率。细算下来，仅企业需
要负担的五险比率就占到工资总额的 32%
左右。如果再加上 8%～12%的住房公积金，
那么企业的社保负担就超过了 40%。该标
准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我国
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十分吻合。

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快速
发展时，这些费用尚对企业生存构不成
威胁，那么当经济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
的新常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活力明
显不足时，社会保障带来的强制性负担
就会日显沉重。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不
久前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当前企业成本
持续上升、盈利空间缩小等问题显得尤
为突出，其中至少有过半企业认为当前
的社保负担过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了要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的改
革目标。笔者以为，在具体措施上，可考
虑通过降低宏观税负、清理整顿各种收
费方法，减轻企业整体负担。同时，尽快
出台对部分困难企业实行临时性降低社
保缴费负担的扶持政策，并大力降低中
小微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唯有如此，才
能充分激发企业活力，也才不会使一项
本该惠及全体劳动者的社保制度变成压
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降低社保负担释放企业活力
姻李长安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姻本报见习记者 张晴丹 记者 彭科峰

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年持
续出现低水位。近日，一座距今约 400 年的古
石桥，也因鄱阳湖极枯水位而露出水面，引发
广泛关注。

据江西省水文局数据显示，1 月 8 日 8
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为 7.99
米，较历史同期均值低近 1 米。1 月 18 日 8
时，该站水位降至 7.74 米，成为历史同期最
低水位。

多位专家坦言，鄱阳湖水位持续走低，和
近年来频繁的采砂行为有直接关系。由此引
发的生态危机，亟待引起重视。

不正常的水位

1992 年，鄱阳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
名录》，这也是我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
一代表。鄱阳湖的“健康”关乎生态系统、水生
生物资源和多个城市用水。

“鄱阳湖是我国最复杂的一个湖泊。”中

国地理学会长江分会秘书长高俊峰表示，鄱
阳湖具有很多突出的特点。

“枯水一线，洪水一片”是鄱阳湖的一个
重要特点，即每当洪水季节，鄱阳湖来水充
裕，形成宽阔的湖面；而到了枯水季节，水位
下降，湖面收缩为辫状河流，甚至出现极枯
水位。

在专家看来，鄱阳湖这种“忽高忽低”“丰
枯交替”的水位变化属于正常现象，鄱阳湖每
年都会有丰水期（4 月至 9 月）和枯水期（10
月至来年 3 月）。

“但不正常的是，星子和都昌两个水文站
近来平均水位下降很大，比往年都要低，甚至
突破历史最低。”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副研究员赖锡军表示。

非法采砂或是主因

导致鄱阳湖水位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高
俊峰认为，流域上游和湖区降水减少、三峡大
坝蓄水、长江“拉空”作用、流域水资源的利用
等，都是水位下降的因素。

而在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
员姜加虎看来，鄱阳湖水位下降，真正的“罪
魁祸首”是采砂。

自 2001 年长江上大规模的采砂行为被
禁止后，采砂活动转战鄱阳湖，各类采砂船在
湖面上鱼贯而行，且日益猖獗。“湖底被挖得
一塌糊涂，早已支离破碎。”姜加虎告诉记者。

据了解，每年从鄱阳湖输出约 1 亿～3
亿吨沙，但从鄱阳湖流域进来的沙一年只有
2000 万～3000 万吨。10 倍以上的差距，使鄱
阳湖里的砂完全“入不敷出”。

赖锡军的研究也证实了姜加虎的判断。
此前，为探究鄱阳湖水位下降原因，赖锡

军带着团队作过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每年
大量砂土被挖走，导致入江水道枯水河槽变
深变宽，进而影响了鄱阳湖泄流河道的水文
特征，从而大大增加了鄱阳湖的泄流能力。

根据数据分析，2000 年以前，鄱阳湖的
泄流能力基本没有变化；但在 2002～2012
年，即采砂活动转移进来后，鄱阳湖的泄流能
力增大了很多，也意味着湖水更容易流入长
江，湖中难以囤积水。

统筹流域水资源开发

对于鄱阳湖水位下降是否形成常态化的
担忧，高俊峰认为，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这需要数据支持和持续调查。

他表示，目前已启动鄱阳湖健康评估项
目，“枯水、丰水对整个湖泊的物理形态、水环
境、生物等到底有什么影响，预计今年下半年
会有一个初步结论”。

赖锡军坦言，从目前情况来看，鄱阳湖
的采砂活动需要得到严格控制，应该有科
学合理的规划，不能随便滥采滥挖。“至于
后期怎么恢复原有江湖格局，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

“采砂行为屡禁不止，关键是监管太弱。”
姜加虎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强管制，

“拯救鄱阳湖，也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湖泊”。
一位不愿具名的环境科研机构专家则表

示，要防止鄱阳湖生态恶化，还应统筹流域水
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与鄱阳湖保护之间的关
系，做好鄱阳湖流域水资源分配、水环境安全
保障和水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