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6日，重庆云阳，长江水位下降，部分江滩裸露开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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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看电影一样了解细胞“前世今生”
科学家成功实现活细胞转录组测序
■本报记者刁雯蕙

活细胞测序记录细胞变化示意图。
图片来源：Duygu Koldere Vilain

《“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
发展规划》正式公布

本报讯（记者李晨阳）作为“十四五”科技创新
领域专项规划之一，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共同
编制的《“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8月 16日正式公布。《规划》明确，到
202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5%，多元
化科普投入机制基本形成，创建一批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提高科普基础设施覆盖面。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推进
新时代科普事业发展，本次编制的《规划》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的指导思
想、主要目标、重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普事业

取得新的显著成效，但是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
求及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
表现在：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对科普工作重要性认
识不到位；科普组织体系和协调机制不健全，社
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科普工作的长效机
制尚未完全建立；科普投入相对较低，科普基础
设施较为薄弱，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投入科普的
政策举措不足；对公众关注的热点科技问题、社

会突发科技事件响应不足；科普工作的覆盖面、
渗透度与影响力仍然有限，科普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作用不明显，科普绩效有待提高；科普工作
手段有待进一步创新。
《规划》强调，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下，科普工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崇尚
科学和鼓励创新的风尚。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将重点实施以下
任务：强化新时代科普工作价值引领功能；加强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普工作全面发展；推
动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抓好公民科学
素质提升工作；开展科普交流与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明确了开展群众性科
普活动具体举措，如组织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
日、公众科学日、科技工作者日等国家重大科普
示范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组织实施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员、科技
专家和致富能手下乡等农村科普活动。

第36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启线上展示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8月 17 日，第 36 届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线上展示交流活动在北
京启动。本届大赛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
良学风”主题，按照大赛改革思路和新出台的《青
少年科技实践规范指南》等文件要求，精心策划
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展
示交流活动，为青少年科技爱好者和科技辅导员
提供展示创意成果、接受专业指导、感受大家风
范、朋辈交流互鉴的平台。

在为期 4天的线上活动期间，主办单位将邀
请近百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与参加活动的 624 名青
少年学生和 271 名科技辅导员在线交流创新思
路，激发灵感火花，启迪创新思想。

活动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中国科学

院院士杨玉良，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和李四光外孙女邹宗平、钱
学森之子钱永刚、邓稼先妻侄许进向青少年发出
《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倡议。

2022年是大赛创立 40周年。活动期间，主办
单位特别制作创新大赛 40周年回顾线上展览，系
统呈现大赛历史沿革、活动成效和未来发展方向。

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中国科协专职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高瑞平，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党组成员蔡淑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
席、党组成员井顿泉出席开幕活动。

科学家实现两个光力系统全光远程同步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敏）近日，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董春华教授及合
作者、特任副研究员邹长铃等，将微腔内的
光辐射压力引起的机械振荡加载到泵浦光
上，经过 5 千米长的单模光纤传输后激发另
一微腔内的机械振荡，通过光学模式和机械
模式的有效调控，从而实现两个光力系统的
全光远程同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物理
评论快报》。

迄今为止，振荡器之间的全光同步距离仅
限制在微米量级，大大限制同步网络的应用。
尽管光力系统将机械振荡器与光子连接起来

具有天然优势，但远程光力系统的全光同步实
验实现仍具有挑战性。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光力系统全光同
步的物理解释，将注入锁定机制与同步机制结合
起来，实现了全光远程同步。首先，基于微腔中的
热光效应和光弹效应，团队实现了最大达 5.5纳
米的光学频移以及 0.42兆赫的机械频移，克服了
在不同的光力系统中光学和机械模式同时对准
的困难。紧接着，团队利用一束相干激光驱动二
氧化硅微球腔，产生的调制光通过 5千米长的光
纤传输到微盘腔。在合适的激光频率下，边带诱
导的光力相互作用成功抑制真空噪声，输出功率

谱降到单峰，实现两个机械振子的同步。
研究团队利用 1625纳米左右的探针激光对

微盘的机械振动进行检测，进一步确认了实验结
果。通过对两个振荡器的输出功率谱和相空间轨
迹表征，两个微腔可以以固定的相位关系和相同
的频率振动，展示了对不同波段光信息进行同步
的能力。

实验所展示的远距离全光同步技术，为构
建复杂的同步光力系统网络奠定了基础，有望
在光通信和时钟同步等领域得到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纳米“炸弹”定点清除胞内菌
本报讯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骨科团队在细菌感染治疗领域取
得新进展。研究人员制备出一种新型生物材料
负载抗生素，形成纳米级药物胶囊，可以进入
细胞内，像“炸弹”一样清除胞内菌，并破坏生
物膜，增强抗生素对生物膜内细菌的杀伤能
力。该研究有望为提高临床细菌感染治疗效果
和降低感染复发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相关成
果在线发表于《先进功能材料》。

在临床治疗中，大量使用抗生素极易引起

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不利于细菌感染治
疗。而持留菌形态是细菌应对抗生素杀伤的重
要方式，持留菌在组织细胞内部和生物膜内表
现为暂时休眠或缓慢生长状态时，可耐受致死
浓度的抗生素。当患者体内抗菌药物浓度降低
或机体免疫力低下时，持留菌会从休眠状态复
苏，引起感染复发。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汤亭亭和第九
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赵杰指导下，该院副研究员杨
盛兵带领团队提出采用镓离子干扰持留菌代谢，

以增强抗生素杀伤持留菌的新策略，构建了一种
新的含镓金属有机框架纳米生物材料（GaMOF）。

这种纳米生物材料负载抗生素形成纳米
级药物胶囊，可以进入细胞内清除胞内菌；同
时可破坏生物膜，增强抗生素对生物膜内细菌
的杀伤能力。

据悉，相关研究成果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临床转化应用也在稳步推进中。（张双虎黄辛）

相关论文信息：

8月 16日，第十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博览会以“奋进十载 智创未来”为主题，展出面积超过 10万平方米，设立
了 CITE主题馆、新型显示及应用馆、元宇宙及虚拟现实技术专馆、智电生
活馆、电子数字生活馆、大数据云计算馆、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集群馆、智
能驾驶及汽车技术馆、基础电子馆等九大展馆 20个专业展区，包括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在内的 1400多家单位带来上万件新产品、
新技术及新服务。

图为参观人员体验机械臂产品。
本报记者刁雯蕙报道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供图

当前我国高温热浪事件综合强度
达 1961年以来最强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根据
国家气候中心近日监测评估，综合
考虑高温热浪事件的平均强度、影
响范围和持续时间，从今年 6月 13
日开始至今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
合强度已达到 1961年有完整气象
观测记录以来最强。

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范
围广、强度大、极端性强等特点。截
至 8月 15日，此次高温事件已经持
续 64天，为 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
最长（超过 2013年的 62天）；35℃以
上覆盖 1680站、37℃以上覆盖 1426
站，均为历史第二多（仅次于 2017
年，分别为 1762站和 1443站），但
40℃以上覆盖范围为历史最大；高
温极值站数 262站，已超过 2013年
（187站）和 2017年（133站）。

夏季以来（6月 1日至 8月 15日），全国平均
高温日数 12.0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5.1 天，为
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华北南部、华东大部、华中、华南东部、西南地区
东北部及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普
遍在 20天以上，新疆中东部、内蒙古西北部、河
南南部、湖北大部、安徽、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中
北部、江西大部、湖南大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
超过 30天。

夏季以来，豫苏皖浙鄂赣黔川陕新 10省区
高温日数均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湘鲁
甘宁云沪 6省区市为历史同期第二多，闽渝为第
三多。

全国共 914个国家气象站（占全国总站数

37.7%）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高温事件标准，河
北、陕西、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青
海等地 262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持平或突
破历史极值，其中湖北竹山（44.6℃），重庆北碚
（44.5℃）、奉节（44.4℃）、巫溪（44.0℃），河北灵寿
（44.2℃）、藁城（44.1℃）、正定（44.0℃），云南盐津
（44.0℃）日最高气温达 44℃及以上。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天（8月 17日
至 26日），四川盆地、江汉、江淮、江南等地仍有
持续性高温天气，累计高温日数可达 7~10天；上
述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5~38℃，局地可超过
40℃。综合研判，我国此次区域性高温热浪事件
的持续时间将会继续延长，综合强度将进一步
增强。

在婴儿呱呱坠地之前，受精卵是如何发育
成复杂个体的？为什么正常的细胞会慢慢变成
癌细胞？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了解它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正常发育的过程，也
对理解疾病的产生和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看清”
细胞的“前世今生”仍然存在显著的技术困难。

8月 17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万泽作为共同第一作
者在《自然》发表长文，介绍了研究团队在国际首
创的活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Live-seq）。该技术首
次让单细胞进行转录测序后依然能保持细胞存
活，实现了活细胞全基因表达的连续观测。
“该研究实现了使用 Live-seq技术对同一个

活细胞多次分离部分细胞质进行多次转录组测序
的可行性，表明这一技术有望在将来用于构建单
个活细胞的转录组系列变化动态。该研究为单细
胞转录组测序提供了全新的研究策略，为我们理
解生命过程的动态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是
这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汤富酬评论道。

不杀死细胞就能测序

人体内的细胞拥有几乎一样的基因组，但是

为什么能够产生多种多样的细胞？基因组中数万
个基因的表达与否和表达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细胞的种类和功能，比如神经细胞、免疫细
胞、各种肿瘤细胞等。

如果知道细胞不同时间的基因表达的变化，
就能够了解细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前，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是了解细胞
状态的重要手段。就像看一张“高清照片”，通过
单细胞测序能够看清细胞现在所有基因的表达
状态。但是，这些技术在理解细胞状态“电影”般
的动态变化上却面临很大的挑战。
“利用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观测细胞状

态的前提是将细胞裂解，提取其中的 RNA 来
测定每个基因表达量的高低，这样就不可避免
地杀死了细胞。”陈万泽说，“此外，使用单细胞
测序技术也只能了解到一个细胞当下的状态，
却不能获得它的过去，也无法知晓它将来的功
能。”

通过近 7 年的努力，陈万泽与合作者开发
了活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 Live-seq，其核心是通
过对活细胞中的部分细胞质进行微创提取，并
对极其微量的细胞质 RNA进行扩增，在单细胞
转录组测序后依旧保持细胞的存活和功能，从
而实现细胞动态变化的跟踪。

论文通讯作者、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

授 Bart Deplancke表示，该技术兼具全基因表达
分辨率和动态解析能力，是目前对单细胞转录
组直接动态测量、偶联细胞现有状态及其后续
表型的唯一解决方案。 （下转第 2版）

侯建国调研推进中科院共建怀柔科学城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8月 16日，中国科

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在北京怀柔科学城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和工作会议。中科院副院
长、党组成员李树深参加工作会议，党组成员、
秘书长汪克强陪同调研并主持会议。

上午，侯建国一行调研了在建的地球系统数
值模拟装置、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两个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物理研究所材料基因组研
究平台，与一线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深
入交流，了解设施和平台建设进展以及相关科研
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中科院在怀柔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座谈会上，侯建国听取了承建
单位关于设施建设进展及有关工作的汇报，和与
会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侯建国对各设施的推进进展和成效予以
肯定。他指出，谋划好、建设好、运行好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
力军作用的重要体现。各建设单位要进一步加
强项目建设管理和统筹协调，压紧压实管理责
任，及时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并加强关键仪器
设备的自主研制，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
务。同时，要主动谋划、提前部署，组织一流科

学家用户团队推动设施早日产出重大成果，充
分发挥设施作用，培养和吸引优秀科技人才，
促进高水平国际合作，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下午，中科院深入推进怀柔科学城共建工
作会议召开。中科院科创办汇报了全院参与共
建怀柔科学城总体情况，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高能物理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和中国科学
院大学交流汇报了在怀柔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与会人员就相关项目建
设、科研布局、人才团队、条件保障及后勤服务
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交流。

侯建国在讲话中指出，共建怀柔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和怀柔科学城是中科院作为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承担的重大政治任务，也
是中科院改革发展的内在需求。院属相关单位
和院机关相关部门要以更高的站位看待怀柔
科学城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发展前景，进一步提
高认识、统一思想、积极行动，抓紧推进各项工
作。要以更加长远的眼光进行新学科领域、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科技人才等的布局，
不断提高共建怀柔科学城的统筹能力、组织能

力和执行能力。要以更积极的心态推动解决当
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保障和激励科研人员在怀柔安心工作、潜心科
研。要以更开放的胸怀推动院内外全方位合
作，以设施平台为依托、以项目任务为牵引、以
共性技术问题为联结，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搭建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平台。要以更强
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好各项重点任务
的落细落实，院机关部门要发挥统筹规划、组
织协调、整合力量、督促落实的作用，各相关研
究所要坚持“全院一盘棋”，根据党组部署，科
学谋划、有序布局，不断集聚“人气”和“科研
气”，在怀柔科学城建设中作出应有贡献。

侯建国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标对
表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
“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住建设怀
柔科学城的宝贵机遇，在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和怀
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发挥骨干引领作
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