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24年 2月 21日 星期三
主编 /肖洁 编辑 /胡璇子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00元年价：21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发现·进展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

筛选出海洋来源
抗骨质疏松药物先导物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谢文燕）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研究员刘永宏团队与合作者在海洋来源抗骨质疏松药
物先导物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他们从红树林根和根际土壤
来源的两株青霉真菌中分别筛选发现了可作为抗骨质疏松药物
先导物的坦桑瓦酸和雌诱素类衍生物，并阐明了它们的作用机
制。近日，相关成果分别发表于《药物化学杂志》和《欧洲药物化
学杂志》。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代谢性骨病，表现为骨脆性和骨
折风险增加，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
骨质疏松症治疗的代表性药物均有严重的副作用。

寻找新型抗骨质疏松药物先导物至关重要。红树林生长于
海陆潮间带，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红树林共附生和底泥来源微
生物可产生化学结构新颖和具有独特生物活性的代谢产物，是
药物先导物的重要来源。

研究人员利用 HPLC-DAD和 GNPS分子网络技术，从广
东湛江沿海红树林的根部来源内生真菌中定向分离鉴定坦桑
瓦酸衍生物 40个，含 22个新化合物。其中新化合物 penicisteck
acid F显著抑制 NF-资B荧光素酶活性和破骨细胞的生成。研究
证明，NF-资B p65 是 penicisteck acid F 抗骨质疏松的潜在作用
靶标，penicisteck acid F可显著减轻去卵巢小鼠的骨质疏松症，
坦桑瓦酸类药物先导物具有较好的成药性。

研究人员还从红树林根际土壤来源青霉真菌中分离鉴定了
13个结构新颖的雌诱素衍生物，其中 eupenicisirenin C显著抑
制 NF-资B荧光素酶活性和破骨细胞的生成。在斑马鱼骨质疏
松症模型中，eupenicisirenin C展现出显著的治疗潜力。

相关论文信息：

鲁兵安团队制备的二次离子电池。
受访者供图

湖南大学

电解液中引入灭火剂
充电电池实现超宽工作温域

本报讯（记者王昊昊）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教
授鲁兵安团队将一种灭火剂（Novec 7300流体，缩写为 MME）
引入二次电池（充电电池）电解液中，通过其与另外两种高低介
电常数溶剂的配合，成功构建了阻燃的电解液。这种电解液的
长循环性可以通过简单的电解质盐的替换拓展到不同电池体系
中，包括钾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文献检索显示，这是目前工
作温域最大的二次离子。近日，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 -可
持续性》。

电解液是电池的“血液”，影响电池的比容量、工作温度范围
等。目前，开发具有宽温度适用范围及高安全性的电解液仍面
临巨大挑战。

研究人员发现，MME分子富含低极性 C-F键，通过与两
种高低介电常数溶剂的配合，能分别溶解钾 / 锂两种电解质
盐并作为电解液使用，具有出色的热稳定性和不易燃性，可
在 -75℃至 80℃的宽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使用 MME电解
液后，钾金属对称电池的循环寿命能延长到 8800 小时，钾石
墨负极电池实现 2400次稳定循环，容量保持率达 93%。这主
要得益于 MME的引入调整了电解液溶剂化结构，有助于富
含无机成分的钝化层形成。

在MME电解液与磷酸铁锂电池匹配后，电池寿命从传统
的 150次循环提升到 5400次循环。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引入
MME后的电解液相比引入前具备更高的热失控温度，说明其
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即使在恶劣条件下的 18650锂离子电池中，
也能够以 96.7%的容量保持率循环超过 200次。

论文审稿人认为，该研究提供了关于钾离子和锂离子电池
电解质的有趣发现，提出了一种新的安全和宽温度范围的电解
质；该工作质量非常高，代表了对非水电池电解质的顶尖研究；
制备的电池成本低且对环境友好，为电池领域相关研究提供了
宝贵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揭示为何男性肝纤维化
发病率更高

本报讯（记者严涛）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教
授吕毅和张谞丰团队首次揭示 Y染色体及其编码基因是导致
男性相较于女性肝纤维化发病率更高、进展更快的关键遗传因
素。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肝脏病学杂志》。

在肝脏病理生理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现象。具体而言，
男性肝纤维化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显著高于女性，且发生肝细胞
癌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5倍至 6倍。

该研究应用小鼠模型再现了肝纤维化性别差异的临床现
象。在未去势和去势的小鼠肝纤维化模型中，研究人员均发现，
雄性小鼠相比雌性小鼠更容易出现毒素或胆汁淤积引起的肝纤
维化。通过对 Y染色体特异性表达的诸多候选基因进行分析，
他们发现，男性性别决定基因 SRY在雄鼠肝纤维化模型和男性
肝纤维化标本中呈现最显著上调。此外，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
对照小鼠相比，SRY敲入小鼠的肝纤维化加重。

SRY是一种强促纤维化因子，可解释肝纤维化的性别差
异。作为预防和治疗该疾病的潜在性别特异性治疗靶点，其具
有关键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科技让乡村发展有“里”又有“面”
姻本报记者杨晨

车途经广元市剑阁县 110乡道，一路向
南行至汉阳镇，在镇卫生院处左拐上坡，沿
着平整的山路再行驶约 5分钟后，眼前突然
一片开阔：远处群山环绕，天然的坪坝上，房
舍、农田、鱼塘、果林等错落其间。

壮岭村到了。
新春佳节期间，《中国科学报》记者跟

随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以下简称成都分
院）科技帮扶驻村队员来到壮岭村，看一看
在科技力量加持下，这个 2023年度四川省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焕发的新颜。
成都分院从 2021年起开始定点帮扶壮

岭村，在分院系统各单位内选拔合适的科
技帮扶驻村队员，并定期轮换，让科研工作
者们深入乡村振兴一线。
同时，成都分院系统各单位发挥所长，

引入特色项目，为产业发展、环境改善、乡
村治理等出谋划策，让乡村发展有“面子”
又有“里子”。

促经济

2023年 8月，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
学公司技术员王豪有了一个新身份：科技
帮扶驻村队员。他和同样来自成都分院系
统单位的徐思勇、周志平、林立刚一起，被
选派到壮岭村，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每天早上到岗后，王豪要么在村委会
帮忙处理村民事务，要么走村串户，一一了
解各户情况并记入表格，脱贫户和低保户
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判断他们有无返贫
风险，要进行评估和监测。如果有，就马上
上报，研究解决方案。”王豪很高兴，2023年
全村无一户返贫。

“当然，要让村民永不返贫，且走上增收
之路，还得靠产业带动。”他指了指村委会前
方，只见万亩大豆玉米种植示范区、稻田养
鱼示范区和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初具雏形。

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 4个直径近 10
米的深蓝色镶边的大“鱼桶”。“这就是‘稻渔
循环种养示范场’。”王豪介绍，目前该示范
场已完成基本设施建设任务，并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了机井、顶棚和集装箱的配置，实现
对“鱼桶”内水质、温度、光照氧气等数据的
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在线指导。

前期谋划过程中，成都分院相关科研
团队基于壮岭村粮油发展的需求和条件，
进行多方筛选和评估后，才最终确定引进
该项目。从勘测到设计再到施工，每一轮进
展科技帮扶驻村队员们都深入参与。

示范场主打一个“循环”概念，“桶”里
养鱼，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残饵等有机
废弃物排入旁边的稻田，用作肥料。同时，
稻田的灌溉水和“鱼桶”里的养殖水也能得

到合理利用，减少资源浪费。
成都分院科技合作处处长王一丁介绍，

为保障“稻渔循环种养示范场”的日常运行，
成都分院特地邀请了农业专家，对壮岭村养
殖人员进行了稻渔立体循环种养专题培训。
“不仅回答了村民们关心的虫害、缺水等相
关问题，更对鱼池消毒、品种选择、排气和饲
养等重要环节作了讲解。”

2023年 8月，示范场完成了草鱼、鲫鱼
等鱼苗的投放。按照目前的投放量，预计年
产优质鱼 10万余斤，为壮岭村集体经济带
来约 5万元的增收。

美村颜

钱包要鼓，“面貌”也要新。在壮岭村，
散落乡间的农家院舍被粉刷一新。水泥硬
化路面通村入户，主干道新立的太阳能路
灯杆上，挂着代表喜庆祥和的中国结。
“在 2023年，我们启动了‘绿美果香’计

划，引进了黄桃、梨等经济作物。”王豪表
示，果树的种植，对于村庄的经济增收和景
观打造都有助力。“我们因地制宜，根据壮
岭村土壤质地较硬、石粒较多这一特点，进
行果树的选取。种植不会占用基本农田，而
是在土地边角‘见缝插针’。”

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和生活粪污排
放不仅影响农民的生活质量，也给环境带
来了极大压力，而这一问题在壮岭村得到
了初步解决。

在修整一新的村委会小楼旁，记者发现
了一个近似正方体的大“盒子”。“这就是新
建不久的生物强化粪污处理设备。”王豪介
绍，这一设备正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发挥其在微生物技术领域中的优势，设计
并修建的。大“盒子”里包含污水处理系统和
除臭系统，设计粪污日处理量为 1.8立方米。

据悉，研究人员利用微生物技术将有
机物质分解为无机物质，通过厌氧和好氧
两个阶段的处理，将粪污转化为肥料和洁
净的水体。“微生物处理成本较低，且过程
中不需要使用任何化学药剂，不会引起二
次污染，对环境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王豪
说，处理后的粪污还可转化为有机肥料，用
于农业生产。

而粪污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会经
生物滤池过滤净化和 UV处理后，进行达标
排放。目前，该设备已广泛应用于景区、工
地以及移动厕所的粪污处置工程中，村庄
卫生条件得以改善。

不仅如此，村民的“安全感”也得到了
提升。由中国科学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研制的“智慧安全系统”，在村里主
干道重点区域进行了投用。村委会工作人
员可在移动端实时了解村庄情况，加强园
区安防工作。

环境的改善，对壮岭村日后的旅游业
发展更是大有裨益。壮岭村党支部书记赵
强表示，在现有基础上，壮岭村会按照农旅
融合的思路进行打造。“况且壮岭村离国家
4A级景区翠云廊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在
其辐射带动下优势明显。”
“成都分院将结合自身科技特色，发挥

技术特长，做好帮扶工作。”成都分院副院
长刘庆表示，未来，成都分院会在鱼类养殖
水质提升、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乡村民宿
建设和“绿美果香”的打造方面继续发力，
助力壮岭村农旅产业发展。

国产商用飞机 C919和 ARJ21
首次亮相国际航展

2月 20日，新加坡航展在樟宜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两
架大型客机 C919和 3架支线客机 ARJ21首次亮相，并通
过馆内模型展览、室外静态展示和飞行表演等多种方式，向
公众呈现中国商用飞机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据悉，这是我国
国产商用飞机首次在海外“组团”亮相。图为中国商飞
C919。 图片来源：人民画报 /视觉中国

壮岭村。 杨晨 /摄

6年，他们打破传统生态修复“梦境”
姻本报记者张双虎

“梦想成真”是所有人的愿望，科学家
也不例外。
为恢复丧失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生态学家早期提出一个听起来很美的“梦境”
假说。他们援引美国奇幻电影《梦幻成真》中
的一句经典台词———“若你建成它，他们就会
来”，认为人们一旦停止破坏并改善环境条
件，食物链会自然地按营养级自下而上逐步
恢复，进而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恢复，这被称作
生态修复理论中的“上行效应”。

然而世界各地的生态修复实践中，基
于“上行效应”理论的修复工程成效不一，
有些甚至很长时间后仍不能完全恢复。

多年来，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贺强团队致力
于破解生态修复成效不一的难题。日前，他
们的相关研究登上《科学》封面。基于该理
论，他们在上海长江口成功开展有关水鸟
与滨海湿地植被修复的野外控制实验，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通讯》。

谁“谋杀”了海三棱藨草

2018年，贺强等人在上海崇明东滩自
然保护区调查时，发现几年前已经成功治
理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的滨海滩涂中，
土著植被海三棱藨草并未按照预想的恢
复。为搞清原因，他带领学生在东滩湿地开
展了海三棱藨草种植实验，并架起红外相
机进行监控。

很快，“疑犯”浮出水面。
“回放监控发现，东滩湿地有很多小螃

蟹，这些小螃蟹白天藏着不动，晚上成批爬出
来觅食。”贺强告诉《中国科学报》，“它们很快
就把种植的海三棱藨草幼苗啃食光了。”

为进一步验证，团队设计了 4种样地
进行对比实验：一是不进行任何处理，让植
被自然再生；二是按传统方式种植海三棱
藨草；三是种植海三棱藨草后，周围挂上绳
子驱除水鸟；四是种植海三棱藨草后，驱除

蟹类，模拟高强度水鸟捕食。
结果发现，不控制蟹类，海三棱藨草很

快就会消失。如果拦住水鸟，样地里的蟹类
成倍增加，海三棱藨草消失的速度更快。
“水鸟是蟹类的天敌。我们驱除蟹类，

模拟水鸟高强度捕食，发现海三棱藨草很快
就长得密密麻麻，两三年内土著植被就能恢
复。”贺强说，“和历史上相比，东滩的水鸟
种群目前虽有所恢复，但数量依然较少，因
此对蟹类的控制作用较弱，不利于土著植
被恢复。”

这一发现促使他对生态修复中传统的
“梦境”假说和“上行效应”进行思考。

“我们有时候需要反向思维。”贺强补
充道，“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把动物管理好
了，植被就会恢复得更好。”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与“上行效应”迥
异的“下行效应”，通过构建包含 64个国家、
2594组实验研究的全球数据库，对数据进
行分析，在全球尺度上系统研究了植食动物
对植被恢复的“下行效应”、分异格局及管理
措施的影响。

被拒论文登上《科学》封面

“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很早就有‘下行
效应’的概念，但在生态修复领域，‘上行效
应’是主流理念。”贺强说，“‘下行效应’能否
用于生态修复，一直缺乏科学共识。”

贺强团队的研究表明，“下行效应”是生
态修复成败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但生态修
复不能完全照搬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
结论。
“对比分析自然生态系统和修复生态系

统中的‘下行效应’，我们发现自然生态系统
中，植食动物常会提高植物多样性，但是在恢
复阶段的退化生态系统中，植食动物则显著降
低植物多样性。”《科学》论文第一作者、团队研
究生徐长林介绍说。
为什么在恢复阶段的退化生态系统中

植食动物的作用发生了反转？研究发现，相
比自然区域，修复区域的初级生产力更低，
而植食动物的平均生物量是自然区域的两
三倍。当初级生产力较低、植食动物密度高
时，动物取食更易清除种群较小的植物种，
从而抑制植物多样性。
“就像小螃蟹对海三棱藨草做的那样。

植物幼苗往往细嫩多汁，是植食动物眼中
的美味佳肴。”徐长林说。

2022年 6月，贺强团队将相关研究提
交《科学》编辑部。两个月后反馈回来的评
审意见中，3位审稿专家均认为这项工作总
体上很有价值，但其中一位审稿专家认为，
该研究缺乏热带地区的数据，不具有全球
代表性。
“初稿实际上被拒了。”贺强说，“但编

辑同时强调，如果能把数据补上并进行重
新分析，欢迎把论文再投回来。”

这项研究工作量极大，仅建数据库就
用了三四年时间。为了提高研究与全球不
同地区生态修复的相关性，贺强还利用在
多个国家学习、交流的经历，组建了一个研
究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不同地区植被
的科学家团队，邀请他们提供有关当地植
被修复适用性等方面的建议。

接到编辑补充数据的要求后，贺强团
队又花了近半年时间，补充热带地区数据，
并对论文进行了多次打磨。

二次投稿后，5位审稿专家对论文进行
了复审。不久，这篇历经 6年打磨的论文被
接收并被选为当期封面文章。

在《科学》同期配发的专文评述中，荷
兰生态学研究所的 Nacho Villar 博士写
到，该研究结论“挑战了传统观点、突出了
生态系统退化崩解过程和恢复重建过程
的不对称性”。

扎根野外开启更大梦想

每年四五月到 10月，贺强大部分时间会

在长江口、黄河口进行滨海湿地生态学野外调
查和实验。

滨海湿地野外研究常需要乘船到近海
的小岛或泥沙淤积新形成的大片滩涂上去，
由于没有路，进出必须“跟着潮水走”———涨
潮时驾小艇或冲锋舟进入，再趁涨潮的机会
出来。

经常早出晚归，让贺强领略了很多难
得一见的美景的同时，也会遭遇险情。
黄河口的潮汐不规律，有一次贺强带队

在黄河口海涂上做实验，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期待的潮水迟迟不来。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在
离陆地二三十公里的海涂上，师生三人焦急
地等待潮水涨起。
“天色完全暗下来，举目四望只能依稀

看到远处灯塔的亮光。那种场景下人显得
特别渺小，会产生一些恐惧感。”贺强说，
“那里我比较熟悉，但其中一位同学明显非
常紧张，不断地问‘我们还能不能回去’。”

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潮水才来。师生三
人终于有惊无险地驾驶冲锋舟摸黑赶回
住地。
长期在大自然中开展野外调查和实验，

贺强希望把对自然界的认识更好地应用于生
态保护修复。

在《自然 - 通讯》刊发的论文中，贺强
团队发现捕食性水鸟通过抑制蟹类的植食
作用和土壤扰动，促进了长江口滨海湿地
的恢复，在生态修复实践中验证了“下行效
应”理论。破解了“梦境”假说难题，更多生
态修复的梦想有待探索。
“‘下行效应’只是影响生态修复成效的

一个方面。”贺强说，“做好生态修复还需要
更全面地认识大自然，需要扎根野外，开展
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能有机会沿着我
国海岸线走一走，从中朝接壤的鸭绿江口
到中越边界的北仑河口。”

相关论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