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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大会

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协同创新
本报讯（记者郭爽）12 月 1 日，中国中医

科学院召开以“深化改革激活力 创新驱动促
发展”为主题的 2016 科技创新大会，全面总
结该院“十二五”科技工作，部署“十三五”科
技发展任务。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王国强就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科技创新工作提
出要求：首先要准确把握形势，充分认识中医药
科技创新工作面临的良好机遇与严峻挑战。其

次，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
用。最后，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展示中医
药“国家队”新时期的风貌与水平。

王国强希望：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打破院
外围墙和院内篱笆，推进中医药的协同创新；二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科研模式和机制，释放
科技创新活力；三要进一步针对需求，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四要面向未来，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五要进一步求真

务实，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
院常务副院长黄璐琦分别作报告。中国中医
科学院副书记武东宣读关于表彰“十二五”科
技创新突出贡献奖的决定,并向获奖的团队和
个人颁发了证书和奖章。会议还分组讨论了
中国中医科学“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和中国
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若干举措。

国际微生物组健康科技创新论坛

聚焦肠道微生物组与慢性病关系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由上海交大和完美

（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国际微生物组健
康科技创新论坛”12 月 2 日在广东中山举行，
与会专家围绕肠道微生物组与慢性病发生、发
展的关系展开学术研讨。

论坛期间，上海交大与 30 家三甲医院联合
发起成立“微生物组健康研究联盟”的倡议。联
盟成立后将首先开展大规模的人群微生物组调

查，进一步拓展对肠道菌群与糖尿病等疾病关
系的认识，发现防控疾病的新靶点。联盟将同时
开展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优化和验证针对
肠道菌群防控糖尿病的营养干预方案。

论坛同时还见证了国际微生物组计划先导
项目“世界华人微生物组计划”的诞生。这个由
完美（中国）和上海交大联合发起的计划将以旅
居世界各国的华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遗传

背景、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对菌群和疾病易
感性的影响和作用。计划还将开发以肠道菌群
为靶点的新医药、食品和保健品，推动中国传统
医药产业走向现代化。

“我们首批计划收集 5000 名海外华人和 5
万名国内华人的肠道菌群样本。”上海交大教授
赵立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美、英、德、
法、澳等国科学家已表态参加该项目。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

实现一滴血快速检测
麻醉剂丙泊酚浓度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王新、蒋丹丹）近日，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李海洋团队研发出简单快速分
析一滴血中麻醉剂血药浓度的检测新方法和新设备。此
方法无需复杂的样品预处理过程，一滴血直接滴在分析
器表面，通过分层热解析和快速高分辨离子迁移谱联
用，直接获得丙泊酚麻醉剂的血药浓度，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自然》旗下《科学报告》上。

李海洋团队与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 3
年多的合作，成功实现了通过一滴血对人体血液中麻醉
剂的快速分析检测。1 分钟内实现一个样本的分析，将低
成本的医用滤纸与 IMS 梯度热解析技术结合，实现了血
药复杂混合物的分层动态热解析。研究还发现临床浓度
范围内其他联合用药无交叉信号干扰，该方法在丙泊酚
临床血药浓度 1~12μg/mL 范围内可实现准确定量分
析，分析灵敏度为 0.1μg/mL。

该研究成果为临床医师调整麻醉剂用量、制定合理
的麻醉给药方案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可有效减少麻
醉过浅或麻醉过深导致的术中知晓或发生意外医疗事
故，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发现·进展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纳米人工红细胞
载氧治癌获进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丁宁宁）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蔡林涛带头的纳米医学研究小组，
在纳米人工红细胞高效治疗癌症领域取得新突破，相关
成果发表在《先进医疗材料》上。

蔡林涛等构建了一种具有优良的携氧功能和能量
智能响应的新型纳米人工红细胞，通过氧气干预线粒体
的代谢获得高效的抑癌效果。该仿生的纳米体系具有红
细胞类似的携氧和释氧功能，能够将氧气高效地输送至
癌细胞内部直接干预线粒体代谢，显著提高细胞内的三
磷酸腺苷和活性氧的含量。

增量的能量分子能够显著促进阿霉素从具有能量
响应的复合物中释放出来用于化疗，成功将对细胞生长
有利的能量分子转变为致命的化疗；同时，增量的活性
氧能够提高对癌细胞的杀伤力。通过有效结合这两个因
素，纳米人工红细胞实现了更高的细胞致死效果，相比
于游离的阿霉素提高了 438%。

纳米人工红细胞通过简单的氧气干预，将对细胞有
利和有害的因素均转变或放大为对细胞有害的因素，实
现对癌细胞殊途同归的杀伤作用，为新型肿瘤治疗提供
了新窗口。

中科院声学所等中科院声学所等

实现新型
声学拓扑绝缘体

本报讯（记者陆琦）近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噪
声与振动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贾晗与华中科技大学物理
学院副教授祝雪丰等合作的研究“反常弗洛奎型声学拓
扑绝缘体的实验论证”在《自然—通讯》上在线发表。

拓扑绝缘体是一类不同于金属和绝缘体的全新物
态，其内部为绝缘体但表面却能导电，且该表面导电性
源自材料的内禀性质，不受杂质和缺陷的影响。拓扑绝
缘体因在自旋电子学、热电以及量子信息领域具有广大
的应用前景而引起人们极大关注。近几年来，玻色子（光
子和声子）的拓扑态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研究人员利用二维超材料环阵列，首次实现了时间
反演对称型声学拓扑绝缘体。该工作类比电子自旋，将
声在超材料环中的传播方向定义为一种赝自旋。在此基
础上，理论和实验同时证实了环间强耦合条件下赝自旋
边界态单向拓扑传输效应。另外，在环阵列中引入适当
位错，可产生一种赝自旋拓扑界面态。该工作对于探索
声波单向拓扑传输、声隔离和手性声学超材料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简讯

中国要给年轻科学家更多机会
———专访美国科学院院士 Tilahun Yilma

12 月 3 日，清华大学参赛车辆在进行无人驾驶组的比赛。
当日，2016 中国智能汽车大赛在上海开幕。来自国内部分院校、研究机构及汽车制造商的 19 支队伍在各

个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此次比赛设置了无人驾驶组和智能辅助驾驶组两个比赛项目。 新华社记者裴鑫摄

徽州古建筑聚落保护示范项目
通过验收

本报讯 近日，安徽建筑大学教授方潜生
主持的“徽州古建筑聚落保护利用和传承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验收。

该项目历时 4 年，编制了 19 部国家及省部
级地方标准，出版专著 4 部，申请发明专利 26
余项、实用专利 22 项，培养一批学术带头人。验
收专家组对整体项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研究
成果在徽州古聚落建筑保护规划、数据库构件
与数字化虚拟再现以及太阳能利用等方面具有
较高的创新性，研究对徽派古建筑聚落保护利
用和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胡雯杨保国）

河南医生被授予
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胸
外科主任李印被授予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

（FRCS）证书，据了解，他也成为河南唯一获此
殊荣的外科医生。

李印擅长食管癌等胸部良恶性肿瘤的常
规外科诊疗和微创治疗，他在国际首创了“免
管免禁法”食管外科加速康复模式，在国际上
首次提出并实现了食管癌术后无需放置胃管、
营养管，患者术后第一天即可经口进食、拔除
胸管、下床活动，术后 5 天即可出院的外科治
疗新模式。 （史俊庭）

全国高校毕业生
教育人才招聘会在长春召开

本报讯 12 月 3 日，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
教师工作司指导，东北师范大学承办的“全国高
校 2017 届毕业生教育人才招聘会”在长春举行。
这是教育部指定的唯一个由高师院校承建的全
国高校毕业生教育人才招聘会。据统计，有来自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40 余所高校的
3 万余名毕业生参会。涵盖全国 28 个省、153 个
城市的 1000 多家用人单位参加了此次洽谈会，
提出需求信息近 4 万条。 （赵立云封帆）

全球制造与管理
国际学术会议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 近日，第十三届全球制造与管理
国际学术会议在河南郑州举行，本次会议由郑
州大学联合印度韦罗尔理工大学、澳大利亚昆
士兰科技大学共同召开，是该学术会议首次在
中国境内举行。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等 4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来自 16 个国家的 500 余篇论
文，进行了 39 场专题报告，并以中国制造 2025
行动纲领和智能制造及管理协同发展为主题，
围绕互联网 +、智能制造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
和交流。 （史俊庭）

陕西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近日，2016 航天军民融合发展大会
在西安举行，同时西安市发展改革委、中科院西
安光机所、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管委会联
合发起的陕西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正式成立。

该院是多方共建“军民融合研究院 + 企业
+ 产业园 + 智库 + 军民融合基金”平台体系的
核心单位。其定位于军民融合相关产业技术领
域，致力于培育一批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军民
融合高科技企业，打造集国家军民融合智库、
军民两用前沿技术布局和研究，创业投资、孵
化及系统集成创新为一体的国内一流的军民
融合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研究院首批成立商业
航天元器件研发与运营中心等十余个尖端产业
技术领域项目中心。 （张行勇）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11 月 12 日，美国科学院院士 Tilahun
Yilma 拿出手机，给自己在中科院微生物所的
讲座海报拍了张照片，然后把照片传给了远在
美国的 10 岁的儿子。

“不错。”很快，Yilma 接到了回信。
Yilma 是美国反刍疫苗专家，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教授，曾研发出有效且安全的牛痘病毒重
组疫苗，包括牛瘟、羊瘟、谷裂热。此外，他还推动
了此类技术向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转让。

如今，在 Yilma 的建议下，他的儿子正在
学习中文。“年轻人，是科学的未来；中国，是年
轻人的未来。”Yilma 看着手机屏幕上与儿子的
合影，语重心长地说。

“亚洲学生是最理想的学生”

Yilma 今年 73 岁，如今，他在亚洲有很多
学生。回想起过去的经历，他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感慨：“亚洲学生是最理想的学生。”

在培养年轻人方面，Yilma 有自己的一套
标准。“在我的实验室里，只有博士生或博士后
成功获得了一项基金，才被允许离开实验室。”
Yilma 说，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生们能够独立
从事科研。

“我的中国学生，都做得非常棒。”Yilma 告
诉记者，“他们聪明且努力工作。”

在 Yilma 看来，优秀的年轻人将为中国科
研带来希望，“中国科研将在国际上占据重要
位置，一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二是由于中国
对科研投入的重视”。

“中国给了科学家很多钱，很了不起，如果
这些钱给了对的人，那么将会产出很好的科研
成果。”Yilma 说。

Yilma 认为，目前，要充分发挥年轻人和科
研经费充足的优势，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中国非
常需要一个很好的评价体系，评价好的项目”。

“我坚信，应当把更多的经费给那些年轻
人。”Yilma 说，“在中国，如果是院士的话，非常
好拿项目拿基金，但是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国
家，别说是院士，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都还需
要去竞争。一个好点子，不是因为某个人在之
前非常有名，而是因为他的申请书和点子特别
好，特别值得投入经费。”

“科研不是以挣钱为目标”

最近，科学网有不少博主反映“青椒”（青
年教师）收入微薄，薪酬体系不合理，晋升机制
压力大等问题。

“现实压力确实存在。”对于这些现实问
题，Yilma 表示理解，“但是，科学研究不是以最
后挣多少钱为目标的，兴趣也不是以钱的多少
来决定的。”

在年轻人的教育中，Yilma 非常注意这一

点。“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中，不能灌输‘你要成
为一个工程师，这样你会挣很多钱’的观念，而
是要考虑他们的兴趣度。”Yilma 说.

“科学探索是长期的过程，能支撑你走下
去的，就是你热爱这份事业，而且认为值得这
样做。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有人愿意出钱让
你做感兴趣的事。”Yilma 说。

在美国，大多数科研人员想晋升或想得到
终身教授职位，同样不易。至今，Yilma 回想起
自己年轻时的科研经历，依然充满热情。

1977 年，Yilma 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做助理教授。在进入大学工作后的 6 年里，在
很多科研人员为申请科研基金发愁时，他一共
拿下了 19 项科研基金，这是在加州大学系统
里从未出现过的情况。“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
室，校长问我‘天哪，你是怎么做到的’，是好的
点子，让我做到了。”Yilma 回忆。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如果你真的为科学
研究而感到兴奋，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杰出的思
想者，如果你能为好点子而感到激动，那么你
就会取得成功。”Yilma 说。

“一些教授就像奴隶主”

除了物质压力外，目前国内还普遍存在
“青椒”和青年科研人员发展受限的问题。对
此，Yilma 表示，实验室的教授应该鼓励青年科
研人员独立，而非让他们为自己“打工”。

“那些年轻人，他们有最新的想法、最新的
资讯，他们年轻且野心勃勃、充满能量，他们不
应该被强制屈从于其他科学家。”Yilma 说。

在 Yilma 看来，一旦年轻科研工作者有了
自己的独立经费、独立科研思想、独立实验室，
就应该被允许独立出来，“这样才能够让经费
得到充分使用”。

在 Yilma 看来，“如果实验室做的事情仰
仗于某个年轻科学家的点子，而实验室的大教
授仅仅因为是实验室的‘头’就可以把研究成
果抢过去，这是非常不好的，这对中国科研体
系来说也非常不好。”

“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向美国学习。”Yilma 表
示，在美国实验室体系里，年轻科研人员只要能
获得自己的实验室，有自己的经费，就被允许离
开，不必再为原来的实验室“打工”。

Yilma 告诉记者，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会
根据年轻科学家的论文发表情况，所在实验室
的情况以及他们提交的科研计划申请书，选拔
优秀的科学家，给予 100 万美元至 500 万美元
不等的经费，让他们得以独立。

“大学雇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不是让他们
给学校别的教授干活的，而是让他们独立开展
研究的。”Yilma 说。

“如果一个大教授立于实验室塔尖，让所
有年轻人都只为他工作，那么这些教授就像奴
隶主一样。”Yilma 说，“一些中国教授，就像这
样的奴隶主。”

学术·会议

上海交通大学等上海交通大学等

揭示核仁应激感应机制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易静

研究组和华东理工大学杨弋小组以及中科院上海药物
所等合作，利用氧化还原探针和活细胞影像技术研究，
揭示了核仁应激感应机制。相关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

《自然—通讯》。
核仁是细胞核内合成和装配核糖体亚基的场所，在

经典的细胞生物学概念中只负责核糖体生物合成。近 10
多年来亚细胞的蛋白组学发现大量蛋白质在核仁和核
质之间穿梭移位，原因不明。同时，很多文献报导多种类
型的应激刺激都会引起核仁蛋白的移位并激活著名的
应激信号通路，造成所谓的“核仁应激”。

研究人员用活细胞中同时表达氧化还原荧光探针和
一个荧光标记的名为核磷蛋白（NPM1）的核仁蛋白，并在
同一细胞实时观察，发现各种不同刺激如饥饿、辐射、低
氧、高温和化疗药物放线菌素 D 等均像双氧水一样引起
核仁区室的氧化，进而触发 NPM1 从核仁移位到核质。通
过在同一个活细胞观察野生型和突变型的 NPM1 移位模
式以及观察 NPM1 单独或与氧化修饰催化酶融合的蛋白
的移位模式，明确了 NPM1 上一个半胱氨酸残基 C275
的氧化（类型为谷胱甘肽化）修饰导致该蛋白与核仁的
rDNA 和 rRNA 解离，离开核仁进入核质。

专家表示，核仁应激感应的氧化还原机制不仅为理
解核仁的新功能提供线索，还可能解释化疗药物治疗相
关白血病的作用原理。

中国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年会

探索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路径和模式
本报讯（记者丁佳 实习生曾云）12 月 1

日，以“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增长”为主
题的 2016 中国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与
绿色制造年会在京召开。该会议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指导，北京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促进
会携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信
部赛迪研究院）、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中

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共同主办。
本届年会分别就绿色设计与制造政策、绿

色技术创新、企业实践与产业发展、绿色金融助
力绿色增长等重大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将进
一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助力“中国制造 2025”战略实施，推动绿
色产业发展，探索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

路径和模式，引领绿色消费理念和绿色生活模
式；将聚焦工业产品绿色设计与制造领域技术
创新与实践，将在政府部门、产业群体、科研院
所和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产、学、研、政、融”五位
一体的纽带，为各界搭建了交流绿色技术、分享
绿色案例、共商绿色政策的合作平台，对绿色设
计与制造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