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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广东省科学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举行成果对接会

本报讯 广东省科学院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科技成果对接会 12 月 21 日在广东科学
中心举行。当天有 120 多项科技成果参展，
12 个合作研发项目、科技成果对接项目进行
了签约。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在会上表示，希望参
加对接会的各联盟单位和广大企业，充分把握
良好机遇和平台，在成果转化、项目合作、平台
共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多方共赢，共同发展。

广东省科学院于今年年初重组。6 月 28
日，新广东省科学院揭牌成立；11 月 27 日，
由广东省科学院发起的广东省科学院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成立，首批联盟理事单位 35
家。 （朱汉斌彭海宁）

广东云计算大数据开发者大会举行

本报讯 广东省云计算大数据开发者大
会暨 2015 云栖大会广东峰会 12 月 23 日在
广州举行，吸引了全国 3000 多名开发者报
名参加。阿里云云计算指数显示，广东省的
云计算大数据发展程度仅次于北京，位居全
国第二。

广东省副省长温国辉表示，该省已形成
较为完备的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链，促进了创
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未来，广东
将加快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建设开放包容创
新发展的生态圈，优化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发
展环境。 （彭科峰）

首届肿瘤研究国际前沿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由山西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
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山西省肿
瘤医院联合主办的首届肿瘤研究国际前沿
研讨会 12 月 20 日在山西太原举行。会议围
绕恶性肿瘤前沿研究策略以及如何搭建多
中心合作研究平台等内容展开了研讨。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不但对肿瘤的共性问
题开展了基础研究，而且对不同组织和器官肿
瘤的特性开展了大量相关转化医学研究。研讨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王红阳、林东
昕，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学敏、杨焕明分别作了
专题学术报告。 （程春生李红梅）

国内首例免切口胃癌和直肠癌
同时根治术完成

本报讯 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
医师袁龙团队完成了国内首例腹部免切口
完全腹腔镜根治性全胃切除联合直肠癌腹
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目前这位年近古稀
的患者已康复出院。

按照传统术式，患者需要开一个从剑突到
耻骨联合长约 50 厘米的切口。袁龙团队利用
胃肠微创外科技术，通过三个直径为 1 厘米左
右的操作孔实现了治疗。术后病人情况稳定，
总出血量约 100 毫升。 （史俊庭王振雷）

专家介绍景观水保学新学科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水土保持学
会预防监督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上，北林
苑院长、首席设计师何昉系统地阐述了景观
水保学理论及其实践。

何昉指出，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景观
水保学是研究水土和人、社会、文化内在联
系的学科。它以市域和乡域地表为研究对
象，通过人工干预，合理梳理水、土元素的空
间秩序和布局的方式，创造合理城市自然和
人文基底，并协调人、社会、文化与水土之间
的关系。 （郑金武铁铮）

为黑暗世界送来光明
姻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曹曼

中国是全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之一，角膜
盲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据统
计，我国角膜盲患者约为 400 万名，每年新增
10 万多病例，而每年获得手术的患者却不足
5000 人，仅占实际需要的 2%。由于眼库角膜来
源奇缺，患者只能被动等待捐献。

艾欣瞳，这种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
全球首例生物工程角膜，正悄然改变着中国
角膜盲患者的生活。日前，该角膜以公益捐
赠的形式在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
院落地，该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立信
实施了首例慈善角膜移植手术，经观察，患
者复明稳定。

重获光明，突如其来的惊喜

61 岁的王信义来自山东日照莒县的一
个小山村，患有左眼真菌角膜溃疡，接受了
板层角膜移植术，成为第一例接受生物工程
角膜艾欣瞳慈善捐赠的患者。

今年 9 月的一天，王信义像往常一样，
开着拖拉机去离家不远的镇上赶集，路上觉
得眼睛突然很不舒服，就下意识地用手揉了
一下，回到家里眼睛变红了，第二天眼睛就

肿了起来，在村里的小诊所和县里医院都挂
号、用了药，病情却迅速恶化。

来到青岛眼科医院的时候，王信义的左
眼已经溃疡严重，需及时更换角膜，否则眼
睛很难保住。

王信义的儿子原以为父亲再也不能重
见光明了，因为每年捐献角膜的人寥寥无
几，他没想到生物技术角膜可以解决问题。
而且在临床试验阶段，生物工程角膜的有效
率达到了 94.44%，让他打消了顾虑，他期待
奇迹显现在父亲身上。

9 月 25 日，谢立信操刀，施行了生物工程
角膜慈善移植手术。术后，谢立信诊断表示：

“患者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恢复期，角膜会逐渐
变透明，视力会越来越好。”目前，王信义已经
复查了三次，视力已经达到了 0.3。王信义说：

“非常感谢他们，我没有钱也没有啥的，没有他
们肯定治不起也治不好。”

打造脱盲省，关爱老区患者

62 岁的角膜盲患者李锦利来自山东临
沂，是第二例接受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暨复
明手术慈善捐赠的患者，在今年 10 月由谢
立信实施手术后，也已重见光明。

一例例生物工程角膜慈善捐赠手术，陆

续在山东落地，生活在黑暗中的一个个角膜
盲患者正不断重见光明，重见家人幸福的笑
脸。而这一切，都源自“生物工程角膜暨复明
手术慈善捐赠”公益慈善活动。

在今年 6 月底举行的向山东老区角膜
盲患者捐献生物工程角膜艾欣瞳活动中，中
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和员工捐赠了生
物工程角膜艾欣瞳和部分费用，山东省眼科
研究所为患者免费进行角膜移植手术，山东
省慈善总会为患者承担其他费用的支出。三
家单位联手，使许多山东老区角膜盲患者得
到完全免费的手术治疗。

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谢玉堂希望：“力争
三年、最多五年，将山东省建成我国首个角膜
盲脱盲省。”据悉，今年 8、9 月份，该省慈善总
会联合中国再生医学国际，为江西、贵州、甘
肃、陕西等地的革命老区分别送去 10~20 枚人
工角膜，让越来越多的角膜盲病患者成为免费
手术的受益者，开启光明的新生活。

自主研发 +产业化，让光明重现

记者了解到，艾欣瞳（脱细胞角膜基质）
是世界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市场
准入的生物工程角膜产品，是中国再生医学
和组织工程领域的重大突破。该产品由中国

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投资、耗时十多年、
自主研发。

从 2010 年至 2013 年间，由北京同仁
医院牵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武汉协和医
院、河南眼科中心等国内多家知名眼科医
院参与，艾欣瞳相关临床试验得以进行。今
年 4 月 22 日，艾欣瞳获得国家食药监局颁
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临床试验结果表
明，使用艾欣瞳治疗角膜溃疡疗效明显，总
有效率达到 94.44%，愈后效果接近人捐献
角膜。

青岛眼科医院角膜病科主任翟华蕾告
诉记者，艾欣瞳取材于猪眼角膜，经病毒灭
活与脱细胞等工艺制备而成，其主要成分为
胶原蛋白。它具有天然角膜的胶原纤维结
构，去除了角膜中的细胞、杂蛋白、多糖等抗
原，保留了天然角膜的前弹力层和部分基质
层。在覆盖病损创面后，它能够引导基质胶
原合成及上皮再生，并随着自身细胞的迁入
改建，使移植角膜逐渐透明，患者视力逐渐
恢复。

“与人捐角膜相比，病人无须等待，没有
免疫排斥反应且保存时间更长。”中国再生
医学首席执行官邵政康表示，“我们能够实
现大批量生产。现在的生产能力是每年 8 万
枚，可以扩大到每年 30 万枚。”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夏良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心理学中心主任姚树桥课题组日前在线发表于《英国运动医
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青少年超量看视屏时间与更
高的抑郁风险密切相关，每天 1 小时左右的适当视屏时间或
有利于心理健康。这是国际上首次通过定量角度对手机上网、
看电视等行为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姚树桥课题组运用剂量反应分析法，将来自全球 50 多个
相关研究的 12.5 万余名青少年样本分为“超量”（大于每天 2
小时）、“适当”（每天 1 小时左右）和“零”组等，开展了综合分
析。研究表明，与“零”组的孩子相比，“超量”的视屏时间与更
高的抑郁风险相关，而那些有“适当”视屏时间组的孩子出现
抑郁症状的最少。

针对儿科专家关于限制青少年视屏时间每天小于两小时的
建议，研究人员将其与零视屏时间组进行比较，发现两组抑郁情
绪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只有长时间的视屏行为才可能导致更
多其他积极行为的减少，从而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而适当的视
屏时间则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潜在的积极作用。

这项研究有望为临床心理和儿科医师、青少年心理健康
咨询和家庭学校健康教育指南等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理论依
据。“事实上多数中国家长对小孩上网看电视等行为过度紧张
了，其实只要每天时间低于 2 小时，就不用太紧张，家长们完
全可以放心。”姚树桥说。

证明青少年久盯屏幕
提升抑郁风险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本报讯（记者鲁伟 通讯员卓重）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王
磊等在水稻株型及分枝调控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他们通过
分析水稻 3 个 microRNA 及其靶基因在水稻株型发育中的作
用及其分子机制，揭示了一个新的控制水稻株型建成的调控
途径。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水稻的产量由单株穗数、每穗粒数和粒重共同构成，彼此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株型是产量的重要决定因子，以“理
想株型”为育种目标的遗传改良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但
是关于水稻株型建成的分子调控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利用反向遗传学、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
种 手段 ，揭 示 了 microRNA156、microRNA529 和 microR-
NA172 及它们的靶基因 SPL 和 AP2 在水稻株型建成中的调
控关系。结果显示，microRNA156 和 microRNA529 通过调节
SPL 基因决定水稻的分蘖和穗发育过程，而 SPL 基因的表达
量对决定水稻的株型具有重要作用，过高或过低的 SPL 基因
表达都会导致穗部分枝的严重下降，这表明调节 SPL 基因到
合适的表达水平与水稻高产有关。

进一步研究显示，SPL 基因可以调控大量转录调节因子
的 表 达 ， 其 中 SPL14 通 过 直 接 调 控 microRNA172 和
MADS34-RCN1 的途径来决定穗型发育。该研究阐明了水稻株
型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对水稻的遗传改良具有指导意义。

水稻株型及分枝调控研究
获进展

华中农大华中农大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中科院国家空间中心日前在京组织召
开了中欧联合空间科学卫星任务———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
景成像卫星（SMILE）科学目标和有效载荷配置方案评审会。

SMILE 任务首席科学家、国家空间中心研究员王赤代表
团队从 SMILE 任务立项依据、国内外磁层探测的发展现状与
趋势、SMILE 任务科学目标、有效载荷和任务初步方案等方面
作了介绍。

经讨论，该方案通过评审，评审组认为 SMILE 任务科学
目标明确，有效载荷配置合理；将首次实现对地球磁层的全景
X 射线成像以及高精度的日侧极光探测，从全局视角探测太
阳风—磁层相互作用的大尺度结构和基本模式，并将在认知
地球亚暴的活动规律、了解日冕物质抛射事件驱动磁暴的发
生发展及提高空间天气预报水平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SMILE 任务于 2015 年 6 月通过中科院和欧空局的遴选，
从 13 个任务建议中脱颖而出，入选中欧联合空间科学卫星任
务。该任务拟于 2021~2022 年发射，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将
由中欧双方共同开展方案设计、工程研制及数据分析与利用。

SMILE科学目标
和载荷配置方案通过评审

中科院空间中心等中科院空间中心等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在肿瘤细胞中，p73 基因被誉为肿瘤
生死存亡的“开关”。中科院近代物理所辐射医学室科研人员
利用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提供的碳离子束研究发现，高 LET
射线可以诱发 p73 基因发挥作用，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研究还
发现，大蒜的天然活性产物二烯丙基二硫（俗称大蒜素）可提
高肿瘤细胞的辐射敏感性。相关成果日前先后发表于《细胞周
期》和《科学报告》。

据介绍，p53 是基因组的安全卫士，一旦其发生基因缺失
和突变，就会诱发癌症。细胞凋亡是电离辐射导致细胞死亡的
主要形式。肿瘤细胞中具有抗拒辐射的基因，常规射线很难杀
死它们。在 p53 突变的肿瘤细胞中，重离子束可以激活另外一
条通路，诱导 p73 发挥作用，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诱导其凋
亡。因此，p73 对肿瘤生死存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研究人员还发现，大蒜素不但能够提高肿瘤细胞的辐射
敏感性，促使其凋亡，而且对正常细胞具有辐射保护作用。

这些发现首次揭示了高 LET 射线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新
的分子机理，可能为提高重离子放疗效果及阐明其安全性机
理提供新思路。

发现重离子束
致肿瘤细胞凋亡机理

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中科院近代物理所

12 月 23 日，河北省永
清县北辛溜乡佃庄村村民
在查看荷兰熊蜂的归巢情
况。

近年来，河北省永清县
北辛溜乡佃庄村引进荷兰
熊蜂为棚菜授粉，解决西红
柿、茄子等大棚蔬菜冬季授
粉问题。据了解，通过熊蜂
授粉的果蔬具有增产增收，
减少病害、畸形果少、结果
率高等优点，单位面积能增
产 20%左右。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国际老龄科学研
究院近日发布了《2015 大中城市退休生活
质量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国
内机构首次采用指数形式，以退休人群生活
品质为主线，全面衡量城市应对老龄化的建
设情况。

《报告》从全年龄层的角度出发，通过健

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
会参与、经济金融 5 大维度的考虑，以及 44
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二级指标的数据，
对全国 38 个大中城市进行了评估。在这份
被誉为“退休版城市幸福指数”的榜单上，珠
海、深圳、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厦门、乌鲁
木齐、苏州、太原位居综合前十强。

《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在迈向适宜退休
的进程中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发展较
早且资源集中的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几乎占
据了排名前列；处于第二梯队的城市很多，
彼此之间的指数比较接近。而通过对各维度
二级指标的前后五位城市横向比较表明，一
个城市自身各方面的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首发退休版城市幸福生活指数
《2015 大中城市退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调查·报告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记者日前从北京交
通大学获悉，《中国交通发展综合报告（2015）》

（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
在铁路方面，《报告》编委会主任、交大中

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欧国立介绍，
要提高铁路运输的安全、效率和服务，单靠增
修高速铁路是不够的，必须从系统的观点出
发，用科学的手段，把列车、线路和运营管理
综合起来考虑，因此智能铁路建设迫在眉睫。

《报告》建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信息

系统，重点强化东部地区、铁路干线和新建客
运专线的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调度指挥智
能化、客货营销社会化、经营管理现代化。

在城市交通方面，目前城市交通存在诸
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运输压力大、环境恶化、
停车困难和交通事故频发等方面。对此，交通
信息化与智能交通系统建设被寄予厚望。欧
国立介绍，近十年北京交通智能化和信息化
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十二五”期间
投资 56 亿元用于提升智能交通。上海的智能

交通也发展迅猛。广州目前已经成了全国 10
个 ITS 示范城市之一，在交通管理、交通控制
及信息化程度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在公路运输方面，《报告》认为，未来交通
管理系统将具备强大的储存能力、快速计算
能力以及科学分析能力，能够从海量数据中
快速、准确提取出高价值信息，为管理决策人
员提供应需而变的解决方案。同时，信息服务
将向个性化、定制化发展。此外，“十三五”期
间，车联网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期。

智慧交通将提升交通服务水平
《中国交通发展综合报告（2015）》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日前发布了新版《中国的未来发电
2.0》（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中国有能力同时
兑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一次能源
消费中非化石能源比例”的两个承诺，且实现
这些目标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

《报告》预测，中国具备技术潜力，有望
在 2050 年实现 84%电力由可再生能源供
应；较以煤炭主导的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

电力系统总成本将更低。
《报告》以小时为单位，模拟了从 2015

年到 2050 年中国的电力供需。调研专家认
为，基于适度的技术创新假设，中国有能力
实现巴黎气候大会前承诺的气候行动目
标———2030 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且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
右。《报告》还指出，煤炭有可能在 2050 年甚
至更早被淘汰出中国发电系统。

WWF 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负责人萨
曼莎·史密斯表示，数据分析证明了中国设
定的气候目标不仅是足够进取的，更是可以
实现的。

WWF 中国总干事卢思骋表示，中国政
府应痛下决心，力争实现由可再生能源驱
动、高能效的未来。尽早明确能源转型方向，
释放系统的政策信号，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增长点。

2050 年我国超八成电力或来自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未来发电 2.0》

全球首例生物工程角膜在青岛成功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