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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最高水准网络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理工学科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郑州 4月 11 日讯（记者
胡璇子）4 月 11 日，是第 21 个世界
帕金森病日暨帕金森病发现 200 周
年，今天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首批备案
的干细胞临床研究“人胚胎干细胞
来源的神经前体细胞治疗帕金森
病”和“人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视网膜
色素上皮细胞治疗干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两个项目的启动仪式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

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琪宣布世界首批基于配型开展的
多能干细胞分化细胞临床移植研究
在该医院启动。在即将开展的临床
研究中，由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来源
的功能细胞经过免疫配型后，将被
精准移植到帕金森病和黄斑变性病
患者体内。在随后长期随访中，研究
人员将系统评价临床试验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在获得预期结果后，将进
一步进行多中心试验。

帕金森病和年龄相关性黄斑
变性已分别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神
经退行性疾病和导致老年人严重
视力障碍的主要原因。这些疾病的
晚期患者病情常难以控制，无有效
治疗方法。而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开
展，将为上述疾病的治疗提供全新
的治疗手段。例如帕金森病，其主
要因中脑多巴胺神经元缺损所致，
移植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形成的
多巴胺神经细胞治疗帕金森病有
着广阔前景，已成为该领域国际竞
争热点。

本期项目的启动体现了国家在
干细胞领域的系统布局和重要进
展，表明中国的干细胞研究及转化
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相关试验的
开展将回答学界和公众高度关注的
干细胞临床应用问题，除为帕金森
病等疾病的治疗开辟新的路径外，
对整个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具有
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
许予明和万光明分别介绍了两个
临床研究项目。本期启动的项目
在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研究”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支
持下，依托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
机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率
先完成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干细胞
临床研究项目的首批备案。“相信
这批试验的开展和未来试验的推
进也会给干细胞临床研究以及监
管提供第一手素材。”周琪说，他
期望此次启动的两个临床研究项
目为我国干细胞转化研究提供示
范和借鉴。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
传播局，河南省卫计委、药监局，郑
州大学及第一附属医院的相关领导、参研人员、患者
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会议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副院长刘章锁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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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看望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文俊

本报北京4月 11日讯（记者陈欢欢）今天下午，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专程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98 岁高龄的吴文俊院士。

日前，吴老在家不慎摔倒，因脑出血入院治疗，
白春礼对此十分挂念，得知吴文俊病情稳定下来之
后立即来到医院探望。病中的吴文俊还十分虚弱，但
一看见白春礼立刻握住了他的手说：“真没想到，你
在百忙之中还来看我。”白春礼立刻回应说：“应该
的，大家都很关心您，我代表科学院、代表院党组来
看您，希望您早日康复。”

随后，白春礼向主治医生询问了吴文俊的病情。
据悉，吴文俊经治疗后病情趋于平稳，出血已基本吸
收，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嗜睡的情况也大大缓解，

再调理两周有望下地行走。主治医生笑称：“爷爷很
可爱，也很配合治疗。”白春礼向医护人员表达了感
谢，并叮嘱医护人员和家人照顾好吴老的日常起居。
看望过程中，白春礼一直紧握吴文俊的手，并告诉大
家：“吴老握得很紧，很有力气。”

吴文俊是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获得首届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的研究涉及数学的许
多领域，主要成就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
领域，他为拓扑学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许多工作至
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在国际国内都享有很高
的声誉。

中科院办公厅和数学院相关负责同志陪同看望。

本报北京 4月 11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上
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理工学科工作座
谈会在北京召开。中科院院长、《中国大百科全
书》第三版总编委会副主任、化学主编白春礼，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执行总主编杨牧之，
40 多位学科主编、副主编、分支主编、学科秘书
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社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执行副总主编
刘国辉主持会议。

白春礼指出，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科技三会”上关于“加强科
学普及工作”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党中央、国
务院的一项重大文化战略决策，该书是体现我国
当代科学文化水平、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
升文化软实力和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重大基础文化工程。为适应新时代的数字化发展
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定位于新型的网

络百科全书，是基于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进行
知识生产、分发和传播的国家大型公共知识服务
平台，目标是编纂一部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网络
化和数字化《中国大百科全书》。

白春礼认为，认真做好《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三版编纂工作，对于更好地发挥该书在提高全民
科学素养，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方面具有积极而重
大的意义。他说，中科院作为中国自然科学的最
高学术机构，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前两版编纂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三版编纂过程中，中
科院既是重要组织者，也是重要编纂力量，肩负
着重要的历史重任。

白春礼表示，中科院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的重要依托单位之一，在 54 个理工类学
科中，有 30 个是由中科院相关研究所或中科院
院士领衔主持的，中科院科学家提供的条目内容

将作为标准基础知识，面向全社会发布、传播和
传承，其历史意义将彪炳千古。为了做好此项工
作，中科院此前下发了支持性政策文件，并为 30
个学科编委会提供了配套资金，下一步还将出台
有关文件，鼓励和推动相关研究机构在专家队
伍、绩效考核及条件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这项重要工作顺利推进。

白春礼希望，中科院参与编纂工作的院士专
家要秉持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撸起袖子加油
干，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紧张而有序地
完成好党和国家交办的历史重任。

杨牧之指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不是一本
书，而是一座文化万里长城，是广大读者日常学
习的工具，其影响非常深远。当前，世界各国、各
地区都在积极编篡百科全书，通过百科全书引导
社会公众。形势与时代的压力都要求中国抓紧时
间编写自己的百科全书，而我国要后来居上、要

赶超，就要充分认识百科全书编篡工作的艰巨
性、复杂性和科学性，就要靠质量、靠创新。作为
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中科院将是第三版
编纂工作的中流砥柱，也是完成编纂工作的根本
保证。

据刘国辉介绍，三版项目已动员 2 万余位全
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学者，
其中包括 300 余位院士、30 多位学部委员，至今
已启动全部 103 个执行学科，三版网络版首期目
标为 30 万余条，计划于 2018 年上线，使之成为提
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的国家公共知识服务平台。

会议听取了化学、机械工程、力学、土木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5 个学科条目编篡工作
的进展，与会专家还就工作中的经验、困难展开
了积极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有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机所获悉，该所
承担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大气细粒子与臭氧时空探测激光
雷达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日前通过中科院初步验收，为环境监测和灰霾
治理提供重要手段。

经鉴定，这个项目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快速在线监测系
统，突破了多项共性关键技术，为我国大气环境实时监测能力建设和数据
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系统集成了多种关键技术，研制了多套样机，
通过技术转移和生产工艺开发，形成了激光雷达核心部件和系统整机的生
产能力，培育了有竞争力的环境监测分析仪器新兴产业，打破了发达国家
对激光雷达核心技术垄断，扭转了对进口产品的依赖。

据了解，该项目针对不同需求形成了多种型号产品，已经在环境监测
领域大量装备，并为灰霾和光化学污染研究提供了重要手段和高端设备。
自 2013 年以来，大气细粒子和臭氧激光雷达在京津冀地区建立了立体监
测网络，数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徐海涛）

我国研发大气激光雷达
为灰霾治理提供手段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近日，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尺度物
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袁军华、张榕京课题组在细菌运动行为研
究领域取得新进展，发现细菌鞭毛转向别构调控中的非平衡
因素，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自然—物理》上。

别构调控是指蛋白质复合体上的一个特定位置（称为
位点）与特殊小分子（称为效应因子）结合后，通过结构改变
影响该复合体其他远距离位点功能的过程。这是在生命现
象中广泛存在的一个重要调控机制，普遍存在于酶的活性
调节、信号转导系统的受体活性调节、离子通道调控、基因
表达调控等重要生理过程中。别构调控这一现象通常是由
平衡态模型描述的。

带鞭毛的细菌是通过镶嵌在细胞膜内的马达（几十纳米
的转动型分子机器，称为鞭毛马达）旋转螺旋型的鞭毛，从而
在液体里游动。鞭毛马达的转动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决定

了细菌的游动模式。鞭毛马达转动方向的调控就是一个典型
的别构调控过程。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为这个调控过程是否
有非平衡因素（外部能量输入）而争论不休。

据袁军华介绍，他们通过发展新的实验手段，系统测量
了鞭毛马达在各种实验条件下的转向改变动力学行为，发
现了这个调控过程中的非平衡因素，并进一步提出了非平
衡态模型，提出这个非平衡过程的能量输入机制，解决了这
个长期争论。

该非平衡机制的发现也揭示了细菌鞭毛马达如何感应
外力的机制。该研究发现，虽然马达的能量输入仅有约 0.2%用
于别构调控，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马达对信号蛋白的灵敏
度。这个发现对其他生物大分子机器的研究也有启发，预计
在其他生物大分子机器中也会有这种将部分能量输入用于
功能调控的非平衡现象。

科学家发现
细菌鞭毛转向调控非平衡因素

建设美丽乡村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任
务和重要目标，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必须进行顶层
设计，创新发展农村代谢共生
产业，引入现代工业化手段、资
本和 PPP 模式，出台相应的鼓
励和支持政策，在科技、人才、
用地、金融等方面给予优先支
持，实现农村能源与环境、资
源、经济协同发展。

农村在养殖、种植和生活
过程中代谢出大量的废弃物，如
畜禽粪便、秸秆、谷壳、枯枝落
叶、生活垃圾等，带来严重的面
源污染，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
坏。传统的单一废弃物处置模式
存在成本高、效率低、资源浪费
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各种农村
废物的协同处置，实现各类技术
高度集约化，不仅降低了处置成
本，同时增强各种废物在处置过
程的互补性，产出绿色热、电、
肥、饲料等系列高值化产品，其
中热、电用于生产生活，饲料用
于养殖体系，肥料用于饲料作
物、果蔬、能源作物的种植。

通过区域内各种生产生活
过程的代谢产物的共生，实现
各类有机废物的能源化与资源
化利用，形成农村新兴产业链
和产业集群，从而构建生产—
生活—生态—生命（人）一体化

协调发展的“四位一体”农村发展模式。
“美丽乡村”院士工作站成立以来，实现了

政、产、学、研、用、金的紧密结合，创新性地提出
“猪地产”“猪物业”“种养一体化”等新模式，设计
了农村代谢共生产业园，在解决散户饲养过程中
畜禽粪便处置难、抗生素使用监管难、病死畜禽
随意弃置等问题的同时，将农林废物、农村生活
垃圾、畜禽粪便等的治理和利用与现代能源、化
工结合，大幅度提高现代农业的附加值。

广东揭阳农村代谢共生产业园示范工程建
设是“美丽乡村”院士工作站的主要工作内容之
一。该工程系统体现了养殖、种植、生活的结合，生
态环保与能源经济的结合，更体现了中央提出的
新农村建设要实现一、二、三产融合的精神，符合
国家对于生态农业建设与农村污染治理的要求。

我希望通过自己建立在最基层的“美丽乡
村”院士工作站，用创新的理念、高新的技术解
决农村废物处理难题，实现变废为宝，进而将这
方面的创新技术进一步系统化，为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美丽乡村之路做出示范。

（本报记者朱汉斌采访整理）

用创新的理念、高新的
技术解决农村废物处理难
题，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美丽乡村之路做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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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在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一家轻型飞
机制造企业，技术人员在装配野马飞机部件。这架
轻型飞机除核心部件外均为该企业自主生产。

2017 年以来，福建首个通用航空制造项目———
野马飞机制造项目进展顺利。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本报上海 4 月 11 日讯（记者黄辛）今天
上午，中国第 33 次南极考察队克服了冰情复
杂、气候多变等困难，圆满完成考察任务顺利
返回上海。

据介绍，此次考察队历时 161 天，总航程
约 3.5 万海里。“雪龙”号顺利完成“一船四站”
环南极航行计划，在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
站、昆仑站、泰山站执行任务，在南大洋普里
兹湾、罗斯海、南极半岛附近海域等区域进行
海洋综合考察，并顺利完成难言岛新站选址
考察任务。

2 月 1 日，“雪龙”号科考船行驶到南纬
78°41′罗斯海水域，这是“雪龙”号在南半
球到达的最高纬度，也刷新了全球科学考察
船在南极海域到达的最南纪录，获取了大量
航海数据和资料，这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

据悉，科考工作获取了大量的数据和样
品。科学家开展了海洋、冰川等 23 项科考项
目，共采集 1198 个数据及样本，新增 21 个长
期监测点。同时，“雪龙”号科考船考察完成 8
条海洋断面、97 个站位的海洋观测工作，采集

了 571 个数据及样本，完成了 600 千米的地
球物理测线，回收并布放 13 个长期记录观测
仪器，初步构建了我国南大洋典型海域监测
体系。“海洋六号”科考船在南极半岛海域开
展地质科学考察，完成 46 个站位观测工作。

在昆仑站期间，内陆队深冰芯钻进深度
146 米，总进度突破 800 米大关。这些冰芯成
为研究地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珍贵样本，
对于认知当前地球所处气候阶段、推演未来
气候变化趋势和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 33次南极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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