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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星）“一旦识别

病毒入侵，天然免疫细胞就应答”是怎么做

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团队发现

DNA 甲基化酶 Dnmt3a 能够使天然免疫细

胞针对病毒感染处于高敏感状态，一旦识别

病毒入侵就可以显著产生干扰素和启动抗

病毒天然免疫反应。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

《自然—免疫学》杂志上。

为弄清天然免疫细胞为何具备快速抵抗

“病毒入侵”功能，研究团队首先让天然免疫

细胞感染病毒，分析被感染细胞的分子表达

变化，选择了能够通过调控DNA甲基化来决

定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调控分子”为突破

点，经筛选，发现DNA甲基化酶Dnmt3a能够

促进天然免疫细胞高效释放I型干扰素。

“随后得到天然免疫细胞的全基因组

DNA，在单个核苷酸水平上弄清 DNA 链条

上的甲基化情况，绘成‘谱’。以这个谱为基

准，我们进行了机制研究。”曹雪涛说，他与

浙江大学免疫所博士生李霞、第二军医大学

免疫所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张迁共

同发现其具体的作用路径是：Dnmt3a 结合

在 HDAC9 远端启动子区并维持该区域的

DNA 高 甲 基 化 ，从 而 拮 抗 该 区 域 的

H3K27me3，促进近端启动子的活化型组蛋

白修饰水平以维持 HDAC9 高表达。高表

达的 HDAC9 进而通过一定机制高效诱导 I

型干扰素产生，启动抗病毒天然免疫反应。

研究表明，DNA 甲基化能够维持抗病

毒信号转导通路的关键分子高表达，为天然

细胞在病毒入侵时及时高效启动抗病毒免

疫反应做好准备。该发现揭示了抗病毒免

疫应答新型表观遗传机制，也为病毒感染性

疾病防治提出了新的潜在分子靶标。

抗病毒免疫细胞“开关”找到

7 月 18 日，宜昌至喜长江大

桥 建 成 通 车 。 为 了 保 护 中 华

鲟，不影响其洄游和产卵，我国

桥梁科技人员竭尽所能，把最

新科技融入其中，创造了一座

不设桥墩的科技生态之桥。

至喜长江大桥位于宜昌城

区，距离葛洲坝水利枢纽下游

2.7 公里处。该桥建成后将与夷

陵 长 江 大 桥 形 成 中 心 城 区 江

北、江南交通“内循环”，它是保

障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安全运行、促进坝库区和谐发

展的重大战略项目。

“建一座桥，不难。但要建

一座高质量的‘生态桥’，就得

绞尽脑汁。”宜昌至喜长江大桥

指挥部指挥长袁庆华忍不住感

慨。

很 少 有 人 知 道 ，大 桥 建 设

之初，经历了多次论证和讨论，

两否方案，才选定了如今的建

设位置和桥型设计。

“ 当 初 有 人 提 出 把 现 有 的

葛 洲 坝 三 桥 延 长 到 点 军 区 即

可 ，很 简 单 ，但 是 并 未 获 得 通

过。”袁庆华告诉记者，葛洲坝

三桥位于至喜长江大桥与葛洲

坝之间，修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

连接了主城区与西坝区。否定

这个方案的最主要原因是大桥

的 正 下 方 正 是 中 华 鲟 的 产 卵

区，同时还有别的长江珍稀水

生动物在桥下活动。

建桥地址只能后移，同时，

建 不 建 桥 墩 又 成 了 争 论 的 焦

点。

有 人 提 出 ，考 虑 到 江 两 岸

的跨度长 838 米，应采用“两跨

式”（即在江两岸、江中各设一

座桥墩）过江方案。由于此类

技术在国内较为成熟，施工难

度会相对较小。

“ 这 个 方 案 也 被 否 了 。 虽

然该片水域不是中华鲟核心产

卵区，但在江中修建桥墩，还是

会对中华鲟的洄游造成影响。”

袁庆华说，为最大限度保护濒

临灭绝的“水中活化石”，专家

组最终决定采用一跨式过江方

案，在水中不设桥墩。

中 铁 大 桥 局 现 场 负 责 人

冯毅介绍，要建成一座高质量

的生态桥梁，确实不易，我们把多年积累的绝活都

拿出来了！

为了使江中的水生物能安静地畅游，至喜长江大

桥在施工和运营过程中，还采取隔音降噪等多种措施。

“在箱梁与混凝土板之间垫橡胶，可让路基更稳

固，同时也能起到减震降噪的效果。”箱梁相当于大桥

的路基，在箱梁上会铺预制混凝土板，混凝土板上再

铺沥青。除了垫橡胶，大桥还使用了减震链和高质量

的伸缩缝。

钢板梁与混凝土桥面板结合技术，破解了“钢箱梁

与桥面结合不好、后期桥梁维护量大”的世界性难题。

在以往建设大桥时，施工中产生的泥浆一般都是

就地沉淀。但至喜长江大桥的施工方却将泥浆全部抽

上岸，并用车拉到十几里外指定地点排放。大桥局项

目二分部经理刘玉峰说：仅此一项，就比常规施工增加

投入 1500多万元。

人行道，车行道，少了“亲密接触”，多了一线凹槽。

这看似简单的钢块铺设，却是别有用心的巧妙

设计。

这使得一场大雨过后，雨水顺势直聚车行道两侧

专设的梯道内，直流而下，进入夹缝中的钢铁管道之

间。桥面上的雨污不会直接流到长江，而是通过凹槽

流进城市排污管道，再经污水处理后才能排放。

“下雨后的雨水混着汽油、垃圾杂质等，若流入长

江肯定会影响水质。”袁庆华说，至喜长江大桥的生态

实践，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重生。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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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9
日电 （记 者刘莉）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

总理刘延东 19 日在中国科

协 举 办 的“ 高 层 次 科 技 领

军 人 才 专 题 研 修 班 ”上 强

调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全 国

科 技 创 新 大 会 精 神 ，抓 住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机

遇 ，依 靠 创 新 驱 动 转 换 发

展动力，锐意进取，创新争

先，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努力奋斗。

刘 延 东 说 ，习 近 平 总

书记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

强 国 的 时 代 号 召 ，这 是 顺

应科技革命大势的战略抉

择 ，是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的 迫

切 需 要 ，也 是 建 设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

求 ，具 有 重 要 历 史 和 现 实

意 义 。 刘 延 东 强 调 ，广 大

科 技 工 作 者 要 勇 担 使 命 ，

引 领 创 新 ，作 建 设 世 界 科

技强国的中流砥柱。要聚

焦 国 家 战 略 需 求 ，攻 克 制

约 发 展 的 核 心 关 键 技 术 ，

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

国梦作出贡献。要树立全

球视野，瞄准世界前沿，深

化 国 际 合 作 ，实 现 更 多 原

创 性 突 破 ，在 科 技 革 命 浪

潮中勇立潮头。要适应引

领 经 济 发 展 新 常 态 ，加 速

创 新 创 业 和 成 果 转 化 ，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我

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

升 ，促 进 经 济 提 质 增 效 升

级。要大力推进科技体制

改 革 ，坚 决 破 除 制 约 创 新

创 业 的 不 合 理 束 缚 ，促 进

科 技 创 新 活 力 持 续 迸 发 。

她 要 求 ，要 把 人 才 作 为 第

一 资 源 ，打 造 高 素 质 科 技

人 才 特 别 是 领 军 人 才 队

伍，加大对青年人才支持，

着 力 提 升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主持

开班式。

陈左宁、詹文龙、薛其坤、邬贺铨、李洪、何

华武、袁亚湘、陈化兰等 230 余位来自全国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技领军人才参加了此次专

题研修班。据了解，在为期 4 天的学习中，全体

学员将集中学习相关讲话和辅导报告，并结合

实际进行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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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科技部和国家

卫生计生委签订合作协议，建立科卫协同机制，进

一步加强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协同

谋划并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推进医药卫

生 领 域 科 技 创 新 体 系 建 设 及 各 项 科 技 创 新 工 作 。

这 是 两 部 门 贯 彻 落 实 全 国 科 技 创 新 大 会 的 一项重

要举措。

据科技部社发司负责人介绍，两部门将合作推

进以下六大领域重点工作：共同制定医药卫生科技

创新规划，协同推进医药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开展科技重大专项管理改革、科研项目管理专业机

构改建等先行先试工作；协同推进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等医学科研平台建设；加大科技成果临床应用和

推广工作力度，组织实施创新医疗技术及产品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共同推进健康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建设，加快医研产结合，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壮大；优化创新的政策环境和条件保障，加强科技

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共同组织实施以我为主

的国际科技计划（工程）。合作协议还明确了科卫

协同机制的组织领导、议事规则、信息通报和交流

等工作机制。

科卫协同机制的建立，旨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强化科技综合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合作、深度融合

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并探索出新模式、新机制新路

径；旨在依靠科技创新加快疾病防控技术突破，实现

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普惠共享；旨在促进卫生计生领

域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提升科技对健康中国建设的

支撑作用，加大整合医药卫生科技资源的力度。

科技部与卫计委建立科卫协同机制

科技日报北京7月19日电（记者陈瑜 张盖伦）全

国人大常委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

全体会议 19 日在京举行，启动开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王晨、

陈竺出席会议。

新修改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自 2015 年 10 月起

实施不足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启动执法检查工作，

旨在从立法、监督两方面双管齐下，用法治手段推动中

央重要部署贯彻落实，营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

环境。

在听取了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6 部门汇

报后，执法检查组组长王晨指出，要从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

度，深刻认识这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执法检查的重

要意义。要在全面了解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总体

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检查新修改完善的相关重要法律

制度的落实情况，分析各地区各部门法律实施中存在

的问题和成因，研究提出加强法律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让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真正落地，确保执法检查取

得实效。

此次执法检查的重点包括各地各部门依法强化企

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激励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转化科技成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方面

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

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和报酬等方面法律制度的

落实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执法检查组副组长陈竺对执法检查工作进行了

部署。按照计划，检查组将分成 5 个小组，于 7 月至 8

月分赴北京、浙江、湖南、广东、贵州等 5 省市开展检

查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委托天津、内蒙古、江

苏、安徽、山东、湖北、广西、四川等 8 个省区市人大

常委会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9 月下旬，检查组将召开第二次

全体会议，讨论修改执法检查报告。10 月下旬，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关于检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

施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执法检查

让科技成果转化新制度在实施中真正落地

科技日报北京7月19日电（记者常丽君）据荷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科维理纳米科学研究所网站最新

消息，该校一个研究团队把存储空间缩小到了极限：

每比特只占一个氯原子位，并按这个标准存储了 1000

字节（8000比特）的信息。

1959年，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提出，如果有一

个平台能让人们把单个原子有序排列的话，用每个原子

存储一段信息是可能的。为纪念费曼的远见，研究团队

在一块96×126纳米的存储区里编码了一章费曼讲义。

荷兰研究人员在新研究中将存储密度提高到

500Tbpsi（兆兆比特/平方英寸），是目前最好商业硬盘

的 500倍。该研究负责人桑德·奥特说：“理论上，这种

存储密度能把人类迄今为止创作的所有书籍都写到

一张邮票上。”

该研究团队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的针尖推

动材料表面单个原子，制作比特编码字母信息。奥特

解释说：“这就像一种滑动拼图，每个比特由两个表面

铜原子位构成，我们把一个氯原子在这两个铜原子位

之间来回滑动。如果氯原子在顶位，底位留一个空

穴，称之为 1；如果顶位是空穴，而氯原子在底位，称之

为 0。”除这个编码氯原子及附近空穴外，其他氯原子

仍保持原位，因此这种方法比用其他疏松原子的方法

更稳定、更适合数据存储。

这些存储信息由许多 8 字节（64 比特）模块组成，

每块上都有氯原子空穴标记，就像机票上的扫描条形

码，携带每个模块在铜层上的精确位置信息。如果其

中一块因污染或表面腐蚀而被损坏，即使铜的表面并

不完美，存储器也能很容易地扩展升级。

研究人员指出，新方法在稳定性和升级能力上提供

了光明前景。但这种存储器近期还不能在数据中心使

用。奥特说：“以现在的形式，存储器只能在非常干净的

真空条件和液氮温度（77K）下工作，实用的原子数据存

储仍需等待。但这一成果使我们向前进了一大步。”

费曼曾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切

都是原子组成的”。一般来说，我们识别的信息就

是原子怪异组合之后呈现的样子。抵达原子操作

术的极限，让我们清楚感受到信息的“原子性”。但

是，人类也不是不可能

引 入 更 奇 特 的 信 息 载

体，比如等离子体或中

微子，我们离科技的极

限还差得远。

迄今最小硬盘实现单原子信息存储
存储密度是目前最好商业硬盘 500倍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9日电 （记者王小龙）美国开

普勒太空望远镜又传佳音。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小组 19

日宣布，他们从 197 颗候选行星中，确认了 104 颗新的

系外行星。至此，人类确认的系外行星数量已经达到

3368颗。这也是开普勒“死而复生”后确认系外行星数

量最多的一次。

研究人员称，他们借助双子望远镜、夏威夷的凯克天

文台以及加州的自动行星探测器等设施，分析了开普勒在

K2任务期第一年发现的197个行星候选者，确认其中104

个是行星，30个不是行星，还有63个有待进一步观测。

在这些行星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 4颗类似于地球

的岩石行星。它们位于水瓶座方向，距离地球181光年，

直径比地球大 20%至 50%，绕着一个名为 K2－72的红矮

星运转，周期介于 5 天半至 14 天之间。其中编号为

K2-72c和 K2-72e的两颗行星位于宜居带，受到的照射

水平与地球受到太阳的照射水平大致相同。K2-72c比

地球温暖10%左右，K2-72e比地球寒冷6%左右。

负责此项研究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月球和行星实

验室的天文学家伊恩·克罗斯菲尔德说，尽管这些行星

的轨道到母星的距离比水星到太阳的距离还要近，但

由于其母星是一颗红矮星，宜居带可以更靠近恒星，因

此在这里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不能被忽略。

开普勒通过持续测量每一颗恒星的亮度，从中寻

找可能由行星产生的细微的亮度变化，藉此来发现行

星。这项工作需要非常精确的指向性，但在 2012 年 7

月和 2013 年 5 月，用于控制方向的 4 个反应轮中的 2 个

先后出现故障，开普勒差点“报废”。幸好开普勒团队

很快想出了办法，用太阳光子产生的压力作为一个“虚

拟反应轮”，成功救活了这台太空望远镜。2014 年，美

国航天局批准开普勒开展 K2 任务，以“半残”的身躯继

续寻找遥远的行星。

克罗斯菲尔德表示，K2 任务将观测到的红矮星的

数量提高了 20 倍，显著地增加了这些“天文学明星”的

数量，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相关论文 7 月 19 日在线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

增刊》上。

“死而复生”的开普勒望远镜再立新功
又确认 104颗系外行星 其中两颗“宜居”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的四行星系统（示意图）

浩瀚美丽的南海，连日来风平浪静。自从7月
17日抵达这片深蓝色目标海域，“张謇”号上的科考
队员们就夜以继日，连续开展各项深海设备测试和
科学考察，其中包括布放“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

图为“张謇”号上的操作人员成功回收着陆
器。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南海：布放“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