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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简讯

2015 深圳国际 BT领袖峰会开幕

本报讯 2015 深圳国际 BT（“生物技术 BioTech”的缩写）
领袖峰会和生物 / 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 9 月 23 日在深圳会
展中心开幕。本届峰会沿用了“发展绿色经济、创造美好生
活”的主题，70 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参加研讨。

当天，深圳综合细胞库、深圳（北科）区域细胞制备中心
正式授牌成立；由华大基因发起，松禾资本、同创伟业等投
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国内第一个基于生命科学的孵化器———

“蓝色彩虹”也举行了启动仪式。 （赵广立）

中国核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举行

本报讯“中国核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近日在四川省
绵阳市召开。20 余位院士以及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的
1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发布了“中国十大核科技进展（2013-2015）”、《中
国核学会关于积极推进我国核电建设的倡议书》等重要成
果。会议同期还举办了核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论坛、核电装
备高峰论坛、妇女论坛、青年论坛。 （张晴丹）

我国森林面积增长数达全世界第一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 2015 中国（昌邑）北方绿化苗木博
览会获悉，目前我国的森林面积增长居全球第一，总面积约
31.2 亿亩。国家林业局总工程师封加平在会上指出，从 1990
年到 2015 年，全球森林面积净减少 19.35 亿亩。而中国的森
林面积由 20 亿亩增加到 31.2 亿亩，净增加 11.2 亿亩，成为
全球森林面积增长最多的国家。 （彭科峰）

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新闻发布会 9 月 22 日在京
召开。据悉，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将于 11 月在广州举行。届时，
全国各地将有 7000 多位幼儿园代表参加会议。世界著名教育
心理学家、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霍华德·加德纳作为大会特邀
嘉宾，也将在年会上与参会代表进行有关互动。 （崔雪芹）

张钟俊院士诞辰百年纪念画册出版

本报讯 9 月 23 日是我国控制科学技术的奠基人之一、
中科院院士张钟俊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上海交通大学组织
了一系列活动缅怀这位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并出版了《厚德
博学 孜孜一生———纪念张钟俊先生诞辰 100 周年画册》。

张钟俊院士开创了我国自动控制教育和研究的先河。
他是我国自动化发展进程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也是我国系
统工程的首批倡导者和践行者，关于其影响有“北钱（学森）
南张（钟俊）”之说。 （黄辛）

本报讯（记者丁佳）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近日在京举
办了《铜铝电缆全生命周期环境评估报告》分享会，该报
告评估了铝合金电缆和铜电缆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
环境的主要影响，以期为电力电缆行业的产业政策制定
提供数据支持。来自江西铜业、中国五矿、铜陵有色等单
位的多位业内专家和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减排研究室主任陈亮介绍，研究
从原材料获取、产品制造、产品使用、运输和废弃处置这

5 个阶段作为两种电缆的系统边界，评估了铝合金电缆
和铜电缆对全球变暖、酸化、富营养化潜能、人类毒性潜
能、能源消耗的影响。

研究发现，产品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占比最高，
达 98%以上。研究显示，铜电缆在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
响远远小于铝合金电缆对环境的影响。从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来看，铜可以进行 100%回收再利用。更值得一提的
是，相较于原生铜，再生铜对环境的影响相对减少。

9 月 22 日，在金川公司科技成果展会场，工作人员向
与会代表介绍科技创新产品功能。

当日，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
办的第二十一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在甘肃省金昌市金川
公司开幕。金昌市金川镍矿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镍矿，
被誉为中国“镍都”。地处镍都的中国镍钴工业领军企
业———金川公司曾先后荣获 16 项国家级科技大奖。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老年痴呆不传染谣言“传染”才可怕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阳

近几天，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
康研究院研究员胡文辉不止一次听到身边有
人议论：“老年痴呆都能传染了，以后还敢照
顾老人吗？”对此，胡文辉向《中国科学报》记
者表达了他的忧虑：“这些传言可能影响人们
对老年人的态度。”“对科研成果的解读不能
断章取义，更不应该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那么，这项引起轩然大波的研究成果究竟
是怎样的呢？它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阿尔茨海默
氏症（俗称“老年痴呆”）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太可能重现的悲剧

在这篇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中早
已明确声明：“目前并无证据表明阿尔茨海默
氏症是可传染的疾病。”

研究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约翰·克
林格和医学研究会普里昂小组的专家对 8 名
中青年医源克雅氏病患者的遗体进行了脑组
织取样分析。有 6 人被检出 β- 淀粉样蛋白，
其中 4 人有一定程度的脑淀粉样血管病。而
β- 淀粉样蛋白一直被认为是与阿尔茨海默
氏症密切相关的毒性蛋白。

这些人生前经历了什么呢？1958 年起，
英国曾采用人类尸体脑垂体中提取的生长激
素对 1848 名身材矮小的人进行治疗。由于部
分制药用的脑垂体被朊病毒（即蛋白质病毒，

是一类能侵染动物并在宿主细胞内复制的小
分子无免疫性疏水蛋白质）污染，一些接受注
射的人罹患了克雅氏病。因为这个原因，这项
治疗在 1985 年退出了历史舞台。截至 2000
年，上述病人中有 38 人出现克雅氏病。到
2012 年为止，全球范围内共发现 450 例医源
性克雅氏病人，主要病因是尸源性人体生长
激素暴露，还有少数案例是由移植和脑外科
手术造成的。

胡文辉表示，这种不同个体间的 β- 淀
粉样蛋白传输必须依赖于特殊的媒介手段，
如注射或移植等医疗操作。这与人们通常所
说的“传染”，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体
液、粪便、接触等造成的传播存在本质区别。

“你不会因为接近患病老人，就不小心患上老
年痴呆。”

此外，在这项研究中，引发克雅氏病的朊病
毒可不是一个“配角”。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徐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包括朊病
毒和 β- 淀粉样蛋白在内，一些与神经退行性
疾病有关的毒性蛋白都存在“种子效应”，也就
是把周围的正常蛋白变成致病的异构蛋白。“在
这个案例里，朊病毒很可能放大了 β- 淀粉样
蛋白的异常沉积效应。”徐进说。

徐进认为，这个案例存在极端巧合，是不
太可能重现的悲剧，人际传播老年痴呆的谣
言更是无从谈起。但有一种可能性需要引起
人们的重视：食用受 β- 淀粉样蛋白污染的
动物性食物，也许会导致感染。

β-淀粉样蛋白是不是祸首？

感染了 β- 淀粉样蛋白，就一定会得老
年痴呆吗？

大多数情况下，人体内的 β- 淀粉样蛋
白都是由自身细胞分泌的。至于外来的 β-
淀粉样蛋白会不会致病，科学家为回答这个
问题做了很多实验。例如，向老鼠的脑区注射
这种物质，结果发现这些动物真的“痴呆”了。

由于 β- 淀粉样蛋白分子很小，即便是
经肌肉或静脉注入体内，也能顺利通过血脑
屏障进入大脑，并凭借自身特殊性质在不同
脑区之间转移、传播。

但胡文辉认为，老鼠和人之间毕竟存在
较大的种属差异。外源 β- 淀粉样蛋白能否
让人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还不好说。

长期以来，β- 淀粉样蛋白和阿尔茨海
默氏症的关系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一样扑朔迷离。“到底是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
导致了神经毒性作用，还是阿尔茨海默氏症
本身加重了这种蛋白的沉积，现在还说不清
楚。”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教
授秦川说。

在秦川的多年工作经验里，一些在临床
上已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人，尸检
中却并未发现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而一些
大脑存在严重 β- 淀粉样蛋白病变的患者，
又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老年痴呆症状。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并不是阿尔茨海

默氏症必有的或特有的表征。”因此，秦川认
为，单就这一检测结果便引出对阿尔茨海默
氏症传播机制的讨论，为时过早。

不过，鉴于一名年仅 36 岁的死者也表现
出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秦川认为这一点值
得关注和深入研究。因为在没有早发性阿尔
茨海默氏症遗传变异的情况下，这个年龄段
发生这种病变非常罕见。

早期诊断是关键

为攻克阿尔茨海默氏症，人们以 β- 淀粉
样蛋白为靶标开发了很多药物或治疗方法，但
效果都差强人意。一些药物在老鼠身上表现出
良好的疗效，却不能有效解决人类的问题。

今年 7 月，在美国举行的一场阿尔茨海
默氏症专业大会上，专家发现，两种新药在大
量临床治疗中的整体表现并不好，但对部分
病情较为轻微的患者，药物则明显改善了他
们的认知能力。

徐进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中晚期病人身
上，β- 淀粉样蛋白等毒性蛋白已经对神经系
统造成了严重损害，其中有些病变很难修复，甚
至是不可逆转的。而在早期患者身上，同样的药
物也许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因此徐进指出，要想打胜迎击老年痴呆
的战役，有必要发展方便、准确的早期诊断方
法，这将对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干预和治疗起
到极大的帮助。

2015 两岸环保高层专家论坛

须预防全球暖化带来的水资源危机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

新材料在各领域技术创新中绽放

铜铝电缆全生命周期环评报告发布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联合台
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举办的“2015 两岸环保高层专家
论坛”9 月 21 日在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推动两岸
交流，实现环境永续发展”。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气科学家刘绍臣在会上
指出，全球暖化对人类最大的影响，就是水资源的威胁。
由于全球变暖，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不断升高，洪水、干
旱等水资源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社会广泛关注。

刘绍臣指出：“我们根据过去 50 年台湾地区的降雨
数据发现，中雨、大雨的频次增加，小雨减少。在降雨总

量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没有降雨的天数在增多。根
据中国大陆东部地区 1955~2011 年的数据来看，同样也
是如此。”

刘绍臣指出，大雨会导致泥石流等灾害发生，中
小降雨是地表水的主要补充来源。随着气温升高，蒸
发也会加剧。根据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工作报告预测，到 2040 年全球气温还会上升 0.5
度，这样中国东部干旱月份可能会增加到原来的 3 倍
多。因此，中国亟须考虑应对全球暖化带来的水资源
危机。

本报讯（记者黄辛）由上海交通大学等承办的“2015 新
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暨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9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上海举行。

大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廉指出，材料是社会进
步的物质基础，与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密
切相关。其中新材料更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

以航空业为例，飞机如果减重 1 磅，就能让商用机减
少 300 美元的飞行成本，让战斗机减少 3000 美元飞行成
本，让航天器减少高达 3 万美元的发射成本。材料轻量化
将为航天航空领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性能优化。

在医疗领域，专家指出，生物材料已经经历了从第一

代到第三代的发展，从简单的自然提取物发展为复杂的人
工合成材料，从生物惰性材料发展为生物活性材料，从不
可降解材料发展为可生物降解材料，从简单人体替代物发
展为具有诱导细胞增殖分化的可修复再生系统。例如，可
降解的医用镁合金有望为心血管疾病、骨折、骨缺失等患
者带来福音。

此外，人造骨骼、人工瓣膜、心脏起博器、耳蜗、整容
手术中的填充体……这些均属于生物材料的范畴。专家
指出，各种新技术如 3D 打印、激光烧结等的发展为生物
材料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制造手段，使生物材料不断向着
可控化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