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全国学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可行可靠

这样的技术路线是否真能起到切实的防护效果
并无先例可循，相关的理论基础也需要重新确立。
为验证设计的可行性，科研人员按照 120的

比例进行模拟实验，并尽可能地模拟了港珠澳大桥
钢管复合桩穿越的地质环境。缩比模型实验证明该
设计计算方法正确可行，随后在桥址实地进行 11
工程足尺结构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在海水中安装高
效牺牲铝阳极能充分保护海泥中的钢管桩。
在模拟实验后，科研人员采取钢管内壁安装保

护设施监测探头的方法，将探头伴随打桩深入近百
米的海泥下实施原位监测，有效解决了在海泥下安
装探测设备难的问题。采用这种方式安装探测设备，
在全球海洋工程界尚属首次。

三年多的时间中，施工现场留下了金属所科研
团队的无数足迹，科研人员个个都晒出“科研黑”。这
支土生土长的北方团队没有因伶仃洋上的炙烤和台
风而却步，就连常年在当地施工的大桥建设方都对
这支队伍顽强拼搏的精神称赞不已。

深厚的积累是创新的源泉。金属所材料耐久性
防护工作不仅使港珠澳大桥寿命达 120 年成为可
能，更推动了我国海洋工程防护水平的发展，为我国
重大海洋工程耐久性设计提供了宝贵经验。
比如，“在港珠澳大桥使用二代耐蚀涂层钢筋

基础上，我们根据远海工程建设的特殊需求，成功
研发出新一代高性能耐蚀涂层钢筋，并在远海海
防建筑结构、护岸加固工程上进行示范应用，结束
了远海岛屿工程混凝土结构钢筋无涂层‘裸用’阶
段。”李京说。

不畏艰苦、潜心研发，金属所科研人员始终坚持
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在碧海蓝天的浪漫里留下了奉
献与担当的身影。

怀进鹏回顾了全国学会主动服务疫情防控、积
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系统总结了全国
学会改革发展的成效与问题，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分析国内外科技经济发展
态势，要求全国学会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
家现代化为目标，以科技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
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坚持党
建强会、学术立会、开放兴会、依章治会，建设世界一
流科技社团，努力把科技共同体的组织优势有效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和现代化治理效能，把学会集
聚的人才资源、创新资源势能有效转化为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强大动能。
李萌阐释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介绍了构建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和要点。詹
成付分析了“十四五”规划建议对社会组织提出的新
要求，介绍了民政部支持科技类社会组织高质量发
展的相关举措。

7位代表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与会代表围绕
建设一流学会、提升学术引领能力、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促进产业链现代化等“十四五”时期全国学会高
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组讨论。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吕昭平作会议

总结，要求各全国学会、地方科协及地方学会及时传
达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上来，主动担负起推动科技创新、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任。
会议期间公布了中国科协与民政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协学会创新发展的意见》，
就《世界一流科技社团建设评估标准》《“科创中国”
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征求了意见。

港珠澳大桥“强筋健骨”的奥秘

（上接第 1版）

（上接第 1版）

《英国医学杂志》

出生胎龄越小
儿童期住院率越高

英国牛津大学 Victoria Coathup 团队研究了胎
龄与儿童期住院的相关性。11月 25日，《英国医学
杂志》发表了该成果。

研究组在英国进行了一项基于人口的队列研
究。2005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研究组在英国
NHS医院中招募了 1018136例单胎活产的婴儿，主
要观察指标为参与者从出生至 10岁、死亡或研究结
束时的住院情况。

200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3月 31日，共发生
1315338 次住院，其中 831729 次（63％）是紧急住
院。在研究期间，有 525039名（52％）儿童至少住院
一次。儿童时期住院与出生时的胎龄密切相关。

与足月（妊娠 40周）出生的孩子相比，极早（小
于 28周）出生的孩子在整个童年时期住院率最高，
校正后的比率为 4.92。即使是在 38周出生的孩子，
整个儿童时期的住院率也较高，比率为 1.19。出生胎
龄与住院率之间的相关性随年龄增加而降低。与足
月出生的孩子相比，28周之前出生的孩子在 1岁以
内住院率的校正后比率为 6.34，在 7-10岁时下降
至 3.28；而在 38周出生的孩子中，在婴儿期和 7-10
岁之间，校正后的比率分别为 1.29和 1.16。在所有
年龄段，尤其是婴儿期，感染都是导致住院率增加的
主要原因。在出生后的头两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
病也占住院的很大比例。

研究结果表明，胎龄与住院率之间的相关性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整个儿童期仍存在较高风险，即
使在妊娠 38周和 39周出生的儿童亦是如此。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要览
（选自 杂志，2020年 11月 26日出版）

光和噪音改变大陆鸟类物候和适应性

人类噪音和夜间照明在地球范围内的扩
展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环保问题。作者利用一个
大型的公民科学数据集与来自美国各地的高
分辨率噪音和光数据配对，来评估这些刺激如
何影响 142种鸟类的繁殖。

作者发现，对感官污染物的反应与物种的
功能特征和栖息地关系有关。此外，物种眼睛
聚光能力的增强与在对光的反应中繁殖时间
的提高有关，这可能造成物候的不匹配。

出人意料的是，更好的聚光能力与减少孵
化失败和提高整体巢穴对光照的反应成功率
有关，这就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即对感官污染
物的反应如何抵消或加剧对全球变化的其他
方面的反应，如气候变暖。

这些发现表明，人为的噪音和光线会极大
地影响繁殖鸟类的物候和适应性，并强调了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环境维度之外，还要考
虑感官污染物的必要性。

相关论文信息：

北半球海平面迫使南极冰动态放大

由于日晒和温室气体的强迫作用，北半球
冰层融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导致了南极冰盖
（AIS）海洋部分的基线后退。作者将一个冰原
模型和一个全球海平面模型相结合，展示了
AIS的动态被北半球的海平面强迫放大。

由于这种半球间的相互作用，北半球海
平面的一个大的或快速的强迫作用，增强了
冰川期间的基线推进和 AIS 的相关质量增
加，以及在冰川消退期间的基线后退和质量
损失。

相对没有这些交互的模型，在作者的模型
中加入北半球的海平面强迫增加了最后一次
冰河时期（约 2.6万年 ~2万年前）AIS的体积，
引发了更早的基线后退，并导致贯穿最后一次
冰川消退的千年尺度的变化。

这些发现与最后一次冰川最大期和随后
冰盖消退期间 AIS 范围的地质重建以及南极
洲海平面的相对变化一致。

相关论文信息：

超灵敏纳米金刚石生物传感
有助改善疾病早期诊断

金刚石中氮空位缺陷的量子自旋特性使
其在量子计算和通信领域有广泛应用。作者利
用微波场调制发射强度和频域分析分离背景
自荧光信号，研究了一种体外诊断的超灵敏的
标签———荧光纳米金刚石。

以广泛使用的低成本横向流模式为例，作
者对生物素—亲和素模型的检出限为 8.2×1019

摩尔，比使用金纳米颗粒的检出限灵敏 105

倍。
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增加 10 分钟的等温

扩增步骤，可以实现对 HIV-1 RNA 的单拷
贝检测，并通过带有提取步骤的临床血浆样
本进一步验证。

这种超灵敏的量子诊断平台适用于多种
诊断测试格式和疾病，并有潜力改善疾病的
早期诊断，以造福患者和人群。

相关论文信息：

（冯维维编译）

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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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科学此刻姻 姻

电子皮肤
兼容耐用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种在强度、延展性和敏感性方面模仿人
类皮肤的新材料，可以实时收集生物数据。这种
电子皮肤可能在下一代假肢、个性化医疗、软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理想的电子皮肤可模仿人类皮肤的许多

自然功能，比如精确、实时地感知温度和触
觉。”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学技术大学
（KAUST）博士后蔡宜辰（音译）说。然而，要制
造出既能执行精细任务，又能承受日常生活磕
碰和摩擦的具有适当弹性的电子产品是一项
挑战，而且每一种材料都必须经过精心设计。

大多数电子皮肤通过将一种活性纳米材
料（传感器）分层放置于附着在人类皮肤上的
可拉伸表面制成。然而，这些层之间的连接往
往很脆弱，从而降低了材料的耐久性和敏感
性。另一方面，如果它太硬，灵活性就会受到限
制，并更有可能断裂。
“皮肤电子产品的前景正以惊人的速度变

化。2D传感器的出现加速了将这些原子般薄、

机械强度高的材料集成到多功能、耐用的人造
皮肤中的努力。”蔡宜辰说。

由蔡宜辰和同事沈杰（音译）领导的一个
团队已经制造出一种耐用的电子皮肤，这种
皮肤用由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增强的水凝胶作
为坚固而有弹性的基板，并使用 2D 碳化钛
MXene 作为传感层，与高导电的纳米线结合
在一起。
沈杰解释说：“水凝胶中 70%以上是水，这

使得它们与人体皮肤组织非常兼容。”研究人
员向各个方向拉伸水凝胶，并加上一层纳米
线，然后小心地松开，最终创造了通往传感器

层的导电通道。研究人员表示，即使材料被拉伸
到原来尺寸的 28倍，这些通道仍然保持完好。

新电子皮肤原型可以感知 20厘米外的物
体，在不到 1/10秒内对刺激做出反应，作为压
力传感器，还可以区分上面写的笔迹。它在经
历了 5000次变形后仍能正常工作，每次恢复
的时间约为 1/4秒。

研究人员表示，电子皮肤在反复使用后还
能保持韧性，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它模仿了
人类皮肤的弹性和快速恢复力。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耐用的电子皮肤。 图片来源：KAUST

两种血液分子可预测阿尔茨海默病发展
本报讯两种血液分子的水平或能预测轻

度认知损害患者未来的认知衰退和阿尔茨海
默病的发展。这两种分子分别是在苏氨酸—
181 位上磷酸化的 tau（P-tau181）和神经丝轻
链（NfL）。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开发出常规血液
检查方法，以追踪高危群体的阿尔茨海默病进
展。12月 1日，相关论文刊登于《自然—衰老》。

全球约有 5000 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占
所有痴呆病例的 50%~70%。阿尔茨海默病的特
征是被认为会导致神经元死亡的蛋白在脑内

聚集，并最终发展为痴呆。最新的研究发现，这
些蛋白也存在于血液中，检测它们在血浆中的
浓度可以用于诊断该疾病，或用来区分该疾病
与其他常见的痴呆形式。

瑞典马尔默隆德大学的 Oskar Hansson和
同事利用两个独立队列的 573 名轻度认知损
害患者的数据，建立并验证了个体化风险模型
预测患者认知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发
展的能力。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模型预测患者
4年内认知衰退和痴呆进展的准确度，这些模

型基于血液中不同生物标志物的各种组合。他
们发现，基于 P-tau181和 NfL的模型预测能
力最佳，前者是一种 tau蛋白形式，后者能反映
神经元死亡和损伤情况。

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证明了用基于血液
的生物标志物进行阿尔茨海默病进展的个体
化预测具有价值，不过，仍需开展更大的队列
研究。 （鲁亦）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称气候变化
致秋叶提前掉落

据新华社电由于气候变化，树叶在秋天可
能会更早掉落，而不是像人们之前认为的那样
会更晚。这一发现表明，随着气温升高，森林储
存的碳将大大低于预期，提前落叶可能会对昆
虫和其他物种产生连锁反应。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康斯坦丁·措
纳及其同事研究了从 1948 年到 2015 年中欧
地区近 4000处地点的普通橡树等 6种温带树
种的秋季落叶数据。随后他们进行了两项实
验，以研究二氧化碳和阳光在树木落叶期所发
挥的作用。其中一项实验对种植在接近目前大
气二氧化碳水平和两倍于大气二氧化碳水平
的室内树木进行了比较，另一项实验则检测了
光照对树木的影响。

人们原本预计秋季变暖将使树木生长季
延长，落叶时间比如今晚两周到三周，但研究
小组发现，实际落叶时间可能比现在早 3 天
到 6 天。

该研究小组的实验和长达 67年的树木生
长记录表明，升高的二氧化碳浓度、气温或光
照水平促使树叶在春天和夏天生长得更旺盛，
从而加速了它们在秋天干枯并从树上脱落。尽
管这项研究关注的是欧洲的树木，但措纳认为
其结论也适用于北美和亚洲的温带树木。

如果上述结论被证明广泛正确，这种逆转
将产生重大影响。措纳估计，落叶期从推迟到
提前的转变相当于全球温带森林每年减少大
约 10 亿吨碳存储，约占人类每年碳排放的
1/10。他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也门全国儿童开始接种
脊髓灰质炎疫苗

据新华社电也门全国 400多万儿童自 11
月 28日起开始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数千名
医务人员将在 3天内挨家挨户上门为 5 岁以
下儿童接种。

受战乱影响，近年来也门脊髓灰质炎疫
情严重恶化，引发国际机构担忧。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资助了这次疫苗
接种。

一名世卫组织官员表示，这次接种的目标
是覆盖也门全国所有 5岁以下儿童，无论他们
身处冲突中哪一方的控制区。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是脊髓灰质
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见于 5岁以下儿
童。患者如得不到及时救治，可能出现严重不
可逆的后遗症。目前，接种疫苗仍然是防控脊
髓灰质炎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王尚）

新研究用生物 3D打印技术
“打印”出微型肾脏

据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使
用一种新生物 3D 打印技术，在实验室内快
速“打印”出大量微型肾脏类器官，未来有望
应用于人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研究，最终实现
用人造肾脏为严重肾病患者进行器官移植。
相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的英国《自然—材料
学》杂志上。

这一新技术由澳大利亚默多克儿童研究
所和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奥加诺沃主导开发。
研究人员将以人体干细胞为基础制成的“生
物墨水”装入特制的生物 3D 打印机中，然后
通过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移液管，将这种“生
物墨水”挤压出来并在培养皿中“打印”出肾
脏活体组织。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技术可以在大约 10
分钟内打印出 200 个左右尺寸不超过指甲盖
大小的微型肾脏类器官，这些器官具备组成肾
脏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肾单位，可以用
于检测药物对肾脏的毒性，或者用来测试肾病
新疗法的疗效，有助于开发针对不同肾病患者
的个性化治疗药物。

论文通讯作者、默多克儿童研究所教授梅
丽莎·里特尔指出，过去用干细胞培植的人造
肾脏组织中所含的肾单位数量过少，因此无法
用于肾器官移植，而这种生物 3D打印技术细
胞复制精度高，提高了打印组织中的肾单位数
量，将有望推动生物打印肾脏用于人体器官移
植的相关研究。 （陈宇）

肥胖不是一个人的事
研究表明女性童年经历和环境与此相关

本报讯 肥胖正成为困扰全世界的一个问
题，比如在日本，约有 1/3的男性和 1/5的女性
超重。2型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中
风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疾病经常相伴肥
胖而来，影响着人体身心健康。

通常，人们认为肥胖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有
关，如暴饮暴食和运动不足。人们也倾向于认
为超重的人缺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的意志力。

但据《每日科学》报道，一项新研究表明，
肥胖除了与个人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关，还
受其他因素影响，包括童年经历，特别是被虐
待的经历。这意味着，改善儿童福利，例如增加
防止虐待的措施，也将有助于防止成人肥胖。

由神户大学医学研究生院项目教授 Ta-
mori Yoshikazu等组成的研究小组对 5425名公
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公
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2018年，神户市政府向 2万名 20岁至 64

岁的市民分发了一份关于其生活状况和健康
问题等的调查问卷，以了解居民健康状况。根
据问卷调查结果，Tamori分析了什么样的个人
生活条件与素有“各种疾病起因”之称的肥胖
相关。

受访者中，男性肥胖者（27.2%）多于女性
肥胖者（10.6%），这与日本的全国趋势相同。当
研究人员调查与肥胖有关的社会和个人因素
时，他们发现肥胖女性与体重正常女性在就业
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教育背景、初 /高中期间
的课外活动、15岁时的经济环境、童年经历等
方面存在差异。此外，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
况、教育背景、童年时期的逆境经历是影响肥
胖发生的因素。而在被调查的男性中，没有发
现统计上的差异。

所谓的童年时期的逆境经历包括父母对
其身体或情感的虐待、心理创伤、童年时期衣
食不足等。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日本，尽管肥胖在
男性中更为普遍，但个人的社会背景与女性
肥胖的发病有着密切联系。这是日本首个证
明儿童受虐待经历和成年女性肥胖存在联系
的研究。

此外，其他研究表明，儿童遭受虐待（身
体、心理和性虐待以及家人的忽视）不仅会导
致成年后肥胖，而且与普遍的健康不良相关，
例如习惯性吸烟增多。那些经历过虐待的人
被认为更容易对含糖或高脂肪的“美味”食物
产生依赖，并且在压力下更容易暴饮暴食。
“男人和女人对体重的看法是不同的，女

性比男性更容易将‘瘦’与‘健康和美丽’联系
起来。追求‘健康和美丽’的理想需要足够的社
会经济手段，因此，经济困难对女性肥胖的影
响可能更大。此外，儿童时期的成长环境可能
导致个体产生‘身体变化’（即生物转化）而超
重，例如激素分泌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存

在还没有被阐明，但它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可
能是不同的。”Tamori说。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