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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很快这一区域将变成绿地公
园。”站在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
坚堡梁村八社的中科绵投循环经济产业园
内，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方建华
指着被黑薄膜覆盖的大片空地向记者介绍
产业园发展规划。

园区总占地面积 535 亩，是绵阳市第二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日平均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 510 吨。在 36 度高温暴晒下记者闻到
弥散在空气中的阵阵腐臭味。7 月 27 日，随
着中科绵投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点火投运，垃圾臭气外泄问题将得
到有效解决。

“绵阳所有生活垃圾都采取的是填埋方
式处理，会对大气造成一定污染。”方建华表
示，项目投运后将采用德国、丹麦等国领先的
垃圾焚烧处理技术，通过脱硝、喷雾、活性炭
过滤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有效分解焚烧过程
中产生的有害物质，入炉处置后体积量减少
95%。与垃圾卫生填埋相比，30 年内绵阳城区
将少建 2~3 个 500 万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

生活垃圾焚烧项目由绵阳市政府、中科
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绵阳市水务集团
共同打造，三方成立了中科绵投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以特许经营模式建设和运行。项目总
投资 7 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设计总规模
为日处理居民生活垃圾 1000 吨，年发电量
1.4 亿千瓦时，可满足 3 万居民一年的生活
用电需求。

中科绵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罗
耀均表示，下一步公司将积极推进产业园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市政污泥、餐厨垃圾
处置等项目建设，丰富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
园的功能，打造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为龙
头，实现生活垃圾、餐厨废弃物、市政污泥和
医疗废弃物集中协同处置，物流、能流有序
循环，固体废弃物高效综合再利用。

据了解，该固体废弃物循环经济产业园
模式在全国尚属首例，全部建成后绵阳辖区
将全面实现“村社收集、乡镇集中、县市区处
置”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全面提高绵阳固
体废弃物的处理能力。 （彭丽）

现场

绵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点火投产

仙湖植物园隗

仙湖植物园由深圳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共建，坐落在深圳最高峰梧桐山的西北麓，有

“凤凰栖于梧桐，仙女嬉于天池”之传说，这里
可赏植物、戏碧水、眺青山、登楼阁，自然之境
和现代化城市遥相映衬。除了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休闲旅游服务，这也是一所专注于植物
种质资源保存和高水平科学研究，开展创新
公众教育的综合性植物园。建园三十多年，仙
湖植物园已经成为 BGCI（国际植物园保护联
盟）和 CUBG（中国植物园联盟）的核心成员，
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科学研究等方面在国
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

为了迎接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召开，仙湖
植物园在专类园提升上下了大功夫。记者进
入仙湖植物园先后参观了蝶谷幽兰、天上人
间、荫生植物区、苏铁园、沙漠植物园等各专
类园区。仙湖植物园副主任张寿洲如数家珍
地介绍每一个小景观的布置特点、植物品种，
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小品令人流连忘返。

其中荫生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设计者
利用步行小径作为生命之树的主干，不同植

物类群按照进化顺序依次布置在不同的枝
丫，包括苦苣苔小区、苔藓小区、天南星小
区、食虫小区、凤梨小区和蜘蛛抱蛋小区等，
植物配置方式的科学性和趣味性吸引了无
数来访者。

仙湖植物园的科普等设施建设也有许多
值得借鉴之处：仙湖植物园的防水解说牌用插
画的形式将植物园中蕴含的科学知识生动灵
活地呈现出来。这在中国的植物园尚属首例，
吸引各大环境教育的高手来此参观学习。

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洪德元认为，仙
湖植物园秉承“以植物园为本”的发展理念
是非常好的，希望仙湖沿着这条路深入地走
下去。

7 月 27 日，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主任史蒂
芬·布莱克默和国际植物园协会主席、英国
雷丁大学名誉教授弗农·海伍德到仙湖植物
园参观访问后，认为仙湖植物园的建设、物
种的收集发展得很快，园林景观的设计、植
物展示的效果、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都是
一流的。

7 月 29 日，被誉为
植物科学界“奥林匹克”
的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
大会在深圳闭幕。百年大
会首次来到中国就“花落
深圳”，并非偶然。除了看
重深圳的城市建设、会展
设施、植被资源、物种保
护与利用等因素外，深圳
市中科院仙湖植物园的
发展也功不可没。从
2008 年倡议申办大会到
2011 年获得举办权，至
今，仙湖植物园始终扮演
了重要角色。近年来，仙
湖植物园着力提升物种
保育、科学研究、园林景
观、公众教育等工作，多
方面备战第 19 届国际
植物学大会，以卓越的水
平迎接全球顶级植物学
领域专家。借助国际植物
学大会的舞台，仙湖植物
园也完成蜕变，向国际优
秀植物园更近了一步。

数万植物的“诺亚方舟”

国际植物学大会期间，仙湖植物园与台
湾地区辜严倬云植物保种中心 （以下简称
KBCC）签约合作建立联合保种基地。这一举
措强有力地证明仙湖植物园在物种保育领
域上的雄厚实力和领先地位。

KBCC 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亚热带
植物保种中心。仙湖植物园是 KBCC 在大
陆的首家合作单位。仙湖植物园近年来在
引种保育工作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
的。目前，该园区保育物种已接近 12000

种。其中，仙湖植物园的苏铁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名声大振，该园苏铁类先后收
集了 240 余种，世界上大多数苏铁都在这
里扎根生长，成为世界保育苏铁类最多的
植物园之一；蕨类约 800 种，超过国产种类
的三分之一，成为大陆保育种类最多的蕨
类基地。此外，仙湖植物园在木兰科、苦苣
苔科、秋海棠科等类群的收集保育上，均处
于国内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仙湖植物园制定了适合本

自建园以来，仙湖植物园就开始了摸清
本地植物的家底、珍稀濒危植物保育研究、
植物新品种培育等工作。作为国际植物学大
会的献礼，历时 13 年编纂完成《深圳植物
志》，于今年 6 月实现全套成功出版。全套丛
书共 4 卷，完成了本地植物多样性调查，系
统介绍了本地野生和归化植物共 2732 种。
是一部深圳植物的百科全书，不仅填补了深
圳地方植物志的空白，也为中国植物科学研
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它将为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参会代表系统了解深圳
植物提供帮助。据悉，另一本《深圳苔藓植物
志》也将于 2018 年完成。

仙湖植物园在公众服务上取得的成绩
也令人称赞。“缅栀书吧”、文创商店、“黑法
师小木屋”等公共设施是园内新晋人气景
点。尤其是由仙湖植物园主任张国宏亲自设

计的“缅栀书吧”，由原先不对外开放的专业
图书馆，改造成为集文献阅览、公众休闲为
一体的书吧。室内安静雅致，虚席以待，满屋
书香。窗外青山绿植，楼阁隐约，繁花覆地。
游园疲乏之时，或是厌倦了城市的车水马
龙，书吧便成为最好的去处。

在张国宏眼中，深圳是一座快速发展的
城市，快速势必造成粗放，“深圳的文化是包
容的，我们希望在植物园营造一些清雅的文
化氛围，进而扩大影响。”

关于植物园的定位，他是这么描述的：
“深圳将会成为一座森林城市、花园城市，我
们希望成为绿化技术上的发动机，为森林之
城、花园之城实践、探索，与此同时，我们还
会在植物园物种保育、园林景观、科普教育
以及一些重点科研方向努力，成为有特色、
有影响、丰满的植物园。”

森林城市的技术发动机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高福团队在 H4 亚型禽流感病毒适应人的分子机制和跨种间
传播预警预测方面取得新的重要进展。研究结果以《H4 亚型流
感病毒血凝素蛋白从结合禽源到人源受体适应的分子基础》为
题，于 8 月 1 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Cell Reports 上。

H4 亚型流感病毒在野禽及家禽中都有广泛分布，在亚洲、
欧洲及北美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近年来，不同基因型的
H4 亚型流感病毒在我国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共同流行，H4 亚
型流感病毒之间的混合重排及 H4 亚型与其他亚型如 H3 亚型
流感病毒的重排事件频繁发生，导致家鸭中携带有复杂的 H4
亚型流感病毒。除了感染禽类，H4 亚型流感病毒已经在海豹和
猪等哺乳动物中分离到，特别是 1999 年在加拿大分离到的两株
猪源 H4N6 毒株在 HA 上存在 Q226L 和 G228S 突变，这些猪
源 H4N6 流感病毒是否已经开始适应结合人源受体，是否已经
有在人际传播的风险，是一个亟待回答的科学问题。

为此，研究人员选取了两个 H4 亚型流感病毒代表毒株，包
括禽分离株和猪分离株，以评估 H4 亚型血凝素蛋白 HA 的受
体结合特性及受体结合特性转变的分子机制。通过病毒 ELISA、
表面等离子共振 SPR、组织免疫荧光染色等实验，研究人员发现
禽分离株特异结合禽受体而不结合人受体，而猪分离株则偏好
结合人受体。突变实验表明，G228S/A 的突变可以使 HA 获得双
受体结合特性，表明 G228S/A 突变对于病毒从“偏好结合禽受
体”到获得“双受体结合特性”阶段非常重要，而 Q226L 突变能
使 HA 彻底实现受体结合特性由结合禽受体到结合人受体的转
变，是实现彻底适应人受体结合的最关键氨基酸。为了进一步阐
明 H4 HA 适应人的分子机制，研究人员利用结构生物学的方法
解析了 H4 及不同突变体与受体类似物的复合物晶体结构，从
结构上诠释了其受体结合特性转变的分子机制。

该研究发现了具有 Q226L 和 G228S 突变的猪分离 H4
亚型禽流感病毒已经具备大流感流行的受体结合特性，阐明
了 H4 亚型禽流感病毒适应人的分子机制，为 H4 亚型禽流感
病毒的监测及预警预测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晨绯）

H4亚型禽流感病毒
研究获进展

隗北京生科院

进展

百年盛会缘何青睐深圳

百年盛会落鹏城 仙湖借势展宏图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淤仙湖植物园与台湾地区辜严倬云植物保种中心签约现场。
于著名植物学家史蒂芬·布莱克默（左一）和弗农·海伍德（中）到仙湖

植物园参观访问。
盂仙湖植物园热带亚热带保种中心一隅
榆仙湖植物园化石森林

本报讯产毒动物利用其毒液来武装自己并高效完成捕食、
防御、种间竞争等生物学行为。其中，蝎子蛰伤产生难以忍受的
剧烈疼痛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由于造成这种剧烈疼痛的分子
机制尚未被揭示，妨碍了临床上对蝎子蛰伤的认识和治疗。

为了揭示蝎子捕食 / 防御分子策略，近日，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赖仞、杨仕隆博士和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郑劼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展合作研究，揭示了蝎子蛰
伤产生剧烈疼痛这一现象背后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已
在线发表于 Science Advances 上。

蝎毒中存在一种由 29 个氨基酸组成的名为 BmP01 的
神经毒素多肽，BmP01 能够激活辣椒素受体（TRPV1），并如
同品尝红辣椒一般产生快速并且剧烈的痛觉反应。

有趣的是，与辣椒素不同，BmP01 激活 TRPV1 受体还依赖
蝎毒中存在的氢离子。与大多数产毒动物毒液一样，蝎毒是一种
PH 为 6.5 左右的弱酸性物质，这种弱酸性存在生物学价值吗？

赖仞团队的研究发现，在蝎毒的弱酸环境下，BmP01 激
活 TRPV1 的效率比在中性环境下要强两到三个数量级，从
而诱导剧烈疼痛。反之，如果蝎毒不具有这种弱酸性环境，则
无法高效激活 TRPV1 并产生疼痛。因此，在蝎子蛰伤产生剧
烈疼痛的过程中，存在着这种以氢离子为材料的极为低廉但
却十分高效的“分子组合拳”机制。

这项研究工作揭示了毒液弱酸性环境拥有重要的生物
学功能和蝎子捕食 / 防御分子策略，为临床上对蝎子蛰伤的
认识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为镇痛药物的研发提
供了靶点。 （沈春蕾）

隗昆明动物所

揭示蝎子蛰伤剧烈疼痛
背后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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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垃圾焚烧 发
电项目点火仪式

荨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过程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新疆特有
药用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从石榴皮单宁类化合
物的纯化需求出发，分别通过控制引发剂的量和少量多批次
的方式，实现了鞣花酸和安石榴苷印迹聚合物的放大合成；
将所得的印迹聚合物分别填充于半制备级固相萃取柱中，并
实现了“二维”分子印迹系统的组装。

分子印迹是一种根据给定模板制备具有特异选择性材
料的新兴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各种目标物的富集与分离，
其中包括天然药物中有效组分和活性组分的分离纯化。然
而，分子印迹具有一定的技术局限性，阻碍了其进一步应用，
主要包括 3 方面：分子印迹填料的选择性较为单一，往往不
能满足复杂体系的分离需求；非共价型分子印迹的非特异性
吸附普遍存在，决定其更适合作为富集而非纯化手段；分子
印迹聚合物的合成仍处在小批量实验水平，从而限制了分子
印迹技术的应用规模。

为优化“二维”分子印迹系统的纯化效率，研究人员基于
二维液相色谱正交性评价体系，提出适用分子印迹评价的

“功能互补性”概念并最终确定了“鞣花酸-安石榴苷”二维分
子印迹系统的最佳纯化条件。最后，该系统被用于石榴皮提
取物中鞣花酸、安石榴苷、石榴亭皮 A 以及鞣花酸己糖苷四
种单宁类组分的快速分离，并结合反相液相色谱法和结晶等
经典手段，对所得组分进行了二次纯化，取得了纯度较好的
石榴皮单宁。

该技术快速、简单，具有一定的产业化潜力。同时，该研
究提出的“功能互补性”概念，对二维分子印迹系统的条件优
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晨绯）

隗新疆理化所

石榴皮单宁确定
最佳纯化条件

地气候的中长期引种规划，立足华南，面向
热带、亚热带及周边地区，采取野外引种、
种质资源交流等方式，使该园在物种保育
方面成为华南乃至中国重要的植物资源收
集、展示和推广的应用基地，建成各类植物
专类园和保育基地 21 个。

而仙湖植物园热带亚热带保种中心
则是在借鉴 KBCC 植物收集理念的基础
上，结合现有的技术力量，精心打造的集
保育、科研和繁育功能为一体的保种基
地，该中心拥有 8 座植物保育温棚和 3 个
植物繁殖温棚，总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包
括亚高山植物冷房和热带植物越冬温室，
共保育蕨类、苦苣苔科、秋海棠科、凤梨
科、兰科、食虫植物、爵床科、苔藓等类群
约 4500 种（含栽培种）。

同时，该中心也是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保

育中心的核心成员。
植物园的专类区还包括有 300 余种不

同兰花的蝶谷幽兰、收集近 1000 种按植物
药性分门别类的药园、有 800 余棵国际上最
大的硅化植物迁地园、有国内最大的蕨类中
心以及在南亚热带地区收集达 140 余种的
裸子植物区等。

到访 KBCC 的植物学专家很多，他们
一直在观察、物色最适合的合作对象，仙湖
植物园副主任张寿洲热切、积极的努力和工
作促成了这桩“联姻”。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
协议，该基地专为热带、亚热带植物保育所
用，将作为双方后续植物保育行动的基础平
台。两园将共同开展濒危植物类群的野外引
种、物种收集、物种交换和植物保种工作。两
家单位的合作将成为数万种植物的“诺亚方
舟”，让人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