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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紧随“蛟龙”再探海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9日电 （记者瞿剑）近期，我国

科学家对 H7N9 禽流感病毒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发

现 H7N9 有可能通过飞沫“高效传播”。研究人员说，这

揭示了 H7N9 存在较大人际间流行的风险，意味着全球

需加强相关防控准备。相关论文今天在线发表于美国

《科学》杂志。

今年我国内地多地出现人感染 H7N9 病例，引起高

度关注。其中焦点问题之一是，该病毒能否在人际间传

播。为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陈化兰团

队，在动物中进行了大量主动监测。

通过全基因序列比较发现，从禽体和从人体中分离

的 H7N9 病毒基因组高度同源，仅有不到 30 个氨基酸的

差别，且所有病毒都具有结合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受体的

能力。这正是 H7N9病毒容易感染人的主要原因。

研究人员利用家禽和小鼠测试了 H7N9病毒的致病

能力，发现从禽体中分离的 H7N9病毒对鸡、鸭和小鼠无

致病性，但从人体内分离的 H7N9 病毒可引起小鼠严重

发病。进一步分析表明，人体的 H7N9 分离株在小鼠体

内的复制能力与致病力较强的原因，是其在人体复制过

程中发生了基因突变。

由于流感病毒在雪貂和人类中的传播特性非常接

近，研究人员利用雪貂测试了 2株禽体分离和 3株人体分

离 H7N9病毒的传播能力。结果也证明，3株人体分离病

毒在雪貂中的复制能力明显强于 2株禽体分离病毒。呼

吸道飞沫传播测试显示，其中 1株禽体分离病毒和所有 3

株人体分离病毒在雪貂中均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且 1

株人体分离病毒传播效率最高。

陈化兰说，H7N9病毒对禽类无致病性，使它具有隐

蔽性，增加了传染给人并发生更多基因突变的机会，使

其可能获得在人际间高效传播的能力。她呼吁，全球对

H7N9 病毒的防控绝不能掉以轻心，应密切监测其变异

情况，做好各种应对准备，以有效阻止 H7N9在人际间大

流行。

H7N9 病毒或可人际传播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8 日电 （记者林小
春）中国科学家 18 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

告说，他们用一种非常简单和更加安全的方

法，将体细胞制成多潜能干细胞，并用这种细

胞培育出多只健康的小鼠，其中一只叫“青

青”的小鼠刚过完 100 天的生日。

研究人员说，这是一项革命性的研究成

果，为未来细胞治疗甚至器官移植提供了理

想的细胞来源，将极大地推动治疗性克隆的

发展，即克隆组织和器官以用于疾病治疗。

哺乳动物细胞只有在胚胎早期发育阶段

才具有分化为各种类型组织和器官的“多潜

能性”，而随着生长发育成为成体细胞后会逐

渐丧失这一功能。人类一直在寻找方法让已

分化的成体细胞逆转，使之重新获得类似胚

胎发育早期的“多潜能性”。

此前，通过借助卵母细胞进行细胞核移

植或使用导入外源基因的方法，哺乳动物体

细胞被证明可以进行“重编程”获得“多潜能

性”，这两项技术共同获得了 2012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教授和

赵扬博士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展这项技术的

方 法 更 简 单 和 安 全 ，他 们 仅 使 用 4 个 小 分

子 化 合 物 的 组 合 对 体 细 胞 进 行 处 理 ，就 成

功逆转其“发育时钟”，重新赋予体细胞“多

潜能性”。

邓宏魁对新华社记者说：“使用这项技

术，我们成功地将已特化的小鼠成体细胞诱

导成为可以重新分化发育为心脏、肝脏、胰

腺、皮肤、神经等多种组织和细胞类型的‘多

潜能性’细胞，并将其命名为‘化学诱导的多

潜能干细胞’。”

邓宏魁指出，这个新方法摆脱了以往技

术手段对于卵母细胞和外源基因的依赖，避

免重编程技术进一步应用所遭受的一些质

疑，例如破坏胚胎或基因突变风险等。

在实验中，他们利用这种新方法，将成年

小鼠的肺部成纤维细胞培育成一只叫“青青”

的小鼠。邓宏魁说：“目前，‘青青’刚过完

100 天的生日，它发育良好，健康可爱，并且已

有了它的‘孩子’。和以前用转基因的重编程

技术得到小鼠相比，它可以不用再为外源癌

症基因的重新激活等健康风险而感到担心。”

研究人员说，这项新技术让人惊奇的是，

原本人们认为复杂而严密的分化发育过程竟

然可以通过如此简单的方式实现逆转。更有

意思的是，这条新途径的早期变化过程同低

等动物再生的早期过程中所涉及的分子机制

比较类似。

此外，这项研究成果还有助于人们更好

地理解细胞命运决定和细胞命运转变的机

制，使人类未来有可能通过使用小分子化合

物的方法，直接在体内改变细胞命运。这样，

治疗疾病所需要的细胞功能或许可以直接通

过小分子化合物来重塑。

邓宏魁说：“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许多

难以治疗的疾病将会得到全新的解决方案，整

个再生医学领域也将会发生新的变革。”

我科学家取得多潜能干细胞革命性突破
将极大推动克隆组织和器官用于疾病治疗

素有“千年药都”之称的河北安国是全国

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然而，记者近日跟

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检查组暗访中

发现，安国中药材及饮片非法加工点随处可

见，贮藏加工过程隐忧重重。

雨水浸泡 合格证“自制”

小雨中的安国市八五村家家户门紧闭，

偶有站在门口闲聊的村民们，看到陌生人经

过，警惕着退回屋内。

几经周折，在当地人的介绍下，记者和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暗访组以药材商贩的身份终

于敲开了一户紧闭的铁门。

几大捆药材直接堆放在露天的院子里，

草草掩着的塑料膜并不能完全挡住雨水的冲

刷，底层的药材更是直接浸泡在泥泞的水中。

“炒制加工都可以，三七粉、杜仲炭都能

炒。”主人指着一旁布满土黄铁锈的巨大机器

说，自家加工的药材在安国和全国各地的市

场上都可见到。

屋内的桌上，铺满了盖着鲜艳红章的“中

药饮片合格证”，产地标着河北、广西、辽宁等

地，生产日期则从 2012年 5月开始，各不相同。

主人介绍，运来的药材在这里加工后，可

直接根据需要贴上“自制”合格证，无需送检

等“麻烦。”

按照我国有关法规，中药饮片的生产资

质非常严格，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和个

人均不能进行加工（切、炒、炙、磨粉等）。取

得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也不允许从农民

或者无证商贩手中购进中药饮片，只能从农

民手中购进中药材，再加工为饮片。

然而，短短一个下午，在八五村、齐村、淤

村、曲堤村，暗访组却见到了多个这样家庭式

饮片加工作坊。无一例外，均是设备简陋，卫

生堪忧。

农药滥用 禁令打折

在安国市郑章村，道路两旁绿油油的田

里满是飘散着各种药香的草药。“这是甘草，

这是黄芪。”暗访组的专家说出的名字都是大

家耳熟能详，甚至在煲汤饮茶时都会加入的

草药。

然而，在长势喜人的草药地边，却不时能

见到“克百威颗粒剂”等散落的农药包装。根

据 2002 年 6 月 5 日农业部公告第 199 号规定，

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和限制

使用的农药共有 21种，其中就包括克百威。

“不用药根本不行，挣不到钱。”带路的当

地人说，在国家三令五申面前，中草药种植的

农药使用情况有所好转，但突规违禁的现象

仍难避免。

中国中医科学院有关专家介绍，中药材

具有农产品的天然属性，如果不使用农药，

每年病虫草害所造成的损失可高达 70％以

上 ，而 正 确 使 用 农 药 则 可 挽 回 近 40％ 的 损

失。因此，在农药的使用上，应选用并推广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禁止使用剧毒、高残

留或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农药。

（下转第三版）

隐忧重重的中药材加工
—记者暗访“千年药都”河北安国

新华社记者 胡 浩 王 茜

7 月 18 日，天津科

技大学材料化工学院

杨宗政教授在对比展示

通过集装箱模块化“移

动式污水处理装置”净

化前后的水质。该项目

由杨宗政与环保企业合

作研发，获得了 4 项技

术发明和 1项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因体积小、成

本低、可车载、处理速度

快、无二次污染和可按

需组合扩展等特点，被

用于应对突发性污染

和临时应急污水快速

处理等。

新华社发（李想摄）

□习近平会见委
内瑞拉副总统阿雷
亚萨

□张高丽分别会
见出席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的外国政要

（均据新华社）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7月19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科学家首

次在金属上从头开始逐个原子地合成出了石

墨烯纳米带——在熔炉中生长出的石墨烯的

同轴六边形。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化学会

志》上的研究报告称，这种石墨烯“洋葱圈”有

望用于锂离子电池和高级电子设备内。

该研究的领导者之一、莱斯大学的物理

学家詹姆斯·图尔说，通常而言，通过化学气

相沉积方法在一个熔炉中生长的石墨烯以

一个种子（铜或其他金属表面的少许灰尘或

一个隆起物）开始。在成核过程中，一个碳

原子附着在该种子的表面，其他碳原子“依

葫芦画瓢”，就形成了铁丝织网一样的网格。

图尔团队进行了一些实验，想弄清楚石

墨烯如何在高压下以及富氢环境中生长出第

一圈环。他们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块快

速生长的石墨烯薄片被氢化，其整个边缘会

变成一个成核点。该边缘使碳原子位于石墨

烯的皮肤下，碳原子在此处开始形成一块新

的薄片。但因为顶部的石墨烯的生长速度很

快，最终会阻止碳原子流往位于其下的新薄

层，使底部的石墨烯停止生长，留下一个石墨

烯环。整个过程再不断重复循环。

图尔解释道：“这一机制依靠最上面的石

墨烯层阻止碳原子到达底部，最终，我们得到

的是层叠的多层单晶体石墨烯‘洋葱圈’。”

图尔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断地

削一大块物体，就可以获得纳米带。但如果

我们能从头开始，种植出纳米带，就能控制

其边缘，而边缘的原子构造有助于确定石墨

烯的电学属性。我们得到的六方形石墨烯

‘洋葱圈’的边缘都是锯齿形，这就使其拥有

了金属的属性。而且，我们能改变生长环境

中氢与碳之间的相对压力，得到一种与普通

石墨烯迥然不同的全新结构。”经过进一步

测试发现，微型环在薄片下部而非顶部形

成，顶部的石墨烯薄片或许可使用氩等离子

体去除，留下独立的环。

这种环的宽度介于 10 纳米到 450 纳米

之间，宽度也会影响电学属性，因此，找到方

法控制宽度成为科学家们的下一步目标。

图尔说：“如果能整齐划一地制造出 10纳米

宽的石墨烯带，我们就可以将其变成低电压

的晶体管，这种晶体管可能适用于制造先进

的锂离子电池中的锂存储设备。”

将单层石墨烯规范切割成纳米带时，

边缘会出现两种可能：锯齿形或扶手椅形，

不同的边缘又会赋予石墨烯不同的电性。

然而，在纳米量级，要想切出宽度相等且边

缘规范的石墨烯带，并不像用美工刀裁纸

那么简单，更不要说是“洋葱圈”了。新研

究的亮点，就是变“切割”为从一个原子开

始的亲手“种植”，并找到了做“洋葱圈”的

妙招。研究进行到了现在的程度，相信接

下来做出完美的 10 纳米“洋葱圈”并不会

太难。到那时，“大明星”石墨烯可能又会

引起“粉丝”们的一阵膜拜，相关的股票恐

怕也会再“飘红”。

美首次“种”出石墨烯纳米带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朝晖 通讯

员孙朝辉 吴晓芬）国家海洋局日前在

杭州召开“中国 Argo 剖面浮标大洋观

测网”建设运行技术评估会。以中国

工程院院士丁一汇为组长的评估专家

组一致认为，观测网建设填补了我国

物理海洋学调查研究领域对深海大洋

长期观测的空白，已成为国际 Argo 计

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rgo 是“ 地 转 海 洋 学 实 时 观 测

阵”的英文缩写。10 年来，由美国、澳

大利亚等 30 多个沿海国家布放的约

8500 个 Argo 浮标所组成的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首次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对全球海洋上层温度、盐度和

海流的实时观测。经国务院批准，我

国于 2001年加入国际 Argo计划，在科

技部和国家海洋局等的支持下，“中国

Argo 剖面浮标大洋观测网”4 个项目

均达到了预期研究目标并通过验收。

专家组认为，观测网经过 10 多

年的建设和运行，至今仍有 66 个 Ar-

go 剖面浮标在海上正常运行，体现

了我国对国际海洋观测的重要贡献；

其积累的长期、连续、大范围和高质

量物理海洋环境要素观测资料，对海

洋、大气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特别

是业务化预测预报、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军事活动保

障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大洋观测网
填补深海观测空白

科技日报“向阳红 09”船 7 月 19 日电
（特派记者付毅飞）今天，经过短暂休整的

“向阳红 09”船告别厦门东渡码头，再次踏上

征程。记者发稿时，它正载着“蛟龙”号，以

12 节（约 22 公里）的时速行驶，预计在 20 日

凌晨 4时离开中国海域，随后穿过巴士海峡，

进入太平洋。“蛟龙”号首次试验性应用航次

二、三航段任务由此拉开序幕。

出征前，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副局长

王飞和厦门市主要领导冒雨登上“向阳红09”

船，为科考队员们鼓劲壮行。

刘赐贵说，“蛟龙”号是世界同类载人潜

水器中最先进的。2012年6月，“蛟龙”成功下

潜至 7062米深度并开展作业，标志着中国具

备载人到达全球 99.8％以上海底进行作业的

能力。今年，“蛟龙”号进入试验性应用阶段。

“第二航段是整个任务中的重点，我们

将遇到更多挑战。”本航次临时党委书记滕

祖文在“向阳红 09”船今天下午举行的全船

动员会上表示。

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刘峰介绍，与第一航

段相比，第二航段任务所处环境颇有不同。

从任务地点来看，前者在南海执行，离陆地

较近，天气恶劣可以靠港躲避，还能顺便补

给；后者则需航行 5000多海里前往东北太平

洋中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在茫茫大海

中孤立无援，多大的风浪都得自己来扛。

在深度方面，南海任务海域最大水深约

为 3900 米，而在东太平洋则需潜入 5000 多

米深的海底，对“蛟龙”号各项设备均提出更

高要求。

另外，第二航段任务海域正值信风时

节，目前仍持续有较大风浪，这都将增加深

潜作业的难度。

据介绍，由于第二航段航程较长，作业

时间仅有 12天左右。滕祖文介绍，本航段任

务计划进行 5次固定下潜，如果顺利，还将实

施 1 到 2 次机动下潜，所有潜次都需在 12 天

内完成，这要对整个团队提出很高要求。“这

将是艰苦奋战的 12天。”

在完成第二航段任务后，“蛟龙”号将前

往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勘探申请区开展近

底生物调查、地质取样、海底摄像和相关海

底试验作业。

又讯 （特派记者付毅飞）伴着刺耳的警

报声，所有船员身着救生衣，头戴安全帽，快

步奔向各自所属的救生艇。这并非发生险

情，而是“向阳红 09”船上今天开展的一场救

生演习。

离港后，船长陈存本按照惯例进行了一

次面向全体船员的安全培训。事实证明，这

次培训很有必要。不但“新兵”们错漏百出，

一些老船员也闹出了笑话。

陈存本介绍，救生衣上有几个束环，穿

戴时须将束带从中穿过，才能系得牢固。为

防止海水将束带泡软冲开，必须打成死结。

救生衣上还附带了入水即亮的发光装置和

求救用的口哨。

另外，每个床头都贴有一张应变部署卡，

注明了不同信号的意思和应变部署，还标注

了每个人的岗位、责任、集合地点，以及登艇、

登筏的编号。船上有 4个可容 50人的封闭式

救生艇，如果发生危险，每个人必须在 2分钟

内穿戴好救生设备，登上自己的救生艇。有

人玩笑说，如果登错，会被一脚踢下去。

除救生外，消防也是船上安全保护的重点。

上图 7 月 19日，参加“蛟龙”号首次试
验性应用航次二、三航段任务的人员合影
留念。 新华社发

“向阳红 09”船今晨驶离中国海域
离港后开展救生演习 新航程面临更多挑战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 记者范建）
我国自主研发的 70 吨超大推力电动

振动台，日前在天津大型运载火箭研

制基地完成测试。其各项指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推力为国外现有最大推

力 35 吨振动台的两倍，可满足新一代

火箭、卫星、飞船和空间站等航天器对

振动试验的要求。

作为地面试验验证的重要设备，电

动振动台能够模拟航天器在运输、飞行

等使用过程中的振动环境，是火箭、卫星

研制的必需设备。近年来，随着我国航

天事业的飞速发展，现有振动台在台面

尺寸和推力等方面已无法满足新一代火

箭、卫星、飞船和空间站等航天器振动试

验的要求。此次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702所提前半年研制成功的超大推

力电动振动台，不仅可以应用于新一代

大型航天器的振动试验，在大型铁路机

车、大飞机、重型特种车、高层建筑抗震

设计等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据702所振动台总设计师张巧寿介

绍，70吨超大推力电动振动台的碳纤维

增强、水冷式高电压输出技术的功率放

大器等多项新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

白。尤其是运动部件驱动圈，以前采用

的是钢板，重量大、刚度低，现在采用碳

纤维增强技术，不仅重量轻，还提升了刚

度和强度。在同等条件下，运动部件共

振频率由原来的1000赫兹提高到现在

的2000赫兹，并且承载和导向采用了可

扩展性设计理念，可根据客户要求，提高

承载力和导向性能。此外，与传统功率

放大器相比，该电动振动台采用水冷式

高电压输出技术的功率放大器，结构更

加紧凑、效率更高，单柜输出功率是传统

功放的3倍，这样原本需要10个功放柜

的系统，现在只用3个就能满足要求。

我制成世界最大
推力电动振动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