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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名初二学生骑
共享单车回家途中发生意
外，摘除了破损脾脏才保住
性命。根据深圳市交通局统
计，去年仅深圳市就有 3318
名未成年人因自行车交通
事故受伤。随着共享单车的
普及，未成年人上路骑行几
率大增。不少儿童骑着共享
单车在道路上、小区里追逐
玩闹，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
令人担忧。

未成年人骑共享单车
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让共
享单车公司和社会公众陷
入了一轮“扯皮”。诚然，公众
自身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监护
人而言，他们未能完成监督、
教育未成年人的义务，但是，
从近期发生的几起此类交
通事故看，共享单车公司在
管理方面也难辞其咎。

根 据 2004 年 发 布 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骑行自行车、三轮车出
行者必须年满 12 周岁。但
是，共享单车公司一是在设
计 APP 时没有充分考虑到
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未能
主动通过身份认证等技术
屏蔽 12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二是在密码锁的软硬件上
存在技术漏洞，为 12 岁以下
的未成年人留下了骑自行
车的“绿色通道”。

企业的技术推广和更
新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此
类事故频频出现，不能排除
一些共享单车公司有故意
留下技术漏洞之嫌。作为一
个新兴行业，共享单车是互
联网 + 共享经济的新形式，
这一领域的市场竞争也日
渐激烈，降低用户使用门槛

意味着拥有更高的品牌认可度和更大的市场
份额。因此，为了快速在市场中分得一块蛋
糕，一些企业很有可能采取降低使用门槛等
恶性竞争手段。

归根结底，共享单车发展中的种种乱
象纠纷要归因于管理制度的纵容。作为新
兴行业，共享单车有助于解决公众出行难
题，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实现绿色发展，但
不容否认，这一新生事物自诞生之日起就
引发了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与此同
时，现行制度落后于现实发展，难以对新的
商业模式进行规制。

管理共享单车等新兴行业，考验着政府
管理部门及行业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即如
何把握好“松”与“紧”的力度。一方面，管理部
门要对新兴行业的发展严加监督管控，完善
互联网经济法律规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也需
更加耐心和包容，采用包容性治理理念鼓励
创新，宽容试错，避免因噎废食。

总之，无规矩不成方圆。要解决共享单
车的安全隐患，不仅需要相关企业提升技术
水平、完善用户管理，更需要政府、行业统一
监管，确保行业健康发展，避免发生以牺牲消
费者利益为代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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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在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发布会上表示

中科院将牵头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

“22 道主菜”将亮相全国科技活动周
本报讯（记者王静）记者从科技部召开的 2017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以“科技强国
创新圆梦”为主题的 2017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
科技周主场活动，将于 5 月 20 日至 27 日在北京民
族文化宫举行。届时，22 项主题活动将采用视频、图
片、实物模型、互动体验、娱乐游戏等方式呈现在公
众面前。

用地幕设计的一条“梦想大道”将开启科技周梦
幻之旅。公众由此可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成就，其中包括我国近年来在精准扶贫、智力扶贫、
创业扶贫、协同扶贫等方面的成效及典型案例；可目
睹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设计图、架构图、施工图
等对国家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部署；还可直接参与

STEM 工坊、知识海洋、科技乐活、科学探索等活动。
钟情于科学的青少年，可参加全国青少年创意工程
挑战赛。

本届活动还将出现一场全新乐器演奏的音乐会。
据悉，这次新乐器演奏将由仿生皮京胡乐队、丁笛、活
塞笛、月胡、马林巴、沛筑、新型分置式发音中低音笙等
组成，与会者必将有对音乐的全新感受。北京各大科研
院所一直以来举办的开放日活动将会继续保留。

本届科技周主办方表示，公众参加本次科技活
动周通过关注“2017 科技活动”微信公众号即可获取
主场活动的门票。点击“预订门票”并输入参观时间、
身份证号、手机号进行预订，系统会自动生成个人专
属二维码，公众凭二维码便可入场。

本报北京 5月 9日讯（记者丁佳）
今天下午，中国科学院、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
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发布会，正式
向社会发布 113 号、115 号、117 号、
118 号元素中文名称。4 个新元素的中
文定名依次为“ ”“镆”“ ”“ ”，并
依次定音为“n佾”、“m侔”、“ti佗n”、“伽o”，
其中后两者属于新造字，得到了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意，纳入国家
规范用字。

“元素的中文定名必须与国际命
名相适应，从读音到意义，都要相对
应，所以非常考究，也非常严格。”中科
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张焕乔说，“这次命名工作不但有科
学界的专家参与，还有很多高水平的
语言文字学家加入，对文字结构、形成
进行了严谨的考虑。”

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专职副
主任裴亚军说，研究和确立中文名，遵
循了科学严谨的程序。按照元素中文
命名有关原则，征询了社会和学界意
见，组织了专家反复研讨，征得了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纳入国
家规范用字。海峡两岸的专家也多次
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共识。

裴亚军说，为新元素确定中文名
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新发现的 4
个元素确立恰当的中文名是中科院、全
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共同合作的成果，有利于化学界、
物理学界等各专业领域的科研学术交
流，方便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承，有利
于全球华语世界的沟通及中国文化和
科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2016 年 6 月 8 日，国际纯粹与应
用化学联合会正式发布 113 号、115
号、117 号、118 号 4 个新元素的英文
名称和元素符号。上述 4 个新元素的
合成与确认，填满了元素周期表的第 7 周期，形成了
一张完整规范的元素周期表，世人瞩目。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
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 1985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
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
机构。国务院于 1987 年 8 月 12 日明确批示，经该委员
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
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上
午，中国科学院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举行科技
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发布会。中科院院长
白春礼对中科院在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介绍。

白春礼表示，科技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
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等共性问题，而
且与中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具有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的共同需求。从科技合作入手，组
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解决
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和问题，有利于从战略层面
推动形成建设“一带一路”的共同愿景。中科院
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在国际科技合
作上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科技内
涵，提供科技保障和支撑服务，是中科院义不
容辞的责任。

白春礼介绍，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中科院加快了“国际化推进战略”的组织实
施，全院国际合作水平和国际化程度显著提
升。一是国际科技交流持续增长，合作网络不
断拓展。每年国际交流规模超过 3 万人次。二是
催生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以及加大了国
际合作力度。三是中科院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
力与话语权快速提升。在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
期刊担任重要职位的人员超过 600 人。四是国
际人才引进与培养持续跨越式发展。累计引进
外籍人才超 2000 人次，接收攻读学位的留学生
近 1500 人。目前，中科院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重实效的对外科技合作格局，为建设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支撑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中

科院于 2016 年初又启动了“‘一带一路’国际科
技合作行动计划”，牵头打造“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科技创新共同体”。白春礼透露，行动计划
将重点开展战略咨询、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与成
果转化等方面工作，争取用 5 年时间，夯实合作
基础，打造合作基点，形成国际大联通的科技合
作网络雏形。

白春礼表示，行动计划的中期目标是到 2030
年，“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体系基本形成，并
在带动双边多边及区域科技合作中发挥“骨干
网”的作用，使中科院在亚太、亚欧、亚非地区“协
同创新网络体系”中处于“龙头”和“中心枢纽”的
地位。行动计划的长期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使
中科院“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体系成为亚太、
亚欧、亚非地区“科学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建
设的重要支柱，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介绍，该行
动计划将重点建立“一带一路”科技组织联盟，
形成“一带一路”长效战略咨询机制和合作推动

机制。以科学目标为导向，组织“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研究计划。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需求
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实施“民心工程”。针对我国
与沿线国家重大科技合作需求，建设海外科教
合作基地，通过创新驱动、全球布局和内外联
动，实现科研设施“共建共享”。

据了解，中科院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起步早、规模大，已初步构建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体系，合作成果逐步显现。
自 2013 年以来，中科院率先打造“人才、平台、项
目”相结合的“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体系，先后启动
实施了“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程”和“一带
一路”科技合作行动计划，率先牵头建设“一带一
路”科技组织联盟等。中科院致力构建的“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合作体系和机制已经成为进一步推
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地标”和“新名片”。

5 月 8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从“向阳红 09”科学考察船布放入水。
深海世界一片黑暗，但并不乏生命的跃动。5 月 8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东北部海域深潜，驾驶

员和随行的生物学家对底栖生物做了细致的观察，一个多彩的海底生物世界在他们眼前展开。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7 名中国科学家获美
国国际青年科学家奖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5 月 9 日，第二届美国霍
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奖”
评选结果揭晓，来自 16 个国家的 41 名优秀青年科
学家获此殊荣。来自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的 7 名中国青年科学家入选，中国也成为本届入
选科学家最多的国家。

入选本届 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奖”的中国青
年科学家包括：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
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玲玲、中科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红和王艳丽、北京大学研究
员刘颖、清华大学教授祁海和研究员颉伟、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他们从全
世界 1500 多个独立 PI 申请人中脱颖而出。

HHMI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私立医学研
究机构之一，成立于 1953 年。目前有 17 位诺贝尔奖
得主在该机构工作，代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及相关
领域的最高水平。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5 月 8 日，《自然—医
学》在线发表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
教授团队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多
泡体（MVB）调控蛋白 Tmbim1 在非酒精性脂
肪 肝 病 （NAFLD） 和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炎

（NASH）中的关键负调控作用，并深入阐明其
分子机制。

NAFLD 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慢性肝病类
型，目前国内有超过 1.5 亿患者，其中 10%～
20%会进一步发展为 NASH，表现为严重的炎
症反应及肝细胞损伤，常常伴有纤维化。NASH
病程进展迅速，并有较高风险发展为肝硬化和
肝细胞癌等严重肝脏疾病。目前，在世界范围
内尚无有效治疗 NASH 的临床药物且其发病
机制尚不明确。

该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对心血管和肝脏
代谢性疾病的研究。前期研究表明，溶酶体介
导的蛋白降解紊乱是 NASH 进程的重要环节，

并且已成为多种疾病的药物开发靶点。然而，
溶酶体介导的蛋白降解是否可以作为 NASH
的治疗靶点目前尚无报道。

该项目自 2008 年开始，经过近 9 年的探
索，运用多种基因工程动物疾病模型和分子生
物学手段，终于证实 Tmbim1 对肝脏脂质堆
积、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和纤维化等 NASH
病理过程发挥关键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子机
制研究阐明，Tmbim1 是 MVB- 溶酶体通路的
一个新的调控分子，通过促进 Tlr4 的溶酶体降
解，显著改善并逆转 NASH 进程。

该研究是肝脏代谢性疾病研究领域的又
一重要发现，表明通过靶向 MVB 调节因子
从而调控溶酶体介导的蛋白降解紊乱是治疗
NASH 的有效手段。该研究还为深入理解
NASH 的发病机制提出了新的认识，为临床
防治 NASH 及相关疾病提供了新靶点和新
策略。

非酒精性脂肪肝致病机理
研究获新成果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日前从上海交通大
学获悉，该校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
研究所研究人员证实，在小鼠造血系统中条件性
敲入 DNA 甲基转移酶 3A（Dnmt3a）R878H 突变
基因，可诱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mTOR 通
路异常活化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相关论文日
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中科院院士陈
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及上海血液学研究所
研究员王月英是共同通讯作者。

早在 2011 年，该课题组就发现 Dnmt3a在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者中存在高频突变，并
与预后不良相关，为 AML 的诊断和预后评价
提供了一个新的分子标志物。研究人员同时揭
示该突变可影响白血病相关基因的 DNA 甲基
化水平，从而使这些基因表达水平增加，最终
导致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发生。

研究人员近年来利用胚胎显微注射技术建
立了 Dnmt3a R878H 条件性敲入小鼠模型，进一

步发现在内源性启动子 / 增强子的调控下，
Dnmt3a 突变这一遗传学改变即可引起小鼠造
血干 / 祖细胞异常增殖并诱发 AML，而白血病
起源细胞主要是 LSK 的造血干 / 祖细胞群体。

通过对白血病细胞的转录组和 DNA 甲基
化谱的研究及白血病干 / 祖细胞的单细胞 RNA
测序分析，研究人员揭示了 Dnmt3a R878H 突变
可引起基因表达和表观遗传调控模式的显著变
化，导致造血细胞分化阻滞和增殖过度。同时，研
究发现 Dnmt3a 突变可通过 DNA 低甲基化修饰
而使 mTOR 活化增加，进而上调细胞周期关键
蛋白 CDK1 的表达，促进造血细胞增殖。过表达
的 CDK1 则可磷酸化组蛋白甲基化修饰酶
EZH2，引起异常的组蛋白 H3K27 三甲基化谱。

研究人员使用 mTOR 的特异性抑制剂“雷
帕霉素”，发现可显著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同时
显著减轻小鼠的白血病症状并延长生存期，提示
异常活化的 mTOR 可作为潜在药物作用靶点。

急性髓系白血病
治疗靶点研究获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