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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阿洛酮糖获批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日前，记者
从微元合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微元合成）获悉，该公司
研发的阿洛酮糖正式获得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新食品原料公告行政许
可。由此，该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获得
批准上市的阿洛酮糖生产企业，也是
唯一 一家获批的生物发酵工艺企
业。此次批准的 AS10菌株直接发酵
法生产阿洛酮糖技术，是国内首个采
用合成生物技术生产的新食品原料
获批的事例。

微元合成开创的“一步发酵法生
物合成工艺”，从葡萄糖 /蔗糖出发，
通过发酵方式直接生产阿洛酮糖，相
比传统双酶异构法不仅简化了流程、
提高了产品口感和稳定性，更显著降
低了生产成本。

据介绍，阿洛酮糖可以满足消费
者对甜的需求，弥补国内食糖缺口，但
不会产生身体代谢的负担，同时对血
糖控制和体重管理有积极作用。另外，
生产菌株 AS10可以利用、盘活国内
庞大的生物制造闲置产能，不仅能促
进国内生物制造产业转型升级，还能
提振下游食品饮料等消费市场。

目前，微元合成的阿洛酮糖合规
销售区域已覆盖包括亚太和北美在
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微元合成位于
秦皇岛的阿洛酮糖二期工厂已启动，
将于 2027年投产。同时，微元合成联
合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多家传统生
物制造合作伙伴，正在抓紧推进多个
十万吨级产能改造，其中位于华北地
区的 6万吨产能改造项目将于 2025
年 10月投产。

首个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大模型发布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屈
理慧）7月 11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以下简称南方医院）在广州发
布我国首个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大模
型———“ 南 方 智 麻 ”。 该 模 型 以
DeepSeek为基础，融合麻醉学核心知
识体系与海量真实临床数据，面向医
院管理、患者服务与基层提升三大场
景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在围手术期
智能麻醉管理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麻醉管理贯穿围手术期全过程，
涵盖术前风险评估、术中麻醉维持与
生命支持、术后监护与康复等关键环
节。南方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刘克
玄教授表示，当前麻醉决策高度依赖
医生经验，缺乏系统化、多模态、可追
溯的辅助支持工具，面临临床风险预

测不精准、信息整合困难等挑战。
刘克玄介绍，其团队早在 2018

年便在国内率先建立“围手术期数据
库”，并牵头组建“中国围手术期结局
研究电子数据库联盟”，目前已涵盖
全国近 30家医疗机构，汇集超 1000
万例手术的多模态数据，构建起国内
最大规模、数据质量最优的围手术期
协作网络。这一数据库正是“南方智
麻”本土高质量训练数据的核心来
源，为大模型的专科化转化奠定了坚
实基础。
“‘南方智麻’通过本土高质量数

据微调与任务定向优化，具备对围手
术期任务的精准理解与响应能力，可
显著提高麻醉管理的个体化、精准化
和智能化水平。”刘克玄说。

1类新药盐酸司美那非片获批上市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近日，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
简称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沈敬山、蒋
华良、朱维良团队，中国科学院新疆
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阿吉艾克拜
尔·艾萨团队和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团队合作研
发的 1类新药盐酸司美那非片获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男
性勃起功能障碍（ED）的治疗。

记者从上海药物所获悉，盐酸司
美那非片是一款具有全新化学结构
的高活性、高选择性磷酸二酯酶 5
（PDE5）抑制剂，临床疗效显著，安全
性高，适用人群广泛，使用场景多元，
具备成为同类最佳药物的潜力，可为

ED患者提供更好的选择。
非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盐酸司美

那非片对 PDE5的抑制作用强，可显
著增强 SD 大鼠、Beagle 犬和家兔的
阴茎勃起功能。Ⅲ期临床试验表明，
盐酸司美那非片临床疗效显著，临床
推荐起始剂量低于同靶点已上市药
物，临床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同靶点
已上市药物。

盐酸司美那非片口服 30分钟内
发挥作用，可即需即用；药效持续时
间长，半衰期为 8至 11小时，与适量
含酒精饮品同服时药效不受影响。盐
酸司美那非片适用人群广泛，老年
人、轻中度肝损害及轻中重度肾损害
患者等特殊人群均可使用。

中科曙光携手中科星图共建太空算网

本报讯（记者王敏）近日，2025空
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发展大
会在安徽合肥举行。会上，曙光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曙光）
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太
空计算领域的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按照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研发、太
空算网建设等课题，共同推动太空计
算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

双方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单位研
发面向太空计算场景的高性能、低功
耗、高可靠专用核心部件，并推动“芯
片 -整机 -算网 -数据 -应用 -生
态”的全链路技术创新。双方还将合作
建设开放普惠的太空算网，构建覆盖
“用户（端）-星上（边缘）-天基（云）-

地基（云）”的“天地一体化”协同智能计
算架构，以实现算力资源的互联调度
与数据实时处理，并接入国家级算力
服务平台。

为推动太空算网建设，双方将推
动太空芯片接口规范、空天数据处理
模型等核心技术与应用标准制定。并
联合许多空天、算力产业链上的软件
开发商、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发基于
太空计算的技术、产品与应用，加速
空天创新成果转化，共同促进产业生
态繁荣。

未来，双方还将积极推动“在轨智
能处理 +地面深度应用”模式，打造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推
动太空计算服务向深度与广度延展。

RX4M 四 座
电电混合动力飞
机原型机。
大连化物所供图

四座电电混合动力飞机原型机完成首飞

本报讯（记者孙丹宁）日前，
RX4M 四座电电混合动力飞机原型
机在沈阳法库财湖机场成功完成首
飞。该飞机由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设
计制造，采用电电混合动力系统，搭
载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研究员邵
志刚、副研究员谢峰团队研制的氢燃
料电池，在起飞和爬升时由燃料电池
和锂电池共同供电，巡航阶段则由燃
料电池单独供电并为锂电池组充电。
该飞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1400 公斤，
有效载荷 320公斤，最大航程 400公
里，续航时间 2小时。

本次应用的氢燃料电池系统为
针对数十至数百千瓦级航空用途正

向开发，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由大
连化物所设计，并通过大连化物所技
术转化的国创氢能公司集成，突破了
高效轻量化空气供给、氢气引射回
流、一致性、综合热管理等系列关键
技术，系统质量比功率达 1000瓦 /
千克，且可通过模块串并联实现功率
线性扩展。

该团队此前开发了 10千瓦级燃
料电池系统，已成功应用于燃料电池
动力飞艇“致远一号”和燃料电池无
人机“雷鸟号”；其开发的 20 千瓦级
系统应用于两人座燃料电池飞机。此
次 70千瓦级航空用燃料电池系统的
成功应用，为氢能燃料电池技术服务
于低空经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暑假护眼战，别让孩子视力提早“透支”
姻本报见习记者蒲雅杰
正值中小学暑假，放假在家的日子

里，过多使用电子屏、不规律作息、较少
的户外活动……孩子们的双眼正悄然
承受着巨大压力。
曾经，戴眼镜还是“长大以后”的

事，如今却逐渐成了小学低年级孩子的
“标配”；到了初高中后，已有不少孩子
沦为“老近视”。

然而，近视绝非只是“看不清黑板”
这么简单。一旦发展为高度近视，甚至
会带来不可逆的失明风险。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中国科协

年会“儿童近视精准防控与数智发展”专
题论坛上，多位专家发出呼吁，防控近视
必须“从娃娃抓起”，用科学理念和实际行
动切实守护孩子们的“睛”彩“视”界。

“高位流行、重度发展”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陶
芳标指出，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高位流
行、重度发展”的严峻态势。虽然近视在全
球人群中普遍存在遗传易感性，但东亚地
区，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
近视高发的“重灾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近一次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已达 52.7%，其中高中生、初中生、小学
生近视率分别达 80.5%、71.1%、35.6%，6岁
儿童的近视率也已攀升至 14.5%。

在这庞大的近视群体背后，还有一个
更令人担忧的趋势———约有 10%至 15%
的高中生是 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
“如果说普通近视只是冰山一角，

那么高度近视则是潜藏水下的巨大隐
患。”陶芳标指出，高度近视往往会导致视
网膜色素变性、白内障、眼底病变等病理
变化的风险增加，一旦出现视网膜脱落，
甚至还有致盲风险。

除了“重度发展”，近视还呈现明显
的低龄化趋势。“过去青少年近视的高
发年龄段集中在小学三四年级，如今却

前移至一二年级。”陶芳标指出，保护好
6至 8岁儿童的“远视储备”，其核心是
“抓早”“抓小”。

新生儿的眼球通常处于远视状态，
随着生长发育，到 12至 15岁左右逐渐
变为正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儿童的
远视度数处于正常范围内，例如 6岁时
远视 150至 200度，这种生理性远视有
助于延缓或减少近视的发生。医学界将
这种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

如果孩子过早、过多地近距离用
眼，提前消耗完远视储备，则极易发展
为近视。他对此形象地比喻道：“远视储
备就像一笔银行储蓄，用得太快，未来
就容易‘透支’。”

“防”是首要，“控”是关键

近视防控，“防”是首要。上海市眼
病防治中心主任邹海东表示，在临床试验
中，使用相关预防药物或光学设备的受试
者，与不采取任何技术手段的对照组相
比，近视发生率减少约 10%至 40%左右。
然而，近视的发生还涉及心理学、环境学、
行为学等多重因素，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手
段可以完全阻止近视的发生。

同时，邹海东补充，近视与遗传密
切相关。现有研究显示，约 20%的近视
病例与基因遗传密切相关，因此有遗传
风险的青少年应尽早进行防控。
“近视前期是指视力在负 50 度至

70度之间的过渡阶段。虽然此时孩子尚
未出现明显的近视症状，但离近视仅
‘一步之遥’，需引起高度重视。”常规筛
查通常在 4 至 18 岁的青少年中进行，
但邹海东建议提前至更早年龄段，以便
更好准备和应对。

一旦近视发生，“控”成为关键。邹海
东介绍，现有手段包括低浓度阿托品滴眼
液等药物治疗、佩戴功能性框架眼镜或角
膜接触镜以及最新的低强度红光疗法等，
其延缓近视进展的比例约为 20%至 60%。
此外，人工智能（AI）技术的引入，

为近视筛查与管理带来了新尝试。例
如，在上海多个社区医院，正在试点“视
觉健康智能管理中心”。该中心配备了
全自动视力检查仪、电脑验光仪及免散
瞳眼底照相机等设备，使用者可全程自
助完成眼健康筛查，检查数据在经过质
量控制后上传至眼健康信息系统，并由
AI软件进行智能分析与在线诊断，实现
从筛查到评估的无缝衔接。

户外活动可预防近视

在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
所教授马军看来，近视防控要“早预防、
早发现、早干预”，需要构建一个覆盖全
生命周期的体系，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
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0 至 6 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
期，也是远视储备逐渐消耗的过程。马
军指出，家长应尽量避免这个阶段的孩
子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屏幕，减
少其远视储备的消耗，即使到了 3岁以
后，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总时长也不应
超过 1小时，且越少越好。

进入小学后，青少年的学习任务加
重，近距离用眼时间显著增加。在这个时
期，家长和学校不仅要关注学业成绩，更
要引导孩子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例如，平
时应保持正确坐姿，不在强光下、躺着姿势
下及移动环境中阅读，遵循“20-20-20”原
则———每近距离用眼 20分钟后，休息 20
秒，利用这 20秒向 20英尺（6米以外）的
地方远眺，让眼睛休息一下。

许多青春期的孩子已经出现近视，此
阶段的重点是减缓近视度数的增长，避免
发展为高度近视。对此，马军建议，面对升
学压力带来的高强度学习，更要注意劳逸
结合，保障足够的睡眠时间及适当运动。

在许多近视防控措施中，马军表
示，户外活动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角色。“充足的阳光照射可以促进视
网膜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异常增长，
从而有效降低近视发生率。有研究表
明，如果孩子每天能保证 2至 3小时的
户外活动时间，不仅能有效预防近视发
生，还能使他们有更好的学习注意力和
课堂表现。”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陶芳标的赞同。
“要鼓励孩子走出教室，走进阳光。”陶
芳标呼吁，“家长们不妨适当减少开车
接送的次数，哪怕只是陪孩子们走一段
路也好。”

追“蒿”3年，他们找到过敏性鼻炎“元凶”
姻本报见习记者李媛

过敏性疾病作为全球高发的慢性
免疫疾病，其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
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降低生活质量的
公共卫生挑战。在陕西省榆林市，过敏
性鼻炎更是公众无法绕开的话题。
“3年来，我们团队在榆林全年不间

断采样，顶着风沙、冒着暴雨奔波于沙蒿
密集区，从初春到寒冬，只为找到过敏性
鼻炎的‘元凶’。”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教授
贺浪冲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不久前，该团队首次从黑沙蒿中鉴
定出 α-姜黄烯等 5种挥发性致敏组
分，它们均可引发类过敏反应。这一成
果为青蒿属植物种植区预防和治疗过
敏性疾病提供了依据。近日，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于《危险材料杂志》。

开启过敏原追踪行动

陕西榆林位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
沙漠的交界处。随着沙蒿等蒿属植物的
大面积种植，该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激
增且呈现显著的季节性特征。然而，其
致敏物质基础一直没有明确，给疾病的
防治带来巨大挑战。2019年，榆林市政
府更是将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纳入“民
生十件实事”之一。
彼时，贺浪冲团队正在开展过敏性

疾病的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在得知榆
林地区长期遭受沙蒿引发的过敏性鼻
炎困扰，并严重影响群众的生活质量与
健康安全时，贺浪冲坐不住了。
作为榆林人，他深感责任重大：“我今

天取得的成绩是与家乡的教育培养分不
开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2022年
起，贺浪冲团队便扎根榆林，联合当地科

研机构，开启了一场过敏原追踪行动。

精准锁定过敏物质

过敏是免疫系统对特定物质的过
度反应。当空气中的过敏原进入人体，
会和特定的“过敏受体”结合，就像钥匙
插进锁孔，触发过敏症状。寻找过敏原
的过程就是在空气和植物中找到一把
“钥匙”（过敏原），让其打开这个“锁”
（过敏受体）。“以往大家都是拿很多把
钥匙挨个儿试，但这是一个非常费时费
力的过程。”贺浪冲解释说。

这项研究是把“锁”（过敏受体）从
人体细胞里取出来，建立一种类似于钓
鱼的筛选模型：如果把榆林空气和植物
中的各种过敏物质比作池塘里的鱼，那
“锁”（过敏受体）就相当于鱼钩，当鱼接
近鱼钩时，就会受到吸引而“咬钩”。这
些“鱼”就是要找的过敏原物质。

为验证这些物质是否
真的会引发过敏，研究团
队给参与过敏反应的肥大
细胞“投喂”过敏原，观察
细胞是否释放过敏物质信
号。研究团队也让小鼠接
触这些物质，观察是否出
现类似人过敏的症状。通
过层层验证，研究团队最
终确认空气中引发过敏反
应的关键物质。
“通过这种体外模拟的

方式，我们不用直接在人体
上做实验，就能快速、安全
地锁定引发过敏的物质，找
到导致过敏的‘元凶’。”贺

浪冲说。
团队利用类过敏特异性受体

MrgX2，自主研制了 CMC- 过敏性气
体分析仪，对采集的全生命周期黑沙
蒿植物样本进行系统筛查，首次发现
α- 姜黄烯、α- 蒎烯等 5 种挥发性
致敏组分，均可通过 MrgX2 受体显著
激活肥大细胞，引发类过敏反应。其
中，α- 姜黄烯在黑沙蒿中含量较高、
致敏活性较强。

此外，通过测定不同月份植物样本
中挥发性致敏组分的含量变化，研究团
队发现这些挥发性致敏成分总含量随
着植物生长逐渐升高，在平均温度较高
的八九月显著高于其他月份，与榆林市
临床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期吻合。

研究成果对过敏性鼻炎的预防与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据介绍，一方面，明
确过敏原后，相关单位可以对其进行监
测，根据不同季节、区域的过敏原浓度，

指导公众科学防护，降低过敏原对人群
的影响；另一方面，明确过敏受体后，医
疗机构可以针对该靶点研发抗过敏药
物。贺浪冲团队针对性开发的“芷元宁
TM”等系列产品，也被证实能够显著改
善榆林地区的过敏性鼻炎症状。

沙蒿地里的坚守

科研突破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
的付出。贺浪冲团队成员需要全年无休
地追踪沙蒿的生长周期，在最炎热的夏
季和最寒冷的冬季坚持在野外采样。在
贺浪冲看来，这项研究就像是一次抽丝
剥茧的“过敏原追踪行动”。
“第一次在榆林市的文化园高密度

区采样时，由于沙地面积太大，设置的
采样点间隔太远，天黑后队员们在沙地
里，只能靠听设备运行的声音辨别方
向、寻找设备。”贺浪冲回忆道。

榆林当地气候多变。有一次，在小纪
汗镇高密度区采样时，突降暴雨，大家第
一反应不是躲雨，而是为采样设备撑伞、
套防水袋，全力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

采样期间，常有当地老乡驻足询
问。得知研究团队在研究过敏性鼻炎
时，都会不约而同竖起拇指：“你们这是
在帮咱榆林人解决大难题啊！”这些质
朴的认可让团队成员深受触动。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贺浪冲
和团队成员依然奔走在榆林的沙蒿丛
中。“科研不仅是实验室里的数据探索，
更是一份责任与承诺。”贺浪冲坦言。

相关论文信息：

贺浪冲（左）带领团队在榆林沙蒿地采样。受访者供图

按图索技

4秒！新技术可快速检测肉品新鲜度
本报讯（记者李晨）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肉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创新团队利用二维层状双氢氧
化物载体材料构建了一个镓铜双金属
纳米酶电化学传感平台，实现了畜禽肉
新鲜度的快速智能检测。近日，相关研
究成果发表于《先进功能材料》。

肉类在加工、储存及分销过程中
易因脂质氧化、蛋白质氧化降解和微
生物腐败，导致品质劣变。因此，开发
快速、便携、智能的肉品新鲜度精准
检测技术，对公众健康和产业发展至
关重要。

该研究选取具有高比表面积和
层间离子可调控特性的水滑石作为
载体材料，通过共负载镓铜双金属单
原子，构建了镓铜双金属纳米酶修饰

的电化学传感平台。
研究结果表明，该传感平台对挥

发性胺的响应时间仅需 4秒，检出限
低至 5.9微摩尔，展现出优异的灵敏
度与快速响应的特性。进一步研究显
示，该传感平台可有效监测室温和冷

藏条件下的猪肉、牛肉、羊肉及鸡肉
挥发性胺含量的动态变化，实现新鲜
度的实时、便携与智能评估。

该研究成果为肉品新鲜度的现
场快速检测提供了新方案，不仅推动
了纳米酶传感技术在食品质量安全

领域的应用拓展，也为二维功能材料
在生物传感中的定向设计提供了理
论参考与技术借鉴。

相关论文信息：

畜禽肉新鲜度智能检测设备。 中国农业科学院供图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