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美国韦斯仿生工程研究

所近日开发出一种高科技设备“生物脾”，即使在病原体

尚未查明的情况下，也能使身体免于感染。这种设备是

受脾脏功能的启发，脾脏能把血液中的细菌——从大

肠杆菌到埃博拉病毒——迅速高效清理。

血液感染会导致脓毒症，这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

免疫反应。在医生无法判断感染原因时，超过 50%的

可能会激发脓毒症，所以医生会用抗生素攻击多种细

菌，但这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

研究人员希望找到一种能清除任何感染的方法，由

此开发出了“生物脾”设备来过滤血液。据自然网站9月

15日（北京时间）报道，“生物脾”用了一种改良版的甘露

糖—结合外源凝集素（MBL）涂在磁性纳米珠外面，MBL

是一种人体内的蛋白质，能与超过90%的细菌、病毒、真

菌及死去细菌所释放毒素的表面糖分子结合。当血液进

入“生物脾”设备后，经MBL装备的纳米珠会与大部分病

原体结合，再通过设备上的磁铁把纳米珠和它们的“猎

物”一起从血液里吸出来，再让血液流回病人体内。

为了测试设备效果，研究人员让一些小鼠感染了大

肠杆菌或金黄色葡萄球菌，用“生物脾”给其中一些小鼠

做血液过滤。结果在感染5个小时后，经过血液过滤的

小鼠 89%仍然生存，而没有血液过滤的生存率只有

14%。研究人员发现，“生物脾”能清除小鼠血液中超过

90%的细菌。而且经过血液过滤的小鼠，肺部及其他器

官也更少发炎，这表明它们发展成脓毒症的可能性更小。

研究人员还测试出“生物脾”能处理约5升的血量，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内所有的血。他们在人血中混合

了细菌和真菌，以每小时 1升的速度通过“生物脾”，结

果发现设备在5小时内清除了血液中大部分病原体。

论文作者、韦斯仿生工程研究所的唐纳德·英格

博说，这种效率足以控制感染，当“生物脾”从血液里

清除了大部分病原体后，抗生素和免疫系统就会击败

剩下的感染，比如寄居在器官里的病菌。“生物脾”还

有助于治疗像 HIV 和埃博拉这样的病毒感染，其生存

率取决于能否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降低到一个微小

水平。目前，研究小组正在猪身上进行测试。

伦敦大学学院传染与免疫专家奈杰尔·克雷恩

说，诊断医师还能用“生物脾”收集血液中的病原体样

本，培养识别，最终确定用哪种药物疗效最好。输血

和血液过滤已经成为常规疗法，他希望“生物脾”能在

两年内进入人类临床实验。

磁性纳米颗粒像巧克力豆一样裹上一层生物

素，用来捕捉毒物，这一思路结合了人工透析和纳

米药物的神奇。从种牛痘到巴斯德消毒法，再到青

霉素，人类一步步垒起抵抗病菌的长城，越来越不

可能因为感染而死亡。人工脾则让病原体（甚至是

艾滋病病毒）面临灭顶之灾。它能不能拔除狂犬病

毒、麻风病毒或者乙肝病毒？实验了才知道。如果

人 工 脾 能 成 功 ，

慢 性 感 染 者 治 愈

的 希 望 将 大 大 增

加 ，它 也 将 在 人

类 医 学 史 上 占 据

独立的一章。

血 液“ 脏 ”了 ，洗 一 洗
仿生脾能清除血液中大部分病原体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5日电 （记者瞿剑）中国海洋

石油有限公司 15日宣布，“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在南

海北部琼东南盆地深水区的陵水 17-2 构造测试获得

高产油气流，日产天然气 56.5百万立方英尺，即 9400桶

油当量。这是我国海域自营深水勘探的首个重大油气

发现，标志着我国已基本掌握自主勘探开发深水油气

资源的全套能力。

据介绍，我国南海油气资源极其丰富，但 70%蕴藏

于深海，勘探难度极大：在深水区，水体环境、海底稳定

性和沉积地层岩石强度与浅水区差异明显；受海床不

稳定、坡度大、岩石强度低、温度低等条件影响，技术难

度和投入呈几何倍数增长。尤其是南海西部深水海

域，地处欧亚、太平洋和印澳三大板块交汇处，经历了

极其复杂的地质作用和演化过程。上世纪 90 年代，中

海油曾与外方在南海进行合作勘探，外方作业者认为

这里存在烃源岩埋深过大、储层不够发育、高温高压等

诸多难题而退出；其后中海油迎难而上，设立深水课题

组展开技术攻关，相关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陵水 17-2

勘探实践，明确了深水区资源潜力巨大、大规模优质储

集体发育、大型勘探目标成群成带，具有良好的油气勘

探前景，首选中央峡谷陵水 17-2 进行钻探，2013 年部

署陵水 17-2-1等探井。

陵水 17-2 构造距海南岛约 150 公里，平均作业水

深 1500 米。陵水 17-2-1 井由“海洋石油 981”承钻，今

年 1月开钻，2月完钻。不仅钻获良好油气显示，且作业

效率、建井周期、钻井费用等多项钻井指标均创国内最

佳，凸显了“海洋石油 981”的深水作业能力和深水团队

良好的作业管控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海油自主研发的深水测试地

面流程模块化设备的首次成功应用：在提高作业时效

和降低测试成本的同时，推进深水测试常规化，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

中海油透露，其旗下南海西部石油管理局已提出

建设“南海大气区”的构想，将加快建设一条连通南海

西部环海南岛所有气区（东方／乐东气区、崖城气区及

文昌气区）的海上天然气管输大动脉，将改变南海西部

目前东方／乐东气区与崖城气区两大基地独立开发、

应急能力不足的局面，实现各气区联网，大幅提高气田

开发效益，同时为周边已发现的边际气田和待发现气

田预留接入空间。

左图 陵水17-2-1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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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与诺禾致源等合作，在国际上

率先构建和分析了一年生野生大豆的泛基因

组，为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和利用提供了新的

方法和启示。该研究成果9月14日在线发表

于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

项目牵头人、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

邱丽娟介绍，大豆是重要的油料和高蛋白粮

饲兼用作物。栽培大豆由其祖先种一年生野

生大豆经过人工选择进化而来，其中所蕴藏

的优异基因的开发和利用对拓宽现代大豆品

种的遗传基础，改良品质，提高对病虫害的抗

性及对不良环境与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具有重

要意义。我国大豆资源总数居世界首位，其中

一年生野生大豆占全世界野生大豆的 90%。

她表示，近年来，我国乃至世界大豆育种难以

取得突破性进展、单产停滞不前，主要原因是

目前大豆品种的遗传基础狭窄，匮乏的基因

源成为制约栽培大豆育种研究的关键。

项目组通过十余年大豆核心种质构建及

遗传多样性研究发现，大豆是高度自交作物，

一个基因组无法准确代表其物种基因的整体

情况。为此，在系统研究基础上，选择 7份有

代表性的野生大豆进行从头测序和独立组

装，构建了野生大豆泛基因组。利用一套基

于全基因组序列比对的结构变异鉴定方法，

项目组率先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全面解析了野

生和栽培大豆种间遗传变异，特别是在阐明大

豆种内／种间结构变异方面取得了突破，发现

野生大豆特有、栽培大豆特有及驯化性状建成

相关的基因／遗传变异千余个，其中野生大豆

特有基因为首次报道。此外，发现野生大豆中

与生物逆境抗性相关的R（抗病）基因类型，可

能是其抵御恶劣生存环境的内在原因之一。

我国率先构建野生大豆泛基因组

千呼万唤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分配

权改革，在新出台的《成都市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

协同创新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成都十条”），又迈

进一大步。

支持在蓉高校院所自主处置科技成果，由审批变

成备案；支持在蓉高校院所与发明人共同申请、享有和

实施知识产权等核心条款，无论是深层体制突破，还是

具体政策效应，都正引起高度关注。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走访成都市科技局等政策制

定部门、部分高校院所、校地合作载体了解上述政策的

台前幕后。

制度如何消除成果转化梗阻？

近年来，成都进入科技改革政策“密集期”：从去年

出台“建设创新型城市‘1+N’政策体系”，到今年推出《加

快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2014—2017 年）》的“161”总

体部署，再到每年拿出约10亿元财政资金推动实施“六

大工程”，其政策的密度、力度都堪称“历史罕见”。

随着改革深入，拥有 53所高校、30家国家级科研院

所、45个国字号研发平台、科技资源排名全国第六的成

都，进一步明确了“发挥高校院所在技术创新中源泉作

用”的改革命题——在接连推出创新创业载体、科技金

融支持、激励释放人才活力等改革政策后，高校院所科技

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硬骨头”。

“成都十条”主要起草部门、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

华认为，当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挖掘和激活成都丰

富的科技资源，就必须打破现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

化的机制体制约束，完善既有科技政策体系尚存对成

果转化的机制障碍，“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要发展”。

这不仅是被创新实践和理论研究反复证明的规

律，更是成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尽快转入创新驱动的

内在诉求。

新政出台前，由成都市科技局完成的《促进高校院

所成果转化、加快成都转型发展的思考》调研报告，也

提出一系列“佐证”：近年，成都技术合同成交额正呈

“上升弧线”，去年达 333.95 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

5 位；全市不断增强的产业高端化发展，对科技成果的

需求旺盛，2012 年技术交易额吸纳技术成交金额首次

超过输出技术，在 15个副省级城市中上升至第 2位。

“破解高校科技优势如何转化为地方经济优势的

问题，这正是‘成都十条’的使命所在。”唐华说，科技成

果转化不是一个新话题，如何做好“转化”的文章，消除

“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的梗阻，为成果转化

找到一条“高产之路”，才是新话题。 （下转第三版）

啃下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硬骨头
—“成都十条”观察

本报记者 盛 利

新华社马累9月15
日电 （记者陈贽 李斌
刘华）9 月 15 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马尔代夫总

统 亚 明 在 马 累 举 行 会

谈。两国元首在亲切友

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

意见，一致同意建立中

马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

合作伙伴关系。

会谈前，亚明在共

和国广场为习近平举行

欢迎仪式。海风送爽，

晴空万里。当地时间上

午 10 时许，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乘船抵达总统

府所在的马累岛 1 号码

头，受到亚明总统夫妇

热情迎接。在码头出口

广场，马尔代夫青年载

歌载舞，欢迎中国贵宾。

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

台，鸣礼炮 21响，奏中马

两国国歌。习近平检阅

仪仗队。两国元首相互

介绍陪同人员。欢迎仪

式结束后，身着传统服

装的仪仗方队队员高擎

华盖，手持两国国旗和

长矛，在鼓乐伴奏下，护

卫习近平前往总统府。

当地儿童挥舞中马两国

国旗、手举中马友好标

语站在道路两侧，习近

平向他们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后，两国

元首举行会谈。亚明再

次对习近平表示热烈欢

迎。亚明表示，一个月

前，我赴华出席南京青

奥会开幕式，同习近平

主 席 举 行 了 很 好 的 会

谈。我邀请习近平主席

早日访问马尔代夫，你

接受了我的邀请，很快

成行，马尔代夫人民深

感荣幸。相信这次访问

必将把马中关系提升到

新的高度。

习近平指出，中马两

国元首在短短一个月内

实现互访，体现了我们两

国关系亲密友好。我们

在南京谈得很好，这次我

希望同你就两国合作特

别是共建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进一步交换意见，

推动取得积极进展。

习近平指出，中马

两国关系很好，不存在

任何困难和障碍，有的只是深化友谊，加强合作的

共同意愿。中方尊重马尔代夫独立、主权、领土完

整，尊重马尔代夫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政治制

度和发展道路。新形势下，中方愿意同马方一道，

深化传统友好，构建中马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

作伙伴关系。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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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脾”设备中的磁性纳米珠与大肠杆菌（左）和金黄色葡糖球菌
（右）结合，从血液中清除它们。

“生物脾”用蛋白质装备纳米珠（protein-equipped nanobeads）和磁铁清除血液中的
病原体。

科技日报 9月 15日南京电 （记者张
晔 实习生徐羽宏）它们拥有令人震惊的

吞噬能力：200 只尸甲虫可以在 3 天内把

一只成年野猪尸体吃完；它们拥有复杂的

行为学，如它们的亚社会性生活方式、亲

代抚育行为等，它们就是常人所不熟知的

葬甲科昆虫。

15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黄迪颖研究员及其领导的科学团队发布

了他们所发现的地球迄今最古老的中生

代 葬 甲 虫 以 及 亲 代 抚 育 行 为 的 研 究 成

果。这一成果将于 9 月 16 日，刊发在《美

国科学院院报》上。

葬甲科（Silphidae）是昆虫纲鞘翅目中

的一个小科，只有不到 200 个现生种。科

学家对葬甲的关注通常不是分类学，而是

它们复杂的行为学，如它们的亚社会性生

活方式、亲代抚育行为、食腐习性及埋葬

食物的特性。由于葬甲化石十分稀少，这

些复杂行为的发生起源、背景机制、演化

发展都无从知晓。仅有的葬甲化石来自

美国科罗拉多州始新世晚期的佛罗瑞森

特生物群（约 0.35亿年）。

近年来，黄迪颖、蔡晨阳等发现了大量

中生代葬甲化石，包括 37块来自中侏罗世

道虎沟生物群（距今约1.65亿年），5块来自

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6个个

体来自晚白垩世缅甸琥珀（约 0.99 亿年），

在扫描电镜下发现了葬甲化石腹部的发音

锉，触角上的化学感受器等，为了解葬甲类

昆虫复杂的行为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见解。

道虎沟生物群葬甲化石的发现将葬甲

科的化石记录提前了1亿3千万年，但这些

远古葬甲和现代种类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

形态差别，如：棒状的触角、巨大的中胸小盾

片、横截的鞘翅——展现了葬甲1.65亿年以

来的形态稳定性。通过扫描电镜对超微构

造的观察，发现这些葬甲化石触角末端密布

一些微小的化学感受器，并和现代种类一

样，具有球型和锥型两类感受器。现代葬甲依赖这些化

学感受器探寻腐肉的恶臭，而它们都是食腐动物——取

食腐烂的哺乳类和鸟类尸体。而在丽蝇（常见种类如红

头苍蝇,其幼虫为蛆）出现之前的中侏罗世，葬甲已经大

量出现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清道夫角色。

热河生物群葬甲化石的时代早于其他社会性昆虫

的最早地质记录，因而热河生物群亚社会性葬甲的发

现也是最早的（亚）社会性昆虫化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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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 15日电 （记者李禾）15 日是第

19 个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环境保护部在北京召开了中

国第一批含氢氯氟烃生产线关闭项目启动会暨国际臭

氧层保护日宣传活动。环保部副部长翟青说，第一批 5

条含氢氯氟烃生产线的关闭，可年减少 4647ODP（消耗

臭氧层潜能值）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可年减排

9350 万二氧化碳当量吨的温室气体，相当于年减少约

1950万辆小轿车的尾气排放。

保护臭氧层将减少皮肤癌、白内障等疾病发病

率。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主题是“臭氧层保护，继续

前行”。含氢氯氟烃是目前剩余的主要消耗臭氧层物

质之一，也是强效温室气体，属《蒙特利尔议定书》确定

的需逐步淘汰物质。我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含氢氯氟

烃生产国、使用国和出口国。2010 年含氢氯氟烃受控

用途产量 44.5 万吨，占全球 78.5%，发展中国家 90%；使

用量 29.8万吨，占全球 48.4%，发展中国家的 53.7%。

据《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及第 19次缔约方大会通

过的淘汰时间表，2013 年底前我国应将含氢氯氟烃生

产冻结到基线年（即 2009-2010年）的平均水平；到 2015

年，在基线年基础上削减 10%；到 2020年和 2025年削减

基线水平的 35%和 67.5%；到 2030年完全淘汰等。

在启动会上，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任

陈亮宣布了我国第一批含氢氯氟烃生产线关闭项目企

业清单。包括江苏蓝色星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富时特化工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的 5 条 HCFC 生

产线将关闭，将淘汰含氢氯氟烃（HCFCs）生产配额量

58864吨，淘汰相应 HCFCs生产能力 8.8万吨/年。

5条含氢氯氟烃生产线将关闭
相当于每年减少1950万辆小轿车的尾气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