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支付因其便利性，已经逐渐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支付应用

手段和电子商务最为重要的环节，其安全性已成为制约我国电子商

务发展的关键要素。因移动支付信息泄露所导致网络犯罪恶性事件

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和谐。”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启

明星辰首席执行官严望佳向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将于 2017年 6月 1日实施，建议建立健全移动支付信息安全协同

监管体系，要尽快建立针对移动支付信息的具体安全协同监管机制，

依法加大网络犯罪打击的力度。

“移动支付是新兴的电子商务产业链，其中涉及电子商务平台、

移动电信运营商、银行、银联和非金融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系统、物

流企业信息系统、智能移动终端等，都有可能是犯罪分子潜在的网络

攻击目标。”严望佳认为，移动安全支付是一个闭环的体系，建议加强

政府主管部门针对移动支付信息安全全面协同监管，大力引导移动

支付产业链企业间的安全协同合作，要求完善链内企业自身内审内

控机制，防止信息泄露，加强移动支付产业链上企业信息系统信息安

全防护体系建设，从移动支付应用全产业链“云—管—端”，即“电子

商务支付平台—网络—移动智能终端”，全面地建立健全以数据安全

为核心的信息安全协同监管机制。 （本报记者 许茜）

严望佳：
加强移动支付
信息安全协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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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上升

趋势。然而，传统治疗手段不仅针对性低、而且毒

副作用明显，导致药品无效耗费率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所长

蔡林涛及其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以癌治癌”的同

源靶向仿生纳米载药体系将为癌症的诊断和治疗

带来新的技术和思路，该论文在线发表在《美国化

学会纳米》上；几乎与此同时，团队另一成果“纳米

人工红细胞载氧治癌”也喜获进展，相关成果发表

在《科学报告》上。

蔡林涛蔡林涛：：给抗癌药穿上可视化给抗癌药穿上可视化““马甲马甲””
通讯员 丁宁宁 本报记者 刘传书

目前，治疗恶性肿瘤，绝大多数仍采用手术、化

疗、放疗等传统方法。而具有毒副作用的化疗药物

进入人体后，在杀死癌细胞前，大部分已被肝、肾代

谢吸收；同时还可能导致人体正常细胞与器官受

损，甚至破坏免疫系统，对病人造成不可逆的伤

害。最后，“救命”变成了“要命”，损害癌症化疗患

者的生活质量。即便是目前较有针对性的分子靶

向治疗，也存在疗效不稳定，药价高昂的问题。

“与这些治疗方案不同，我们换了一种思路。”

蔡林涛说。

先找到病灶，再精准用药。如何找呢？平时我

们走在路上，如果不认路，就打开手机的 GPS 系

统，抵达目的地。蔡林涛团队则给药物装上 GPS

系统，一下子就能找到癌细胞，再用纳米材料将

“GPS”和药物打包。近红外激光激发后，使肿瘤局

部温度升高，载体发生破坏，药物得以释放，从而精

准作用于癌细胞，将对其他正常细胞和器官的伤害

降至最低。

蔡林涛团队采用无毒的磷脂或蛋白作为纳米

材料，制成“纳米智能载药”体系。这一智能体系非

常“聪明”，可以“看到”病灶，之后实现“定点、定时、

定量”给药，全程达到可视化精确控制和光学触发，

从而大幅度提高癌症的治疗效果。

“不仅如此，纳米光敏剂本身也可以通过光动

力治疗和光热治疗直接产生作用，杀灭癌细胞。也

就是说，对于一些特定的肿瘤，不需要搭载化疗药

物，仅使用无毒的敏化剂就可以治病。这就大大降

低了治疗成本。”蔡林涛介绍。

找不到癌细胞？试试光敏GPS
蔡林涛团队给药物装上 GPS 系统，一下子就能找到癌细胞，再用纳米材料将“GPS”和药物

打包……

多年来蔡林涛团队主要攻关两大任务——

“一是精确地找到并看到肿瘤，我们一直在做分

子探针；另一个是治疗肿瘤，也就是用纳米的方

式包裹药物投递进去。”蔡林涛说。

可是，科学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难点在于既要保证纳米材料可以靶向和识别

从科幻大片中获取灵感
蔡林涛聊起科幻大片中很多通过激光恢复断肢的情节，受此启发，团队开始用纳米与光学做

尝试……

细数蔡林涛的履历，不得不说，他是个“杂家”。

蔡林涛涉猎的学科包括化学、材料学、生物学、

光学、电子信息学，这般多学科背景源于他丰富的

求学及科研经历。

1995 年，蔡林涛从厦门大学化学系博士毕业

后，来到南京大学化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同时在东

南大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过。而后，

在日本大阪大学产业科学研究所任特别研究员，又

在美国莱斯大学化学系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电子工

程系做访问学者，最后到波士顿附近的生物技术公

司当研究人员。

2008 年回国后，蔡林涛加入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瞄准国家急需的“纳米医疗”技术，

这一干就是 9 年。在这里，依托自身的多学科背

景，蔡林涛在纳米医疗领域，成为光学精准治疗癌

症的开拓者。

在蔡林涛看来，科研工作不仅是发论文，更是

要把技术转化成实实在在服务大众的产品。

但是蔡林涛坦言，至少还需要 5 年的时间，才

能把“纳米智能载药”技术应用于临床。“一旦用于

医院，可以把现在只能治疗食管癌与腔道肿瘤的光

动力与光热治疗延伸到更多部位肿瘤的治疗，比如

脑瘤与头颈肿瘤治疗。”蔡林涛说。

而 5年的时间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需要做纳

米光敏剂成药性、规模化工艺生产、药物临床报批

以及激光光纤技术整合到临床内镜的产业化工作。

“做学问就是要坚持下去，任何失败都不低头，在

任何领域里坚持做 10—20年，必能有所突破。如果

中途没有坚持下去，就很难做出让你心动的结果。保

持好奇心和想象力非常重要。”蔡林涛信心满满。

瞄准产品化，做多学科“杂家”
至少还需要 5 年的时间，才能把技术用于临床。一旦应用，可把现在只能治疗食管癌与腔道

肿瘤的光动力与光热治疗延伸到更多部位肿瘤的治疗……

一位海洋学家曾经说：“在海底深处，流落着尘世的诗篇”。正在南

海北部开展大洋钻探的“决心”号上，来自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的刘志飞教授，10多年来一直在南海追寻“尘世的诗篇”——深海沉积。

站在“决心”号甲板凭栏临风、极目远眺，宝蓝色的南海浩瀚深邃、横

无际涯。对于这片南海北部的美丽海域，刘志飞谙熟于心。

过去几年来，他已经10多次乘船来到这里，战风斗浪、历经艰辛，在

海底深处建立了全球先进的“深海沉积动力过程综合观测系统”，这是我

国科学家持续开展深海沉积学研究的“野外实验室”。

如今，就在距离“决心”号仅50海里左右的海底深处，刘志飞带领科

研团队布设的12个站位、长度在1000—3300米之间的“综合锚系观测

员”，正牢牢扎根于海底，日夜进行“蹲点调查”，观测记录这片海域的深

海泥沙运动和海水流速、温度、盐度、混合强度等参数，并收集深海里的

悬浮泥沙颗粒。

“海底‘野外实验室’观测的是当今海洋沉积现象，通过‘决心’号从

南海海底钻取的是古代沉积资料。将今论古，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过

去；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刘志飞说。

获得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刘志飞，最初的研究方

向是青藏高原。为了将海陆结合起来研究，他来到同济大学，师从我国

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2001年，他到法国巴黎南大学和里

尔大学进一步深造，专攻海洋沉积学。

回国后，刘志飞致力于南海深海沉积学和南海陆源碎屑物质“从源

到汇”的海陆结合研究。南海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边缘海，是全球接

收陆源碎屑沉积物最多的半封闭海盆，还拥有保存完好的半深海沉积物

质，是开展深海过程和深海沉积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长年与大海打交道的刘志飞，曾经参加过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ODP208航次、IODP349航次，这已是他第3次上“决心”号。四月初，完

成“决心”号这个航次后，他计划4月底再回到这片海域，对海底的“野外

实验室”进行数据收集和观测设备维护保养。 （据新华社）

刘志飞：
到南海追寻

“尘世的诗篇”

留声机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他以仁爱之心待人接物并恪守不渝，以“等闲

风餐露宿”的热忱和激情走遍神州大地，以科研硕

果振兴农业、造福国人。

他的成就跨越半个世纪，他是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农业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他在祖国这片

沃土上，交织着心系国家、情牵民生的深厚情结；他

的名字在农业科技界极为响亮，他的眼光永远紧盯

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2017 年 1 月 4 日，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家卢良恕

院士那颗毕生为祖国粮食问题殚精竭虑的心脏，永

远停止了跳动。

效仿后稷济万家

卢良恕在农业战线上旺盛的生命力怒放在其

深厚的爱国精神之上。

他的童年，遭逢七七事变，山河沦丧、民族危

亡，他感慨最多的就是在贵阳看到农民“半年糠菜

半年粮”的穷苦生活。

“民众连饭都吃不饱，国家怎么能富强呢！”不

久，学农成为卢良恕自觉自愿的救国行动，他回忆

说：“我学的是粮食作物，不是搞瓜果蔬菜的园艺学，

因为我最想解决的还是人民能吃饱饭的问题。”

于是，卢良恕立下了“效仿后稷济万家”的志向，

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食物营养结构问题，为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而孜孜不倦，奋斗一生。

23岁投身农业科研工作，卢良恕成为我国早期

的小麦育种与栽培学家，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

持选育了早熟、抗锈、丰产的“华东6号”等系列小麦

优良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大面积推广，增产显著。

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注重了解第一手材料并

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分析，从祖国的台湾到西

藏——卢良恕成为我国第一个走遍 34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农学家。

卢良恕去的最多的是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

东北三江平原、云贵川“资源金三角”，走遍了不同

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带，跋山涉水考察和研究农业，

耄耋依然。

农业发展指路灯

要解决粮食问题，光靠小麦是不够的。卢良恕

的心中从未停息过对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加快实现

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农业这一宏大课题的思考。

卢良恕从实践出发，亲自组织领导了建设“太

湖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的工作，亲手种植现代化

样板田。

1982年 8月，卢良恕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

院长。他回忆说：“调我到京担任这号称‘万人科技

大军总指挥’的国家农科院院长，我深感责任重大。”

此后，“新技术革命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

现代化理论、道路、模式研究”“中国粮食与经济作

物发展研究”“中国中长期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中

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备研究”……卢良恕所主持的

农业研究项目许多都是涉及多学科、多部门大跨度

的农业宏观战略性研究，无一不关系国计民生。

他用毕生经验提出：“现代集约持续农业”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总结

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加快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促进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

方式的变革；他创造性地提出：“食物安全”“种植业

三元结构”等重要战略观点。

这些观点，后来都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指路

明灯”。

农业战线冲锋者

他不仅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像一名在

农业战线上冲锋向前的战士，雷厉风行，不断攻克

难题。

“文盲已经基本解决，科盲正在引起重视，而营

养盲问题仍然被忽视，必须尽快引起关注。”卢良恕

说。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居民基本实现

了温饱，但是单一的粮食生产一度使部分地区出现

区域性、结构性粮食过剩。

随即他与多位科学家一起，完成了《90 年代中

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国食物与营养发

展纲要（2001—2010年）》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从 2004 年 开 始 ，卢 良 恕 又 为 制 定 我 国

2011—2020 年即全面小康社会时期的食物与营养

发展纲要，做科学调研和规划工作。

等闲风餐露宿，走遍大江南北，卢良恕 79岁时

一年仍跑 12 个省。为了学习国外先进农科经验，

他的足迹踏遍英、美、法、日等 20多个国家的田野。

笔耕不辍，桑榆不改。2005 年农业部成立“农

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年逾八旬的卢良恕出任农

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为农业政策贡献他的

远见卓识。

这位心系民生的农学大家，在他 80 周岁生日

时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

自奋蹄”。

卢良恕：为“三农”奉献桑榆一寸心

20 多年来，孟津黄河湿地的鸟儿常能见到两

个熟悉的身影。起初，只是一位老人；后来，多了他

的女儿；如今，只剩下女儿自己。

女儿名叫马朝红，48 岁，孟津黄河湿地保护区

的一名管护员。她和父亲一道，接力守护着这方脆

弱的生态系统，守护着上百种鸟类的家园。

在他们的努力下，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鸟儿

越来越多。这里的村民称她是“黄河女儿”，是这些

“湿地精灵”的“守护神”。

冲锋衣、双肩包、三脚架、望远镜、笔记本，这是

马朝红的标配。冬日，黄河滩刺骨的寒风里，她通

过望远镜，静静凝视着远处河面上成群的鸟儿。

10只、20只、143只……马朝红掏出笔记本，用

冻得发僵的手，飞速记录下观测到的鸟类数据。通

过长期观察，她早已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扫一眼，

基本就能判断出一群鸟儿的数量。

这样的工作，马朝红已经重复了 18 年。1999

年，她辞去洛阳市区的工作，回到成立没几年的孟

津黄河湿地保护区，跟随父亲一块观鸟、护鸟。起

初，他们只有自行车，要跑完 59 公里长、0.5 至 5 公

里宽的黄河湿地，最少需要三天，她便和父亲一块

带着干粮，吃住在路上。

马朝红对护鸟的热爱，来自于她的父亲，来自

于一种传承。她的父亲马书钊是孟津县林业局一

名普通干部。1995 年春节回老家时，他听到黄河

滩里传来一阵阵炮声，循声望去，是一群人正在用

土炮疯狂地捕杀鸟儿。

目睹浑身是血、悲鸣着的鸟儿，同森林和野生

动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马书钊无法容忍，他决定要

保护这些可爱的生灵。

1997 年底，马朝红从洛阳回家过春节。那些

日子，她天天陪父亲到寒冷的黄河边去观鸟、护鸟，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看着生机勃勃的湿地，

她忍不住流下了泪水，也真正体会到了父亲对鸟儿

的热爱。那一刻，她下定决心，回家陪父亲一起观

鸟、护鸟。

在孟津黄河湿地保护区内，许多村民称马朝红

为“黄河女儿”，称湿地内的鸟类为“你家的鸟儿”。

常有村民开玩笑，你家的灰雁又吃了我家的麦子，

你家的鹭鸟又吃了我家鱼塘的鱼。

湿地的鸟儿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它们并不知

道，有一位“守护神”始终在默默守护它们。

（据新华社）

守护“湿地精灵”的黄河女儿

李亚楠

周一有约

肿瘤，同时又对人体无毒副作用。

最初，团队找到的材料有微量的毒性，不得不

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筛选和实验后，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种肝脏血管的造影剂，该造影

剂不仅有光学成像的特性，可以用于“跟踪”，而

且作为敏化剂一旦用激光引发后还可以产生热

效应和释放大量自由基，直接杀灭癌细胞，从而

实现肿瘤的可视化治疗。

用激光当“炮捻子”，引发智能载药系统，听

上去“脑洞”略大。这样的奇思妙想是如何迸发

出来的呢？

听记者这么问，蔡林涛会心一笑。“做科学研

究，要有点科幻精神。之前我们走老路发现并

不通畅，化疗药物进入体内往往不能有效可控，

但是我们需要有个技术在可视监控下短时间内

杀死癌症细胞而且避免复发，我们就换了换思

维方式，尝试纳米光敏剂。”蔡林涛聊起科幻大

片中很多通过激光恢复断肢的情节，受此启发，

团队开始用纳米与光学做尝试。这一举动看起

来是“脑洞”大开，实际上要归功于其多学科的

学术背景。

蔡林涛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分析蔡林涛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分析。。丁宁宁丁宁宁摄摄

蔡林涛在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验室蔡林涛在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验室。。丁宁宁丁宁宁摄摄

做学问就是要坚
持下去，任何失败都
不低头，在任何领域
里坚持做 10—20年，
必能有所突破。如果
中途没有坚持下去，
就很难做出让你心动
的结果。

“

”

韭菜+大蒜=不孕不育？最近，两个北大学霸说了一段名为《食

物相克》的相声，在说学逗唱中过了一把科普的瘾。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逗哏的叫张宇识，北大理学博士，现就职

于中科院搞科研。纯理工科的学霸，穿着正装“一本正经”说相声，会

是什么效果呢？

视频中出现的“五价砷”“三价砷”等内容让相声充满了浓浓的理

工味儿，但也使相声的科普更具说服力。

张宇识 2007年被保送至北京大学，去年刚从北大获得理学博士

学位，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求学时，他在国际顶级会议中发表论

文、在学术竞赛中获奖，但一点都不妨碍他“折腾”。他要说相声、写

电影剧本，还在芒果 TV 的网络剧里担任编剧、演员。与外人对“学

霸”的刻板印象不同，张宇识是个特别爱“折腾”的人。

“我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不把学科特点结合进来，变成有特点

的相声呢？而且还有科普的作用，能给大家传递知识。”张宇识说。

他觉得，相声最吸引他的便是语言魅力，这是一种高效率的传递

信息的手段。直接讲道理往往很复杂，但用这样的艺术形式表达出

来则容易接受得多。

张宇识：
理工男自创
相声“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