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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大连理工大学

新方法实现
肺部纤维化逆转

本报讯（记者孙丹宁）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王华楠团
队开发了一种创新的肺纤维化治疗方法，通过肺部给药
的微流体模板化的干细胞微胶囊，有效逆转了炎症和纤
维化损伤的进展。这项研究展示了干细胞微胶囊具有精
准递送、可扩展和个性化治疗等一系列临床优势，为干
细胞治疗的临床转化提供了新视角。近日，相关成果发
表于《生物材料》。

目前，临床上肺纤维化的治疗方案相当有限，只有
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两种抗纤维化药物被批准并显示
出缓解肺纤维化的疗效。然而这些药物不能逆转病理过
程、恢复正常肺功能。

干细胞治疗的最新进展表明，静脉输注干细胞具有
治疗危及生命的肺纤维化的潜力。然而，它也面临着局
限性，如缺乏对细胞功能的控制、植入后宿主的快速清
除等。

这项研究开发了一种创新的肺纤维化治疗方法，通
过气管给药的微流体模板化的干细胞微胶囊，有效逆转
了炎症和纤维化损伤的进展。研究结果显示，水凝胶微
胶囊化可以增强供体间充质干细胞在宿主体内的持久
性，同时驱动该干细胞显著增强其治疗功能，包括免疫
调节和基质金属蛋白酶介导的细胞外基质重塑。

研究结果证明了水凝胶微胶囊具有通过细胞 -物
质相互作用增强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效果的潜力，为设计
纤维化疾病的先进干细胞疗法提供了一种有前景且直
接的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

揭示枸杞子
“耐寒暑”功效原理

本报讯（记者孟凌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陈畅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丁侃团队合作，首次揭示了枸杞子通过促进白色脂肪米
色化、增加机体产热，从而抵抗冷应激、发挥“耐寒暑”功
效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解析了枸杞子“耐寒暑”功效
的科学内涵。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实验生物
学联合会会刊》。

枸杞子是我国传统中药。《本草纲目》中记载枸杞子
具有“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的功效，但其功效
的科学内涵尚未被解读。

陈畅团队发现，枸杞多糖长期处理有助于维持冷刺
激条件下小鼠的体温，这一效应通过促进白色脂肪组织
的米色化、增加能量消耗和增强产热功能来实现。进一
步的机制研究发现，枸杞多糖的补充增加了小鼠肠道菌
群中拟杆菌门的丰度，并降低了厚壁菌门 /拟杆菌门的
比例，提高了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的丰度和盲肠内容物中
短链脂肪酸的水平。肠道 GLP-1的释放水平增加，并通
过激活 iWAT中的 CREB/PGC1α信号通路，增加能量
消耗而增强产热功能。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中药“耐寒暑”功效的科学内涵，为
其他“耐寒暑”功效的原理解读提供了科学的参照依据。

相关论文信息：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等

用笑治疗干眼
效果不逊于人工泪液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唐艳丽）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教授梁凌毅 /刘奕志团队和厦门大学眼科研
究所教授刘祖国团队合作，揭示了“笑的训练”与最常用
的人工泪液———0.1%玻璃酸钠疗效相当，且在眼部体征
改善上优于 0.1%玻璃酸钠。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英国
医学杂志》。

干眼是最常见的眼病之一，其主要症状包括眼干、
眼涩、有异物感等，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视力与生活质量。
目前，干眼治疗的一线用药为人工泪液，然而，长期依赖
人工泪液花费高。

论文第一作者、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角膜病科主
治医师李晶表示，研究团队通过一项前瞻性、非劣效随
机对照临床研究，纳入 299位不伴中重度角膜荧光素染
色的有症状干眼患者，并将他们随机分为 2组，分别接
受 8周 0.1%玻璃酸钠治疗或“笑的训练”，并采用小程序
全程记录干预情况。

研究人员根据面部及眼部肌肉运动设计出“笑的训
练”口令，30遍口令为 1次训练，一天训练 4次。在干预
8周后，“笑的训练”组和 0.1%玻璃酸钠组患者的症状及
体征均有所改善，且在主要结局指标眼表疾病指数评分
中，“笑的训练”组不亚于 0.1%玻璃酸钠组，甚至在一些
体征改善中，“笑的训练”组优于 0.1%玻璃酸钠组。
“该研究从崭新角度提出了一种有效、安全、低成本

且环境友好的非药物治疗手段。”梁凌毅表示，研究结果
为干眼的治疗提供了新策略，为长期依赖眼药水的干眼
患者带来了新希望，同时也为干眼发病机制的进一步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

刘祖国表示，该研究虽然设计不复杂，但是意义重
大。这是近年来极少数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的干
眼领域的研究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很
重要的实际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全国科普日：中秋假期“科”味浓
姻本报记者高雅丽

操控“玉兔号”模拟月球车执行月面采样
任务，体验航天员在空间站的生活场景，观看
“奋斗者”号深海下潜样品，在中国科学家博
物馆感受科学家精神的力量……9月 15日，
2024 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
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开展。今年的中秋假期，
“科”味更加浓厚。

由中国科协与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
21家单位共同主办的 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将持续至 9月 25日。“今年全国科普日平台汇
聚了 10万余场各地活动，活动开展地覆盖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今年科普日恰
逢中秋假期，不少场馆、公园还精心打造了科技
点亮中秋月、科普游园会、观星、科普市集、舞台
剧等特色活动，为群众带来全新的过节体验。”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副部长庞晓东说。

前沿科学：激发公众创新自信

大科学装置、国家重大科技设施、重大科
学成果……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在国家科技
传播中心展出，激发着公众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的创新自信。

记者看到，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模型前，聚
集了不少拍照的人。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卢
晓含介绍说：“这是中国首台、全世界第四台

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观测对象的尺度能达到
分子和原子层级，包括一台直线加速器、一台
快循环同步加速器、一个靶站以及多台供科
学实验用的中子散射谱仪，已在航空发动机
叶片等国家战略需求领域完成了大量实验。”
“火星救援”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一位

来自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的学生驾驶
火星车在规定时间内，一边穿越重重障碍，一
边寻找散落的探测器，并最终抵达终点。
“我们利用三维建模对火星地表场景进

行了仿真还原，并通过物理引擎模拟火星的
低重力环境以及火星车的真实动力反馈。”展
区工作人员说。

中国科技馆还围绕“建设外星科考站”选
题，展示最新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成果，包
含 FD-09低速风洞模型展示、户外自重构蜗
牛机器人集群实物展示、齿肋赤藓（具备火星
生存能力）实物展示、“行星风假说”模型展示
以及月壤水分子研究成果展示。

在 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现场，类似的
互动体验有很多。公众在体验游戏的同时，既
能与科学零距离接触，也能切身感受我国近
些年的科技发展成就。

互动体验：让科学精神深入人心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科学家有哪

些坚守与突破？记者发现，“共和国脊梁———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是人们打卡
的热门之一。公众在一件件真实的展品和历
史资料前驻足，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互动体
验，近距离感受老一辈科学家与当代科技巨
擘的辉煌成就与崇高精神。

今年恰逢大庆油田发现 65周年、李四光
诞辰 135周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0周年和邓稼先、朱光亚诞辰百年，在这个
特殊的时间节点，中国科技馆推出了“星耀中
国科创未来”系列展览。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晖
说：“系列展览展示了以李四光、邓稼先、吴文
俊、黄昆等为代表的我国千千万万的科技工
作者的坚定信念，展示新中国所取得的一系
列令世界瞩目、令国人自豪的伟大成就和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以使更多公众追寻这些精
神，理解这些精神的时代特质。”
“真是太厉害了！”在南水北调工程 VR

（虚拟现实）互动体验全景展示平台前，来自
河北的游客赵瑾带着孩子佩戴 VR眼镜，沉
浸式走近“国之重器”，身临其境地感受南水
北调工程的宏伟与其带来的震撼。

包括南水北调工程在内，今年主场活动
还设置了“新兴科技助发展———新质生产力
科普展”，讲述当代科技工作者建设科技强国
的生动故事。

更接地气：科技与文化互相交融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中，既有
体现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科技之
美的专题展区，又有展示科学文化在人类
科技文明史上接力与传承的“行浸式”游园
剧片段展演，充分体现了科技与文化的交
融。

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文明薪火永传
承———中轴线上的古代科技专题展”以立体
视觉空间和沉浸体验的方式，将中轴线上古
代人民在天文学、建筑学、力学、声学等多个
领域的智慧和卓越成就向公众展示，展现了
北京中轴线的科技之美。

在中国科技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奖科学家手模墙”完成更新，增添了
202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
德仁、薛其坤的手模和寄语，正式面向公众
开放。

20余年来，全国科普日活动的持续开展
在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进一
步激发了社会各界支持科普、参与科普的积
极性、主动性，带动了科普活动的蓬勃开展，
促进了科普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据中国科
协统计，2023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达到 14.14%，呈现加速增长趋势，科普正以
更加丰富多元的形式融入生活。

第 50次国际肥料科学中心肥料大会召开

科技如何助力肥料减量增效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这次国际会议上，有个国外供应商非
常认可我们的技术，希望可以合作开发适
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肥料产品，我们
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商谈。”中国科学院沈阳
应用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生态所）研
究员张丽莉说。

张丽莉提到的国际会议是近日在山东临
沂召开的第 50 次国际肥料科学中心肥料大
会，大会由国际肥料科学中心和沈阳生态
所联合主办。此次大会集中展示了来自全
球的最新肥料科技成果，特别是绿色稳定
性肥料、缓控释肥料、生物碳基肥料、生物
有机肥料和增值肥料等新材料、新技术、新
工艺，对加速先进技术广泛应用、实现技术
转移与本土化创新、推动中国肥料产业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不仅设有学术交流报告，还有企业

参观调研环节，科研人员有机会深入企业车
间，了解生产一线的技术和工艺，挖掘企业的
需求和问题，有利于科研人员进一步开展课
题研究，并及时将最新的技术成果应用于企
业生产。”中国工程院院士、山西农业大学教
授徐明岗表示，现场调研在促进科研单位与
企业合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用量减少效益增加

肥料被称为粮食的粮食。研究发现，化肥
的过量使用不仅会给土壤和环境造成负担，
也会对粮食的增产造成不利影响。
“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退化，

其中土壤酸化就是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徐
明岗告诉《中国科学报》，“由于大量使用化学
氮肥，土壤产生了更多的氢离子，导致土壤酸
化。土壤酸化不仅发生在我国南方的红壤地
区，还发生在东北黑土区和山东胶东地区。”

为了防控土壤退化，徐明岗团队在 30年
长期定位观测实验的基础上，建成一个覆盖
全国 29个省区市的农田土壤质量野外站监
测网络，获得监测数据 150万条，积累土壤样
品 9万个。

利用上述监测网络，徐明岗团队不仅揭

示了红壤农田酸化过程，还开发了红壤酸化
分类防控技术；探明化学氮肥对酸化贡献率
达 66%以上，以此开发的氮肥增效控酸关键
技术使控酸效率提高 30%以上。

化肥用量减下来，质量效益如何跟上
去？徐明岗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有机肥。
“使用有机肥对防控土壤酸化的效果特

别好。”徐明岗向记者介绍说，“我们研究发
现，如果继续使用传统化肥，红壤经过 10 至
15年时间的耕种后，由于土壤酸化，作物产量
可能会降低 10%～20%。当有机肥替代传统化
肥的比例达到 35%左右时，既能保持粮食高
产，又能防止土壤酸化。”

目前，徐明岗团队已经在江西、湖南等地
推广有机肥，并通过信息化技术开展土壤肥
力诊断。
“对农民来说，既要简单实用，又要有经

济效益。所以我们现在推广的既有有机肥又
有无机肥，希望帮助农民找到合理的施肥模
式，实现减量增效。”徐明岗说。

技术创新肥力提升

沈阳生态所有一个科研团队聚焦肥料增
效研究多年，并已开发出稳定性肥料。自 2007
年以来，沈阳生态所与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施可丰）合作，建立了我国首
个百万吨长效缓释复合肥生产基地，并先后
与 48家肥料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
“传统肥料存在氮元素流失快、吸收利用

率低、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通过添加氮素
抑制剂和其他功能性添加剂，有效延缓肥料中
氮素的释放，减少氮素流失，提高了肥料的利用
效率。”张丽莉告诉《中国科学报》，团队研发的
新型肥料目前已推广至全国 22个省区市，累计
应用面积 1.2亿亩，提升作物产量 8%~10%。

此外，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
张丽莉团队开发出具有双重功能的绿色抑制
剂新材料和抑制剂保护技术，可以实现降本
增效。
“使用这一双效抑制剂材料，可以让同类

产品每吨肥料的添加成本由 300 元降至 65
元，这是肥料领域的一项创新。”张丽莉告诉
《中国科学报》。

同时，针对磷肥在土壤中不易移动、施肥
后难以被植物根系吸收的问题，张丽莉团队
联合沈阳中科新型肥料有限公司开发出磷素
促进移动技术，不仅防止了磷的固持，提高了
磷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还显著提升了磷肥的
利用效率。

据悉，这项技术已在施可丰的新疆基地
成功实现产业化，为解决磷肥利用率低的问
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肥料材料的研发有别于其他材料，应用

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因素，还有一个因素
是农户的认知。”张丽莉告诉《中国科学报》，
“我们每年都会专门开展农业科技培训，让更
多农户了解和使用我们的产品。只有农户用
上这些产品，才能够实实在在减少肥料用量，
提高作物产量，减少环境污染。”

因地制宜合理施肥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
发展研究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报告 2023》显示，2022年，全国水稻、小麦、玉
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分
别为 41.3%和 41.8%，总量下降、效率提升，农
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国外在肥料使用方面，比较注重从整个

生命周期出发寻求养分的循环利用，这点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张丽莉表示，“保证粮食产
量是我们肥料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国外同行
的研究比较注重品质追求和环境保护。”
“这次大会我们既展示了自己的技术和

产品，也学习和借鉴了国外的成熟经验。”徐
明岗说，“我国肥料的发展才 40多年，目前在
某些领域已经处于领跑地位，比如控释肥、增
效肥等。”

徐明岗还表示，我国不同地区的土壤肥
力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针对不同
地力种植不同作物，并有针对性地施用专用
肥料，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徐明岗在田间查看土壤。 张丽莉查看技术应用后的作物长势。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