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复发后治疗有了新策略

本报讯（记者张思玮）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主
任医师施均团队首次报道了两例在接受自体
CD19 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多线治疗失败
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患者，通过靶
向 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双特异 T细胞衔
接器，第二次挽救治疗成功的案例。相关研究近
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文献报道显示，AIHA发病率为 1.8~3.0/10
万人年、患病率 17/10万人，难治 /复发患者占
比高。其中，约 50%的患者经一线糖皮质激素、
二线 CD20 单克隆抗体及多种常规免疫抑制
剂治疗后，多轮次复发且不能摆脱药物依赖。
近年来，CD19 CAR-T 细胞治疗在多种自身
免疫病中疗效显著。

研究团队介绍，针对多线治疗失败的难治
性 AIHA，11 例患者经自体 CD19 CAR-T 细
胞治疗后均快速缓解，9例患者持续缓解中，但
两例患者在持续缓解 7~8月后复发，患者生存
风险较大。目前，国际上针对 CD19 靶点
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的自身免疫病患者，
尚缺乏有效的二次挽救性治疗策略。

基于自身反应 B/浆细胞均有可能参与自身
抗体形成的理论，CD19 CAR-T细胞治疗后复
发可能与自身反应性长寿命浆细胞的持续存在
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的检测证实了两例患者在
复发时均存在较高比例的 BCMA阳性浆细胞。

因此，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新型靶向 BC-
MA的双特异 T细胞衔接器 CM336。两例患者
接受 CM336治疗后溶血明显改善。第一例患
者在第 13天部分缓解，第 17天血红蛋白水平
恢复正常；第二例患者在第 19天部分缓解，第
21天完全缓解，治疗期间未接受其他药物治
疗。两例患者接受治疗后溶血指标明显下降，
随访 6个月持续处于无治疗缓解中。不良反应
仅观察到 1级皮肤硬结及低丙球蛋白血症，未
见其他严重不良反应。

施均表示，针对 BCMA靶点的治疗不仅
可以作为接受过 CD19 CAR-T细胞治疗的自
身免疫病患者复发后二次挽救治疗的策略，也
为常规免疫抑制剂二线治疗失败的 AIHA 患
者开展新的临床研究带来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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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球眼

我国“夸父”项目
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王敏）6月 18日，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获悉，由该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十三五”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
究设施“夸父”（CRAFT）项目取得重要进展。该
项目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通过专家组测试与
验收，实现全系统国产化。

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是 CRAFT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旨在突破面向反应堆的耦合天线
设计、远距离低损耗功率传输、多管并联可靠
安全运行等关键技术。

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用于驱动和维持托
卡马克装置环向等离子体电流，调控等离子体
电流分布、实现对等离子体电子的有效加热、
辅助等离子体电流驱升、抑制边界局域模、优
化偏滤器热流分布等。其主要由微波源系统、
微波传输线、耦合天线、监控保护、高压电源、
水冷系统组成。

项目团队经过 5年技术攻关，完成了系统
考核指标，实现中心频率 4.6吉赫兹、微波源最
大总输出功率 4兆瓦、运行脉冲长度大于 100
秒的测试和验收，并完成面向反应堆的天线设
计及部件预研、微波低损耗传输及模式转换、
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等关键技术研究。

通过与相关单位开展合作，项目团队成功

研制出 4.6 吉赫兹 500 千瓦双窗及单窗速调
管、500千瓦环行器，系统全部实现国产化，相
关技术可拓展应用于微波加热、无线通信、医
疗健康、电子科技等领域。

研究人员介绍，作为 CRAFT项目的 19个
子系统之一，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的成功验
收，标志着该系统及关键部件完成了从设计优
化、预研验证、加工制造到测试验收的完整流
程，为聚变堆波加热系统设计研制奠定了坚实
的技术基础。

CRAFT项目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供图

加尔肯·叶生别克：星空守望者，用热爱打败寂寞
■本报记者 袁一雪

1994年，25米射电望远镜在乌鲁木齐天文站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前身，以下简称新疆天文
台）南山观测基地落成，初期只服务于国际天文联
测。为了充分发挥望远镜的科研潜力，新疆天文台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脉冲星、恒星形成与演化
和活动星系核方向的天体物理观测研究。
“这是天文台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但也

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当时，我作为少数年轻科研
人员，有义务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我选择了恒
星形成与演化研究方向。”新疆天文台研究员加尔
肯·叶生别克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主动承担起星
际分子谱线观测系统的建设工作，从“零”起步，让
新疆天文台 25米射电望远镜成为我国最早建成
厘米波分子谱线观测系统的望远镜。

因为在科研与人才培养上的出色表现，今年，
加尔肯·叶生别克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国家需要我走一条不好走的路

“25米射电望远镜建成前，我们没有相应的
仪器设备和科研基础，自身也缺乏天体物理专
业知识，只能边学边干。从 1996年到 2004年，
我们经历了 3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星际分子
谱线系统；第二阶段，开展观测研究和积累经
验；第三阶段，把握恒星形成与演化的关键问
题，选择适合 25米望远镜的国际前沿课题，开
展星际分子谱线巡天和大尺度成图观测。”加尔
肯·叶生别克介绍道。
这是一条不好走的路，但国家需要，加尔

肯·叶生别克竭尽全力也要走下去。“如何使用
这架望远镜、如何开启属于自己的天文学前沿
研究、如何发展祖国西部的天文观测，成了我日
夜思考的问题。我深刻体会到肩上这副担子的
分量，这既是难得的人生机遇，也充满了未知的
挑战。我知道，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说。
面对分子谱线观测系统建设的重重困境，加

尔肯·叶生别克带领团队边学边干，摸索实践。无
数个夜晚，他们在办公室争分夺秒啃读专业文献，
在南山寂静的实验室中调试设备，只为加快建成
分子谱线观测系统，让望远镜尽快产出科学成果。
“那时，没有经费购买频谱仪等关键设备，

我们只能从兄弟单位借所需的设备。比如，从声
学研究所拿来声表面波频谱仪，从云南天文台
取来旧信号发生器，东拼西凑搭出了简易的分
子谱线观测系统。”加尔肯·叶生别克回忆说。

自学编程开发软件

解决了硬件问题，加尔肯·叶生别克面临另
一个难题———没有软件，而且团队内也没有能
够开发分子谱线系统软件的工程师。
没有人才怎么办？那就把自己变成人才。
加尔肯·叶生别克自学 C语言，自主开发软

件系统，并成功匹配硬件。
接下来，团队在分子谱线观测系统的调试

和定标方面遇到了难题。所幸，在南京大学天文

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郑兴武的帮助下，他们开
启了从天线到接收机，再到分子谱线系统终端
信号传输过程的长时间重复调试过程。最终，加
尔肯·叶生别克与团队自主开创了一套精确定
标方法，圆满完成了谱线系统调试和定标等大
量工作，建成了国内最早的厘米波段分子谱线
观测系统，保障了观测数据的质量。
“我很感谢郑兴武教授，他严谨求实的科研

作风给我们带来了深刻影响，他的言传身教激
发了我们的研究热情，使我们在科学探索的道
路上不断进步。”加尔肯·叶生别克说。

另一位令加尔肯·叶生别克难忘的科学家
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
系教授吴月芳。“她直到 80多岁，仍在科研一线
奋斗，不仅指导学生，还自己撰写文章。她甘于
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加尔肯·叶生别克回忆道。因此，分享这些老科
学家的事迹经常成为团队会议的一部分。

在不懈努力下，加尔肯·叶生别克与团队成
员用这套东拼西凑的“土装备”成功捕捉到水脉
泽信号。有了初步成果，他们信心大增，随后又
相继解决了数据采集以及天线控制系统通信、
数据的格式与输出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人才是持续发展的关键

如今，新疆天文台正在建设奇台 110米口径
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这是继我国贵州 500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之后的又一国之重器。
据介绍，它的工作频段在 270兆赫兹 ~115吉赫兹
之间，更多专注于高频段天文观测，与 FAST形
成很强的互补关系。
“作为全球顶级的标志性科学装置，奇台 110

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将是国内外天文学家
开展前沿研究和探索未知领域的观天利器，也将
为我国空间战略任务提供强力保障。未来，它有望
在引力波探测、生命相关分子的搜寻研究等方面
取得重大成果。”加尔肯·叶生别克说。

有了设备，还要有人使用，探索星空的脚步
才能永不停歇。由于新疆天文台的生活和工作
条件比较艰苦，引进人才比较困难，因此当时担

任新疆天文台副台长的加尔肯·叶生别克采取
了“以培养人才为主，引进人才为辅”的策略。
“我们培养的多名优秀博士生留在新疆天文台
从事科研工作，并获得多项国家和自治区人才
计划的支持。”同时，他们积极引进国际高端人
才，让团队组成更加国际化。

为了加强国际交流，加尔肯·叶生别克在新
疆天文台开展国际前沿课题研究，并选派部分青
年科研人员到国际一流天文机构留学。“我们通过
中国科学院国际交流计划项目、自治区外专项目
等邀请国际著名学者到研究组访问，指导青年科
研人员工作，讲授经验和方法，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与发展趋势，引导他们尽快进入研究领域的国际
前沿。”他说，通过外国科学家的言传身教，青年科
研人员不仅从他们身上学到严谨的治学态度，同
时也避免了在科研发展规划中走弯路。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团队的成员团结友

爱，相互帮助，感觉像一个大家庭，快乐地工
作。”加尔肯·叶生别克说。

荣誉属于大家

“望远镜大多建在人烟稀少的高海拔地区，
这注定了天文观测是一份寂寞的事业。而我们
为了心爱的事业选择在寂寞中努力奋斗、执着
前行。”加尔肯·叶生别克说。

4月 28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现场，在各行各业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的劳动模范们欢聚一堂，加尔肯·
叶生别克也在其中。“他们的事迹让我深受鼓
舞，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对科技工作者
的高度重视与关怀。当我接过沉甸甸的荣誉时，
内心的震撼与感动难以言表。这份荣誉不仅属
于我个人，也属于为祖国西部天文事业发展辛
勤工作的全体同事。”他说。

在以科学问题为导向的努力下，团队在分子
云与恒星形成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
如，他们使用 25米射电望远镜在国际上首次开
展北天银道面氨分子和甲醛分子谱线巡天，为
研究银道面星际介质的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提
供了宝贵数据；证认并研究当时最大的大质量
恒星形成区的气体内流候选体样本和气体外流
候选体样本，为恒星形成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约
束条件；提出确定氨分子精细跃迁异常的新方
法，为证认和研究恒星形成区气体内流提供了
一种新探针等。相关研究结果更被荷兰与英国
列入天文学教科书。
“展望未来，前景一片光明。我们将继续发

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的精神，勤于钻研，勇于创新，以实际行动落实
‘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为科技强国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加尔肯·叶生别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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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里程碑：
全球最大数字相机将投入观测

本报讯由美国主导、耗资 8.1亿美元的薇
拉·C.鲁宾天文台（以下简称鲁宾天文台），预计
未来几个月将在智利帕琼山脊海拔 2647米的
台址全面运行。研究团队将于 6月 23日公布首
张图像。

据《自然》报道，鲁宾天文台有望比之前任
何望远镜拍摄到更多恒星。它配备了全球最大
的数字相机“时空遗珍巡天”，拍摄的每张 32亿
像素的照片若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数百块高
清电视屏幕拼接起来才能呈现。

鲁宾天文台将每隔 3至 4个晚上观测整个
南部天空，在计划运行的 10年内，每个地点将
被观测约 800次。8个科学合作团队将筛选它
产生的数据，聚焦不同研究主题———从绘制宇
宙历史及其暗物质分布，到追踪太阳系中可能
存在的危险天体。

鲁宾天文台还将实时捕捉数量空前的瞬变
和变源天文事件，例如亮度无规律变化的恒星、
爆发或突然消失的恒星。“我们将向全球发布任
何天体移动或亮度变化的警报，每晚 800 万

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Tony
Tyson说。

鲁宾天文台的望远镜被命名为“西蒙巡天
望远镜”，口径 8.4米，具备独特的三镜面设计。
它并非目前口径最大的天文设备，不会像甚大
望远镜那样收集那么多的光，也不会像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那样回溯更遥远的过去。它的优势
在于拍摄大面积的天空，每张照片捕捉的夜空面
积相当于 45个满月面积；且速度惊人，每 40秒
摆动一次并拍摄天空中不同位置的照片。

Tyson在 20世纪 90年代首次提出这台望
远镜的概念，当时正致力于推动数字传感器技
术，以取代世界各地光学天文台的照相底片。他
设想拍摄越来越大的图像，以绘制宇宙中的星
系，以及这些结构如何被暗物质云扭曲。

这项工作最初名为“大型综合巡天望远
镜”，2015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
均承诺提供资金后，项目开始建设。2019年，美
国国会正式以已故天文学家、暗物质研究先驱
薇拉·C.鲁宾为其命名。
“鲁宾天文台将打开一个超大的发现空间，

可观测的时空体积会扩大 1000倍。”英国剑桥
大学的 Hiranya Peiris表示，鲁宾天文台的启动
是“天文学界一个巨大的里程碑”，有望成为新
的全球旗舰设备，助力一系列课题研究。（王方）

国内首台套氢内燃机发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营
本报讯（记者李思辉通讯员姜胜来）记者从

湖北省科技厅获悉，在近日于武汉举办的第六届
绿色交通动力与能源技术国际论坛暨氢能产业创
新交流会上，氢成绿动新能源（武汉）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氢成绿动）宣布，中国首台套完全自主研制
的 300千瓦氢内燃机发电机组成功投入商业运
营。这是国内最大功率的氢内燃机发电机组。

该机组由华中科技大学、玉柴动力和氢成

绿动联合研发，最大亮点是能直接使用工厂的
工业副产氢，也就是富含氢气的工业尾气。

据介绍，以往这种废气需要提纯才能发电，
成本高昂，而这台机组通过独创技术，可就地消
纳这些废气发电，省去 40%的提纯成本，还能避
免工业废氢被白白烧掉，发电效率超过 42%。

在湖北一园区内，该机组已成功将年 50万
标方的废弃氢气转化为 800万千瓦时的清洁电

力，相当于 7000户家庭全年用电，同步满足 20
万平方米建筑的供暖需求。

据测算，以年运行时长 6000小时为例，单
台 300千瓦机组氢气消纳达 140万标方，年减
排二氧化碳 1362吨，相当于 7.4万棵成年树木
固碳。全国化工园区理论上每年可回收副产氢
约 450万吨，若其中 10%用于氢内燃机发电，年
减排二氧化碳可达 500万吨，减排潜力巨大。

新成果助力“人工树叶”研究

本报讯（通讯员赵晖 记者陈彬）天津大学
新能源化工团队在无偏压光电化学水分解制
氢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他们开发了一种高
效、稳定的半透明光电阳极器件，能显著提升
水氧化反应速率，提高太阳能水分解制氢效
率，有望进一步推动更加高效耐用的“人工树
叶”研究，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自然 -通讯》。

所谓“人工树叶”，即由该团队设计、研发
的一种高度集成的光电化学器件，其本质是一
种光电化学反应器，可以模拟自然界中的绿
叶，利用太阳光，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将二氧
化碳转化为醇类、烃类等重要化工原料。

据悉，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
严峻，太阳能作为清洁、可持续的能源，逐渐成
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无偏压太阳能水分解技术
可以利用太阳能直接驱动水分子分解成氢气
和氧气。然而，光电阳极水氧化反应速率较慢，
限制了整体水分解的效率，成为无偏压太阳能
水分解技术发展的瓶颈之一。

为此，新能源化工团队研发了一种高效、
稳定的半透明光电阳极器件———半透明硫化

铟光阳极。该器件独特的透明特性，在显著提
升水氧化反应速率的同时，允许部分阳光穿透
到达光电阴极，减少太阳光的无效能量损耗，
从而有效化解了金属层的不透光效应与光生
电子跨界面传输障碍之间的矛盾。

实验表明，得益于优异的半透明特性，该
器件在完全依靠阳光驱动的独立系统中，实现
了 5.10%的太阳能 -氢能转换效率，创下该类系
统纪录。此前，采用硅基光电阴极与全无机光电
阳极的无偏压光电化学水分解系统，其太阳能 -
氢能转换效率尚未突破 5%大关。这一突破证明，
纯无机半透明光电阳极的串联光电化学器件，
在太阳能制氢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该成果不仅为半透明光电阳极的设计提
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还为未来开发多组分串
联光电极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随着这一技术
的不断发展和优化，更高效、更便宜、更耐用的
“人工树叶”有望出现。它们未来可以充分利用
各种空地资源，建立大型“阳光制氢站”。

相关论文信息：

近日，在湖北东湖实验室，科研人员通过悬
浮支撑和电磁推进的方式，成功在 1000米距离
内将 1.1吨重的试验车加速至 650公里 /小时。

时速 650公里，百公里加速不到 1秒，奥秘
就藏在刚刚建成的长度仅为 1000米的高速磁
悬浮测试线上。东湖实验室高速磁悬浮电磁推进
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李卫超介绍，常规的达速测试
需要修建一个比较长的轨道，至少 30公里到 40
公里。而他们采用短距助推的形式，要求测速定
位精度非常高，最高达 4毫米。依托强有力的电
磁助推和精准的测速定位，科研人员不仅能使试
验车实现“贴地飞行”，还能在 200米内将其速
度减为零。

图为实验现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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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