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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
科技日报讯 （周荣蓉）近日，由 GE 中

国研发中心膜与表面技术实验室主导的科

学家团队成功开发了一项提高家用饮用水

采水效率的高得水率技术。这项新技术将

GE 在工业用水领域的成熟技术经验投入

到家用水处理领域，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

用水体验。

中国水处理环境长期面临污染频繁、

水质复杂、废水回用率瓶颈等考验。据国

家监察部统计，近几年我国水污染事故年

均超过 1700 起。全国城镇中，饮用水源地

水质不安全涉及的人口约 1.4 亿人。如何

保障饮用水安全已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关注

的焦点。

GE 的净水产品覆盖微滤、超滤、纳滤、

反渗透等多条产品链，普通的超滤膜即可过

滤家庭用水中的细菌及颗粒物，而去除重金

属物等有害物质则需要反渗透膜。由 GE中

国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超低压反渗透膜以

极小的压力完成稳定的大通量采水，获得较

之普通膜的 3 倍产水量，并保持较高脱盐

率。它的低压优势令其能够做到无泵运行，

因此也相应大幅降低了制造成本。

依照现有技术，每支家用膜的回用率

约为 30%—50%，而 GE 高得水率技术则同

时实现高得水率与高产水量的双赢，让每

个家庭用低廉的花费，环保的方式，享受

更优质的好水。同时，根据水质的差异，

配备该项技术的家用净水设备其废水回

用率最高可达 75%；每日产水将由目前的

每日 75 加仑提升至 500—1000 加仑，大幅

提高采水效率。

新净水技术废水回用率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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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饮食误区
误区一：餐前先喝甜饮料
碳酸饮料不仅营养价值极低，

还会妨碍胃肠对食物的消化吸收。

相比之下，纯果汁、菜汁是不错的选

择，纯酸奶则对饮酒者有较好的保

护作用。一些餐馆自制水果汁、蔬

菜汁等，口味新鲜，非常值得品尝。

误区二：烹调油多调味重
许多人喜欢味道浓重的菜肴，

然而菜肴中总要有咸有淡，才不至

于令味蕾过分疲惫。此外，浓味烹

调往往会遮盖食物原料的不新鲜气

味和较为低劣的质感，因此餐馆往

往会热情地鼓励食客点这类菜肴。

在点菜的时候，应适当点一些

较为清爽的菜肴，如清蒸、白灼做法

的。有两三个浓味菜肴过瘾即可，

再配一两个酸辣或酸鲜菜，用来提

神醒胃。

误区三：海鲜满桌不嫌多
水 产 品 尽 管 营 养 丰 富 ，口 味

鲜美，却是污染的“重灾区”。水

产品的特性就是富集重金属，如

果一桌当中海鲜和鱼类菜肴比例

过高，总摄入量必然较大，污染物

质更有超标风险。这不仅会加重

身体的解毒负担，严重时甚至可

能发生中毒。

误区四：蔬菜菌藻不见面
宴饮的一大危害就是动物性食

品和植物性食品严重不平衡。由于

一餐中摄入大量蛋白质无法充分被

人体利用，大量蛋白质会分解作为

能量使用，同时产生含氮废物，加重

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并妨碍酸碱平

衡。在节日期间，应当选择那些平

日食用较少的高档素食，如菌类、坚

果，以及藻类、薯类等具有健康价值

的蔬菜。这些素食既健康，还能减

轻消化系统的负担，可以说是一举

多得。

误区五：只吃菜肴不吃粮
眼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

宴席上只吃菜、不吃饭，直到酒足菜

饱之后，才想起要不要上主食的问

题。然而，空腹食用大量富含蛋白

质而缺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不仅

于消化无益，其中的蛋白质还会被

浪费。如果不喝酒，餐前不妨上一

碗米饭或粥。这样既能减少蛋白质

的浪费，还能减轻油腻食物伤胃的

问题。

误区六：酥香小点代主食
目前，大部分餐馆酒楼都推出

了各种花色主食，替代米饭和面条，

推荐给客人，显得丰富而时髦。这

些花色主食主要是各种酥香小点、

油炸点心等，其中油脂含量大大高

于米饭面条，特别是酥点类和抛饼

类，油脂高达 30%以上。如果使用

了植物奶油和起酥油，还会带来对

心脏健康极为不利的“反式脂肪

酸”。用它们来替代传统主食，显然

很不明智。

误区七：餐后喝碗咸味汤
都说“餐前喝汤，越喝越靓”，

北方却少见开胃汤水，倒是餐间和

餐后会送上有油有盐的汤。实际

上，饭后并不适合饮用大量浓汤。

因为菜肴已提供了极多的盐分和

油脂，令身体不堪重负；如果再喝

汤，必然会增加盐分和热量，对健

康无益。餐前喝点汤，能减少食

量，对于减肥者有一定好处。餐后

或餐间更适合饮用杂粮豆类制成

的粥。

打破传统空调的外观设计，整个机身厚

度仅为 11.2 厘米，从外表看上去和一幅挂在

墙上的油画没什么两样。近日，在珠海举行

的中国制造产业高峰论坛暨中国品牌在行

动新闻发布会上，格力发布了新的品牌形象

广告语，同时还发布了对传统家用空调产品

具备颠覆性意义的新品——“画时代”系列

油画空调。

油画空调让空调这个家用电器一改挂

在墙上的呆板造型。该空调造型与普通油

画外框很相似，特别是在空调上画的内容可

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特别定制，甚至可以

做成新婚小两口的婚纱照，或者其他对消费

者有特殊意义的照片。

除了外形的巨大变化外，空调的出风

口也有别于传统设计。针对冷暖空气不同

的流动特点，该空调顶端设为冷风出口，底

端 设 为 暖 风 出 口 。 冷 风 对 着 房 间 天 花 板

吹，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达到瀑布式制

冷的效果。暖风则对着地面吹出，暖空气

会缓慢上升，既改善了体感，又装饰了室内

环境。

“我们全球原创的体感无风技术，给用

户带来了全新的舒适感受，还能有效避免

‘空调病’，使空调更加舒适、健康。”格力电

器董事长董明珠说。

此外，该油画空调只有 17 分贝的超静

音 会 让 用 户 在 使 用 时 从 听 觉 上 基 本 感 受

不 到 机 器 的 运 转 ；零 下 30 度 和 54 度 的 工

况 下 的 制 热 制 冷 能 力 …… 一 系 列 的 极 致

功 能 将 格 力 的 核 心 科 技 能 力 展 现 的 淋 漓

尽致。

发布会上，格力还一口气推出了磁悬浮

离心机组、晶弘瞬冷冻冰箱，以及 TOSOT

零耗材空气净化器等多款创新产品。同时

还提出了“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新

口号。

据 介 绍 ，晶 弘 461 瞬 冷 冻 冰 箱 能 使 冰

晶粒子瞬间冷冻，解决零度以下水结冰的

问 题 。 因 此 晶 弘 冰 箱 能 在 保 持 食 物 冷 冻

不结霜、不变色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上保持

新鲜营养。而且冷冻的食物无需解冻，可

直接取用，解决了花大量时间解冻食物的

问题。TOSOT 零耗材空气净化器则采用

CEP 空 气 净 化 技 术 ，用 户 无 需 更 换 滤 网 ，

只需定时将净化部件清洗即可。“TOSOT

空 气 净 化 器 三 年 为 用 户 节 省 下 的 耗 材 费

用可以购买一台新的空气净化器。”董明

珠说。

（禾斗）

“油画空调”开启空调“画时代”

你相信吗？细菌会“说话”，而且不同细

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长期致力于人体

与植物病原细菌的新型群体感应通讯系统

研究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邓音乐认为，这种

被称为“群体感应”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微生

物中。

所谓群体感应，即单细胞微生物个体通

过产生和感应化学信号进行信息交流，从而

以群体形式对寄主和外部环境做出协同反

应。也就是说，细菌细胞通过各自的“语

言”，控制病原菌的行为和致病基因的表达，

或者调控生物膜形成，提高自身对抗生素的

耐受能力。

“研究群体感应对于明确病原微生物

如何引起感染以及发展新型防治方法至

关重要，对保护人类、农业、畜牧业等意义

重大。”邓音乐介绍说：“群体感应研究最

大的挑战在于病原菌的群体感应系统种

类繁多，仍有很多未知的群体感应系统等

待 发 现 和 鉴 定 。 其 次 ，目 前 的 研 究 对 象

多为模式细菌，临床上分离出来的重要病

原菌由于条件限制鲜少涉及，这些病原菌

对人类的危害性更大。而研制以群体感

应系统为靶标的防治方法时，怎样研究开

发广谱抗病治病药物和制剂，也一直困扰

业界。”

据介绍，尽管我国在群体微生物研究

领域起步较晚，但前景仍然十分广阔。目

前，邓音乐承担的一项国家“973”计划项目

研究课题，将以国内一些重要植物病原菌

为研究对象，开展新型群体感应系统和致

病机制研究，并以群体感应系统为靶标研

究开发新型病害防治方法，从而开发出新

型抗菌药剂。

会“ 说 话 ”的 细 菌
李 欣

科技日报讯 （明文）近日，在徐峥导演

的《港囧》首映式上，同程旅游与徐峥、香港

旅游发展局、国泰及港龙航空共同启动“非

凡出境”系列产品。

据悉，此次发布的“非凡香港”线路是由

徐峥根据《港囧》剧情亲自设计的。而同程

旅游方面则将为该线路投入千万元补贴。

国泰航空方面也将在该项目中给予同程旅

游大力支持。

徐峥表示，设计“非凡香港”的初衷是希

望观众能够在看完《港囧》之后，也能够亲自

去香港体验一次“非凡香港”之旅。

针对目前出境游存在的“强迫消费”“行

程赶”“团餐差”等问题，同程旅游副总裁柳

青表示，现在市场上存在一些低价但低质的

出境游产品，让大众对于出境游存在较多的

误解。

柳青表示，“非凡香港”仅是同程出境游

力推的高端品质游“非凡出境”系列的首发

单品，而接下来同程出境游的“2·10 品质游

计划”将斥资一个亿打造包括香港在内的十

个非凡目的地，旨在吸引客流上百万人。接

下来将推出其余目的地的非凡之旅，包括迪

拜、美国、欧洲、澳洲、泰国、日本、韩国、巴厘

岛、马尔代夫，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品质游

体验。

在线旅游网站推《港囧》线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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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和信用卡都没带？没问题。只要你
穿上 Lyle & Scott的新款夹克，你就可以付
款了。这款免触支付夹克的右袖口内置bPay
免触芯片，用户挥一挥衣袖就可以完成支付。

10 月 5 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

尔摩宣布将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

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

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疟疾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顽敌，与

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在青蒿素问世和

推广前，全世界每年约有 4 亿人次感染疟

疾，至少有 100 万人死于此病。感染和死亡

者主要集中在相对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但如今，以青蒿素类药物为主的联合疗

法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疾标准

疗法。世卫组织认为，青蒿素联合疗法是目

前治疗疟疾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抵抗疟疾耐

药性效果最好的药物。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屠呦呦发现

的 青 蒿 素 应 用 在 治 疗 中,使 疟 疾 患 者 的 死

亡率显著降低。评审委员会委员扬·安德

森评价说,得益于屠呦呦的研究,过去十年

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 50%，感染率降低

了 40%。

这个帮助中国科学家首次叩开诺奖大门

的青蒿素，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强大的功效？

科技日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屠呦呦所在单位的

科研人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

长陈士林研究员。

青蒿素是植物药吗？

青蒿素最初是从一种名叫青蒿的植物中

提取的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药物。青

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或苦蒿，属菊科一

年生草本植物，《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中的蒿指的就是青蒿。

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

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前

340 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

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

能；而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明确指出

它能“治疟疾寒热”。

疟疾就是民间俗称的打摆子或寒热病，

是一种由疟原虫感染导致的寄生虫病，主要

通过携带疟原虫的按蚊叮咬人群而传播，有

四种疟原虫会使人类感染疟疾，包括恶性疟

原虫、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

虫。疟原虫感染人体后，先后寄生于肝细胞

和红细胞内，主要致病阶段则是红细胞内期

的裂体增殖期。

青蒿素会产生耐药性吗？

上世纪 90 年代，在非洲一些地区治疗

疟疾仍普遍采用奎宁，但这种药物对肝肾

功能损伤较大。青蒿素是和已知其他抗疟

药完全不同的新型药物，其可能作用方式

主要是干扰表膜-线粒体的功能。研究显

示可能是青蒿素作用于食物泡膜，从而阻

断了疟原虫营养摄取的最早阶段，使疟原

虫较快出现氨基酸饥饿，迅速形成自噬泡，

并不断排出虫体外，使虫体损失大量胞浆

而死亡。

在目前的一线抗疟药物中，青蒿素仍是

WHO 推荐的首选。尽管临床结果显示青蒿

素治疗疟疾的有效率接近 100%，但它仍然面

临着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的可能。而由于现

阶段还没有替代它的药物，因此WHO推荐在

使用时尽量配合用药，以尽可能减少耐药性的

产生。

青蒿素为什么只能低
温提取？

在青蒿素研究的最初阶段，屠呦呦按照

通常的中草药方法进行煎煮，其疗效并不

好。后来她再次翻阅古代文献，东晋葛洪的

《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

汁，尽服之”的描述给了她新的启迪。难道青

蒿中的有效成分忌高温或酶的影响？青蒿在

什么情况下才能绞出“汁”来？只有嫩的枝叶

才会绞出汁来！

后来的实验证明，确实只有青蒿叶子才

含有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占大量份额

的坚硬茎秆是不含青蒿素的。屠呦呦重新设

计了研究方案，用沸点只有 35℃的乙醚代替

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而这正

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温度，这正是青蒿

素提取的关键。

在 2009 年出版的专著中，屠呦呦提到了

当时的一系列实验，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

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

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

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

蒿素的抗疟作用。”

目前，我国关于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仍在

进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也在继续

着一系列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屠呦呦作为青

蒿素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新药开发和青蒿素

治疗其他疾病如红斑狼疮和癌症等方面都取

得了不错的进展。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发现的抗疟疾药物青
蒿素举世瞩目。那么，青蒿素到底是什么药物？请关注——

青蒿素：抗击疟疾的“中国神药”
本报记者 罗朝淑

国庆假期，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爱好者们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器
材，目睹多种候鸟的可爱身影。老铁山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是泛东北亚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也是爱鸟者观鸟的
乐园。 新华社发（张春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