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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行进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9日电 （记者唐婷）
“顶层设计做好了，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落

实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要明确重点工程、

项目等，将文件精神落地、落细。”国家文物局

局长刘玉珠 9 日在该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指出。他所说的文件是刚发布的《关于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刘玉珠介绍，《意见》是 1949 年以来第

一 份 专 门 针 对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改 革 并 以 中

办、国办名义印发的中央政策文件，也是党

中央、国务院在今年 7 月印发的《关于实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

意见》的基础上，送给全国文物行业的又一

份政策大礼包。

加强科技支撑是《意见》明确的 16项主要

任务之一。《意见》指出，将“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纳入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建设文物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国

家重点实验室。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文物展示利

用方式融合创新，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

动计划。

我国文物规模和博物馆总量位居世界前

列。据普查统计，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 亿件（套），全

国博物馆 5000余家。刘玉珠表示，强化“四项

支撑”，即加强科技支撑、创新人才机制等，将

不断推进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意见》既强调文物保护，也注重文物合

理利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指出，要

做好文物合理利用这篇大文章，不仅要在政

策、机制上有所突破，而且要在管理、实践中

有所创新，“国家文物局将推动解决一些文物

领域长期没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难题”。

在刘玉珠看来，全社会对保护文物重

要性的共识已初步形成，各地区各部门特

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文物工作的重视程度

不断提升，文物领域行政审批改革和各地

区文物保护利用创新实践也积累了不少好

做法好经验。下一步，全国文物系统要以

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扎实推进文物事业

改革发展。

国家文物局：加强科技支撑 推进文物治理现代化
10 月 9 日，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大幕揭开。为打造创新创业平

台、加快集聚海内外创新资源，全国各地多

项活动已经展开。纵览全景，各地“节目

单”内涵深厚、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坐标：深圳
特色：国际范儿十足

深圳一年一度的创客盛会——2018

全国双创周深圳活动暨第四届深圳国际创

客周启动，共举办 20项市级活动。

创客周发挥深圳丰富国际创客资源的

优势，给国内外创客开出精彩纷呈的“节目

单”，包括制汇节（Maker Faire）、GOSH 国

际开放科学硬件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创客

论坛、“未来创客”国际创客马拉松、海峡两

岸青年创客论坛、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

20场活动。

创客周所有活动全程向公众开放，体

现创客活动的分享、开放精神，让市民能够

零距离接触最前沿的创客产品。本届创客

周主会场将呈现上千项来自全球科技前沿

的创新项目，人体相机 Touchy、互动麦田

（Wheat Field）等具有艺术性的互动装置，

将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城市观察视角和空

间变化感受。还设有 27个主题、近 50场不

同类型的创客工作坊，涉及教育、时尚科

技、音乐、虚拟现实等多个领域。

国际创客代表、世界知名的开源硬件

和开源软件平台 Arduino 联合创始人马西

莫·班兹表示，深圳的创新生态吸引着来自

全球的创业者，希望未来能与深圳开展更

多的合作。

坐标：洛阳
特色：中美“创之星”逐

鹿电子信息领域

作为中美科技交流和洛阳开展国际合

作的成果，2018“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大

赛电子信息领域决赛在河南洛阳举行，来

自旧金山、波士顿、西雅图等美国主要创新

城市的 15个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

开幕式上，美中创新联盟与洛阳国家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一致同意推进双方资源共享，搭建科

技交流与合作平台和通道，推进双方的产

业合作等工作，并促进双方企业和专业技

术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比赛的同时，项目团队人员、创业导

师、投资人等与当地各方资源的一些对接

活动也陆续展开。美国参赛团队还将参观

洛阳高新区企业，并前往洛阳北航科技园

与洛阳市电子信息领域 40 多家重点企业

进行 B2B项目对接。

参赛选手表示，在中国的“创之星”路演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中美企业

家之间创造了十分有意义的联系，也帮助美

国项目在中国市场开拓了新的商机。

坐标：江西
特色：公共安全是主题

第三届江西省公共安全创新创业大赛

在景德镇市陶溪川创意园区正式启动。作

为一项面向全国公共安全领域的创新创业

赛事，以“公共安全保障民生，创新创业点

燃梦想”为主题，将历时一年。

据江西省科技厅厅长谢光华介绍，省

公共安全创新创业大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两届，呈现出参赛项目多、成果转化快、社

会影响广的特点，其中“消防机器人”“城市

轨道交通隧道健康评估与智慧养护”等一

批项目成功实现了成果对接转化。

本届大赛将在前两届“创新征集”赛制

的基础上，增加“专题挑战赛”环节。在该

类项目中，大赛组委会将面向江西省直有

关行业管理部门及大中型企业，公开征集

公共安全领域的专题需求，并及时在大赛

官网与相关合作媒体动态发布。

坐标：青海
特色：加油！站在世界

第三极的创业者

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青海省分会场启动仪式上，青海省科技厅

与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签订了科技金融战

略合作协议，并为 2018 年新认定的众创空

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授牌。无人机展示、

VR 体验等一大批高科技本土创新创业成

果亮相活动周启动仪式，吸引了大批参观

者体验，为启动仪式增添了十足活力。

“也许我们会失败，但是我相信没有什

么困难可以阻挡站在世界第三极创业者的

你们，对世界探索的脚步，加油，青海创业

者！”双创代表——青海全球医疗救援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涛在启动仪式现场向广

大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

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莫重明表示，近年

来，青海着力于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拓宽创

新创业渠道，支持和引导企业乃至全社会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

取得了积极成效。

坐标：辽宁
特色：对接成效明显

辽宁·沈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在沈阳浑南·中国智谷双创街正式启幕。

同时，大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中科院大连

化学物理所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举行。

活动周期间，沈阳将举办创新创业大赛

决赛路演、失控大创赛创新创业颁奖峰会、

辽宁天使投资论坛、校友之家主题沙龙等13

项活动，各县区及大专院校分会场将举办43

项集成果展示、项目路演、专业服务、群众竞

赛等为一体的双创活动。

大连分会场启动仪式上，辽宁省与大

连市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开展战略合

作、辽宁三生医疗产业投资基金、人工智能

领域股权投资基金、景颐生命健康产业创

新创业基地、推进大连市专用汽车与新能

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等 5个项目举行了签

约仪式，并举办了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

10余家投资机构与路演项目对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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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全南县大力发展
芳香产业，建立全南县赣江源生态经
济示范园，带动 1.3 万户农户从事育
苗生产、花木种植、精油深加工等产
业，生产的精油、香水、护肤品等产品
远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年人均收入
可达2万余元。

图为 10月 9日，工作人员在全南
县赣江源生态经济示范园萃取实验室
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芳香产业

促脱贫

中核集团旗下三门核电 1 号机组日前顺

利完成 168小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机组具

备投入商业运行条件，这也是全球首台具备

商运条件的 AP1000 核电机组。至此，中核集

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核电运行核电机组达到

19台。

作为清洁能源，核电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切尔诺贝利、福岛等重大

核电事故又引发民众的担忧，核电项目一直

是发生“邻避效应”的重要领域。“邻避效应”

是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

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面影响，

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

家后院”的心理。

诚信建设被认为是破解“邻避效应”的利

器。对于核电来说，其首要因素就是安全。

在中广核“8.7 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中，国家

核安全局副局长郭承站强调，“安全是核电的

生命线。应急人员要有绝对意识，做到绝对

的安全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公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核电运行安全管理的指导

意见》也要求，建立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违章操作等红线行为，对弄虚作假、瞒报

谎报等不诚信行为零容忍，依法依规追究有

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核电新技术也把安全作为最高的追求。

三门核电、山东海阳核电机组均采用第三代

核电 AP1000 技术，其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

“非能动安全系统”，三门核电 1号机组建设中

还执行了多项首堆相关试验，全面验证了

AP1000机组的安全性、成熟性和可靠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核安全局 2017 年

报》显示，截至 2017年 12月底，我国共有 37台

商业运行核电机组、19 台在建核电机组和 19

座民用研究堆（临界装置）。总体上，运行核

电机组和研究堆状态正常，三道安全屏障完

整性均处于良好，未发生危及公众和环境安

全的放射性事件。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是核电诚信建设的

另一重要方面，也是让公众理解核电安全运

行情况，降低“邻避运动”风险的有效途径。

即使三门核电 1号机组刚开始发电上网，但其

展厅每年约有 2万人前来参观。

中广核副总经理谭建生则表示，“对我们

而言，天天都是开放日，我们六大基地累计参

观人数已超过 65万人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我们欢迎公众走进核电基地，用所见、所

闻、所感消除疑虑。”

中广核还推出了我国首个核电科普机器

人“核宝”，以更亲民的形式科普核科技。在

开放体验日当天，记者看到，该款机器人不但

具备可爱的外形，还搭载了核电常识智能互

动问答功能。未来，还能以微信聊天等方式，

与公众见面互动。为进一步“开放透明”、诚

信互信，中广核上线了“公众申请参观核电站

网络报名系统”。从 2018 年 9月起，中广核旗

下的大亚湾、台山、阳江、宁德、红沿河、防城

港六大核电基地将按照排期，接受公众参观

在线报名。

诚信建设破解核电“邻避效应”

诚信建设万里行
本报记者 李 禾

科技日报重庆 10 月 9 日电 （记 者雍
黎 通讯员曾理）恶性肿瘤 PD-1/PD-L1 抗

体 免 疫 治 疗 方 法 刚 刚 斩 获 今 年 的 诺 贝 尔

奖，不过抗体免疫治疗在部分肿瘤患者治

疗中却无效，现在其中一个原因被找到。9

日，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肿

瘤研究所获悉，该所主任朱波教授团队通

过一系列临床研究，在肿瘤患者血液中发

现了一类“跑偏了”的红系前体细胞（EPC

细胞）。

朱 波 教 授 介 绍 ，近 年 来 ，以 PD-1/

PD-L1 抗体为代表的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了

重大突破，并且已经成为临床肿瘤治疗的重

要 手 段 之 一 。 但 在 实 际 的 临 床 实 践 中 ，

PD-1/PD-L1 抗体治疗肿瘤的有效率仅在

20%至 30%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肿瘤细

胞可以不断演变逃避免疫识别；另一方面，

肿瘤患者体内可以产生多种具有免疫抑制

作用的细胞。

除此之外，在肿瘤患者体内是否存在其

他免疫抑制细胞呢？对此，朱波教授课题组

与陆军军医大学免疫研究所叶丽林教授、美

国杜克大学李启靖教授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余佳教授团队等合作，在《自

然医学》上在线发表了论文《晚期肿瘤诱导贫

血及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髓外红系前体细胞

产生》。

该研究在荷瘤小鼠脾脏、肝脏和外周

血以及肿瘤患者的外周血中发现了一种新

的 EPCs 来 源 的 免 疫 抑 制 细 胞（CD45 +

CD71+ TER119+ , CD45+ EPCs），而 这 群

CD45+EPCs 通 过 产 生 活 性 氧（ROS）抑 制

CD8+T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导致肿瘤患

者抗病毒/细菌以及抗肿瘤免疫应答功能

的下降。

正常 EPC 细胞本该分化成正常红细胞，

但朱波教授团队发现的这类细胞，不但不能

分化正常，造成肿瘤患者贫血，还产生了免疫

抑制作用，造成了患者自身免疫细胞功能不

能 正 常 发 挥 。 这 项 研 究 首 次 发 现 CD45+

EPCs 通过分泌 ROS 抑制 CD8+T 细胞免疫

应答导致肿瘤免疫耐受形成及系统性免疫功

能下降。本研究为进一步认识肿瘤免疫抑制

机制、提高肿瘤患者免疫治疗疗效提供了新

思路。

诺奖肿瘤疗法为啥失灵？我科学家找到原因之一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近日，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最近与国外

机构合作，对发现于我国寒武纪澄江生物

群中一种具有肉茎结构的软舌螺动物新物

种——“云南肉茎螺”开展了形态学和系统

学研究，表明软舌螺动物与腕足动物具有

亲缘关系。

据介绍，软舌螺动物是地球上出现最早

的、具矿化外壳的两侧对称动物代表，是古生

代海洋中的常见类群，在寒武纪尤为繁盛。

它通常被认为属于软体动物门，或者一个与

星虫动物门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动物门。近

来，有学者发现大量保存触手结构的软舌螺

类化石，提出软舌螺动物与触手冠类帚腕动

物超门具有亲缘关系，但其准确的分类位置

仍尚无定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朱

茂炎研究员课题组与英国杜伦大学马丁·
斯密斯博士等人合作，在距今 5.18 亿年前

的澄江生物群中首次发现的“云南肉茎螺”

属于直管螺类，通过始端肉茎状结构营底

栖固着和滤食的方式生活。研究发现，“云

南肉茎螺”的始端固着结构与腕足动物的

肉茎特征极为相似，且两侧对称的口盖和

锥壳可与腕足动物背腹壳类比。这一新的

发现，为解决软舌螺动物的系统关系提供

了重要证据。

为进一步准确分析软舌螺动物的系统

分类位置，他们建立了涵盖 11 个相关动物

类群的 54 个属种、225 个形态特征的数据

集，应用简约法开展了生物谱系分析。结果

显示，软舌螺动物为单系群，与腕足动物门

相似，两者均具有固着的肉茎结构、双瓣壳

身体构型、封闭的过滤腔及分化的绞合区等

特征，但缺少腕足动物的共源性状，难以归

入腕足动物门，可能属于腕足动物祖先类型

或干群。

此外，研究认为软舌螺动物及腕足动

物可能均由寒武纪早期出现的托莫特壳类

演化而来，且肉茎结构为单系起源；同时，

具肉茎的“云南肉茎螺”属于软舌螺动物的

原始类型，后期的软舌螺类及其他直管螺

类均失去了肉茎及盘状胎壳特征。此项成

果已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 辑生物科

学上。

软舌螺动物与腕足动物是“亲戚”

金秋十月，来“中华大粮仓”黑龙江赴

一场大米的盛宴吧！

10 月 9 日，记者走进哈尔滨国际会展

体育中心的 A 展厅，一股浓郁的大米醇香

扑面而来，只见几十个电饭锅分两列纵深

排开，敞开的电饭锅里冒着热气的洁白米

粒晶莹剔透，参展者可凭喜好任意走到一

个电饭锅前，只要一伸手，就有工作人员用

一次性纸杯装满米饭请你品尝。一侧是品

评不同品牌大米的美味，每个展位的大米

只标着号码不标厂家和品牌，让人盲评哪

种大米最美味；另一侧是品评电饭锅的，同

一种大米用不同品牌的电饭锅蒸煮，让人

盲评哪个品牌的电饭锅蒸出的米饭更可

口。大米现场品鉴吸引了众多参展者，开

展一个多小时后，有的满满一锅米饭已经

被品尝一空。

记者品尝了十几种米饭，只记得米香

在口中回味无穷，无法说出区别。

那么大米品鉴应该侧重哪几个方面？

记者请教了在现场的专业品鉴师——黑龙

江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的赵琳。

她告诉记者，首先要先闻气味，然后看

颜色是不是洁白透明，光白不亮也不行，光

亮不白也不行，好的米饭要呈一种半透明的

状态，所谓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外观质地

要饱满，有些米看起来晶莹剔透，但不饱满，

成熟度不够，也不行；第三要品吃到嘴里的

口感，要不粘、有弹性、还要很松散，而且要有

嚼头，再后来咽下去的时候还应该有一种回

味的甜味。此外还要看大米是否回生，比如

日本米就不易回生，因为要做寿司，经常凉

食大米，而中国人是煮熟了吃热米饭，所以，

对于大米的不同关注点和饮食习惯相关。

比如国人喜欢米饭的香味，而日本人不喜欢

米饭的香味，因为他们做寿司和饭团的时候

要外加食材，他们认为米的味道不能夺了食

材的味道，所以说关注点不一样。

原来品鉴大米还有这么多学问呢。

（科技日报哈尔滨10月9日电）

什么大米好吃？品鉴师告诉你

科技日报天津 10月 9日电 （记者孙玉
松 通讯员刘晓艳）在与病毒大作战中，武侠

世界的“以毒攻毒”有望实现。天津大学化工

学院齐崴教授利用天然病毒靶向特性，通过

肽序列重新设计，采用多肽自组装策略，成功

制备出非致病、可穿膜、并能定向传递的仿病

毒纳米颗粒，这种颗粒犹如“特洛伊木马”，可

成功地混进病毒圈，把基因药物送到目的

地。这一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化学领域

国际期刊《德国应用化学》。

病毒是由核酸和蛋白质通过共组装形成

的纳米颗粒，由于病毒表面独特的囊膜蛋白

结构，使其能够与宿主细胞受体蛋白进行靶

向结合，实现对特定细胞的侵染以及遗传物

质的递送。通过对病毒功能蛋白的模拟与仿

生，有望获得非致病性、且携带基因药物、并

具有靶向识别特性的仿病毒纳米颗粒，用于

相关疾病治疗。但由于病毒结构的复杂性，

如何通过简单分子实现仿病毒颗粒的精准制

备，以及如何有效组装多肽序列，对病毒穿膜

行为进行高效仿生，依然充满挑战。

齐崴教授团队从生命体系获取灵感，通过

模拟天然酶的活性中心、病毒的功能蛋白结构

等，获得了具有生物催化、靶向识别等特性的

肽基组装体，实现了物质转化、药物递送。实

验中，他们根据艾滋病病毒表面囊膜蛋白上的

可变区多肽与猿猴空泡病毒大T抗原蛋白分子

的核定位序列，利用分子与纳米仿生技术，设

计出两种具有穿细胞膜与核膜的功能多肽，通

过对病毒多肽的组装调控，成功制得了仿病毒

纳米颗粒。结果显示，该颗粒犹如“特洛伊木

马”，可携带核酸类基因药物，以类似病毒的跨

膜方式将药物靶向运送至免疫细胞内，在基因

递送过程中还展现出了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

物活性以及定向运输特性，为今后人类病毒性

疾病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和选择。

仿病毒纳米颗粒

有望实现“以毒攻毒”

本报记者 李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