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崔
雪芹 通讯员付东红）
12 月 2 日，《科学》发
表了北京大学药学院
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周德敏与中科院院士
张礼和课题组的突破
性研究进展，他们以
流感病毒为模型，发
明了人工控制病毒复
制从而将病毒直接转
化为疫苗的技术。

流感、艾滋病、
SARS 和埃博拉出血
热等致命性传染病及
其周期性爆发，其幕
后黑手是结构多样、
功能复杂且变异快速
的病毒，而疫苗是预
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手
段。当前临床使用的
疫苗或因病毒灭活致
免 疫 原 性 和 安 全 性
差，或因制备工艺复
杂而不通用，或因病
毒突变致免疫逃逸失
效，从而使人们往往
谈病毒色变。

科研人员发现的
这种人工控制病毒复
制从而将病毒直接转
化为疫苗的技术，即
在保留病毒完整结构
和感染力的情况下，
仅突变病毒基因组的
一个三联码，使流感
病毒由致命性传染源
变为了预防性疫苗，
再突变三个以上三联
码，病毒由预防性疫
苗变为治疗病毒感染
的药物。并且随着三
联码数目的增加而药
效增强。这一“四两拨
千斤”技术不仅使疫
苗研发不再复杂，而
且摆脱了对病毒生物
学知识获得的依赖，
并适用于几乎所有病

毒。这一发现颠覆了病毒疫苗研发的
理念，成就了活病毒疫苗的重大突破。

据周德敏介绍，他们研发的疫苗
是活病毒疫苗，即保留了野生流感病
毒完全的感染力，只是将它感染人体
后在细胞内的复制和生产新病毒能力
剔除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保留了病
毒感染人体引发的全部免疫原性，即
体液免疫、鼻腔黏膜免疫和 T- 细胞免
疫，而对人体的毒性被控制了。这种方
法完全不同于当前使用的仅部分免疫
的灭活疫苗，也不同于仍然保留弱复
制能力而有毒性危险的减活疫苗。这
种通用方法可以做包括艾滋病、SARS
和埃博拉出血热等几乎任意致命性病
毒的疫苗和治疗性生物技术药物，并
且可以用来开发影响国防安全的预防
性生化武器。

新
技
术
将
病
毒
直
接
转
化
为
疫
苗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11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国
科协组织多家媒体记者赶赴云
南，在南涧县和鹤庆县两个国家
级贫困县进行考察调研。

从青山绿水到田间地头，从
红花黑茶到乌鸡白猪，在一项项
调研活动中，中国科协致力于掌
握这些地区扶贫工作进程中的
科技需求，从而进一步引导各级
科技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来
此对接，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帮助贫困户实现“增志脱贫”
和“增智增收”。

南涧：让“六个一”走出大山

云南，是美丽的彩云之乡，
却也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省
内 73 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南涧彝族自治县，是一个“开门
见山”的地方：山区面积达到了
99.3%。

头戴“贫困帽”的南涧，却拥
有美丽富饶的大山。因山而为，南
涧县政府确立了发展绿色产业和
脱贫攻坚互促互进的路子，着力
培育“六个一”高原特色生态农业
产业：一片烟、一杯茶、一个核桃、
一头牛、一只鸡、一棵药。

在明净秀丽的无量山上，记
者见到了靠“一片烟”脱贫致富
的李精学。他曾因身体残疾、没有技术等原因，成了贫
困户。那时，他主要靠种植大叶茶、包谷等谋生。后来，
他在茶叶种植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开始种植普洱茶，
除了每个月增加的 2900 元收入，每年普洱茶带来的
收益达到 7000 元。

现在的李精学，生活水平已经大不一样。每天，他
骑着摩托车到 6 公里外的茶园“上班”，笑容里满是意
气风发。他还自豪地提到自己 20 多岁的大儿子，他正
在云南一所高校读书，每年享受 3000 元的助学补贴。

今年 41 岁的韩春贵，是靠一种中药材———三七，摘
掉贫困帽子的。从去年起，他参与了土地流转项目，也就
是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将自家土地租赁出去，用来种
植三七。与此同时，他本人则可以将栽植、管护三七作为
一份工作。靠这两项，他一年能够多挣 2 万 5 千元。

“只过了一年，我家就脱贫了。”韩春贵笑着说。未
来，他希望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技术，种植更多的三
七，奔向更好的生活。

鹤庆：花为媒绽放扶贫新机

驱车来到大理墨红玫瑰种植基地，眼前所见是依
河而建的大面积黄绿色园圃。时值冬季，今年的玫瑰
已经采摘收获，只是在河岸边的少数植株上还保留着
几朵玫瑰。但就是万绿丛中的几点红花，也毫不示弱
地散发出一阵阵浓郁袭人的甜香。

2013 年，鹤庆县县委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
出决策，利用鹤庆高原季风气候优质农业条件和大量
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发展加工型玫瑰的农产业升级道
路，成立了鹤庆县大理丽都玫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引种著名的法国墨红玫瑰，打造国内最优质的玫瑰产
区。同年 12 月，该公司生产基地被大理州科协命名为

“大理州玫瑰花种植科普示范中心”，后被中国科协、
财政部评为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

从每年初夏开始，眼前这片种植基地都会被绛红
色的玫瑰花点燃，身穿民族服装的大姐们天天来这里
采摘花朵。到 10 月底结束，采收期长达半年。

“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旁边村里 60 岁左右
的女同志。”公司董事长杨泽军介绍，由于这里的工作
不属于重体力劳动，很适合女性和老年人，很多人上
午摘完玫瑰，中午还能回家做个饭,“什么都不影响，
每天就增加了 70 多元收入”。

公司成立以来，按每亩 1200 元 / 年的流转价格，
在鹤庆县的多个村庄共流转 2000 余亩土地。农民一
方面可以从土地流转费用中增收，另一方面也可以自
愿接受雇佣，通过玫瑰种植、管理、采收、加工等工作
领取工资。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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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创新中国论坛在湘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佳雯）12 月 1 日到 3 日，由创新中

国智库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州政府、州政协
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创新中国论坛·精准扶贫湘西典
型经验研讨会”，在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举行。第十一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创新中国智库主席王志珍院士率
创新中国智库院士专家一行 10 人，前往当地调研考
察座谈，为当地精准扶贫工作建言献策。

专家一行在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王晓琴、湘西州
政协主席龙德忠等人陪同下，深入花垣县十八洞村、
德夯苗寨和凤凰县菖蒲塘村等地考察，目睹了精准扶
贫工作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在“精准扶贫湘西典型经验研讨会”上，当地政府
向专家们介绍了精准扶贫实践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
题以及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和成效。专家们认
真听取了汇报，从当地扶贫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湘
西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愿景，湘西主打产业如何让前
沿科技引领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解决办法。

3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
洞村考察，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王志珍称此次创新中国智库专家将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当年的足迹实地调研考察，努力为当地扶贫工
作提供政策解读、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人才和项目
成果等多方面的支持，并将总结湘西精准扶贫典型经
验在全国加以推广。同时，她建议当地精准扶贫和发
展经济勿忘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切勿重走发达地区
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随后，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刘成果，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原
副主席贺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
廷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孙九林等多位院士专家从自身研究领域出
发对当地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大茶网董事长刘健、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新平、德信仁教育中心董事长游罡华等湖

南籍企业家代表，就如何发挥龙头企业在精准扶贫中
的作用同与会专家进行了交流。

会上，院士专家团队与当地政府签署了多份战略帮
扶协议，并为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8 家
企业颁发“创新中国智库调研基地”牌匾以促深化合作。

最后，王志珍对倡导此次活动的北京中品融合文
化科技有限公司等湘籍企业表示感谢。她指出，他们
作为先富群体不忘回报家乡，以创新中国智库为平台
整合各方资源为家乡服务值得肯定，并勉励他们在湘
西可持续的精准扶贫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报社党委书记刘峰松代表主办方致辞，
他希望双方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为湘西人民奔小康作
出更大贡献。

据悉，创新中国论坛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
政道与中国科学报社共同发起，自 2010 年至今，已成
功举办六届。目前该论坛由创新中国智库运营，智库
自成立以来，为地方政府、科技园区、科技企业等提供
了务实的咨询服务。

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构建全程健康促进体
系，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他同时对“健
康促进”的具体措施进行了阐述。这意味着，未
来，“健康促进”作为国家应对健康问题的核心
策略，在关注层次以及实现途径方面都将发生
前所未有的变化。

“健康促进”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动一切
社会力量各自履行对健康的责任。其中，提高公
众的健康素养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让公
众尽可能了解一些重大疾病预防的知识和技能，
尽量不得病；如何真正落实防治结合，让医务工
作者尽可能提供科学有效的健康指导及服务，这
些都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与创新。

健康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人人享有全方
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的目标，既是对于
全体国民的一个更高承诺，又是全体国民应该
共同完成的一项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和人民
的健康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均寿
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四川农村平均只有 21.45
岁）提高到 1996 年 70.8 岁，35 年时间使人均寿
命延长了 1 倍多。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又
发生了变化。2005 年，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 72.6
岁，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到 2015 年达到 76.34

岁，较之前 10 年又有明显增加。分析其中的原
因，主要是 1996 年前的 35 年，急性传染病死亡
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1996
年以后，可能是由于慢性非传染病的发病率上
升较快，导致增速放缓,而最近 10 年回升，则可
能与我国加强了慢性非传染病的防治以及健康
知识的普及有关。目前，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已下
降到 20.1/100000，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8.1‰。这
些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人从出生到生命终点，健康影响因素众多。
但主要有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等。世
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 健康与长寿取决于下
列因素：自我保健占 60％，遗传因素占 15％，社
会因素占 10％，医疗条件占 8％，气候因素占
7％。报告强调了加强健康教育、健康保护以及
健康促进的重要作用，而“自我保健”无疑是一
项最日常而有效的策略。这种新观念要求人们
把注意力由偏重于治疗转向积极地预防和保
健。为此，加强健康知识的科学普及、提高全民
健康素养已显得尤为迫切了。

健康科普的首要任务是牢固树立正确的健
康观念。今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推动全民
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其中特别是大健康
的理念，强调不应仅追求个体身体健康，还应关

注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等方面的
完全健康。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
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科普
的第二项任务就是让全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
式。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60 年研究表明，改善
生活方式使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 10 年，而
用医疗方法延长 1 年往往需数百亿至上千亿美
元。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也显示，改善生活方式
使高血压减少了 55%，脑卒中减少了 75%，糖尿
病减少了 50%，肿瘤减少了 1/3，总之，几乎可使
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慢性非传染疾病减少一
半以上，并使生活质量大大提高，费用不及医疗
费用的 1/10。由此可见，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
对于健康促进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健康科普还可以帮助公众了解疾病知识，
特别是许多危害健康或重大疾病的危险因素。
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
报告 2015》，我国心血管病患者已达 2.7 亿。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发布的 2015 年中
国癌症统计数据，2015 年中国有 429.2 万例新
发肿瘤病例和 281.4 万例肿瘤死亡病例。心血
管病是一个全球性疾病，许多研究发现，除了采
取医疗措施外，积极防控在有效降低发病率方
面的作用也非常明显。国内外研究一致认为，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等因素是心血

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在过去 50 年，美国和
欧洲根据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进行了分
级预防，取得了成功经验，可使脑卒中和冠心病
死亡率降低 20%。

健康科普的关键在于，要以科学的态度和
精神，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反对、抵制不科学
和伪科学的信息。2015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仅为 9.48%，即我国个人获取和
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
服务作出正确决策的人口比例为 9.48%。随着社
会的高速发展和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加大，存
在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各种慢性
疾病高发。这些事实也使得健康科普的重要性
日益突出，有效传播科学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的
任务依然严峻。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心血管内
科教授、主任医师）

“健康促进”应更多借力科普
■唐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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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观众在“设计及创新科技博览”上参观一家参展商展出的机器人。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 12 届“设计及创新科技博览”12 月 1 日至 3 日在香港会展

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李鹏摄

本报讯（见习记
者王之康）12 月 2 日，

《细胞》发表了清华大
学杨茂君研究组的论
文，首次解析了猪心
线粒体呼吸链超级复
合物（呼吸体）原子
分辨率下的冷冻电镜
结构。

据了解，哺乳动
物呼吸体是由 44 个
膜蛋白在内的 81 个
蛋白亚基（69 种不同
蛋白分子）构成的超
大分子机器。杨茂君
研究组通过不断优化
呼吸体蛋白纯化与制
样技术，创新电镜数
据处理方法，筛选出
能够促进呼吸体稳定
的特异性小分子化合
物，成功将呼吸体结
构的分辨率提升至原
子分辨率级别，搭建
了结构模型，并解析
了目前为止分辨率最
高的哺乳动物呼吸链
复合物 I 的精细结构。

在此基础上，杨
茂君研究组提出了全
新的电子传递机理，
揭示了复合物 I 各亚
基之间细致的相互作
用，鉴定出了新的连
接各单独复合物的蛋
白亚基，发现了磷脂
分子在呼吸体结构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据介绍，呼吸体
是哺乳动物体内结构
和功能最为复杂的超
大膜蛋白分子机器之
一，解析呼吸体高分
辨率结构为人类深刻
理解哺乳动物线粒体
呼吸链的组成形式和
工作机理提供了关键
信息。人类线粒体呼
吸链系统如果出现异
常，则会导致如阿尔

兹海默综合征、帕金森综合征、肌萎缩
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等多种疾病。杨茂
君研究组筛选出的特异性小分子化合
物，有助于促进超级复合物的形成，进
而促进呼吸体稳定，这就为设计和改
造以线粒体呼吸链为靶标的药物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为攻克上述疾病提供
了良好开端。

对线粒体呼吸链的结构生物学研
究一直都是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热点
之一。据了解，从 1994 年至今，呼吸链
复合物 IV、III、II 和 V 各自的高分辨率
结构依次获得解析。2005 年，我国科学
人员解析了首个哺乳动物线粒体中复
合物 II 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2012 年
杨茂君研究组在《自然》上发表研究论
文，解析了 II 型 NADH- 泛醌氧化还
原酶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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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届“设计及创新科技博览”在香港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