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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程唯珈）近日，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李涛课题组与张学敏课题
组合作发现 cGAS 新的调控因子 G3BP1，并发
现一种来自绿茶的天然小分子化合物 EGCG
可抑制 cGAS 激活。该研究于近日在线发表于

《自然—免疫学》。
cGAS 是一种核酸转移酶，在哺乳动物中

具有 DNA 感受器的功能，对宿主抵抗病毒感
染至关重要。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除了感受
病毒入侵以外，cGAS 的异常激活直接导致了
一类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如系统性红斑狼
疮、AGS 综合征等。

“cGAS 的异常激活是许多重要疾病发病的
直接原因，国际上许多大的制药集团和研究团队
都在倾力寻找 cGAS 抑制剂。”李涛告诉《中国科
学报》，团队决定从 cGAS 的调控机理研究入手，
寻找控制 cGAS 激活的调控靶点，以期为抗病毒
感染和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研究人员首先利用质谱技术鉴定到 cGAS
的重要调节因子 G3BP1，并进一步通过基因编辑
等技术手段验证了该调节因子在 cGAS 介导的
机体免疫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深入的机制研究
揭示 G3BP1 通过帮助 cGAS 形成多聚物从而保
证了 cGAS 能够高效地识别病毒 DNA。

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调控机理研究，研究
人员进一步发现了 EGCG 可以高效地抑制
cGAS 激活。此外，研究者还利用自身免疫动物
模型以及 AGS 病人的细胞验证了 EGCG 在体
内抑制 cGAS 的有效性。

该研究不但揭示了机体抗病毒感染的一
个关键分子机制，还在国际上率先报道了第一
个 cGAS 抑制剂，为一系列目前尚缺乏治疗手
段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治疗策略选择，实
现了免疫学前沿领域的重要突破。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绿茶提取物可治疗自身免疫病

近日，浙江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一事
尘埃落定，受到影响的考生恢复原始得分，
省教育厅、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受到相应处
罚及进一步调查。从行政来说，这起近年来
少有的涉及高考的严重事件基本画上了句
号，但它带给我们的反思却并没有结束。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当下有三个切肤
之痛的话题：教育、医疗和退休养老。如果说
医疗、退休养老问题主要关乎具体的群体，
那么教育问题则是中青年人的集体焦虑。高
考是孩子人生中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在高
考过程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其引发的社
会响应必然强烈。浙江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并迅速做出处理决定，不仅化解了危机，
也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然而，如果我们总是在危机出现之后再
来处理危机，就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寻找危
机产生的原因，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
题。此次事故的根源在哪里呢？从浙江省委
公布的调查结果得知，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
责人不顾多人反对违规通过加权赋分的决
定，无疑是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年。比较起来，各行
各业在这 40 年的改革进程中，都作出了艰
难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国务院改革下放了一大批审批权
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可谓力度空前。但是
就教育行政部门来说，似乎改革力度与社会
公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改革举措与社会发展
之所需并不匹配。

如果说，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简政放
权，那么教育行政部门至今的改革则恰恰相
反：其实际权力和聚集的资源不仅没有

“放”，反而收得更紧、更加集中了。
无论是把高考改成一次或数次，无论是

如何进行评分，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教育行
政体系的固有结构和运转模式，这从此次浙
江高考事件中教育部门负责人的“专擅之
过”就可以看出。此外，教育行政系统人员、
机构、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一直为
社会各界所关注，对此进行深化改革的呼声
始终存在。

众所周知，在高考分数上动脑筋无异于
“太岁头上动土”，因为事关重大且存在巨大
的风险。如果没有科学的论证、严格的程序
和相关法规的支持，一般人是不敢轻易决断
的。然而浙江教育部门负责人却选择“一意
孤行”，最终不仅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动摇
了社会公正原则，还引发了社会危机，断送
了自己的仕途。

通常而言，但凡拍脑袋做出的决策，往
往很快会遭遇现实的反击，有时候甚至是无

情的“报复”。浙江高考事
件既是拍脑袋决策酿下的
苦果，又与当下教育行政
的特殊性有关。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都会制定
不同的远景规划和近期目
标，形成具体的工作任务
和责任指标。相比之下，由
于教育的特殊性，很难做
出具体的发展规划。即使
是学龄儿童入学率和毕业
生就业率这些数据，也多
与政府扶贫、企业经济等
领域相关，不是教育部门
单独的职责。

而高等教育的一些目
标，也具有模糊性甚至抽
象性。例如中国大学要达
到世界一流的说法，既没
有具体的指标，也缺乏明
确的责任主体。教育行政
部门很难用数据展示它们
的工作，只能在“设计”改
革方案上下功夫。一方面
缺乏硬性的任务和责任约
束，一方面是政绩考核的
内在驱动，让教育行政系
统容易形成拍脑袋办事情
的习惯。尤其是教育部门
设计的一些“改革”方案，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
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立即产
生社会效应。

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
中，教育系统的风险意识是相对淡薄的。这
次浙江高考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教育行政主
管“不可理喻”的行为，似乎就是一个证明。

中国教育依然面临诸多难题，教育改革
的深水区也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在现代文明
社会中，教育是根本之根本；在中华民族复
兴的伟业中，教育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同时，
教育又相当于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不
靖，则下游难安。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持：张林 闫洁
邮箱：jyan@stimes.cn

■本报记者 甘晓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
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嫦娥
四号探测器后续将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
月飞行，最终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
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及巡视探测，并通过已在
使命轨道运行的“鹊桥”中继星，实现月球背面
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

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原本不在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部曲计划内的嫦娥四号被科学家
“安排”去了月球背面。

月球由于自转与公转周期相同，始终只有
一面对着地球。这就好比我们把用一条绳子系
着的物体甩起来一样，那个被甩起来的物体总
是只有一面朝着绳子的方向。这被称为“潮汐
锁定”现象。

月球背面作为一个看不见的神秘世界，催生
了许多和外星人、宇宙飞船、神秘基地、金字塔、
神庙有关科幻小说。当然，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里为何值得“走一趟”？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副主任、中科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邹
永廖，详解了嫦娥四号选择月球背面着陆科学
上的五大原因。

原因一：月球背面着陆前所未有

月球背面那么大，科学家想去看看。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人类发射月球探测器

已经有 100 多次。“但是从着陆就位探测来说，月
球背面一次都没有。”邹永廖表示，“嫦娥四号一
旦成功，标志着国际上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着陆
和巡视探测，这是创造历史的重大成就。”

邹永廖介绍：“无论从物质成分上、形貌构
造上，还是岩石年龄上，月球正面和背面都有

很大的差异。”
比如，从成分上看，月球正面大约 60%的面

积，都被一种名为“月海玄武岩”的岩体覆盖，而
背面则几乎是另一种岩体———“高地斜长岩”。同
时，月球上 22 个月海中 19 个较大的月海都分布
在月球正面，而月球背面只有东海、莫斯科海、智
海等 3 个很小的月海。从形貌构造上看，月球背
面撞击坑的密度明显大于正面。从年龄上看，月
球背面则都是更加古老的岩石。

原因二：
艾肯盆地———人类从未去过的“处女地”

嫦娥四号选择月球背面一个名为“艾肯盆
地”的地方着陆。

目前，科学家把月球的大地构造单元粗略
划分为三大地体，即斜长高地岩地体、克里普
岩地体和艾肯盆地地体。

邹永廖指出，斜长高地岩地体和克里普岩地
体，美国和前苏联都着陆巡视探测过，只有艾肯
盆地地体没有近距离就位探测。“科学家相信，这
块区域目前就近距离巡视探测而言，属于一块

‘处女地’，在科学上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他说。

原因三：背面岩石更古老

“月球背面的岩石更加古老。”邹永廖说。对
科学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嫦娥四号前
往艾肯盆地，必将获取更古老岩石的信息。

邹永廖表示，从时间维度上，如果我们获
取更古老的岩石类型等物质成分信息，将对了
解月球的化学成分演化过程大有帮助。

原因四：揭开“39亿年撞击高峰”之谜

艾肯盆地直径约 2500 公里，深度约 12 公
里，90%以上分布在月球背面。“这是目前所知

整个太阳系最大、最深的盆地。”他表示。
对艾肯盆地开展探测有可能揭开“39 亿年

撞击峰值”的科学之谜。此前，科学家从太阳系
撞击历史中发现一个奇特的规律，在地球、月球
形成的 46 亿年历史中，撞击密度、频度和力度
最高的时候，并不是最初的 46 亿年，而是 39 亿
年，其原因困扰科学界已久。

“据科学家初步分析，艾肯盆地可能就是在
39 亿年撞击产生的。”邹永廖表示，“嫦娥四号
到这里精细探测，也许会为我们打开‘39 亿年
撞击峰值’这个科学之谜的一扇门。”

此外，科学家为月球车探测艾肯盆地专门设
计了一条“路线”，能够获取地形地貌、物质成分
及浅层结构等信息，将在国际上首次建立月球

“综合地质剖面”。“这将对了解这个区域的地质
演化历史和细节作出重大贡献。”邹永廖说。

原因五：填补低频射电观测空白

嫦娥四号将到达的月球背面是天文学家梦
寐以求的观测场所，将填补低频射电观测的空白。

在天文学上，不同频段的电磁波代表着来
自宇宙的不同信息。目前，传统光学、红外及射
电等波段的天文观测已得到长足发展。由于屏
蔽作用，在地面上无法开展低频射电的观测。
同时由于地球电磁环境的原因，在月球正面开
展低频射电观测效果不理想。

邹永廖指出：“月球背面的电磁环境非常
干净，在那里开展低频射电探测，全世界天文
学家都很感兴趣。”

在天文学家看来，能够在月球上开展低频探
测，将对太阳爆发、恒星形成、星系演化及宇宙早
期状态等科学问题有新发现。据了解，围绕到月
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探测，欧洲空间局曾制定过
详细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中国探月工程率先实现这一目标，我相
信在科学上会有很多产出。”邹永廖表示。

本报讯（见习记者程唯珈 记者甘晓）12 月 5
日，《自然》在题为“中国支持拆除‘收费墙’大胆
计划”的新闻（以下简称新闻）中报道，中科院文
献情报中心、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等
科研及资助机构将大力支持论文开放获取。新闻
评价：“这将是‘开放获取’运动的强心剂。”

在刚刚召开的第 14 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
上，上述三家中国机构分别发布三份立场文件，
均表示将支持以论文开放获取为目标的“S 计
划”和“开放获取 2020 倡议”，称将推动公共资助
的研究项目论文发表后尽快实现开放获取，同时
强调“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措施达成这一目标”。

对此，该新闻报道，“S 计划”主要发起者
Robert-Jan Smits 表示：“中国快速果断的加入给
了我们惊喜，这将是迈向全球开放获取运动至关
重要的一步。”

此次会议上，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战略规
划委员会主任张晓林指出，事实上，中国科研及
支撑机构自 2014 年起就鼓励并资助科学家以开
放获取的方式出版论文，并在网上公开手稿。

“目前，大约 70%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中

国研究论文，都受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但按当前的订购模式，中国学者和科研机构必
须重新以高价买回这些论文。”张晓林补充道，

“这不合理。”
早在 2014 年，中科院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分

别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
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
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
库”正式启动，规定受资助项目发表的研究论文
作者应将已发表论文存储到该知识库，并在论文
发表一年内实现免费向公众开放。

据了解，该知识库刚刚完成了 2018 年度的
数据更新工作，共计更新成果全文 68710 篇，其
中期刊论文全文 61083 篇。截至 12 月 8 日，该知
识库已公开自 2000 年到 2018 年度共计 587234
篇研究论文全文。

该新闻最后指出，施普林格·自然集团首席
执行官 Daniel Ropers 表示，对于中国支持论文
开放获取这一“清晰的信号”，“愿与中方愉快地
开展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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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奔向月球背面
科学家详解五大科学原因

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

中国航天梦是国际航天梦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讯（记者丁佳）12 月 7 日，以“推进月

球天文观测和国际人类登月”为主题的 2018 年
中国北京银河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举行。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在论坛上指出，
中国的航天梦不仅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际航天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利伟说，中国的航天梦是中国梦的重要
组成部分，一直在引领着中国的载人航天与探
月工程重大专项的顺利开展。目前，中国已经完
成探月二期工程，圆满实现了“落”的任务目标，
使中国成为了具备月球软着陆能力的国家之
一；探月工程三期也在稳步推进，一些关键技术
攻关已完成地面试验验证，再入返回飞行试验
取得成功，嫦娥五号也处于待命任务状态。

“同时，中国的航天梦也是国际航天梦的
重要组成部分。”杨利伟指出，探月工程取得这

么多成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
航天领域正在以更完善、更具活力的开放型建
设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国际合作，扩大同
各国各地区的技术共享、互利共赢。

他说，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国
际航天梦，未来几年，对中国和世界来讲，都是
航天领域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各国航天人一
起并肩携手，以谋求全人类福祉为根本，不断
凝结全人类的智慧结晶，共同推动航天事业的
创新发展，人类的足迹才能迈向更遥远的宇宙
空间，航天探索的成果才能惠及各国人民。

杨利伟希望，大家通过银河论坛加强学术
交流，彼此坦诚相待，分享观点、解决问题，就各
自载人登月发展战略、探月技术和月球天文观
测等方面进行充分交流，促进成果共享，增进战
略对接；要通过论坛深化务实合作，太空探索是

人类共同的事业，要充分用好资源共享的潜力
和取长补短的空间，用航天人最真挚的感情相
处，用航天人最明白的语言对话，用航天人最贴
心的方式合作；还要通过论坛不断探索创新，运
用新思路、推出新举措、创建新机制，以探索创
新精神，共同研究、创造、释放合作潜能。

本届银河论坛由国际天文观测协会、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宇航学会共同举办，这也
是第 88 届银河论坛。除杨利伟外，来自全球各
地的演讲嘉宾还分别就欧洲、中国、美国等的
国际人类登月合作前景发表了主题演讲。

该论坛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天文科普论坛，
旨在加强 21 世纪科学教育，为广大航天科研人
员搭建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
进一步拓展航天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

《自然》关注中国相关机构明确支持论文开放获取

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公开论文超 58万篇

本报讯（见习记者程唯珈）为什么人会从睡
梦中被饿醒？原来是钙视网膜蛋白阳性神经元
捣的鬼。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
究中心教授李浩洪团队揭示了促进觉醒和调
控饥饿诱发觉醒状态中的神经机制。该研究于
12 月 6 日在线发表于《当代生物学》。

饥饿能引起睡眠觉醒状态的改变，可能与
能量平衡稳态、摄食行为、觉醒系统、情绪调节、
奖赏系统等多个功能系统密切相关。丘脑室旁
核（PVT）是重要的丘脑核团，参与了睡眠觉醒、

摄食和奖赏等日常行为的调节。
论文第一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化瑞芳

告诉《中国科学报》，以往电生理研究发现 PVT
神经元电活动存在昼夜差异。PVT 与视交叉上
核的双向联系也提示其在生物节律调节中的
作用。由此可推测 PVT 脑区可能在协调睡眠和
摄食行为中起着重要的整合作用。

为阐明 PVT 脑区在上述行为调节中的具体
神经机制，该团队采用在体多通道和多导睡眠记
录技术，结合光遗传学，在小鼠身上实施测验。结

果发现，饥饿能够提高小鼠觉醒水平，激活 PVT
脑区中钙视网膜蛋白阳性神经元 CR＋，并且能
够驱动其下游关联脑区抑制小鼠睡眠。

该结果首次揭示了 PVT 中存在一类重要
的神经元可对饥饿产生响应，同时在协调睡眠
和觅食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该团队计划未来
在该脑区开展与代谢疾病相关的机制研究。通
过与临床相结合，对该脑区在机体能量代谢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揭示调控和促进觉醒的神经机制

12 月 8 日，参观者在观看智能画像机器人“创作”。
当日适逢寒冬周末，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的观众热情饱满，单日参观人数再次突破 5 万。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