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我们不慌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实习生丁苏雅

1月 9日，新华社报道，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
性肺炎疫情病原学鉴定获得新进展。截至 2020年
1月 7日 21时，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专
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
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这一最新结论出炉后，《中国科学报》专访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饶子和，详解冠状病毒系列研究。
《中国科学报》：2003年非典后，我们和“冠状病

毒”已经打了好几次交道，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饶子和：冠状病毒种类繁多，可感染人和多种

动物。在 2002年以前，虽然冠状病毒对畜牧业是
一个严重威胁，但对人类危害尚小，可能引起人们
熟悉的普通感冒。但在 2002年至 2003年期间，
SARS冠状病毒引发了令全球恐慌的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俗称“非典”）疫情。

SARS冠状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其实是
蝙蝠，由于人类活动或其他偶然原因，该病毒从动
物传播到人而引发了重大疫情。虽然此后断断续
续有新的冠状病毒被发现，但似乎并没有引发人
类的重大疫情。

在沉寂了 10年之后，MERS冠状病毒又在中

东地区引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种种迹象显
示，ME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仍然有可能是蝙
蝠，但这次疫情是由骆驼传播导致。这一次，新型
的冠状病毒又在武汉引发了病毒性肺炎的病例。

这几次和冠状病毒交手，都是本来以野生动
物为宿主的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导致的。这提醒
我们，保护好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或许是远离野
生动物病原感染的最好方式。减少对蝙蝠等野生
动物栖息地的侵扰，避免这些天然宿主与人畜的
密切接触，这对防止传染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报》：围绕冠状病毒的科研，科学家

近几年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做？
饶子和：针对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疾病，科学

家近年来在流行病学、致病机理以及感染性疾病
的防治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例如，发现 SARS病毒和 MERS 病毒在自然
界的天然宿主可能是蝙蝠；发现 SARS 病毒和
MERS 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主要受体分别为
ACE2 和 DPP4（也叫 CD26），随后分别解析了病
毒表面蛋白与人体细胞受体复合物的三维空间结
构，阐明了病毒入侵细胞的分子机制；解析了冠状
病毒主蛋白酶等关键药物靶点的三维空间结构，

设计和开发了具有针对性的广谱抑制剂，并阐明
了抑制剂的作用机制。

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和传染病防控一起，为我们
应对冠状病毒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这次冠状病毒
出现后，我们并没有像 2003年非典时那么紧张和恐
慌。相比 2003年，我们的预防体系、科研体系以及对
冠状病毒的了解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加胸有成
竹。当然，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继续研究。
《中国科学报》：对于冠状病毒后续的科学研

究，你认为还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饶子和：2003年以后，针对冠状病毒的药物

研发脚步稍慢，以至于目前未开发出可以上市的
特效药。制药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项
工作。做出药之后，病没有了，药往哪里放？因此，
我认为，科学家应承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作为国家的科研机构应加大推进药物研
发的力度，以应对今后冠状病毒引起的突发疫情
紧急状况。

实际上，我们的团队从 2003 年以来，没有放
松过对冠状病毒的研究，还是一直咬着这个方向
往前走。同时，国内还有一批科研团队在集中攻克
冠状病毒的难题。

人物简介

陆夕云，1963年出生于江苏
泰州，流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
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湍流模型理
论和数值模拟、游动和飞行的生
物运动力学、界面流动和调控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

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
骄傲、民族的光荣。2019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新增院士 139人，他
们在数千万中国科技工作者中脱颖而出。《中国科学报》今起开设“走近新院
士”栏目，讲述新晋院士的人生经历，探访其学术成就，使广大读者对顶尖科
学家多一分了解，对科学家精神有更多认识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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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科学院
年度人物和年度团队在京发布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1月 9日，“弘扬科

学家精神·做新时代追梦人”———2019 年中
国科学院年度人物和年度团队发布会在中国
科学院大学礼堂举行，6位个人、2个团队获
得荣誉。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
国为年度团队颁发证书。

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树立良
好作风学风，中国科学院日前组织 2019年中
国科学院年度人物和年度团队评选活动，集
中展示了 20位新时代先进典型人物与团队。
经会议初评、网上投票、中科院党建工作领导
小组审定等多个环节的严格遴选，最终，中科
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敬杰、动物研究
所研究员黄仕强获评 2019年度创新人物，高
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和生、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杨国伟获评 2019年度先锋人物，西北生
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孟宪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世英获评 2019年
度感动人物，国家天文台中国天眼 FAST团
队、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探测技术研
究团队获 2019年度团队荣誉。

侯建国在致辞中指出，2019 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科院建院 70 周年
和决胜基本实现“四个率先”目标的关键之

年。全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和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
的建设质量，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促进
党建和科技创新深入融合，为科技创新改
革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侯建国强调，2020年是中科院基本实现
“四个率先”目标的决胜之年，也是深入谋划
中长期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他号召广大科
研人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自觉
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学风建设，以实际行动加
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在本次发布会上，还同时发布了《中国科
学院科学家 70年爱国奋斗事迹读本》和《中
国科学院新时代科技报国先进典型事迹选》，
反映了中国科学院 70年来一辈辈科学家的
爱国奋斗事迹和新时代先进典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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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变为甲烷
本报讯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试图模拟光

合作用，利用太阳的能量产生化学燃料。现在，一
支研究团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目
标———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铜和铁基催化剂，可
利用光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甲
烷。如果经过进一步改进，新的催化剂将有助于减
少人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这项新研究是“令人兴奋的进步”。未参与该项
研究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家、太阳能燃料专家
Edward Sargent说：“产生甲烷的好处在于储存、分
配和利用这种燃料的基础设施已经广泛存在。”

在美国，甲烷最近超过煤成为发电的主要燃
料。当甲烷燃烧时，它会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释
放出用于发电的热量。利用阳光产生甲烷的过程
则相反，从二氧化碳和水开始，再加上电来重铸甲
烷的化学键。

然而，实现这一转化并不容易。8个电子和 4
个质子必须加到一个二氧化碳分子中才能形成
一个甲烷分子。每个电子和质子的加入都需要能
量来推动转化。金属催化剂可以帮助促进这些反
应，它们抓住每个反应分子“伙伴”，使反应更有可
能发生，并减少能量消耗。

几年前，科学家发现，当与吸光材料结合时，
铜微粒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更富能量的化合物
方面展示出初步的潜力，但是效率和速度仍然很

低。因此，研究人员尝试将铜与其他金属结合。他
们将两种金属微粒置于细小的、毛发状的纳米线
上，这些纳米线的设计就像微型太阳能电池，能够
吸收阳光并将其转化为电能，为催化剂的反应提
供电子。

2016年，研究人员报告称，硅纳米线上含铜和
金的催化剂有助于将二氧化碳转化为一氧化碳。

2019年 3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电
气工程师 Zetian Mi及其同事发现，在吸光的氮化
镓（GaN）纳米线阵列中，一种基于钌和锆的催化
剂能有效地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甲酸盐（一种工业
上有用的化合物）。但这些努力都没有产生可被广
泛使用的燃料。

现在，Mi和同事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方法。他们从生长在商用硅晶圆上的 GaN纳米线
入手，然后使用一种叫作电沉积的标准技术，将
5～10纳米宽、由铜和铁混合而成的微粒加入其中。
在二氧化碳和水存在的情况下，该装置在光照时能
将光中 51%的能量转化为甲烷，而且速度很快。

其他研究人员此前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太阳能
甲烷生成效率，但工作速度太慢，不切实际。本月
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报道了这种新型催
化剂，作为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的光驱动催化
剂，其效率和产量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计算机模拟
显示，催化剂中的两种金属与二氧化碳分子结合，

使其产生弯曲，从而更容易发生反应并吸收电子。
“它降低了关键步骤的能量屏障。”Mi说。

与其他许多光吸收剂和催化剂相比，这一方
法的所有组件都是廉价且丰富的，并且已经在工
业上使用。Sargent指出，下一步要提高甲烷生产
的效率和速度，这是使现行系统可行的必要条件。
一旦实现，新方法将提供一种利用阳光制造燃料
的方法。 （胡璇子 付嵘）

相关论文信息：

一种新的催化剂增加了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
甲烷的希望，甲烷是用于取暖和发电的天然气的
主要成分。 图片来源：MEHMETCAN

黄连素可降低
结直肠腺瘤复发风险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消化科房静远团队牵头的多中心随机双
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传统中药黄连
的提取物小檗碱（黄连素）具有一定的预防结直肠
癌前疾病腺瘤肠镜下切除后复发的作用。相关成果
近日在线发表于《柳叶刀—胃肠病和肝病学》。

结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而约
90%以上的结直肠癌来源于结直肠腺瘤，超过 50
岁人群中腺瘤患病率为 30%~40%，肠镜下将其切
除可预防结直肠癌，但切除后 1年腺瘤复发（再
发）率达 30%以上、3年复发率占 50%左右。

学界一直致力于寻找预防其复发的方法，
但发现的药物多有副作用或价格昂贵。

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小檗碱
组 553例，安慰剂组 555例。最后 891例（小檗碱组
429例，安慰剂组 462例）中小檗碱组中有 155例
（36.1％），安慰剂组中有 216例（46.8％）在随访期内
出现腺瘤复发；两组复发为全部息肉（包括腺瘤和锯
齿状病变）的分别为 183例（占小檗碱组完成者的
42.7%）和 255例（占 55.2%），两组之间未调整的相对
危险度为 0.77。特别是复发为高危的进展性腺瘤者，
两组分别为 15例（3.5%）和 26（5.6%）。在整个试验过
程中未发生结直肠腺癌，无严重不良反应报道。
“因此，服用小檗碱可安全有效地降低结直肠

腺瘤复发的风险。”论文通讯作者房静远表示。
相关论文信息：

皮肤好不好 魔镜告诉你
1月 8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一名女子体验能

进行肌肤分析的“智能魔镜”（下）。
2020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于 7日正式开幕，为期 4

天的展会吸引来自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4500家企业参展。
部分展品的问世体现出科技正越来越深地融入生活各个方面，让
人们衣食住行更加智能。 新华社发（吴晓凌摄）

走近新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
大）近代力学系有一面“院士墙”：严济慈、
钱临照、郭永怀、钱学森……从 1958 年建
校以来，40 余位两院院士曾在这里工作或
学习过。

不久前，这面墙上又多了一个名
字———2019 年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大教授陆夕云。
“只要不出差一定在办公室，只要在办公

室一定亮灯到 11点”是学生对他的印象。
不少人曾问：陆老师，搞科研这么辛苦

呀？陆夕云一头雾水：做科研，何苦之有？

“教育之乡”走出的院士

江苏省泰州市，有“教育之乡”的美誉，常
住人口 400余万，2019年一下新晋两位中国
科学院院士———数理学部陆夕云和常进。

陆夕云是其所在梁徐中学历史上第二位
院士———前辈杨元喜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
总设计师，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陆、
杨两家相距仅两公里。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非常崇尚读书。”陆

夕云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陆夕云上学时，这所在他描述中“很小

的农村中学”，每年约有 150名毕业生。“简约
但不简单”，1977年恢复高考时，该中学的本
科录取率超过了当地重点中学。这给初中生
陆夕云很大的激励。

在他看来，梁徐中学高考成绩出色并
不奇怪：“小地方也有大人才，‘文革’期间
的农村中学积累了一批好老师。”其中就有
一位对陆夕云影响颇深的物理老师———陆
桂荣。这位民办教师因家庭成分不好没有
上成大学，但他讲课却不局限于高中课本，
还教授了大学《普通物理》的许多内容，令
陆夕云大开眼界。

1981 年高考，面对一道电路题，陆夕云
没有用中学物理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普通
物理》的方法更便捷地解题。走出考场的他
有点忐忑，直到成绩下发，才放下心来：物
理满分。

回忆起老师陆桂荣，陆夕云除了尊敬，还
很崇拜：“他水平非常高，人文功底也很强，讲
古诗很有水平；而且对学生全心全意，完全是
不求回报的奉献。”

1980年暑假，陆夕云去南京亲戚家玩，
顺路参观了南京航空学院，立刻被“研究飞机
为什么能上天”的专业吸引。在南京新华书
店，他买了一本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
想》，对科学愈加好奇。

对于备战高考，陆夕云没有留下特别
的印象，只记得当时读书农活两不误，其间
还曾跟两个同学一起给生产队两三百亩农
田打农药。

1981年，陆夕云顺利进入南京航空学院
（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学系，就此
同流体力学结缘。

“深陷”旋涡动力学

1985年，陆夕云自认这是他人生中最关
键的一年。

进入大学后，他早上六七点起床，晚上十
点多睡觉，除了上课就在自习，一个宿舍 7名
同学，几乎人人如此。刻苦的学习使陆夕云成
为同学中的佼佼者。1985年，他以全系排名
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全校唯一一名保送到
外校———中国科大读研的学生，师从中国科
学院院士、流体力学家童秉纲。

当时的中国科
大是全国理工科分
数线最高的高校。
回忆往事，陆夕云感
慨：“感谢系主任杨
岞生先生，把我推荐
给了童先生，让我从
此 走 上 了 科 研 道
路。”
“法乎其上，得

乎其中。”是童秉纲
留给陆夕云最大的
精神财富。

研究生阶段，陆
夕云就在童秉纲带
领下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进入学科中最前沿
的课题领域。以此为
基础的博士论文被
北京大学教授是勋
刚评价说：其中一个
章节就足以构成一
篇博士论文。

如今的陆夕云，
深耕精研旋涡动力
学三十余载，成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创新研究群体学术
带头人，仅在领域内
的顶级刊物———英
国《流体力学》杂志上就发表论文 30多篇，是
国内最早登上该期刊封面文章的学者。

谈起旋涡，陆夕云滔滔不绝：旋涡是水和
空气流动最基本的形态，例如人在说话时，嘴
巴周围的空气流动就能形成看不见摸不着的
旋涡，台风、龙卷风则是破坏力强大的旋涡。
旋涡常被比喻为流体运动的肌腱，不论是自
然界的鱼、鸟，还是人造的舰艇、飞机，其运动
性能都与旋涡流动息息相关。

要厘清这其中的奥妙，除了兴趣驱动，离
不开持之以恒的决心。“做科研像跑马拉松，
不能突击，得靠日积月累、锲而不舍。”陆夕云
常这样教育学生。

他自己也是如此，40年前那名被“飞机
为什么能上天”吸引的少年，如今的研究成果
可用于解决飞行器高速飞行中的诸多问题。

被学生点赞的老师

随着白色粉笔的移动，一条流畅的曲线
出现在黑板上，这条曲线不断变化，越来越复
杂，形成一个优美精致的旋涡。粉笔还未停
下，课堂上便有人发出了“哇”的赞叹声。

这是陆夕云《流体力学基础》课上的一
幕，此时的他正在为学生演示圆柱绕流。
“我是被陆老师的课吸引，研究生才选择

学流体力学的。”博士生赵志晔告诉《中国科
学报》。

大三时，在这门课上，他知道了湍流是
七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了解到具有百年
历史的旋涡动力学至今仍是热门方向；明白
了再复杂的物理现象都是由简单过程叠加
而成……大四他便进入了陆夕云实验室。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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