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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朱廷伟 沈基飞 李遵荣）解放军军

事医学科学院近日对外称，该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

所袭著革课题组通过 10 多年研究，发现雌激素会促进

烟草颗粒物致癌，这一成果不仅提示女性吸烟和被动

吸烟更容易导致肺癌，而且为此类患者的预防和治疗

提供了新策略。有关该科研成果的论文已刊登于国际

著名期刊《癌症通讯》。

该课题组还发现纳米材料氧化铝可显著促进耐药

基因在细菌之间的转移，证实经呼吸摄入的纳米粒子

能够进入血液并输送到主要脏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健康风险预测和预警技术。

从 2002 年开始，袭著革团队针对环境污染问题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 15 种纳米材料、室内外空气悬浮颗粒

物，系统研究了它们的生物毒性效应、机制及其对免疫

系统、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健康的影响，包括对细

菌、线虫、斑马鱼、小鼠、大鼠及人群不同靶点的损伤效

应和作用规律。

他们通过分级测定吸烟产生的纳米颗粒及携带的

污染物，发现致癌物多环芳烃（烟草不完全燃烧即产生

此物质），主要沉积在细颗粒物（PM2.5）和超细颗粒物

（PM0.1）上。在建立多环芳烃致小鼠肺癌模型的基础

上，首次观察到雌二醇（雌激素）对多环芳烃的致肺癌

效应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而首次为雌激素和吸烟（或环

境致癌物）导致肺癌具有联合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受

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和认同。

此外，科学家还采用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结合动物

和细胞实验，系统研究大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对

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影响，首次揭示微纳米

粒子对血管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损伤的特点，阐明其

血管内皮细胞毒性效应的线粒体机制。

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胡向军介绍，目前该

研究形成的系列成果，已经为国家和军队环境标准制

定、空气质量防控、纳米材料安全性评估、烟草国际履

约行动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关键技术支撑。

我国科学家发现烟草颗粒物致癌新机制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是
一个采用新型体制机制的国家基础生命科学研
究所，运行资金由北京市政府拨付，科研基金由
科学技术部提供。北生所采取合同制，主要科
研人员全球公开招聘，合同结束后由国际同领
域专家全面评估，通过者得到晋升，并可继续在
北生所工作，未能通过者将离开北生所。

资源共享顾名思义，有价值的东西大家可
使用共享，英文是resource sharing。北生所
资金统一分配和使用，为研究所内有效资源的
平等分配和真正的共享创造了条件。近年来，

北生所借鉴国外先进的科研管理经验，结合自
身实际，在科研资源的共享方面和创新文化建
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仪器设备资源共享：
杜绝闲置浪费

北生所内科研仪器和设备统一管理，统一
使用，超出一万美元的，由研究所购买。北生所
对实验仪器装备、运行管理和维修，制定了“大
仪器集中、小仪器分散”的4级科学分配和使用
管理模式，实现了统分结合。按照“先预约先使
用”的规则，没有“贵族”式权利。当仪器设备的
使用影响了科研工作的进程时，由仪器管理委

员会讨论决定，报所长批准后购买添置。
北生所内的仪器设备 24 小时排队使用

的情况，常有发生。北生所内的所有资源杜
绝闲置和浪费。仪器设备的科学使用，既满
足了科研工作的需求，又节约了大量经费，有
力促进了北生所内科研工作的良性循环，实
现了真正的仪器设备资源共享。仪器设备资
源的管理和使用，也成为北生所科研体制机
制改革的成绩之一。

技术辅助中心：一切
以服务科研为导向

为支持北生所科研工作的进行，建立了

12个技术辅助中心，涵盖了当前常规和最新
生物科学技术方法，它们包括：蛋白质中心、
影像中心（电镜、双光子、活细胞工作站、共聚
焦显微镜等）、动植物培养中心、技术转化中
心、抗体制备中心、转基因动物中心、生物制
品中心、核酸测序中心、化学中心、代谢组学
中心、生物文库中心和法律事务办公室。

这些技术辅助中心的特点是：具有优秀
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追踪
最新的技术信息，为实验室提供最可靠、最
及时的技术服务和帮助。尤为突出的是技
术辅助中心的最终导向是——服务。技术
辅助中心参与研究所课题项目的申请，但是
按课题项目的需要，担当技术支持和协助，
技术服务中心没有自己的独立课题，与实验
室的工作不产生资源和空间的竞争。技术
辅助中心的操作运行，也同样遵循“先预约
先服务”的规则。 （下转第三版）

有形和无形的科研资源共享
智 刚

京郊早春定植的设施蔬菜四月下旬就进

入了花期。北京平谷区锦华庄园的 107 个蔬

菜大棚里的熊蜂在花间飞舞采粉。盎然春色

中，一畦畦番茄、黄瓜，绿叶、红果、黄花相互映

衬，黄板、蓝板点缀其间。这里是北京市 20 个

绿色防控技术基地之一。见大棚里纷飞的熊

蜂忙碌地授粉，不少记者都面现好奇：这熊蜂

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熊蜂也像记者一样充当媒介。它既干绿色

防控的活儿，又是绿色防控的“形象代言人”。

用熊蜂授粉，可使农民减少化学农药和激素用

量，提高蔬菜品质和产量。重要的是，熊蜂对农

药十分敏感，温室、大棚里只要有熊蜂，就知道

这里很少用或不用化学农药。照这么看，熊蜂

也成了绿色防控技术的“监督员”。

为使北京市民吃上安全放心的蔬菜和瓜

果，北京市农业局在京郊 10 个区县筛选出 20

个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示范面积达

5800余亩，形成无病虫育苗、产前消毒预防、产

中科学防控和产后残体无害处理有机结合的

“蔬菜病虫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而减少

化学农药用量、控制污染、保障蔬菜质量安全

的使者就是熊蜂。

一位跑了 19 年农业报道的电视记者就老

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询问在场的北京植保站的丁

专家。“请您给我们谈谈如何用眼看、用鼻闻的

方法，鉴别出哪些果菜打过农药，哪些没打。”丁

专家笑道：“瓜菜打没有打药，眼看不出，鼻子也

闻不到。但有一个办法。”他手一指，“你看眼前

大棚的熊蜂飞来飞去，就说明这棚里的瓜菜就

没打药。”平谷区植保站副站长指着眼前纷飞的

熊蜂补充道：“熊蜂对杀菌剂、杀虫剂特敏感。”

一句话使在场的记者都长了见识。

其实，熊蜂授粉不仅能鉴别出瓜菜打没打

药，用熊蜂授粉的瓜菜的产量一般也要比往年

提高 30%。这个秘密客商最清楚。他们只要

知道棚菜是熊蜂授粉的，便抢着高价订购。“瓜

菜还没下架就以高于市场 40%的价格订购一

空。”锦华庄园总经理孙金旺高兴地说，“熊蜂

真是咱蔬菜授粉的好帮手!”

绿色防控技术可谓是丰富多彩。在延庆

北菜园蔬菜联合社，记者看到，300多个大棚整

齐排列，隔一段就有一盏太阳能杀虫灯，经理

赵玉忠说：“别小看这灯，能发出对害虫有‘吸

引力’的光谱，引它奋不顾身‘飞蛾扑火’。”像

玉米螟、甘蓝夜蛾等 1000 多种害虫都会见光

葬身于灯下。

走进每个大棚，我们还看到迎门都安有纱

网一样的“门帘”，脚下放着“脚垫”。赵玉忠解

释说：“‘门帘’是防虫网，不光是‘门帘’，整个

大棚都盖有防虫网，像一个大蚊帐。有了它，

棚外的虫子别想钻进棚里。‘脚垫’用来消毒，

防止人把病菌带进棚里。绿色防控的每个细

节都严格按照植保站要求。”

自然界里的许多昆虫天敌能治害虫也是一

绝。像赤眼蜂、捕食螨吃起蚜虫一天能吃200多

头。这叫虫虫相克。当记者走进大棚，每隔几米

就挂着一些二寸见方的小袋子，“这是做什么

的？”赵玉忠说：“每个小袋子里装着 200多头肉

眼看不见的捕食螨，用它来吃害虫，就不用打化

学农药了。”老赵顺手摘下一个西红柿。“您来个

尝尝，放心，不打药，也没虫，口感倍儿棒。”

京郊越来越多的农田都用上了瓢虫、捕

食螨、丽蚜小蜂等“天敌昆虫”，可全郊县那

么多大棚，能有那么大量的天敌吗？郑总农

艺师手一挥：没问题。密云、海淀、延庆已有

专门生产“天敌昆虫”的“虫工厂”。“虫工厂”

每年输送 200 多亿头“天敌昆虫”飞到田间

杀害虫。 （下转第三版）

绿 色 防 控 ：熊 蜂 有 妙 用
—北京市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见闻

本报记者 范 建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大庆）“通过这次调

查，我们知道了东北森林主要有哪些植物，也

知道了这些植物生长和分布的环境特点。”日

前，在科技部基础司组织的“东北森林植物种

质资源专项调查”项目验收会上，项目负责人，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韩士杰向

专家组汇报了项目取得的成果。

东北森林占全国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是

世界同纬度植物种质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

为摸清东北森林植物种质资源本底，在科技部

的支持下，由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牵

头多家单位参加，于 2008 年正式启动了“东北

森林植物种质资源专项调查”。

据韩士杰介绍，此次对辽宁、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东部森林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是基于

网格布点的 2000多个样地，将植物群落作为物

种生存环境，对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进行全面

调查，同时开展了物种踏查、珍稀濒危植物和早

春植物的专项调查工作。项目历时 5 年，基本

查清了东北森林植物种质资源种类和分布现状

及其环境特点，并发布了东北区域县域水平的

植物物种分布重要成果：调查得到维管束植物

136 科 645 属 1940 种，以及这些物种的环境条

件、物种适生范围以及现实县域分布，并结合历

史数据编绘了东北地区 2800 种植物的县级产

地分布图。此外，还编制了一系列编目数据集，

采集了5万份植物标本，收集了近2万份种质材

料，丰富了区域馆藏标本资源量和信息量；摸清

了东北林木良种基地种质资源现状，提出有关

东北森林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保

护、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等系列建议，为国家和区

域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数据支持；

建成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面向公众动态

发布的基础数据共享平台；稳定并培养了一支

植物分类学人才队伍，带动了区域植物分类学、

保护植物学、群落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以陈宜瑜院士为组长的项目验收专家组

一致认为：该项目取得了重要进展，突出特点

是“数据规范、翔实”和“成果丰硕”，这些基础

性工作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必要的基

础数据支持，并为今后区域内植物种质资源的

保护与利用奠定了基础。

东北森林资源家底摸清

□习近平就阿
富汗发生严重山
体滑坡事件向阿
富汗总统致慰问
电

□李克强抵达
亚的斯亚贝巴对
埃塞俄比亚和非
盟总部进行正式
访问 （均据新华社）

5月4日，以“保护野生动物，建设鸟语花香美丽青海湖”为主题的青海省2014年“爱鸟周”活动
在青海湖鸟岛启动。图为游客们在青海湖鸟岛景区内的观鸟长廊内参观。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据新华社西宁 5月 4日电 （记者张进林
季莉）经过十多年的工程保护措施，分布在长

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头高海拔寒冷地区有限的

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区域内林地面积得以

恢复并实现持续性增长。

自上个世纪 90年代末起，随着国家大规模

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青海省正式宣布：禁止

以任何方式采伐分布在三江源头地区的天然森

林资源。由此，三江源头有限的林木资源开始

走上保护与恢复并重的道路。记者近期在三江

源自然保护区走访时了解到，经过 10余年的努

力，这里有限的森林资源已得到悉心呵护，当地

林地面积曾经急剧减少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是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内天然林资源分布面积最大的地

区，这个县林地面积达 343 万亩，占全县土地

总面积的 36％，青海省内面积最大的一处天

然林就分布在这里。

班玛县境内的青海省玛可河林业局局长

韩才邦说，1998 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之前，

玛可河林业局以天然林采伐为主，33 年间共

生产商品材 70 余万立方米。1998 年，玛可河

在全省率先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停止一

切形式的天然林采伐，全面转向森林资源培育

和保护，完成了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

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加大森林资源保护与公

益林建设力度。到目前，玛可河林区森林覆盖

率由天保工程实施前的 52％上升到 59.02％，

林地面积实现持续增加。

据了解，自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班玛

县境内所有的林地资源都被纳入保护范围，停

止一切形式的采伐。尤其是 2005 年三江源生

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实施后，班玛县被列为保护

区核心地区，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

全县所有的乔木林、灌木林、公益林都被纳入保

护范围，过去人为乱采滥伐的现象基本杜绝。

三江源森林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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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徐京跃 霍小光）在五四

青年节这个属于青春的节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

中央，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问候，向全国广大教育工

作者和青年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强调，核心价值观承

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

力量。广大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

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今年是五四运动 95周年，北京大学是我国新文化运动

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习近平一直关心着北京大

学改革发展和师生学习工作生活情况，近年来多次来这里

考察调研。

春天的燕园，湖光塔影，绿树婆娑。上午 9 时，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王恩哥陪同下，首先来

到北京大学人文学苑，观看人文社科成果展。展览展示了

北京大学文学、历史、哲学、考古学科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

和北大图书馆馆藏重要文献，包括《共产党宣言》多种译

本。习近平向马克垚教授、袁行霈教授等详细了解人文社

科学科发展情况，对北京大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

展室北侧是一座幽静的小院，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

介教授从研究室走出来欢迎总书记，习近平快步迎上去，

走入研究室，同他促膝交谈。汤一介介绍了编纂大型国学

丛书《儒藏》的情况，习近平问他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赞扬

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走出研究室，习近平同在庭院内

的师生亲切交流。他表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

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

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

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

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

承担的社会责任。

成立于 2010年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利

用最先进的生物成像和基因测序手段，从事生命科学和医

学基础研究。习近平来到这里，观看多媒体演示，了解胎

儿遗传疾病筛查、癌症早期诊断等新技术研究应用的情

况，并通过显微镜观看动物卵细胞受精和极体细胞提取过

程。习近平勉励科研人员刻苦攻关、勇于创新。中心主

任、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告诉总书记，自己已决心全职

回国工作，并将带领团队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习近平

说，很好！ （下转第三版）
左图 习近平在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了解癌症早期

诊断研究应用情况。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