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4月 5日 星期三 Tel：（010）62580690

科研 RESEARCH

主编：李晨 编辑：王方 校对：何工劳 E-mail：nkcm＠stimes.cn

6

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
究所研究员王建华领衔的创新团队
成功创制新型抗生素替代品———新
型抗菌抗内毒素双效肽，其安全性
高、抗菌性更强，并可解内毒素，具有
很好的新药临床化开发优势。相关研
究成果于近日在《科学报道(Scientific
Reports)》上在线发表。

抗生素耐药性、药物残留及近
年出现的“超级细菌”为抗生素类药
物的使用敲响警钟，治疗过程中又
存在副作用———革兰氏阴性病原菌
内毒素脂多糖（LPS）释放，直接威胁
机体健康，因此开发新型抗生素替
代品迫在眉睫。目前，在食品医药及
饲料兽药行业具有广泛应用潜力的
抗生素替代品牛乳铁蛋白衍生肽，
虽具有广谱杀菌性，但存在溶血性

较高、生物安全性低的问题。
王建华团队利用多氨基酸组合

定点突变技术，从核心抗菌序列入
手，对牛乳铁蛋白衍生肽 3 个关键位
点进行替换，筛选出的 2 条突变体比
母体肽具更强的抗金黄色葡萄球菌、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
SA）、沙门氏菌活性，且溶血性更低。
研究还发现突变体抑制病原菌脱氧
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
和蛋白质合成的能力更强。动物实验
显示，染菌小鼠注射 10~15 mg/kg 可
在 10 小时内显著降低体内病原菌
量。此外，突变体可结合细菌内毒素，
通过降低小鼠血清促炎因子水平抑
制炎症产生，减少内毒素对小鼠肺部
的诱导损伤，显著提高因内毒素引发
毒血症的小鼠存活率。（吴子林 王方）

中国农科院饲料所
创制新型抗生素替代品

如果“热咖啡”指的
是咖啡作物被高温压力
所困扰，那么，这个词对
于 爪 哇 咖 啡 爱 好 者 而
言，并非是一件好事。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
学林学院的一项研究显
示，当阿拉比卡这种咖
啡遭受了短时热浪，会
变得难以开花和结果。
这意味着没有咖啡豆，
也没有咖啡可以喝。

阿拉比卡咖啡豆是
世界上主要的咖啡种植
品 种 。在 全 球 每 年 近
200 亿 磅 咖 啡 消 费 量
中，阿拉比卡咖啡的商
业生产占 65%。这种咖
啡树整年持续产生新的
繁茂的树叶，在全球四
个大洲 80 个国家的热
带地区生长。

这项研究调查了在
温室试验中叶龄和热持
续时间如何影响阿拉比
卡咖啡树从热应力中的
恢复。一个重要的发现
是，和成熟的叶片相比，
嫩且“展开”的叶片恢复
尤为缓慢。同时，在经受
了模拟热浪实验后，没
有任何植物开花结果。

“这强调了阿拉比
卡咖啡对温度是多么敏
感。”研究负责人、俄勒
冈州立大学植物生理学
家 Danielle Marias 说 ，

“不开花意味着没有繁
殖，这意味着不能结果。
对于歉收的咖啡种植者来说，这可能是灾
难性的。”

“热对植物而言非常有压力，并且常
常与干旱有关。然而，在咖啡种植地区，气
候可能不仅是炎热和干旱，还有可能是炎
热和潮湿，所以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想分
离出热的影响。”Marias 解释道。

在这项研究中，阿拉比卡咖啡树被暴
露于使叶片温度略高于 48.9 摄氏度的炎
热环境中，时间为 45 分钟或 90 分钟。
Marias 表示，叶片温度是全球气候变化的
现实反映。

展开的叶片在经受了 90 分钟的高温
之后，恢复的时间最长———生理学上的恢
复以光合作用、叶绿素荧光以及非结构性
碳水化合物的出现来测量和判定。

Marias 表示，在两种处理中，展开的
嫩叶的光合作用恢复要比成熟叶片慢得
多；同时，气孔导度也减小了。“根据叶片
能量平衡模型，抑制的气孔导度降低了叶
片的蒸发冷却，这将进一步增加叶片温
度，加剧了完全和部分光照条件下高温压
力的后作用，而阿拉比卡咖啡树常常生长
于这样的环境中。”

除去叶龄因素，长时间的热暴露将导
致水利用率的下降，这也可能恶化热应力
的效果，尤其在干旱时。 （胡璇子编译）

日常生活中，品尝一杯陈酿葡萄酒被认为是
一种高贵的行为。殊不知，酿造优质的葡萄酒更是
一门大学问。

葡萄酒产业作为以栽培和加工为基础、产业
关联度高的复合型产业，其发展对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上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普遍认为只有地中
海式气候才适宜栽培酿酒葡萄，而以大陆性季风
气候为主的中国并不适宜生产优质酿酒葡萄，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创始人李华教授并
不认同这一观点。

1986 年以来，李华牵头的项目组围绕我国有
无优质酿酒葡萄适宜区及品种区域化、栽培技术
创新、优质葡萄酒酿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构建了从土地到餐桌的关键技术体系，促进了我
国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

记者获悉，该项目组承担的多项课题均被鉴
定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年 1 月，李华牵头完
成的“中国葡萄酒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获
得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近日，《中国
科学报》记者对该团队进行了采访。

栽培区划：为酿好酒迈出第一步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一个学院专门研究
葡萄酒产业，那就是 1994 年成立的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葡萄酒学院。这个学院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葡
萄酒学院，也是亚洲第一所专门从事葡萄与葡萄
酒研究、推广的学院。

李华是葡萄酒学院的创始人，也是目前该学
院的终身名誉院长。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我国是世界葡萄酒发源地之一，但我国属于典型
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完全不同于地中海式海洋性
气候，亚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可满足各种方向的葡
萄生产。

寻找适宜酿酒葡萄栽培的地区是李华团队要
做的第一件事。据介绍，葡萄栽培区划涉及气候、
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其中葡萄气候区划
是最重要的基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李华根据无霜期、干燥
度、埋土防寒线等主要气候区划指标，提出了我国
葡萄气候区划的新方案。

“以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和陕西渭河旱
源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区，由于其良好
的生态条件，将成为我国生产优质葡萄酒的主要
基地。”李华得出这一论断是在 1998 年。

此外，水分条件也是影响酿酒葡萄品质和经
济效益的重要因素，李华等人进一步论证调研后
发现，在考虑我国气候特点和葡萄酒生长需要的
前提下，认为将酿酒葡萄生长季（4 月 1 日—9 月
30 日）的干燥度作为我国酿酒葡萄栽培区划的水
分指标是适宜的。

李华团队首次建立了符合中国大陆性季风气
候特征的酿酒葡萄气候区划指标体系，被法国同
行高度认可，认为其“具有理论和实践创新，也适
用于世界其他葡萄产区”。此后，中国酿酒葡萄的
品种、酒种区域化研究推广工作也陆续开展。

截至 2016 年底，李华团队推动在新疆、宁夏、

甘肃、陕西和西南高山区等地区的非耕地发展酿
酒葡萄 65 万亩，年产优质葡萄酒 30 多万吨，为西
部生态移民安置、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收入开
辟了新的途径。

创新模式：栽培制度的重大革新

葡萄能在多样化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种植，
多样化的气候和土壤必然在葡萄上表现出来，也
必然在葡萄酒中表现出相应的特性。

“葡萄酒酿造需要有专门品种和稳定的规模
化、专业化的原料基地，才能保证葡萄酒的酿酒质
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院长房玉林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品种上，李华提出葡萄抗病育种的新方
法———欧亚种内轮回选择法，育成了适应我国气
候条件、抗病能力和栽培适应性强的优良酿酒葡
萄新品种“爱格丽”和“媚丽”、新品系“8802”和

“8803”。目前，“爱格丽”和“媚丽”已在全国 10 个
主要产区推广种植 6.4 万亩。

值得一提的是，该团队在栽培模式上的创新最
引人关注。我国葡萄传统修剪方法多采用主蔓扇
形、V 和 U 形、棚架和龙干形，但这些修剪方法技术
要求高、操作繁琐。随着剪口数量的连年增加，剪口
处的伤口可能会导致葡萄植株营养上下输送受阻，
最终导致葡萄和葡萄酒的质量低下。

李华团队从我国埋土防寒区酿酒葡萄栽培的
实际出发，提出了葡萄“最小化修剪”理论。据介
绍，该方法可以有效防治葡萄植株主干、臂或主蔓
等多年生部分的伸长，减轻夏季修剪和葡萄园管
理的劳动强度和病虫害。

这主要归功于“爬地龙”的栽培模式。李华介
绍，逐年更新的双爬地龙修整方式 4 剪刀就可以
完成整个植株的修剪，而单爬地龙只需 2 剪刀，而
且省去冬季下架和春季上架两个环节，“更加提高
劳动效率，降低对树体的伤害”。

2010 年，“埋土防寒区葡萄‘爬地龙’栽培模
式研究与示范”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鉴定，鉴定结论
认为“达到了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据悉，该
成果在埋土防寒区推广 27 万亩，占我国酿酒葡萄
总面积的 22%。

酿造工艺：创立全新的技术体系

葡萄酒的质量与葡萄的成熟度密切相关。“好
的葡萄酒产生于适当的糖和酸平衡的葡萄，即使
最好的葡萄品种，达不到适宜的成熟度就采收，也
只能酿造出低标准的葡萄酒。”李华说。

由于各地区适宜栽培的品种不同，这就需要在
葡萄品种和酒种区域化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地
区、各品种的最佳成熟度指标，从而实现对葡萄的
成熟控制，以保证酿造出优质的葡萄酒。

李华介绍，构成葡萄酒质量和风格的因素有
两类：一是原产地，即自然因素。除了风、土因素
外，葡萄汁中的天然酵母可以使各个产地的葡萄
酒各具风格。

另外一个就是与产地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生产
技术，即人为因素。原产地还通过环境条件和社会
氛围的影响，从而使该原产地产生获得相应特产
的特殊工艺。

“在葡萄酒产业链上，任何不必要的处理都只
会降低质量、提高成本、抹杀风格。”李华表示，葡

萄酒的酿造需要建立在科学的技术系统上，在酿
造过程中进行各个环节的化学分析，再进行适宜
的质量控制处理，从而科学地确保产品质量和风
格。

为此，李华团队创立了基于中国大陆性季风
气候条件下酿酒葡萄原料特性的葡萄酒制造工艺
技术体系，其中就包括获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苹果酸—乳酸细菌优良菌株 SD-2a、新型酵母
和细菌抑制剂，推动了苹果酸—乳酸发酵的普及。

苹果酸—乳酸发酵是葡萄酒酿造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它可以把苹果酸转化为乳酸和二氧化碳，
使新酒的酸涩、粗糙等消失，从而提高酒的质量。

但李华也强调，发酵并不是葡萄酒酿造的必需
过程，只有在总酸含量过高时，它才会派上用场。

此外，该团队率先揭示了葡萄酒的成熟机理和
关键影响因子，研究提出了葡萄酒非阶段陈酿理
论；研发了葡萄酒工业化微氧陈酿技术，并在国内
首次将微氧技术应用于葡萄酒工业化生产实践中。

安全控制：从土地到餐桌的可追溯

葡萄酒由于酒精含量低、营养价值高，在我国
具有较大的需求空间。事实也是如此，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葡萄酒消费者数量与日俱增，葡萄
酒市场也日臻成熟。

在房玉林看来，葡萄酒产业是以葡萄为原料的
加工工业，其中表现在葡萄不仅能加工成普通葡萄
酒，也能酿造出高档的白兰地、冰酒等特殊酒种。

李华认为，根据自然因素在葡萄酒质量中的
重要程度，可以将葡萄酒分为饮料葡萄酒和酒庄
葡萄酒两种极端类型，“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存
在很多中间类型”。

一提到葡萄酒庄，不由得会想到法国著名的
葡萄酒之乡波尔多。据介绍，葡萄酒庄在大多数情
况下，从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到罐装，每一个生
产过程都在酒庄内完成。

如今，葡萄酒庄已扩散到全世界的葡萄酒产
区。李华认为这是葡萄产业发展的新模式，“生产
独具特色的优质高档葡萄酒是葡萄酒庄的主要功
能，也是葡萄酒庄的灵魂所在”。

房玉林表示，法国的葡萄酒之所以世界闻名，
主要是法国在世界上最早创建并实施葡萄酒原产
地保护的结果。“原产地保护不仅仅强调葡萄酒从
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精细管理，而且还是打造精
品高档葡萄酒的有效途径。”

为此，李华团队建立了国产葡萄酒特征香气
和酚类物质的指纹图谱库，可准确甄别葡萄酒的
原产地，实现了对地理标志葡萄酒和产区的有效
保护。

此外，该团队还构建了对农残、氨基甲酸乙
酯、生物胺、甲醇等的安全控制技术体系，保障了
我国葡萄酒的安全；开发了葡萄酒全程质量管理
信息系统，实现了我国葡萄酒从土地到餐桌的全
程质量控制和可追溯。

“虽然葡萄酒庄规模小，但在优质葡萄酒产区
进行合理的酒庄集群规划，就会形成大产业，实现
葡萄酒产业的持续发展，实现土地增值和农民增
收。”李华告诉记者。

葡萄美酒国产化的“技术名片”
■本报记者秦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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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锋：与农民同行的“土教授”
■本报记者彭科峰张行勇 通讯员王宇晖

“今年收成够吃不？小孩上学一年花费多少？”
“平常看小病一年自己开销多少？大病合作医疗

给报多少？……”
尽管已经是下午 4 点，阴冷又有雾绕的天气，却

丝毫未影响陕西省商南县金丝峡镇富裕沟村村民的
热情。

原来，在秦岭大山深处，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教授张思锋带领 25 名研究生和本科生作
为实施“陕西省‘脱贫攻坚’的约束条件调查与关键措
施研究”课题组，正对陕西南部秦巴山区贫困区域的
贫困户做一户一策调查。他们要在数天内对大山里 2
个乡镇 4 个村散落的“鸡娃窝”人家，串门走户，拉家
常、套近乎，开展问卷调查。

此前，2016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1 日，张思锋课
题组已完成了对地处陕西渭北旱腰带的澄城县吉安
城村等 4 个村 426 个贫困户脱贫摘帽后可持续生计、
脱贫后致富的约束条件调查。

而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张思锋已是我国社会保障领
域知名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但是，
他本质和内心里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土教授”。

致力农村养老问题

“这些天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陕西省民政事业
发展研究基地在西安交大揭牌成立；另一个是我申报
的‘我国老龄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侧改革研究’课
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张思锋高兴地
与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据了解，这是张思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的第五个课题。其中，他主持的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的建设模式与推进路径研究》还获免鉴定结项。

据介绍，张思锋在西安交大和学界被称为“二
保”教授，即研究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继他完成自己的第一项研
究成果———《西北橡胶厂经济效益分析》被陕西省石
化厅和体改委采纳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对陕西长岭
机器厂经营机制的实证研究。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张
思锋被聘请为榆林市特邀经济顾问，在研究陕西省榆

林地区财税、财源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时，发现
在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
严重的环保问题。2007 年，他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提出了榆林煤炭开采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
的建议，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2009 年年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
设模式与推进路径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
项。这也是西安交大的第二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

随后，张思锋一直持续深入研究中国的养老保险
问题。张思锋及团队研究项目的成果，先后在出版的

《新农保制度试点调查》《公共经济学》等专著和教材
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办主办的《成果要报》中得到体现。

中共陕西省宣传部和西安交大党委先后收到来
自国家社科基金办的表彰公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
也在西安交通大学设立了由张思锋任首席专家的决
策咨询点。目前，他们团队正在继续致力于研究养老
保险和精准扶贫的关键制约因子问题。

切实运用田野调查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主席 20 世纪 30
年代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的著名论断。”张思锋
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研究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
问题，也要践行调查研究，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直接
观察法，情景体会，掌握一手资料。”

1988—1992 年的五年期间，他去过陕西省内 260
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 160 多家。他说：“研究初期的
三个重要项目，奠定了我一生的研究风格，就是从调
查入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论想得再好、说得
再好，都要有事实证明。这才是真正的研究。”

在每一个项目研究中，张思锋和他的团队始终坚
持“三阶段”研究方法：深入基层大规模调查、对数据
进行技术性与原理性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支
撑理论。

张思锋的学问研究一直秉承关注社会发展的现
实问题，从典型的小案例入手，运用量化分析和质性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前
瞻性见解。

但是，在当下已空心化的农村，开展调查获取真

实数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张思锋也会遇到呵
斥或驱逐，此时只有赔着笑脸，找机会套近乎。久而久
之，他与被调查的工人、领导、农民都成为了朋友，大
家都亲切地叫他“张老师”。

保持真诚与实干的本色

做事就是做人。
张思锋经常说：“我自己是一个农村孩子，出身农

村，感情也在农村。我觉得自己做不了多么高大上的
事情，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交大人就是想用自己的力
量为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做点事情。”

他的研究问题始终关注民生，始终为解决农民最
基本的生存问题。他身上体现着关中老农民的性格特
征：真诚、厚道、苦干。

张思锋 1952 年出生于陕西渭南的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上完初一后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回到农村
务农，艰苦锻炼塑造了他能吃苦不怕累的精神。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只上到了初一的他决定报
名参加高考。尽管遭到周围人质疑，他还是义无反顾。
第一次落榜后，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认真地投入
到学习中去，经常挑灯夜战。1978 年，他终于考上西安
交通大学。

刚上本科时，周围的同学都很优秀，张思锋由于
只有初中学历，一开始感到很自卑。但不服输的他决
定加倍努力学习。

“当时，早晨路过操场都能看到张思锋在操场读
书、背外语课文。”他的同学、西安交通大学宣传部
原部长贾箭鸣教授对此记忆犹新。

张园，张思锋的一名博士生，现为内蒙古科技大
学副教授。在他看来，自己不但跟导师学习到做研究
的学问和风格，而且重要的是学习到做人做事的态
度。“正是张老师的思维方式、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和
求真务实的工科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研究风
格和态度。”

“是交大成就了我们这些人，我自己在西安交大是
微不足道的。我从大学到工作近四十年，一切得益于交
大特有的精神、氛围、环境。”张思锋表示，展望未来，他
将把自己更多的精力，继续用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

前沿

李华（前排右三）与葡萄种植户交流。 房玉林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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