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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助脱贫

通讯员 龙艳红 周智玮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县财政总收入由 1989 年的 1361 万元增

加到 2016年的 10.15亿元，贫困人口由 25.6万

人下降至 1万余人……

28年，国定贫困县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

在科技部的倾情帮扶下，搭上了脱贫致富的

“快车”。

探析 28年科技扶贫，记者发现奥秘所在：

以科技作支撑，做好由加、减、乘、除组成的经

济“四则运算”，谋划出一条转型升级的独特

“捷径”。

“减除法”，换人换代换脸

减人员、提技术，降成本、优环境，永新工

业在这些“减法”运算中不断创新升级：赣粤

恒兴、博硕电子等企业陆续“机器换人”，鑫力

华数码、肯特化学等科技含量高的新技术企

业层出不穷，皮制品、铜制品、药化和茧丝绸

等四大主导产业不断壮大……

依 托 科 技 部 的 项 目 投 资 ，永 新 县 于

2013 年 在 工 业 园 区 成 立 了 生 产 力 促 进 中

心，并利用校企联盟与高校开展产学研协

同创新合作，推动企业“机器换人、产品换

代、品牌换脸”。

就这样，永新县善用“除法”。2016年，永

新县为企业减负 5亿元；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 156.9亿元、增长 7.6%；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

家、“专精特新”企业 3 家、新型实用专利 230

项，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尽情释放。

“乘法”，裂变绿色农业

星火计划、支撑计划等 75 项国家级科技

扶贫项目推进，白莲生态种植、绿色大米栽培

等 219 项新技术、156 个新品种逐渐推广……

科技的“乘法效益”正让永新县这片土地焕发

出勃勃生机。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基层科技处处长杨如介

绍，2012年投资兴建的4275亩农业科技园区以

及土地劳力、自然资源等传统要素，犹如一个个

活跃的“乘法因子”，促使井冈蜜柚、绿色蔬菜、

珍稀楠木、蚕桑等绿色农业产业“裂变”。

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带动下，通过“公司+

科技特派员+农民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

式，永新县大力发展绿色蔬菜产业；在蚕桑产

业发展中，引进海安模式，建设 12 个 50 亩种

桑养蚕基地，并推广桑园套种竹荪等技术，扶

持种养大户及贫困户发展桑蚕产业……

如今，永新县“四个千万工程”正在发生

“裂变”：发展井冈蜜柚 6.5万亩、珍稀楠木 4万

亩、绿色蔬菜 11.5万亩、蚕桑 3.6万亩、高产油

茶 4 万亩；获得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4 个、绿色

农产品标志 9个、有机农产品标志 7个，其中，

三湾牌籼米、三湾牌西瓜已获得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 A级绿色食品认证。

随着正在实施的“互联网+”行动，永新县

推广“电商平台+合作社+农户”模式，将农产

品转换为真金白银的收入，10 余万农民已经

品尝到了绿色农业的“甜头”。

“加法”，攀升幸福感

用“加法”改善民生，使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节节攀升。科技部从医疗卫生、教育等

入手，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

科技部先后兴建中智希望小学、永安中

学等学校，开展电脑、图书捐赠等捐资助学活

动，共资助贫困学生 100 多人，并牵线搭桥引

导社会力量在永新进行捐资助学。28 年来，

共开展科技扶贫捐赠项目 11 个，接收捐助资

金达 2000余万元。

与此同时，科技部 2012 年在永新县实施

了“健康服务平台构建与常见多发病防治技

术应用示范”科技惠民项目，此后建设了远程

诊疗、远程监护、健康教育“三大平台”,让老

区人民在县内就能享受到省内外“名医名院”

的诊疗。

目前，永新县实施远程会诊已 700 多例

次，惠及 10余万群众。

（科技日报北京3月23日电）

“四则混合运算”的扶贫路
——科技部 28年帮扶永新县掠影

“如果将地球历史比作时钟的 24 个小

时，人类是在 23 点 59 分 59 秒才出现，在生

命的长河中，人类的出现只是一个非常微

小的片段。”3月 22日，“2016年度中国古生

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发布现场，中国古

生物学会秘书长王永栋说，“除了人类这个

物种之外，地球本身孕育出许许多多的生

命，而化石就是这些生命留下的印记，通过

化石来探究历史，这就是古生物学。”

几万年前的世界是
什么样？
“2016 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包括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云南大学等 7 所科研院所和高校领衔

完成的十一项科研成果（含并列），集中反

映了我国科学家在古生物学及相关研究领

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

主办单位介绍，中国古生物学会对参

选研究成果设立了严格的标准。参选成果

必须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期间，

在美国《科学》、英国《自然》《当代生物学》

等国内外顶级期刊公开发表论文，对生命

起源和地球演进的研究具有科普性和启发

性，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评选由学会的 61

个理事及荣誉理事提名推荐，并最终投票

选拔出前十名。

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绘

制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一文赫

然在列。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完成。

通过分析距今 7 千年至 4.5 万年的人

群个体基因组数据，付巧妹团队详实地绘

制出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他们

研究发现，末次冰期结束后（1.4万年）的第

一次强烈变暖事件对欧洲人群结构产生影

响，在此前很长的时间内，冰河时期的欧洲

人是暗色皮肤和棕色眼睛，一直到 1.4万年

前后蓝色眼睛开始大量出现，而白色的皮

肤是在 7千年前后才出现。该项目重写了

欧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历史。

“枯燥的10亿年”可
能并不枯燥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朱

士兴研究员在华北发现距今 15.6亿年前地

球上最早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入选中

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该发现将多细胞生物在地球上出现

的时间从距今 6.35 亿年提前到 15.6 亿年，

不仅改变了以前关于地球生命早期演化的

既有认识，也为重新从不同角度探索距今

18—8 亿年前地球系统演化的奥秘提供了

新的思考。”朱士兴介绍，当今地球科学研

究表明，距今18—8亿年前的地球表层岩石

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维持在近乎不变

的“稳定”状态。因而，这个长达 10亿年的

地球时期被学术界称为“枯燥的10亿年”。

“本次发现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生物出

现时间提前了将近10亿年，”朱士兴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所谓“枯燥的10亿年”可能并不

枯燥，当时海洋生物出现了高可达30厘米、

宽可达 8厘米的类型多样的多细胞藻类生

物，据此推测伴随生物这种演化水平的地球

环境同样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是早期生

命演化研究领域一项崭新的重大科学发现，

同时也提升了我国前寒武纪古生物研究的

科研能力和在国内外地学界的知名度和话

语权。该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古生物学研究到底
为哪般？

从英国的达尔文，到中国的李四光，再

到如今的无数古生物学研究者，研究几千

万年前的“石块块”，究竟意义何在？

王永栋认为古生物学的现实意义有

三：其一，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对

植物化石、生物、微生物化石的研究，探测

煤、石油、天然气等地质矿产资源，并且通

过研究化石的年代，侧面反映出资源开采

的层位；其二，促进科普教育，通过化石复

原古生物的样貌、生活情境、气候等等，告

知人们几万年前的地球原貌；其三，有利于

推动科学研究，面对如今温室效应不断加

剧的现状，而古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是现

在的十倍，仍然有恐龙生存其间，这其中包

含哪些生命特性适用于人类应对环境变

化，也许在化石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中国，古生物学是一个冷门的小学

科，但在成果方面全球领先，现在世界研究

古生物的热点就在中国。”王永栋说。

王永栋介绍，其一，中国幅员辽阔、地

大物博，地层种类丰富，从几千年到几万

年，从植被到动物，拥有大量可供研究的化

石样本。其二，中国具有素质极高的科学

家团队，能够顺畅地与国际接轨。其三，国

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大，目前，包括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 973 计划以及中国科学

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土资源部，地

质调查局项目等，数亿元的项目资金支

持。国家发布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

例》《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等政

策支持，严格规定了古生物化石发掘、古生

物化石收藏、古生物化石流通、古生物化石

进出境、法律责任等等。

（科技日报北京3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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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一名女子在电商
节现场制作手工艺品。

当日，2017广西“壮族三月
三”电商节都安分会场在广西都
安瑶族自治县举行。电商节共
设 300个展位，分为现场展销和
线上促销两部分，集中展示和销
售包括都安瑶族自治县在内的
广西河池市的名特优产品，拓宽
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
收，助推精准脱贫。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瞿剑）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饲料研究所王建华研究员领衔的创新团

队，成功创制出抗生素替代品——新型抗菌

抗内毒素双效肽，其安全性高、抗菌性更强，

并可解内毒素，具有良好的新药临床化开发

优势。相关研究成果 3 月 13 日于《科学报道

(Scientific Reports)》在线发表。

王建华介绍，抗生素耐药性、药物残留及

近年出现的“超级细菌”，为抗生素类药物的使

用敲响警钟；治疗过程中又存在副作用——革

兰氏阴性病原菌内毒素脂多糖（LPS）释放，直

接威胁机体健康。因此开发新型抗生素替代

品迫在眉睫。目前，在食品医药及饲料兽药行

业具有广泛应用潜力的抗生素替代品——牛

乳铁蛋白衍生肽，虽具有广谱杀菌性，但存在

溶血性较高，生物安全性低的问题。

科研团队利用多氨基酸组合定点突变技

术，从核心抗菌序列入手，对牛乳铁蛋白衍生

肽 3个关键位点进行替换，筛选出的 2条突变

体比母体肽具更强的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沙门氏

菌活性，且溶血性更低。研究还发现突变体

抑制病原菌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

（RNA）和蛋白质合成的能力更强。动物实

验显示，染菌小鼠注射 10—15mg/kg 可在 10

小时内显著降低体内病原菌量。此外，突变

体可结合细菌内毒素，通过降低小鼠血清促

炎因子水平抑制炎症产生，减少内毒素对小

鼠肺部的诱导损伤，显著提高因内毒素引发

毒血症的小鼠存活率。

我科学家发现抗生素替代品
抗生素耐药 双效肽来替代

科技日报北京3月23日电（记者李颖）3

月 24日是第 22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的

宣 传 主 题 是“ 社 会 共 同 努 力 ，消 除 结 核 危

害”。23 日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获悉，2016

年北京市报告了肺结核患者 6731 例，仅次于

痢疾，居甲乙类传染病的第二位。

据了解，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结核病高

负担国家，结核病患者数仅次于印度和印

度尼西亚。尽管在结核病防治人员和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已经成为全国结

核病疫情最低的地区之一，每年新发生肺

结核患者数逐年减少。但是，由于目前北

京 市 流 动 人 口 比 例 逐 年 增 加 ，各 类 学 校

3400 多所，在校学生人数超过 370 万，80％

的生源来自高疫情地区，因此，结核病发病

及传播风险高，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学校

结核病防控任务艰巨。

北京市胸科医院专家表示，就结核病而

言，目前仍缺乏可有效预防感染或发病的疫

苗，卡介苗只证实对儿童重症结核病有较好

的保护作用。结核病控制的本质只能是管理

传染源，即尽早发现肺结核患者，并通过严格

的治疗管理将其彻底治愈，最大限度地降低

其传染作用。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防控任务艰巨 仍缺有效疫苗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杜巍
巍 高婷）当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感觉心脏

不适时，可自行使用智能手机的蓝牙打开植

入体内的“光控”开关，阻断恶性心律失常的

发生，从而挽救生命。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

经再平衡”研究团队的这项最新研究成果，最

近受到国际心血管领域顶尖权威专家关注。

据研究团队负责人江洪教授介绍，恶性

室性心律失常是心脏性猝死的主要原因，且

无有效治愈方法。中国每年心脏性猝死发病

人数超过 54万，相当于每天约有 1500人因此

离世。因此防治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成为降低

心脏性猝死率的核心关键。

鉴于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与心脏交

感神经系统密切相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

血管江洪教授“神经再平衡”研究团队一直致

力于通过光遗传学技术，调整心脏交感神经

节的功能，从而安全、有效地防治恶性室性心

律失常。

在研究中，该团队利用病毒转染的方

式，成功将一个名为“ArchT”的光敏感通道

蛋白表达于心脏交感神经节上。研究人员

发现，使用无线单色激光瞬时光照刺激时，

被表达的心脏交感神经节的功能会被显著

抑 制 ；而 持 续 性 光 照 ，可 对 该 功 能 产 生 强

化、延长的抑制作用；这种强化的抑制作用

还是可逆的，在光照结束后心脏交感神经

节的功能可逐渐恢复至基础状态。这一研

究证实，利用光遗传学技术，可有效抑制心

脏交感神经的功能和活性，达到防治恶性

室性心律失常的效果。

该研究团队核心成员余锂镭副教授解释

说，光敏感通道蛋白“ArchT”在感受到特殊的

黄绿光照刺激时，会产生外向的质子流，让细

胞膜超级化，从而迅速抑制心脏交感神经的

细胞活性。这样，打开或关闭黄绿光照，心脏

交感神经的神经元就可以像灯泡一样被简单

地打开或者关闭，这就相当于给原本过度活

跃的心脏交感神经系统装上了可人为调控的

“光控”开关，这一机制已在动物实验中被证

实有效。

根据这一研究成果，该团队还申请了

“一种基于光遗传学技术的小型植入式无

线神经调控系统”的专利。这种植入式刺

激器大小约 10—25mm3、重约 20—50mg，可

通过微创手术植入心脏交感神经上，并可

以在体外移动端（如智能手机）上利用蓝牙

调控其开关。

智能手机蓝牙“光控”，安全无虞——

20毫克“神器”可防猝死

科技日报宁波 3月 23日电 （记者瞿
剑）中国石化旗下镇海炼化新闻中心主任

黄仲文 23日在此间宣布，国内首套工业化

规模的生物航煤生产装置，最迟将于 2018

年开工建设，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吃掉”10

万吨餐饮废油（地沟油），产出 3 万吨优质

航空煤油，年产量能满足中国和地球最远

端目的地一年定期航班的用量。

黄仲文介绍，该装置原料油采用餐饮

废油、非食用动植物油脂等，是一种可再生

的环境友好型燃料。2011年9月，镇海炼化

杭州石化生产基地改造建成亚洲第一套生

物航煤工业放大装置及调和设施，并于同

年 12月首次生产出合格生物航煤；2011年

12月5日，中国石化正式向中国民航局提交

了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煤的适航审定申请；

2014 年 2 月 12 日，该申请获中国民航局颁

适航许可证；2015 年 3 月 21 日，中国石化 1

号生物航煤成功进行了载人商业飞行，中

国就此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拥有生物航煤自

主产能并成功商业化的国家；2016年，生物

航煤加氢改造项目经中国石化总部可行性

研究批复，其工业化装置上马前期工作完

成。目前，开工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推进中，

如进展顺利，年内即可建设。

据悉，目前中国已成为年消费量 2000

万吨以上的航空燃料消费大国。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预测，到 2020 年，生物航煤将达

到航空燃料总量的 30%。按此计算，届时

中国一年可减排约 670 万吨二氧化碳，相

当于植树近 6100 万棵、近 450 万辆经济型

轿车停开一年。

“地沟油变航油”形成工业化产能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3日电 （记者谢宏）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和中

国药师协会联合主办的“2017 年心血管疾病

合理用药指南宣贯项目”（心指南针项目），23

日在京启动。

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张耀华、人民卫生出版社总编辑杜

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陈红教授等《心血管疾病合理用药系列

指南丛书》主编和编委等参加会议。

张耀华介绍，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

家委员会和中国药师协会于 2015 年 6 月在北

京启动《心血管疾病合理用药系列指南丛书》

（共 6 分册）的编写工作，经 100 多位心血管一

线专家历时 1 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高血压合

理用药指南》《冠心病合理用药指南》《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溶栓治疗的合理用药指南》

《心律失常合理用药指南》《心力衰竭合理用药

指南》《血脂异常合理用药指南》6 部指南的出

版工作，是 2.9亿中国心血管病患者的福音。

项目主席霍勇介绍，2017 年，计划通过线

上、线下两种方式在全国 20 个城市普及和推

广《心血管疾病合理用药系列指南》，培训心血

管医师 5000—6000 名，心指南针项目组还特

意制作了讲座课件供医生在线学习，全方位推

动医疗、医保、医药的三医联动，全面提升基层

医生综合能力。

2017心指南针项目启动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颖）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款飞行时间质谱仪（Clin-ToF）近日通过北

京协和医院论证，正式进入该医院检验科开始

临床使用。

根据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的实验对比，由

毅新博创公司研发的质谱仪在革兰氏阴性菌

方面的检测与国际领先的布鲁克质谱系统鉴

定效能相当。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

春教授介绍说，北京协和医院本次使用这款国

产质谱仪评估了该院 1999 年—2000 年、2014

年—2016 年间所保存的 1025 株革兰氏阴性

菌，包括大肠埃希菌、流感嗜血杆菌及铜绿假

单胞菌等，同时利用国外先进的布鲁克质谱系

统进行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国产质谱仪

（Clin-ToF）鉴定的准确率达 98.05%，在革兰

氏阴性菌方面的鉴定能力和效率方面，与国际

领先技术相当。“这说明在一些特定的细菌检

测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质谱仪已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首个国产细菌检验质谱仪
进入临床应用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波）近日，中国科

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罗雄剑课题组和姚永

刚课题组开展合作，开发构建了精神分裂

症的遗传数据库 SZDB。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有两个重要问

题仍有待解决：第一，大量遗传学研究已鉴

别出许多与精神分裂症显著相关的遗传变

异，而这些遗传变异如何导致疾病易感目

前仍不清楚。第二，除遗传研究外，人们还

开展了大量其他方面的研究，并积累了众

多相关数据，如差异基因表达数据、表观遗

传数据、基因共表达数据等，如何从积累的

这些海量数据中抽提出有意义的生物学信

息仍然是一个挑战。

为了给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解决

方案，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易于使用

和查询的数据资源平台，罗雄剑课题组和

姚永刚课题组合作开发构建了精神分裂症

的遗传数据库 SZDB。SZDB 收集了众多

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数据，包括遗传研究

数 据（如 来 自 于 遗 传 连 锁 和 关 联 研 究 、

GWAS、外显子组测序、拷贝数变异、整合

分析等的数据）、基因表达数据（包含差异

表达和时空表达模式的数据）、网络数据

（蛋 白 相 互 作 用 和 共 表 达 网 络）、大 脑

eQTL 数据以及 SNP 功能注释数据等。通

过对这些不同层面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分

析，鉴别一些重要的精神分裂症候选基因。

我学者构建精神分裂症遗传研究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