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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莉）6 月 9 日，一场特别的

主题教育联学活动在北京邮电大学开展。该校与中

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中国科协科创部三家单位

从自身工作出发，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战略部署开展联学活动，让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

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多年来，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和

中国科协都有长期紧密的合作。此次三家单位共同

开展联学活动，正是希望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

北京邮电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学府，

是我国信息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北京邮电大

学校长徐坤介绍说，建校 60 余年来，学校始终坚持

探索培养卓越工程人才，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为挺起中国信息通信事业的脊梁输送大批人才。近

年来，学校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以新工科建设为抓手，推进高等工程教育改

革，着力提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质效。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

小刚介绍了该院始终坚持自主可控，集中精力潜心

研究技术创新成果的情况。以“科技创新自立自强

行动计划”为抓手，近年来他们实现了北斗伪卫星室

内亚米级定位技术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同时

以“面向需求、优势互补、注重实效、合作共赢”为目

标，积极与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交流，联合

承担课题、联合申报科技奖项等。

中国科协科创部党支部书记、部长刘兴平介绍了

中国科协科创部在服务科技人才、促进产教融合等方

面的工作。中国科协科创部紧密围绕国家中心大局，

坚持学术引领，发挥215个全国学会的组织人才优势，

深入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组织世界科

技与发展论坛等系列高端学术活动，汇聚高校、科研

院所、企业等科技资源服务创新一线，推动国内外科

技界交流合作，全力打造学术创新高地，为科技人员

成长成才和创新创业提供支撑、营造环境。

三家单位在交流中回顾了之前的合作，并沟通

了未来可以加强合作的方向。大家希望以联学促合

作，以合作促发展。大家表示，将以联学为契机，进

一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

互融互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强化共享共建，拓展

人才培养载体，强化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要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向深里走”，多方合作

“往实里去”，切实将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桂华出席活动。教育部主题教育第三巡

回指导组组长、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赵凌云到会指导。联学活动由北京邮

电大学党委书记续梅主持。

联学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

验室、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全国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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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DNA 分子像丝线一样经纬交

错，编织出一个信封，折叠进药物‘寄’

给肿瘤，只有看到肿瘤才展开，这样不

会误杀肿瘤之外的部分。”在日前召开

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聂广军以一种神奇的纳米药物

为例介绍了未来药物的发展方向。

“智能纳米药物正在发展成为智慧

医疗时代的药物新样态。”中国科学院

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表

示，将不同功能纳米分子有序定向组

装，可创造出结构可控、多种性能的智

能纳米药物。

让药物瞄准靶标的“靶向药物”一

直被认为能够提高治疗效率、降低副作

用。与会专家认为，纳米技术会让药物

不断“活”起来，辨识病灶、执行程序、多

重靶向、多步骤响应。

精准可控，挑战最复杂病理

“智能纳米药物的纳米尺度和智能

属性，使其有能力到达现有医疗器件难

以企及的体内微区。”赵宇亮表示，由于

精准可控，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个头小又

执行力强的药物分子“战队”，有望执行

各种各样的生物医学任务。

那么，智能纳米药物的战斗力如何

呢？肿瘤被认为具有最复杂的病理环境，

过去以传统药物对战“活”的肿瘤总会出

现耐药问题。因此，在肿瘤领域“练兵”无

疑将考验出智能纳米药物的实力和活力。

“肿瘤的有效治疗不仅是杀灭肿瘤

细胞，还要根治肿瘤生长的‘土壤’。”聂

广军表示，但“土壤”对传统的药物设置

了“铜墙铁壁”。

研究表明，健康组织中基质细胞是“静

息”状态，而肿瘤“土壤”里的基质细胞处于

活化状态，其高度纤维化特点，构成致密的

结缔组织“屏障”，使药物难以透过。

那么，智能纳米药物能不能穿透

呢？“我们不仅穿透了这个屏障，还让肿

瘤的基质细胞‘静息’下来，恢复常态。”

聂广军介绍，他们设计了一种能“蜕壳”

带电载体，一到肿瘤周边的微酸环境就

脱下外壳，暴露出带正电的强穿透力内

核，进入到肿瘤的基质细胞中。

“穿透成功后，载体上的药物释放

出来，在细胞内‘治疗’细胞病态。”聂广

军说，研究结果显示，这种药物配合化

疗使用，将可显著提升疗效。

此外，DNA纳米技术、变化多样的脂

质体、天然细胞分泌膜泡和细胞膜仿生修

饰等纳米结构，使得活的纳米药物在其他

领域展现了不俗的潜力。赵宇亮介绍，智

能纳米药物在精准递送、基因治疗、免疫调

控、组织修复、新型疫苗等方面都有明确的

研究进展，有望实现疾病的智能诊疗。

如何能最大限度满足医疗中千变

万化的诉求呢？赵宇亮认为，目前，智

能纳米药物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致力于

开发各种新材料及其相应的微纳米合

成和加工技术，未来可以结合更多的临

床需要，制备出具有不同功能和应用场

景的智能纳米药物。

强强“合体”，敢想就能实现

“ 活 ”的 药 物 还 应 该 会 做“ 逻 辑

题”。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

员叶海峰介绍，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合

成生物学让药物在工作时懂得“选择”，

自己执行“对症下药”的指令。

“合成生物学通过基因线路的设

计，能够创造出调控‘开关’等元件，比

如一定频率的光、食物中的小分子等都

可以成为药物执行任务的‘指令’。”叶

海峰说，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加入，将推

动智能药物更广泛使用。

“我们设计的在体内自主工作的细

菌‘机器人’就融合了两个学科的技术。”

聂广军介绍，“机器人”上的纳米载体携

带肿瘤抗原，被带到肠道免疫细胞附近

后可产生肿瘤疫苗的效果，但由于不断

刺激会导致免疫耗竭和耐受，团队给“机

器人”加了一个“糖水”开关。这个“糖

水”开关正是合成生物学的元器件，实现

了用阿拉伯糖启动“机器人”的功能。

“作为生物学中的重要新兴学科，合

成生物学与纳米生物学的交叉研究，衍生

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合成纳米生物

学。”赵宇亮表示，纳米科学与工程技术就

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合作研究范式，

将助力智能纳米药物取得大量的应用成

果，成为复杂疾病诊疗的更有效工具。

香山科学会议上，专家展望——

纳米技术将创造未来药物新样态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科技日报济南 6月 12日电 （记

者王延斌 通讯员翟荣惠）病原病毒

严重危害动植物以及人类健康，必须

快速准确地开展检测。然而，病毒非

常“狡猾”，时常发生变异，逃过人类

检测。12 日，记者从山东农业大学获

悉，该校李向东教授团队近日制备了

一种“鸡尾酒”单克隆抗体，将两种单

克隆抗体像鸡尾酒一样混合起来，让

检测对象携带的特异性目标病毒“无

处可逃”。相关成果发表在《植物生

物技术杂志》上，可应用于动植物病

毒所有分离物的检测。

基于抗体抗原识别的血清学方法

在病原病毒检测中至关重要，而抗体

识别的是病毒的抗原决定簇。抗体分

为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多克隆

抗体含有多个抗原决定簇的抗体，而

不同病毒可能有相同或相似的抗原决

定簇，因而多克隆抗体可能会与非靶

标病毒发生交叉反应，很容易出现错

检。比如曾经出现过健康人被告知感

染某种病毒的误诊。

单克隆抗体就是单一的 B 细胞

（浆细胞），能够分泌出相对高度均

一 且 针 对 某 个 特 定 抗 原 表 型 的 抗

体，并且为人工培养。单克隆抗体

只是针对某一个抗原决定簇，因而

特异性更高。但因为病毒有多个抗

原决定簇，而有些单克隆抗体只能

检测到部分病毒分离物，就导致了

漏检现象发生。

马铃薯 Y 病毒是马铃薯 Y 病毒属

的代表种，主要侵染马铃薯、烟草、辣

椒、番茄等茄科作物，严重影响作物产

量和品质。之前研究表明，利用国际

上广泛使用的马铃薯 Y病毒单克隆抗

体检测马铃薯 Y 病毒分离物，最高时

可能出现 48.57%漏检现象。因为马

铃薯主要靠种薯进行繁殖，漏检会让

许多带病种薯或种苗流向田间和市

场，导致病毒病严重发生。

李向东团队制备了 54 种马铃薯

Y 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通过删除突变

以及丙氨酸扫描等分析明确了这些单

克隆抗体所识别的抗原决定簇，筛选

到了 4 种单克隆抗体，它们所识别的

抗原决定簇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马铃

薯 Y 病毒单克隆抗体不同，而且在马

铃薯 Y 病毒衣壳蛋白中相对保守，其

中 3 个单克隆抗体能检测到更多的马

铃薯 Y病毒分离物。

他们通过科学组合识别不同抗

原决定簇的单克隆抗体，得到了类似

鸡尾酒的两种单克隆抗体的组合，它

们可检测的马铃薯 Y 病毒分离物有

互补性，能检测所有已知的 1885 个

马铃薯 Y 病毒分离物，实现所有马铃

薯 Y 病毒分离物的全覆盖检测。对

于新出现的株系，也可根据其衣壳蛋

白氨基酸序列来判断是否能用这个

组合来检测。

新型“鸡尾酒”单克隆抗体让病毒无法逃逸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2日电 （记者

刘园园）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12 日消息，

该委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发布新一批 25 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建设名单。

根据相关名单，新一批 25 个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包含秦皇

岛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台州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宿州国家骨干冷链物

流基地、烟台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湛江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绵阳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等。

据介绍，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是

依托存量设施群布局建设的大型冷链

物流基础设施，是整合集聚冷链物流资

源、优化冷链物流运行体系、促进冷链

物流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

组织中心和重要平台。本次发布的 25

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在存量冷链

物流规模、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上下游产

业配套等方面具备良好条件，并将在带

动上下游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冷链物流

绿色创新发展、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基

础等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例如，台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普及应用低碳化冷链运输车辆、智能制

冷设备、数字化温控系统、自动化分拣

设施等先进技术装备，并积极利用液化

天然气（LNG）冷能、海上风电等绿色

电力资源，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防城港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发挥防城港市

沿海沿边优势，打造海陆双通道南向冷

链物流集散中心，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拓展冷链物流发展新空间，促进北

部湾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网

络互联互通。

记者了解到，2020 年以来，国家发

展改革委已分 3 批将 66 个国家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纳入年度建设名单。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新增25个

嘉峪关黑山岩画展现古代羌
族在河西走廊的生活图景，张掖
榆木山岩画最早可追溯到石器时
代……甘肃省目前已完成 72处岩
画文物的高精度数据采集工作，构
建了岩画数字影像数据库。

图为甘肃省嘉峪关市黑山岩
画中的一幅众人舞蹈岩画（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敦煌研究院供图）

岩画文物

数字影像

（上接第一版）
“中国物联网国际创新园是国家级

物联网产业基地，对于物联网企业具有

明显的虹吸效应。”江苏中科西北星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智慧养老，公司

总经理王蒙介绍，园区物联网产业高度

集中，便于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战

略联盟体系，在企业合作、人才引育和

项目交流层面具有明显优势。

更多新兴产业集群，正如雨后春笋

一般，破土而出。

西子湖畔，围绕视觉智能产业打造

的“中国视谷”，悄然崛起为产业生态新

名片。“杭州视觉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

模超 7200亿元，基本形成覆盖上中下游

全产业链的产业链生态圈。”杭州高新

区（滨江）萧山特别合作园管理办公室

主任高源说。

纵观整个长三角地区，新产业、新

赛道蔚然成景：上海市积极推动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3大先导产业规

模实现倍增，达到 1.4万亿元；江苏省集

成电路、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

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浙江省编制实施

数字经济领域产业集群建设方案，数字

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

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等

10大新兴产业融合集聚发展。

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已然成为长三角地区现代化

产业体系重要的承载区，成为凝聚创新

力量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蓄能池”。

效率变革：推动传统
产业加速“科技蝶变”

由 96块显示屏组成的巨大屏幕上，

13个功能模块循环显示，工作人员稳坐

屏前，运筹帷幄——已有 60多年发展历

程的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马钢），凭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焕发

新生。

“这里可以实现公司从原料进厂到

生产过程监控以及成品出厂的全流程

管控。”马钢制造管理部生产管制中心

主任工程师乐嘉平告诉记者。据介绍，

该中心相当于公司运营管控的“大脑”，

它集制造、物流、设备等多种数据信息

于一身，可实现多业务的集中监控指挥

和决策支持。

长三角地区工业基础扎实，各类产

业遍布。在这里，传统产业正主动拥抱

科技浪潮，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锚定提质降本增效目标，加速“科

技蝶变”。

华丽转身的不仅仅只有钢铁业。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金靠龙港包装。”

浙江省龙港市印刷协会执行秘书长梁

孝克的玩笑话并非“玩笑”——龙港市

以“中国印刷城”闻名全国。

近年来，为促进传统印刷业转型升

级，龙港市铆足了劲：龙港印刷产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整合“产业+高校+平台”

创新资源，为产业赋能；浙江理工大学

龙港研究院助力龙港印刷产学研合作、

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

如今的龙港印刷业，已不止于普通

挂历、包装盒、手提袋，科技含量令人刮

目相看：循环可回收的包装袋，用于供

应链管理的超高频无源电子标签，融合

增强现实（AR）技术的儿童读物，内含

近场通信（NFC）芯片的名片……

同样的变化正在无数工厂车间上

演：上海市重点实施智能工厂领航计划，

累计建成100家智能工厂；江苏省支持企

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全省3万家规上

工业企业启动智改数转工作；浙江省去

年完成 15 万余家工业企业亩均效益评

价；安徽省累计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4.4

万台，培育省级智能工厂175家。

6 月上旬举行的 2023 年度长三角

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指出，三省一市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在率

先形成新发展格局上勇于探路，在科技

和产业创新上勇当先锋，在打造改革开

放新高地上勇立潮头。

长江之水浩浩汤汤，奔流向前。它

所润泽的长三角地区，也正以同样澎湃

不息的创新活水，浇灌着这片沃土之上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向深扎根、枝繁叶茂，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长三角样本”。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

李可克 李莹洁 史磊）塞上的风和光点

亮三湘的灯和景，不再是梦。6月11日，

宁夏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汨罗抽水蓄能电站全面开工。

宁夏至湖南特高压工程是我国第

一条以开发沙漠光伏大基地、输送新能

源为主的特高压输电通道，途经宁夏、

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五省（区

市），线路全长 1634 千米，2025 年建成

后每年可向湖南输送电量超 360 亿千

瓦时。汨罗抽蓄电站新建 4 台 30 万千

瓦可逆式发电机组，是国家电网在湖南

建设运营的第 4 座抽蓄电站，将发挥保

障大电网安全运行的“稳定器”“调节

器”作用和支撑新能源大发展的“充电

宝”作用。

湖 南 作 为 中 部 崛 起 和 长 江 经 济

带发展的新担当，近年来经济社会保

持快速发展，但一次能源资源相对匮

乏，区外电力供给需求强烈。宁夏至

湖南特高压工程建成后，在满足电力

可靠供应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汨

罗抽蓄电站建成后，国家电网在华中

地区抽蓄运行总装机将突破 2000 万

千瓦，可极大提升湖南和华中电网顶

峰保供能力。

两项工程投产后，宁夏电力外送

规模将超过 2000 万千瓦，有力促进新

能源开发外送和大范围优化配置，开

启“沙戈荒”能源开发利用新篇章；湖

南将形成特高压直流跨区通道为直

接供电保障、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为

省间互济支撑、华中抽水蓄能电站群

为调整手段的能源供应格局，更好推

动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

保障。

“宁电入湘”工程送的是绿色电、清

洁电，其中新能源占比将超过 50%，成

为宁夏面向“双碳”目标、实现新能源高

比例稳定输送的创新工程，以及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实现新能源大范围优化配

置的示范工程。到 2025 年，宁夏新能

源装机将突破 5500 万千瓦，新能源年

发电量超过 850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标煤 2600 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7000

多万吨。

与此同时，与工程配套的全国首批

首个国家千万千瓦级“沙戈荒”新能源

基地——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也在

加紧建设。4 月 26 日，项目一期 100 万

千瓦光伏工程顺利并网发电。到 2024

年底，该新能源集群规模将达到 1300

万千瓦，每年产出的 180 亿千瓦时清洁

电能全部通过宁夏至湖南特高压工程

送到湖南。

我国首条输送“沙戈荒”新能源为主的电力通道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