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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4月 18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佛罗里

达国际大学赫伯特·韦特海姆医学院的研究

人员开发出一种可以向大脑传递的磁电纳

米粒子，以充分释放抗艾滋病病毒（HIV）药

物活化型三磷酸体（AZTTP）的革命性技

术。该研究成果刊登在 4月 17日出版的《自

然·通讯》上。

多年来，血脑屏障让研究神经系统疾病

的科学家和医生很伤脑筋。血脑屏障是一

种天然的过滤器，只允许极少数的物质通过

其进入大脑，把大多数药物拦截在外，以致

目前 99%以上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如 AZTTP，在到达大脑之前都会

沉积在肝、肺等器官内。

实验中，研究人员把药物插入单核细

胞/巨噬细胞，然后将其注射到人体内，药物

随磁电纳米粒子进入大脑。一旦药物到达

大脑，低能量的电流会触发药物释放，然后

将其用磁电引导至目标。试验中几乎所有

的治疗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研究人员采用磁电纳米粒子（MENs）

穿透血脑屏障，高达 97%的药物 AZTTP 能

够到达被 HIV 感染的细胞。而 AZTTP 可

竞争性地抑制病毒逆转录酶和终止 DNA链

增长，从而阻碍病毒繁殖。

研究人员说，这是一个可满足多种疾病

治疗的方法，还可以帮助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的患者，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癫

痫、肌肉萎缩症、脑膜炎和慢性疼痛的人，也可

以适用于癌症。目前，该技术正在申请专利。

血脑屏障本是脑毛细血管阻止某些物

质（多半是有害的）由血液进入脑组织的结

构，这种结构可使脑组织少受甚至不受循环

血液中有害物质的损害，“忠心耿耿”地维持

脑组织内环境的基本稳定。然而这种“铜墙

铁壁”式的结构也会认“友”为“敌”，阻止用

于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的进入。文中的新

技术，成功化解了这一“误会”，二者联手筑

起更加坚固的防御长城，共同抵御神经系统

疾病的侵扰。这对久治不愈的患者们来说，

绝对是个利好的消息。

磁电纳米粒子可传递药物直入大脑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大庆 乔地 通讯员

刘玉娇）目前世界上传输电流最大的高温超导

电缆已在我国研制成功，并在河南中孚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投入工程示范运行。近日，该超导

电缆示范工程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技术验收。

新采用的高温超导直流输电电缆是由中科

院电工所与河南中孚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制的。

它长达 360米，载流能力达到 10千安。研究人

员围绕着大电流、长距离这一高温超导直流电

缆的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形

成了系列化自主知识产权。针对超导电缆低温

杜瓦管加工长度有限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分段

设计、插接集成”的思路和技术方案，通过采用

标准化接口和双层夹套真空密封连接技术，可

以实现任意长度超导电缆的连接，为长距离超

导电缆研制奠定了基础。这条电缆是目前世界

上传输电流最大的高温超导电缆，也是世界首

条实现并网示范运行的高温超导直流电缆。

据课题组组长、中科院电工所所长肖立业

介绍，这一超导电缆于去年 9月 26日投入示范

运行，已安全可靠地为河南中孚公司电解铝生

产线供电多月。与相同容量的常规电力电缆

相比，节能效果达到了 65%以上。

专家指出，高温超导直流电缆具有传输容

量大、损耗低、体积小、无电磁污染等多方面的

显著优势，在未来电网中具有重大的应用潜

力。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高温超导电

缆将可以用于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大容量

远距离输送。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在高

温超导直流电缆方面加强技术攻关和示范。

据了解，大电流高温超导直流电缆的研制

是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重点项目课题，也

是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课题。

我研制出世界传输电流最大的高温超导电缆
比普通电缆节能65%以上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8 日电 （记者付毅
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神舟

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今天向记者透

露，我国有望于 2015年后发射火星探测器。

我国首枚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曾搭载在

俄罗斯“福布斯—土壤”探测器内部，于 2011年

11月9日在哈萨克斯坦发射，然而“福布斯—土

壤”探测器升空后未能按计划变轨，导致“萤火

一号”探测计划最终夭折。戚发轫表示，火星

大约每隔两年才能抵达距地球最近的位置，这

意味着最佳发射时机每两年才有一次。上次

任务失败后，国家有关部门需要时间来重新决

策部署、开展准备工作，再次发射火星探测器

的时间可能在 2015年至 2020年间。

同时他表示，与发射“萤火一号”时相比，目

前我国深空测控能力大大增强。据了解，2012年

我国完成了喀什35米和佳木斯66米两个大型深

空测控站，以及上海 65米甚长线射电干涉测量

站的建设。随着这三大站投入使用，我国深空测

控网已正式建成。对此，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吴伟仁曾评价：“这为我国今后数千万甚至上亿

公里的深空探测奠定了基础。”戚发轫也认为，这

将力助我国实现对火星探测器的自主测控。

他还透露，我国航天专家正在酝酿一项小

行星探测计划，将为未来深空探测奠定基础。

据悉，美国已有登陆小行星进行探测的计划，而

戚发轫表示，我国计划的探测方式有所不同，不

是登陆，而是让航天器伴随小行星一起飞行。

“目前这项计划还没得到国家的批准。”他说，

“如果顺利获准，则有望在2020年左右实施。”

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今天举行的院士

报告会上，戚发轫以《航天技术与中国航天》为

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太空是继陆地、海洋、

天空外，人类生活的第四空间。目前，我国已

具备进入太空、利用太空的能力。今后一段时

期，中国航天将主要致力于在三个方面继续提

高。一是提高空间探测能力，继续实施载人航

天、探月及其他深空探测工程，进一步加深对

太阳系的认识；二是提高对地观测能力，比如

我国重大科技专项之一——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目前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首颗卫星

“高分一号”将于近日发射；三是提高信息利用

能力，以北斗导航系统为代表，确保 2020 年按

计划建成北斗卫星全球导航系统。

深空测控网建成 自主测控火星探测器

我国有望 2015年重启火星之旅

4 月 17 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首例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患儿圆圆痊愈出院。作为

全程参与制定该例患儿中医药治疗方案的专

家组成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医药在救治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助力患儿痊愈出院

该例患儿确诊后，刘清泉便在第一时间对

其进行了观察。据其介绍，这例患儿在发病 8

小时后才入院，入院不久即出现高热，并伴有

喘促症状，检查发现其肺部有严重的炎症感

染。在接受达菲治疗 15 小时后，其体温仍保

持高热不退的状态。中医在此时开始介入，应

用银翘散加白虎汤治疗 3 小时后，病人开始出

汗，5 小时后体温开始回降，随后逐渐脉静肢

暖，患者安然入睡。刘清泉告诉记者，这符合

中医退烧的基本规律。考虑到中医认为肺与

大肠相表里，只有大便通畅、表里双解，患儿病

情才能稳定，不会反复。为此，专家组又为患

儿加用了酒大黄，17个小时后，患儿开始排便，

病情得到进一步缓解。

“这例患儿是中西医并重早期干预治疗

H7N9禽流感的成功案例。”刘清泉说，“早期积极

应用中医药治疗H7N9，不仅必要，而且有效。”不

仅如此，他还认为，针对医院治疗过程中，患者出

现的更为危重的二次感染以及胃肠功能紊乱等情

况，中医药的应用不仅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避

免有创性治疗，而且还能调节患者的体质和机体

功能，争取稳定病情并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观点与中医药防控专家组另一位

成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姜良铎

教授的看法不谋而合。

中医药参与救治24例
患者效果明显

作为参与过抗击 2003 年非典、2005 年禽

流感和 2009 年甲流的中医药界元老级专家，

姜良铎教授认为，这一次的疫情虽为一种新型

重组亚型流感病毒所致，但从中医的观点来

看，它依然可治、可控、可防，公众无需恐慌。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姜良铎说：“从中

医角度看，H7N9 属于瘟疫（现也称温病——

作者注）的范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医

药的历史也是一部同各种瘟疫、温病做斗争的

历史，因此在治疗这类瘟疫的过程中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历史已经证明，中医药在治疗

瘟疫方面确实是有效的。”

“与西医抗病毒的治疗思路不同，中医药

治疗瘟疫类疾病的基本思想是扶正祛邪，即通

过增强人体的正气（即抵抗力——作者注）来

抗击疾病，并根据证候反应对患者的症状作出

改善。”姜良铎告诉记者，“根据在上海、江苏、

浙江及北京等地查看病例的情况，中医药早期

参与治疗的患者目前大多已进入恢复期，有的

已经或即将痊愈出院。”

在 4 月 17 日下午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许志仁透露，

截至 16 日下午 6 时，全国累计确诊 H7N9 禽

流感患者 77 例，其中，中医药参与救治了 24

例。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的早期应用效果

显著。对于中重度患者，中医药在解决某些

环节的问题方面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认

为，中医药在参与治疗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的多个阶段都显示出了效果，而且越早运用

中医药，疗效越好。 （下转第三版）

防治 H7N9，中医药不俗
本报记者 罗朝淑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 通讯员杨保国）记者从中

国科大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领导的中科院量子信息重

点实验室孙方稳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利用量子统计测

量技术实现不受传统光学散射极限限制的相邻发光物体

的测量和分辨，其精度可以达到纳米量级。研究成果近

日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物理评论快报》上。

如何提高测量精度，数百年来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主

要课题和技术发展的主要追求目标。因此，新型的测量

技术不断被开发，而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利用量子力

学基本原理实现的量子测量方法。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

以及相关量子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量子测量一方面

可以实现超过经典测量极限的高精度测量，另一方面可

以实现经典方式无法完成的各种测量。

孙方稳研究组利用物体发光的量子统计属性，设计并

实验实现了不受经典光学散射极限限制的量子统计测量

技术，其精度可达纳米量级。实验中，他们用氮原子取代

金刚石材料中的一个碳原子，与近邻的空穴形成氮—空穴

色心——一种极其微小的发光体。然后，他们巧妙地利

用简单的光学收集装置，通过探测色心所发出的光子数，

基于它们的量子统计属性，成功实现了两个相距 8.5纳米

的氮—空穴色心独立成像和分辨，同时测量了每个色心

的结构，测量精度达 2.4 纳米。如果通过增加收集光子

数，可以把精度提高到 1 纳米以内。实验中所需的光路

简单，测量系统稳定，不受量子消相干效应的影响。

量子统计测量技术除了适用于相邻物体的光学成

像，还可以测量和分辨发光体的其他光学属性，如发光寿

命、波长等。同时，该测量技术可实时测量近邻物体的动

力学演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实现进一步的量

子信息技术提供了新的测量技术，也将在化学、材料、生

物医学等方向得到应用。

中国科大率先实现高精度量子测量术
精度可达到纳米量级

4 月 18 日，靠泊在青岛某军港的中国首艘

航母辽宁舰内，官兵们正在各自的战位上，娴

熟地操作着装备，口令声此起彼伏……

“我们就是要通过严格的训练，实现有生

命的人和无生命的武器相互拥有，从而增强驾

驭新装备的本领。”舰长张峥说。

（一）

2012 年 8 月，渤海某海域，辽宁舰入列之

前最后一次海试。

海浪滔滔，一连 10 多天，在官兵们娴熟的

操纵下，辽宁舰庞大的身躯时而斩浪前行，时

而压浪转向……

部队组建之初，辽宁舰官兵还会在船舱里

不时迷失方向。

辽宁舰，仅舱室就有 3000多间！

第一次进入辽宁舰舱室，当了 20 多年水

兵的辅机区队长刘辉一下子“找不到北”了：

“我像走进一座庞大的迷宫，不知道东西南北，

搞不清楚哪是舰艏哪是舰艉！”

迷路的尴尬，让刘辉和战友们明白：在航

母上每个人都是小学生！要想获得航母的“驾

照”，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

20余层甲板、300多个直梯斜梯、长达数公

里的通道……那段时间，刘辉和战友们一起，

手拉着手钻舱室，在航母上学“认路”。

从认路起步，舰员们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求

学之路。

上万台（套）全新装备如何使用？数十万

册技术资料如何吃透？数以亿计的备品备件

如何管理？战舰和飞机如何融合？岸舰如何

衔接……铺天盖地的问号压在肩上，让他们不

敢有丝毫的怠慢。

那 段 日 子 ，官 兵 们 往 返 奔 波 在 科 研 院

所 、研 制 厂 家 和 实 习 部 队 之 间 ，辗 转 17 个

省 20 多个城市，参加理论和新装备技术培

训 ，上 舰 熟 悉 舱 室 训 练 、跟 产 助 建 和 试 验

试 航 ，赴 驱 护 舰 、航 空 兵 部 队 交 叉 学 习 专

业技能……

正是凭着这种执著，辽宁舰 100%的舰员

获得上舰资格认证。

（二）

这夜，机电长楼富强睡意全无。

令楼富强寝不安席的是航母锅炉。因为，

锅炉必须按一定程序启动。

一个月前，楼富强向有关专家提出质疑：

“传统的方法耗时太长，影响航母出航速度；炉

内压力太高，不安全因素多。能不能通过改

进，把启动蒸汽压力降下来……”

他得到的答复是：“原设计就是这样，不可

能！”

不轻易相信“不可能”，楼富强揪住这个问

题，没日没夜地忙开了。

最终，楼富强成功降低了锅炉启动蒸汽压

力，装备安全性能提高的同时，启动时间大幅

缩短。

“我们身处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考场。唯

有创新，才能发现问题，不断攻坚克难！”张峥

说。

驾驶室内反射的荧光，是制约夜航安全的

一大“瓶颈”。

操舵的士官向虎踞勇于探索，创新提出在

驾驶室和飞行塔台里的所有电子屏上贴上具

有偏光、滤光作用的膜等建议，成功破解这一

难题。 （下转第三版）

走近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李 唐 解国记 吴登峰

新华社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王珏玢）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以该台

为首的国际科研团队利用国际上分辨率最高

的射电干涉阵（VLBA）首次精确测定了太阳系

所在的银河系本地臂形态和运动学性质。这

项研究彻底排除了天文学界长期以来认为本

地臂是主臂的一个刺（spur）的观点。

银河系属旋涡星系，具有旋涡结构。太阳

系所在的本地臂又称本地刺或者猎户臂，长期

以来被认为是附属于银河系旋臂上的一个

刺。本地臂的测定对银河系旋臂理论是一个

巨大挑战。权威的旋臂结构理论认为，银河系

可能是 2 条或者 4 条旋臂，而本地臂所在区域

是不可能存在旋臂的。

而此次研究结果表明，银河系本地臂长约

15000 光年，宽约 3000 光年，位于英仙臂和人

马臂之间，更靠近英仙臂。本地臂的形态和运

动学性质与其他主臂类似，其整体运动比银河

系转动慢 5公里每秒左右。

据悉，这项最新研究成果《银河系本地臂

的性质》将发表在 5 月份的《天体物理学杂

志》（ApJ）上 。 此 前 ，该 研 究 团 队 成 员 已 在

2005 年首次精确测定了银河系英仙臂的距

离，这标志着精确测量银河系旋臂结构从那

时起成为可能。

银河系本地臂首获高精度测定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吨位模锻压机在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德阳基地正
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大型模锻产品制造实现了自主化和国产化，彻底改变我国
大型模锻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成为拥有全世界最高等级模锻装备的国家。

上图 4月18日拍摄的8万吨模锻压机。
下图 加热的工件准备送到模具内进行施压作业。 新华社发（薛玉斌摄）

我国自主研发世界最大吨位模锻压机试生产我国自主研发世界最大吨位模锻压机试生产

□习近平会见尼
泊尔联合尼共（毛）
主席普拉昌达

（据新华社）

4月 16日，记者来到国内最大的
中文语音识别企业科大讯飞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成立于 1999年
的大学生创业团队致力于中文语音技
术，先后攻克了中文语音合成、中文语
音识别技术难题，其产品广泛应用于
手机、电视、车载导航和银行呼叫中心
等领域，并成为“国家863计划成果产
业化基地”“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上图 研发人员向记者展示科大讯
飞研发的国家普通话等级考试软件。

下图 研发人员在实验室监测车
内噪声环境下车载语音导航的识别
率。 新华社记者 杜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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