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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两个 1类抗肿瘤新药
获批临床试验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敏）日前，由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健康与医学技术研究所刘青松药学团队自主研发的 1
类新药 TR115和 TR64，同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
评中心批准开展针对非霍奇金性淋巴瘤和晚期恶性实体瘤
的临床试验。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新癌症
负担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约占全
球新发癌症病例的 23%、癌症死亡病例的 30%。此外，全世
界约 50%的肝癌、食管癌、胃癌和 1/3以上的肺癌新发病例
在中国。今年 2 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癌
症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整体癌症粗发病和粗死亡率仍持
续上升。
刘青松药学团队自主研发的 TR115 和 TR64 分别是

非霍奇金性淋巴瘤和晚期恶性实体瘤的全新靶向抗肿瘤
小分子药物。TR64为双靶点激酶抑制剂，通过直接抑制肿
瘤生长和调控肿瘤微环境产生双重作用，在肝癌、乳腺癌、
胃肠间质瘤等多种恶性实体瘤模型上展示出了强烈的抑
瘤作用，有望成为治疗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等的新一代
靶向治疗药物。

TR115为表观遗传学靶点的高活性高选择性新型小分
子抑制剂。临床前研究结果表明，TR115可显著抑制相关肿
瘤细胞的增殖，同时具有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和安全窗
口，并且能剂量依赖性地抑制肿瘤生长，有望成为治疗弥漫
性大 B细胞淋巴瘤、卵巢癌等的新一代靶向治疗药物。

机器学习算法预测紫花苜蓿秋眠性

本报讯（记者李晨通讯员付松川）近日，中国
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饲草育种与栽培科
技创新团队，探索了机器学习算法在紫花苜蓿基
因组预测中应用的可行性，构建了基于紫花苜蓿
秋眠性状基因组的最佳预测模型，准确预测了紫
花苜蓿秋眠性，为利用基因组预测方法开展紫花
苜蓿分子育种提供了重要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于《园艺研究》。

紫花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是草食动物的重
要蛋白牧草。紫花苜蓿具有秋眠性，即有的品种在
秋季休眠，有的不休眠继续生长。秋眠性是影响苜
蓿再生性、干草产量的重要性状。该团队利用机器
学习算法，可以根据苜蓿的基因型预先知道苜蓿是

否秋眠，以及苜蓿在秋季的再生能力。
研究人员以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鉴定到的分

子标记为依据，利用候选 SNP位点进行秋眠性
表型预测，同时结合机器学习算法，获得类似于
基于表型选择的预测准确率。

研究人员对 5种预测模型进行了分析比较和
交叉验证，发现 SVM linear预测模型具有高准确率
和最佳回归系数。进一步利用单株个体秋眠性表型
预测品种内平均表型，结合单株个体秋眠性GWAS
关联 SNP标记和 SVM linear模型进行平均表型预
测，结果表明预测准确率可达 64.1%。

相关论文信息：
紫花苜蓿。 中国农科院供图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发现广东虫草
减肥降脂护肝新功效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李诚斌）近日，广东省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泰辉团队研究证明了广东虫草
降脂复方具有显著的减肥降脂护肝功效。相关研究发表于
《营养学前沿》。

肥胖及相关代谢并发症在我国相当普遍并呈持续高发
态势，已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广东虫草是近几年
新研发的品种，研究团队将广东虫草子实体粉与多种药食同
源原料配伍开展多次实验，成功研制出具有显著减肥降脂护
肝功效的广东虫草降脂复方。

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高脂饮食构建肥胖小鼠模
型，广东虫草降脂复方组用广东虫草降脂复方无菌生理盐水
溶液灌胃，并将广东虫草降脂复方组与对照组和模型组的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东虫草降脂复方显著减缓肥
胖小鼠体重的增加，改善葡萄糖耐受能力，减少附睾脂肪和
腹股沟脂肪系数，提高有益棕色脂肪系数；显著降低血清中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改善肝脏
组织中脂滴积累和空泡化病变等。

此外，研究显示广东虫草降脂组小鼠肝脏中多个脂肪
和脂类代谢相关基因显著差异表达。

相关论文信息：

陕西师范大学等

大熊猫初乳中特定酶
活性影响新生幼崽成活

秦岭大熊
猫与其生产的
幼崽。
课题组供图

本报讯 黄嘌呤氧化酶（XO）和多胺氧化酶（PAO）是母
乳中两类重要的氧化还原酶，在新生幼崽肠道中发挥一定
的抗菌免疫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
院教授刘永峰、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研究员雷颖虎等，采
用冷冻牛、羊乳和新鲜牛、羊乳建立 XO 和 PAO 活性的
Amplex Red 荧光检测方法，检测冷冻大熊猫初乳中的 XO
和 PAO 活性，并和新鲜与冷冻牛、羊乳中的 XO、PAO 活
性进行对比，探究冷冻大熊猫初乳的 XO 和 PAO 活性，为
改进人工大熊猫育幼工作提供借鉴。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
《西北农业学报》。

新生大熊猫幼崽体重约为 100克，生长发育水平很低且
高度依赖初乳，没有吃到初乳的幼崽均会死亡。

该研究发现，大熊猫初乳中 XO活性低于牛乳但高于羊
乳，PAO活性低于牛、羊乳。通过对乳中 XO、PAO和 LPO
（乳过氧化物酶）系统的协同抗菌机制分析，研究人员认为，
大熊猫初乳在新生幼崽肠道微生物和先天免疫系统形成过
程中发挥作用主要靠 XO。其乳中较低的 PAO活性可能与大
熊猫特殊的进食模式和消化系统有关。

研究人员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分析认为，大熊猫具有典型
的肉食性动物的肠道结构，但成年大熊猫的饮食模式以竹子
等高纤维食物为主，其必须依靠肠道微生物来消化纤维素，
因此大熊猫幼崽肠道微生物的形成十分重要；而大熊猫幼崽
的断奶时间通常在 1岁以后，可以预测虽然大熊猫初乳中
PAO活性较低，但大熊猫初乳可通过 XO、PAO和 LPO系统
的长期协同抗菌机制实现对大熊猫幼崽肠道微生物的调节，
进而促进大熊猫幼崽先天免疫系统的形成。 （张行勇严涛）

相关论文信息：

闻“香”识帕金森
■本报记者王昊昊

18 年前，高常青初获比利时牧羊犬
“David”时，未曾料到强壮且外貌优美的爱犬，
能成为帮助他鉴别帕金森病患者的好助手。

此前已有科研成果提示帕金森病患者
可能存在特殊的气味。过去几年里，已成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动物实验中心主任的高
常青和该院神经内科教授郭纪锋、唐北沙团
队，联合国内另外 3所三甲医院，开展了一
项多中心、前瞻性、双盲临床试验，发现比利
时牧羊犬能嗅辨帕金森病患者皮肤挥发的
近似麝香的气味，为帕金森病的诊断提供了
全新思路。

近期，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以封面论文形
式发表于《运动障碍》。这是世界上首次报道证
实利用实验动物辅助诊断人类帕金森病。

高常青坦言，如果没有在比利时的那段
学习工作经历，很难有今天的成果。

故事还要从他读研时说起。

爱犬得灵感

高常青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1993 年，
他来到比利时根特大学医学院药理系 Hey-
mans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1993年至 2007年，高常青一直在比利时
求学、工作。10余年的国外研究生活忙中有乐，
最让他难忘的是一次傍晚时分的散步。
“那天我做完实验来到研究所附近散

步，不经意间看到草坪上有位老爷爷在遛一
只狗，它长得非常漂亮。”这让“天生就喜欢
狗”的高常青瞬间来了兴趣。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走上前去和狗主
人交流，希望也能拥有一只这样的狗。狗主
人对他并不十分“感冒”，首次“搭讪”以失败
告终。高常青在工作之余多次“蹲点”，慢慢
才和老爷爷熟络起来，得知原来这是一只比
利时牧羊犬。这位老爷爷是专门为比利时警
察局培养警犬的，不卖给一般人，几条狗的
价格就可抵一栋别墅。

高昂的价格和狗主人的婉拒让高常青
望而却步，但他对比利时牧羊犬的喜爱丝毫
未减。“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增进与狗主
人的关系，比如向他介绍中华文化，分享美
食，推荐他参加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开展的
一些文化活动。”高常青说。

终于，高常青的热情和坚持打动了狗主
人，他决定专门为高常青繁殖一只比利时牧
羊犬。2004年，高常青如愿以偿，并为爱犬取

名“David”。
拥有爱犬后，高常青把他曾经在电视、

杂志上学到的各类训犬知识应用起来，一有
时间就带着爱犬外出训练。

在当时，医学界已经报道过犬只“闻”出
主人身上的癌症等疾病的例子。高常青也对
比利时牧羊犬的嗅觉和犬嗅辨人类疾病的
相关医学案例做过研究。

高常青说，狗和人类的鼻子构造不一
样，狗吸入气体进入气道后有个过滤的过
程，过滤完才将气体传输到肺部。比利时牧
羊犬最大特点是鼻子很长，鼻子长鼻腔就
长，鼻腔上的嗅觉细胞也更多，嗅觉神经也
会更丰富。
“与人类大约 10cm2的嗅觉上皮相比，

犬的嗅觉上皮面积在 170cm2以上，是人类
的 17倍；犬的嗅觉受体超过 2亿个，是人类
的 40倍。犬的嗅觉受体受到更丰富的神经
支配，加上鼻子的特殊构造，利于它辨别吸
进的气味，而排除不需要的气味。”高常青补
充道。

这给高常青一个启示，他的爱犬是否也
能嗅辨人类疾病？

不谋而合

2007年，高常青回国进入中南大学工作，
先后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中南大学动物实
验部门负责人，这让他有机会实现其理想。

2011年担任中南大学实验动物学部主
任后，高常青开始了对犬的训练。
“最初几年，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犬

嗅辨肺癌的研究上。训练过程中，我发现犬
嗅到肺癌患者标本时，会有一个‘思索’的表
情。这让我坚信能够在犬嗅辨人类疾病的研
究上搞出一些成果来。”高常青说。

2016年，有报道提示帕金森病患者可能
存在特殊的气味。高常青便找到我国著名神
经病学家、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唐北沙，
希望开展合作研究。唐北沙将高常青介绍给
了自己的学生、主攻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郭纪锋。

一经交流，二人不谋而合：如果证实比
利时牧羊犬能通过嗅辨患者身上的气味辅
助帕金森病的诊断，将为帕金森病的治疗提
供新思路。

郭纪锋介绍，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
系统变性疾病。它的诊断一直是个难题，理论

上讲，需要取病人深部脑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才
能确诊，这在病人活着的时候很难完成。
“帕金森的发病率在整个人群中占 1%左

右，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帕金森病人的数量还
会不断增加。”郭纪锋表示，帕金森病的临床表
现主要是慢、抖、僵、硬，到了终末期会出现走
路不稳的情况，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郭纪锋表示，帕金森病还有很多非运动
症状，比如嗅觉障碍、睡眠障碍、泌尿系统或
消化系统问题。“帕金森病极为复杂的临床
表现，决定了它的确诊难度很大，并且病人
就诊时在病理上已经到了病程的中晚期。”

为了探讨帕金森病患者体味对疾病的
诊断作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联合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明基医院开展了一项
多中心、前瞻性、双盲临床试验。

嗅辨帕金森病

研究利用犬嗅辨来自上述 4 家医院的
两组人群（第一组包括 109例服药治疗的帕
金森病患者和 654例正常对照；第二组包括
37例病程小于两年、未服药的新发帕金森病
患者和 185例正常对照），探讨犬嗅辨帕金
森病患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研究结果显示，在第一组服药治疗患者
中，当两只或全部三只嗅辨犬示警为阳性结
果时，测试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和
阴性似然比分别为 91%、95%、19.16和 0.10。
同时，对未服药新发患者的灵敏度、特异度、
阳性似然比和阴性似然比分别为 89%、86%、
6.6和 0.13。

在对那些本以为是正常人，但犬嗅辨为

帕金森病的试验参与者进一步检测时，发现
他们大部分都有或多或少的帕金森病的早
期临床表现。这提示犬可以嗅辨出早期的帕
金森病患者。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一次犬嗅辨现场看

到，科研助手将装有数个标本的罐子放在实验
室内，其中一个标本 A是临床确诊的帕金森病
患者的标本。放置完毕后，全程未参与整个准
备过程的训犬员将嗅辨犬带进实验室，让其从
多个罐子中嗅辨帕金森病患者的样本。犬能迅
速定位放置患者样本的鉴别罐。

那么，帕金森病患者身上散发出的究竟
是什么味道？对此，高常青表示，这是一种近
似麝香的味道，但其具体分子机制尚不明
晰，这也是团队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临床角度来说，这项研究为帕金森

病的诊断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很难得。”郭
纪锋表示，实验表明，犬嗅辨帕金森病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通过对这一现象的临
床转化，团队未来有可能开发具有临床应用
前景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方法。
“传统动物实验多是先造模，给药物或

对动物做手术，然后观察比较实验组与对照
组动物的区别，会对动物造成一定的伤害。
我们的动物实验对动物没有任何伤害，在动
物为人类作贡献的同时，我们对动物很友
好。”高常青说。

目前，湘雅医院动物实验中心共有 8只
嗅辨犬。谈及未来，高常青表示，团队正和不
同的科室积极沟通，将努力通过进一步的犬
嗅动物实验，为肿瘤、代谢性疾病等诊疗提
供新线索。

相关论文信息：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科技工作者要当好排头兵
■王合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
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然而，科技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不
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群人的事，而是全
国各族人民的事。如何让大众了解科学、支
持科学发展？科普工作是利器。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加强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作了强调。

国家科普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向公众提
供科普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加强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是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任务，是实现科技自立
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础，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科技工作者是科普的源头活水和“第一
发球员”，要当好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
排头兵。

首先，科技工作者要有高度的科普自觉。
履行天职源于自觉自醒。科普自觉的高度

决定着科普工作的力度。科普自觉是科技工作
者对科普工作地位作用和自身责任的觉悟和
觉醒，是克服不愿做科普、不屑做科普、不擅长
做科普、不敢做科普等阻力的内生动力。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可以悟
出科普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
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
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
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
转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

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
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
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
量充分涌流。

从科普工作政策法规中可以学出科普
自觉。今年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
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增强科普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自身优势
和专长，积极参与和支持科普事业，自觉承
担科普责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对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和支持科普活
动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从科普工作历史逻辑中可以炼出科普
自觉。科学普及的历史与科学研究的历史一
样久远且相生相伴。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
进步既依赖科技创新产生新知识、新思想，
也需要科技工作者把新知识、新思想普及给
全社会。杰出的科研成果，只有通过科普让
人们了解并接受，才能得到广泛应用，并反
过来促进科学发展。

其次，科技工作者要有独特的科普自主。
履行天职重在独立自主。科普自主要求

科技工作者准确把握科普工作规律，服务人
的全面发展、服务创新发展、服务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自信而主动地开展科普工作，
走出与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相适应的自
主科普路子。

新时代发展正在促进传统科普发生深
刻变化，内涵上，从侧重传授知识、教授方法

为主，转变为树立科学观念、涵养科学精神、
培育创新精神和营造创新氛围为主；理念
上，从自上而下的教化式灌输转变为人文情
怀的融入式服务；手段上，从传统传播形式
转变为信息化全媒体传播；机制上，从党和
政府主导转变为党和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
与的社会化动员机制和市场化运行模式。

科技工作者要通过撰写科普文章、举办
科普讲座、参与科普活动、翻译国外科普作
品等多种形式开展科普。运用专业特长，针
对社会关注热点、突发事件和公众疑惑进行
权威解读。发挥重大科技活动示范引领作
用，大力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在科技计划
中合理设置科普工作任务，围绕科技成果开
发系列科普产品。

科技工作者要强化科普内容的源头供
给，深化与文学、艺术、教育、传媒工作者等
的合作，共同把科学知识“翻译”成大众可以
理解的语言，确保受众“看得懂、记得住、用
得上”。用好媒体这个重要传播渠道，特别是
注重发挥网络新媒体传播的优势。

科技工作者要牢记科普之本，科普是以
人民为中心的科普，科技工作者要针对不同
年龄、职业人群的特点和需求做科普。

增进文明互鉴，推动价值认同亦是科普
的重要功能，科技工作者要坚持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加强国际科普交流合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科技工作者要有严
格的科普自律。

履行天职贵在自律有恒。科普自律，是
科技工作者在科普工作中严格约束自己，讲
规范，有操守，守底线，重实效。不仅如此，科
技工作者社会影响大，有不少“粉丝”，身教
重于言教，要做到知行合一。

华罗庚曾说：“人有两个肩膀，我要让双肩
都发挥作用。一肩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
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送到工农群众中去；一肩
当做‘人梯’，让年轻一代搭着我的肩膀攀登科
学的更高一层山峰……”李四光、茅以升等 25
位著名科学家共同撰写《科学家谈 21世纪》等
科普著作，曾经带给几代中国人难忘的科普体
验，为无数人打开了科学研究的大门。科技工
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继承
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科普风范，把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普工作的落脚点，不
断厚植人民群众的科学基因。

科普工作要讲求实效。科技工作者要多
就自己研究的领域发声，对于其他学科切忌
不懂装懂、滥用权威性。要突出科普工作的
有用性、有效性，将自身的研究领域与哲学
人文科学的元素融于一体，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渗透到科普内容之中，增强科普的吸
引力、感染力。

需要指出的是，科普是有底线的。科技
工作者要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增强风险防控
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加强科普伦理建设，
推动科技向善，绝不向公众传播未经科学验
证的现象和观点。要增强斗争精神，充分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坚决破除封建迷信思想，
自觉抵制伪科学、反科学等不良现象，深刻
揭露假借科普名义进行的抹黑诋毁和思想
侵蚀活动，鲜明反对网络传播中以科普名义
欺骗群众、扰乱社会、影响稳定的行为。

总之，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凝心聚
力，唱响科普主旋律，传播科普好声音，增强
科普正能量，开创新时代科普工作新局面。
（作者系重庆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

比利时牧羊犬能迅速定位放置患者样本的鉴别罐，并将头伸进罐子里待训犬员确认。
王昊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