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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寨卡病毒复制的奥秘
本报讯（记者陈彬 通讯员靳莹、田宏亮）近日，天津大

学教授杨海涛团队揭开了肆虐南美的寨卡病毒复制的奥
秘，这将有助于开发相关抗病毒药物。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

《蛋白质和细胞》杂志。
寨卡病毒如何在宿主细胞中复制一直是个谜。几乎所

有病毒都需要一种称之为解旋酶的蛋白质来进行复制。寨
卡病毒解旋酶是一种“马达”蛋白（一类具有驱动能力的蛋
白质），它通过水解三磷酸核苷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从
而实现对双链核酸的解链功能。

病毒只有将双链核酸解链后，才能将单链遗传物质进行
复制，实现增殖。对此，科研团队利用 X 光单晶衍射技术成功
获得了寨卡病毒解旋酶执行功能和结合底物时的 3D 图像。

研究人员在原子分辨率水平上展示了寨卡病毒解旋酶、
三磷酸腺苷和金属催化离子形成的三元复合物的空间结构。
结果发现，黄病毒家族解旋酶在进化过程中演化出一种保守
的分子“马达”，它可以通过水解三磷酸核苷将化学能转变为
机械能，用于实现病毒复制过程中的“解链”；而利用不同的

“运动”模式，不同病毒成员的解旋酶又以不同的方式识别并
结合基因组 RNA，用于满足病毒复制的需要。这些寨卡病毒
复制关键步骤的阐释，将对抗病毒药物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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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晓倩）7 月 27 日，兰白科
技创新改革试验区技术创新驱动基金投融
资路演暨首批兰白基金子基金投资签约仪
式在兰州举行。活动中，四只兰白基金子基
金拟为路演的 9 家科技型企业投资 2.79 亿
元人民币。这标志着兰白基金进入了面向甘
肃省企业开展投资的新阶段。

围绕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

资金需求，甘肃省政府设立了总规模 20 亿
元的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技术创新驱
动基金。

日前，已完成四只子基金的组建工作，
四只子基金中白银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
总规模 6 亿元，主要投资于白银市及全省各
类科技企业以及科技孵化器建设；甘肃中睿
泰德新兴农业投资基金总规模 5 亿元，主要

投资于兰白试验区及全省大农业产业中产
业化程度较高的或有重大潜力的现代农业
企业项目；甘肃普高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 1
亿元，主要投资于兰白试验区及全省现代农
业等各类科技企业及优秀创业团队；兰州新
区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总规模 4 亿元，主要投
资于兰白试验区及全省新材料、新能源、现
代物流、现代农业等科技企业。

9 家在甘科技企业获资 2.79 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黄忠课题
组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成功建立了一种安全有效的埃博
拉病毒药物评价动物模型。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

《病毒学杂志》。
埃博拉病毒是迄今为止已知最致命的病毒之一，然而，

至今尚无商业化的抗埃博拉病毒药物或疫苗可用。由于埃
博拉病毒的高致死性，操作感染性埃博拉病毒必须在生物
安全 4 级（BSL-4）条件下进行。目前，全球仅有 30 多个
BSL-4 实验室，其有限的空间和昂贵的运营成本，不能满足
候选药物和疫苗高通量筛选及保护效果评价的需求，从而
严重限制了抗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研发。

为此，黄忠课题组为创建不依赖于 BSL-4 条件的埃博
拉病毒药物评价动物模型开展了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利用
基因工程手段，制备了包装报告蛋白荧光素酶的埃博拉病
毒样颗粒。这种报告病毒样颗粒无传染性，但具有类似于天
然埃博拉病毒的丝状结构，能够在体外模拟埃博拉病毒入
侵细胞，并将所携带的荧光素酶传递进入靶细胞中，与底物
作用后产生可直接检测的荧光信号。活体实验显示，注射了
报告病毒样颗粒的小鼠在局部产生荧光，可通过活体成像
技术对早期侵染进行动态追踪。进一步研究证明了该系统
作为 BSL-4 实验室外抗病毒药物和疫苗保护性评价模型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黄忠表示，该动物模型具有安全、高效及可视化等优点，
将对全球范围内抗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产生积极影响。

建立埃博拉病毒
药物评价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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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记者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
物所获悉，该所承担的青海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青稞
驯化与育种过程中基因组选择事件的解析及其功能注释”
通过验收，专家组认为该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科研人员在对近 700 份国内外野生大麦、青稞地方品
种和育成品种进行标记基因分型的基础上，对青稞的群体
结构、驯化起源及扩散传播路径、驯化过程中基因组选择印
迹的发掘及其功能注释和群体遗传结构同生态气象因子间
的关联性等科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最终揭示了西藏雅
鲁藏布江中游西至昂仁、东至米林的狭长地区是青稞的驯
化起源中心，驯化后存在南北两条扩散传播路径，这两条路
径同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等藏族人口迁移和汉
藏物资交流的路径相吻合。

在驯化和驯化后数千年的栽培过程中，青稞基因组内
留下了许多选择“烙印”，除了碎穗性、皮裸性和棱形三大驯
化性状外，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先民对青稞生育期、籽粒颜
色、千粒重、蛋白质含量等农艺、品质性状和抗逆性状进行
了全面、严苛的选择。在青稞的人为引种和扩种过程中，纬
度、海拔、温度和降水是最为主要的环境选择，是青稞地方
品种群体结构空间分布样式形成的主要驱动因子。

该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开展青稞基因组重要区段的定
义、育种可用元件的筛选和分子育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
论积累。

发现青稞驯化起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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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姻本报记者王超

如果你认为城市建筑节能只是建筑学家
和建材科学家的“活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我国的气象专家们也在为此出谋划策。

一项“气候变化对城市建筑能耗的影响
及对策”的研究项目已在天津市气象局展
开，那里的气象专家们试图建立气候变化对
建筑能耗影响评估模型的方法，分析气候变
化对建筑节能用气象参数和建筑能耗的影
响，从建筑设计和运行两个方面为节能减排
献计献策。

建筑能耗“因气象而动”

建筑能耗与气象关系密切，一栋建筑从设
计到使用是否节能，气象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室
外气象参数直接决定着冬季供暖、夏季制冷能
源消耗量。我国现行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都是
基于 1970—2000 年作为统计期的历史气象数
据计算制订的，这些气象数据已不能代表当前
气候的状况及未来气候发展趋势。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建筑节能用气
象参数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城市‘热岛效

应’加剧了这些气象参数的变化。”该项目负
责人、天津市气候中心副主任郭军对《中国科
学报》记者说。

郭军举例说：“随着冬季平均气温的逐步
升高，如果室外温度上升 1.0℃，能源消耗需
求就会相应减少约 2.9%，但是按照目前的采
暖期供暖标准，并没有考虑气候变暖的因素，
显然会令能源产生浪费。”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使夏季制冷期的能
耗需求上升，且气象参数还会随着气候变化而
继续改变，这对空调系统选型和运行安全也会
产生一定影响，影响建筑节能整体效能。

定量评估科学实用

“我们通过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和热岛对
气象参数及能耗影响，计算设计负荷，得出如
果建筑在设计、运行时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采
暖，具有采暖总能耗 3%~5%的气象节能潜
力。”天津气候中心副主任李明财对《中国科
学报》记者说。

研究方法上，通过与天津大学等高校和
科研机构合作，项目组先是用软件进行模拟，
再用理论算法推演，算完之后开展理论应用。

他们从北到南选取了哈尔滨、天津、上海、广
州、昆明 5 个代表城市做气候区，将研究对象
细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又选
择了第一步节能、第二步节能和第三步节能
建筑，公共建筑选取了商场、办公楼和场馆类
建筑等，利用国际通用的 TRNSYS（瞬时能耗
模拟软件）模拟了各种建筑物逐小时采暖和
制冷能耗。

“在能耗模拟软件中输入针对某栋大楼
的建筑参数、传热系数等一系列固定参数，然
后输入室外气象参数，通过软件的运行模拟，
输出的就是理论能耗。”

李明财表示，软件模拟的是假定的建筑，
存在一定的误差，还需用实测的数据进行校正。
通过对各类建筑温湿度、供回水温度、流量等的
实际监测，得出符合实际能耗情况的结论。

“该方法不但考虑了多种气象要素对城
市建筑的影响，而且考虑了围护结构、通风性
能、朝向等建筑参数影响。”李明财进一步解
释，该研究与以往研究相比，不但比仅基于气
温计算而得的数据更加准确，而且不考虑经
济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更为客观地反映了气
候变化的影响，研究成果更具有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建筑节能对策得当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达到 18
亿至 20 亿平方米，建筑能耗占社会终端能源
总消耗的比例约为 30%。随着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建筑能耗占比将进一步增加，而城市

“热岛效应”愈加明显，城区与郊区、远郊及农
村气候差异的加大，则进一步增加了节能气
象研究与技术应用的潜力。

“在完成了气候变化对城市建筑能耗影
响分析的前提下，我们对建筑节能手段给出
了相应对策。”李明财认为，一是在建筑节能
设计时，应根据当前及未来气候条件设定相
应的气象参数；二是应改造提升建筑物的围
护结构，注意提升在窗户、幕墙等建造过程中
围护结构的整体保温性能，以达到降低建筑
能耗对气候变化敏感性的目的；三是应重视
自然通风，并将其视为最为有效的建筑节能
技术之一，在今后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自
然通风的因素，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投资浪费。

“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利用
现有的技术手段，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
能力，为城市建筑节能、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郭军说。

气象研究“献计”城市建筑节能

简讯

7 月 30 日拍摄的智能啤酒机器人。
在第 26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上，智能啤酒机器人的亮相引人注目，它既可帮游客打散装啤酒，亦可

打开瓶装啤酒为游客斟酒。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摄

2016 全国科普创新实验大赛开赛

本报讯 7 月 29 日，“SOLVE FOR TO-
MORROW 探知未来 2016 年全国科普创新
实验暨作品大赛”开赛。

这是全国青年科普创新的公益大赛，大
赛以“节能、环保、健康”为主题，以“探知未
来”为核心，以“动员和激励广大学生参与科
普创作，促进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为目标。分为科普
实验单元和创意作品单元，并根据社会科技
趋势进行命题。

大赛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共青团中央学
校部主办，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协青少年
科技中心承办；由中国三星独家赞助，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独家公益支持，互动百科独
家推广。 （倪思洁潘希）

重离子加速器
应用与推广论坛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
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和中科院近代
物理所共同承办的“重离子加速器的应用
与推广”论坛在兰州召开。来自国内核技术
及应用领域的 9 位院士及 50 余位专家学者
出席论坛。

论坛内容涵盖了重离子加速器技术在航
空航天、辐照育种、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应用现
状及推广前景，为我国加速器技术及相关应
用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
平台。 （刘晓倩李嘉懿）

第八届全国地理学
跨区域联合实习启动

本报讯 7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地理学国
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跨区域联合实习在武汉
大学拉开帷幕。本届联合实习由武汉大学、西
南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承办，来自 27 所高校
的 120 余名师生参加，实习途经武汉、荆州、
昆明等地，学员们将重点考察华中和西南沿
线的典型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植被及生态环
境问题。

该实习是地理学基础人才培养与地理学
实践教学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尝试和探索，该
活动自 2009 年启动以来，至今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七届。 （鲁伟）

第 16 届中国青少年
机器人竞赛闭幕

本报讯 日前，第 16 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
竞赛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闭幕。来自安徽、四
川、福建、广东、广西、湖北和北京的青少年机
器人团队从 497 支中小学生参赛队伍中脱颖
而出，分获综合技能比赛、FLL 机器人工程挑
战赛、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足球
比赛的冠军，20 个机器人研究团队的创意项
目获得一等奖。

本届竞赛是中国科协首次与中国科学院
联合主办，把高校的科研教育资源融入到竞
赛活动中，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竞赛的科学教
育层次。 （潘希）

中华慈善总会
大众慈善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7 月 30 日，“慈心暖万家·健康中
国行”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座谈会在京举
行。本次会议，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项目共
向山东、辽宁、内蒙古等 9 省区 16 个县市无
偿捐赠共计价值 1930 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学
课外读物。除一批爱心企业捐赠图书和医疗
器械外，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位书画家，现场
捐赠了他们的墨宝。

为了表彰先进，增强那些长期支持大众
慈善工作的爱心人士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大
会还向首批“大众慈善爱心志愿者”颁发了志
愿者证书。 （柯伟）

本报讯（记者郭爽）7 月 29 日至 31 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中心和中国智慧产
业联盟共同主办、由北京金博会国际会展有
限公司承办的 2016 第二届中国智慧城市国
际博览会在京开幕。

本届展会围绕“智慧 创新 融合 发展”为
主题，推出智慧城市综合服务、智慧社区、智
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领域的新技
术与新服务。

针对“智慧城市”建设，通州区、西城区、
房山区作为北京展团的代表，在第二届智博
会上集中展示了智慧政务、智慧民生、智慧
交通、智慧安全和智慧能源等多方位、综合
性的规划设计及建设成果，市民可提前感受
未来工作和生活的舒适和便捷。

其中，被视为京津冀一体
化示范样板的通州，展示了其
全新的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和
管理的“5D 城市”理念，即通过
BIM+GIS+ 物联网 + 云计算等
国际先进的城市建设、运营、管
理技术，以方向性顶层设计，确
保城市战略定位的实现；以“总
体和专项合一”的科学全面规
划，确保“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
清清楚楚”；以“立体空间布局、
多系统综合、资源复用”为立体化系统建设，
确保“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布
局”；以“时间轴”动态发展规划建设，确保城
市可持续发展质量；以“科学评价、优化规

划、智慧运维”为方向的数据化运营管理，确
保城市的智慧、和谐、宜居。同时通州为打造

“海绵城市”积极布局，努力完善城市水系、
排水防涝、绿地和交通等专项规划。

第二届中国智博会在京开幕
北京通州 5D勾勒未来智慧城市

智能啤酒机器人亮相青岛

智慧通州地下综合交通枢纽示意模型图。本报记者郭爽摄

新型智能成套测控系统
研发成功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承担的国家智能制造装备专项,“面向新型铜冶炼工
艺过程的智能成套测控系统研发与示范应用”项目顺利通
过验收。

针对铜冶炼工艺原料成分波动大、连续性强、关键工艺参
数难以在线检测等特点，该所研发了以在线检测技术为基础，
以先进控制算法为核心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成套测控
系统，完成了在全世界最大产能规模新型铜冶炼工艺生产线
上的首次应用，实现了高精度检测与优化控制。

该项目基于机理和数据相结合的底吹熔炼过程熔体温
度、液位智能软测量技术，实现了关键参数的在线检测。其
中基于案例推理和规则推理的炉渣铁硅比和冰铜品位优化
控制方法，以及基于 GPC-PID 的熔体温度先进控制技术，
提高了我国有色冶炼等流程工业的自动化水平，有力推动
了我国智能成套测控系统产业化发展。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