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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自然》线上发表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

合研究团队的最新发现，该研究历时 7

年找到一种对运动神经元有毒的细胞亚

型，团队将其命名为“AIMoN-CPM”。

“通过对单细胞的分析，我们在老年

灵长类动物脊髓中发现了一群特有的细

胞，这群细胞总是围绕在衰老运动神经

元周围。”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这种特有的聚集一定有生命活

动的目的，经深入研究发现，这群细胞分

泌一种“毒性”蛋白，可让运动神经元加

速衰老。

发现运动神经元受损来源

俗话说，人老先老腿。可见，人体衰

老后最先退化的是运动能力。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运动神经元是

脊髓中对衰老最为敏感的细胞类型。”论

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孙淑慧介绍，神经组织学分析

研究表明，随着灵长类动物脊髓的运动

神经元细胞中衰老相关标志物显著增

加，神经元功能呈退化趋势。

仅占脊髓全部细胞 0.3%—0.4%的运

动神经元细胞为什么在衰老过程中“首

当其冲”？它们遭遇了什么？

为 了 打 开 这 个 谜 团 ，团 队 为 灵 长

类动物衰老的脊髓绘制了一张单细胞

水平的高分辨率活动轨迹图。“轨迹图

错综复杂、细胞和分子类型多样，必须

精细绘制才能发现端倪。”论文共同通

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研究员张维绮表示，这部分研究耗

时较长。通过组织病理学、细胞生物

学和分子生物学分析，研究人员在衰

老的运动神经元周围发现一种新的细

胞亚型（AIMoN-CPM），它们通过分泌

几丁质酶 1 蛋白激活周边运动神经元中

的特定信号导致后者衰老。

据介绍，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几丁

质酶 1 浓度很低，可帮助人体对抗带有

几丁质的病原。但在特定疾病状态下它

会被数千倍激活，造成炎症或损伤。在

过去相关机制机理研究尚不够清晰，而

此次研究正是明确了一种新的神经细胞

亚型是几丁质酶 1 的来源，为衰老机制

的探索开辟了崭新方向。

明晰最新人体衰老路径

“我们在老年人和老年猴的脑脊液

和血清中，均发现了几丁质酶 1 显著升

高的情况。”张维绮表示，这证明我们团

队在分子层面发现的轨迹图确实存在于

人的机体中。

为了进一步验证全新细胞亚群分泌

的几丁质酶 1对运动神经元具有毒性，研

究者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几丁质酶 1 注射

到猴的脑脊液中，发现其可促发衰老及轴

突传导功能障碍，损伤机体运动能力。

如何验证人的脊髓运动神经元也会

受到几丁质酶 1 的毒性影响呢？“人体神

经系统研究一直受困于体内研究，为此，

我们在体外干细胞分化的基础上，建立

了人类运动神经元与微环境的体外相互

作用模型，对人体神经运动进行细胞层

面的仿真。”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曲静说。

利用这种创新体系，研究团队证明

阻断几丁质酶 1 的抗体可以有效阻断老

年脑脊液对神经元的促衰作用。研究人

员还利用该体系进行了药物筛选评价，

发现维生素 C 能有效抑制几丁质酶 1 造

成的运动神经元衰老。

“我们对老年食蟹猴开展了为期 3

年的维生素 C 干预研究。”曲静表示，非

人灵长类动物体内实验表明，长期口服

维生素 C 可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

动神经元的衰老。

学界认为，当前脊髓及其运动神经

元随衰老变化的研究非常有限，该研究

首次从衰老的角度建立了灵长类动物脊

髓小胶质细胞失调、几丁质酶升高与运

动神经元退变之间的因果联系。

我科学家在灵长类动物脊髓中发现新细胞亚型
为 衰 老 机 制 的 探 索 开 辟 崭 新 方 向

“2021 年 以 来 ，我 们 已 经 立 项 实 施 了 一 大 批

‘小而美’的项目，其中菌草、青蒿素、杂交水稻、鲁

班工坊等都已经成为优质的国际合作项目典范。”

10 月 3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权威部门话开

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

署长唐文弘在介绍我国对外援助事业发展情况时

表示，“小而美”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领域

的高频词。

在诸多“小而美”的国际合作项目中，科技扮演

了重要角色。菌草技术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发明的技术，其核心是“以草代木”。菌草作为一

种草本植物，既可以充当饲料草，又可用于制作食用

或药用真菌的培养基，还具有防沙固沙等功效。该

技术从中国福建一路走进亚非拉和南太平洋国家，

目前已经推广至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当地民众

誉为“幸福草”“致富草”，尤其在解决当地女性就业

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对外援助和国际

合作的“金字招牌”。

除菌草技术外，更多带有“中国烙印”的科技合

作项目正为越来越多国家人民带来福祉。唐文弘介

绍，青蒿素作为我国首先发现并成功提取的特效抗

疟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我国

通过向科摩罗提供青蒿素技术援助，使当地疟疾发

生率下降 98%，并实现零死亡；杂交水稻技术是我国

农业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作

出了重要贡献。莫桑比克使用这项技术之后，每公

顷水稻产量从 1.5 吨提升到 8 吨，极大改善了当地粮

食生产状况。

“科技与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人才

是各国发展的根本支撑。”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

长赵峰涛表示，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不

仅有“授人以鱼”的“硬援助”，同样有注重“授人以

渔”的“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项目也是典型的“小

而美”项目。例如，鲁班工坊作为我国打造的职业教

育国际合作品牌，已为合作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专业

技术人才，相关援助项目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等中亚国家推进实施。

70 余年来，我国对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已覆盖

17 个领域、100 多个专业，除了农林牧渔等传统强项

外，还不断拓展 5G 通信、北斗卫星、移动支付等新兴

合作领域。“我们还开展了 500 余期治国理政专题培

训，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远播海外。”赵峰涛介绍，目

前，我国已为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组织开展了约 1.5 万期培训项目，累计培

养各类人才 40多万名，有效提升了各国相关领域的发展能力。学员覆盖各

个层级领域，遍布五湖四海，在各自国家的建设和国际事务协调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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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结合，带来

云计算的第三次浪潮。”10 月 31 日，在

浙江杭州举行的 2023 云栖大会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

云创始人王坚在主题演讲中提出，这股

浪潮有可能要几十年才能达到高峰。

回顾云计算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前两

次浪潮中，云计算先后与全球互联网、

相对传统的企业产生联系、形成变革。

而在 2023 年，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有了

集中的体现和爆发，GPT 模型的出现使

得计算机对科技创新的革命产生了非

常重要的影响。

助力千行百业智能创新

掌阅科技对核心业务进行云原生

改造，向读者提供 AI 对话式读书功能；

喜马拉雅打造智能创作工具“云剪辑”，

方便创作者将音频转文字，提高剪辑效

率；吉利汽车通过云计算回收海量数据

并加以分析学习，搭建多种仿真模拟环

节反哺测试……穿行在 2023 云栖大会

的展馆之间，多样化的用云场景令人目

不暇接。

在云计算+AI 的技术驱动下，云原

生企业、深度用云企业、传统行业云上转

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主体顺势而为，

形成诸多创新应用实践以及前沿探索。

据了解，本届云栖大会设置人工智

能、云计算和产业创新 3 个展馆，汇聚近

240 家云计算产业生态企业，展出超过

3000项技术和产品，涉及智慧城市、智慧

金融、数字电力、消费电子、车云智联、智

能制造、云上零售等领域。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蔡崇信认

为，随着人工智能（AI）大模型技术的迅

速发展，智能化时代正在开启，AI 将成

为各行各业的新型生产力，并对算力提

出更高要求。

业内人士认为，基础模型的质量很

大程度决定了 AI 产业化的前景。训练

大模型则是囊括了算力底座、网络、存

储、大数据、AI框架、AI模型等复杂技术

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强大的云计算体系

训练出高质量的大模型。

通过大模型提升用云体验

如何进一步推动大模型在千行百

业集成落地？阿里云首席技术官周靖

人表示，随着大模型技术与云计算本身

的融合，希望未来的云可以像车一样，

也能够自动驾驶，大幅提升开发者使用

云的体验。

大会现场，一站式大模型应用开发

平台——阿里云百炼发布，该平台集成

国内外主流优质大模型，提供模型选型、

微调训练、安全套件、模型部署等服务和

全链路的应用开发工具，为用户简化了

底层算力部署、模型预训练、工具开发等

复杂工作。

依托该平台，开发者可在 5 分钟内

开发一款大模型应用，几小时即可“炼”

出一个企业专属模型，开发者可把更多

精力专注于应用创新。

目前，朗新科技、亚信科技等企业已

率先在阿里云百炼上开发专属模型和应

用。比如朗新科技在云上训练出电力专

属大模型，通过开发“电力账单解读智能

助手”“电力行业政策解析/数据分析助

手”，提升客户接待效率，降低投诉率。

王坚认为，类比 100 多年前的电力

革命，云计算和 GPT 模型的关系就像电

和电动机的关系。正如电动机消耗大量

电力，云计算的算力会被 GPT 模型消

耗，从中可以想象出云计算对未来发展

的基础性意义。

（科技日报杭州10月31日电）

“AI+云计算”助技术红利长效释放
—— 2023 云 栖 大 会 观 察

科技日报讯 （通 讯 员 杜晓
曦 王灿 霍鹏 记者郑莉）记者日

前从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工程

技术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

获悉，该公司“新能源场站设备诊

断 预 警 与 预 知 维 护 技 术 研 究 ”项

目通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

成果鉴定。

“发电机轴承润滑脂失效，建议

检查润滑脂是否过多或过少；增速

机和发电机轴线不对准，建议检查

核准……”在该公司生产监控大厅

内，记者看到，诊断预警模型分析出

的机组隐患结果最终呈现在生产监

控系统上，对当日存在安全隐患的

风电场进行预警信息提示，并将处

置建议直接下达至场站一线检修班

组，避免隐患升级。

通 过 不 断 完 善 项 目 架 构 ，搭

建 数 据 资 产 管 理 指 标 体 系 ，研 发

数 据 监 测 质 量 模 型 ，提 升 数 据 的

完 整 性 与 准 确 性 ，同 时 构 建 风 电

检 修 知 识 图 谱 ，以“ 抢 单 + 派 单 ”

模 式 优 化 维 修 流 程 ，龙 源 电 力 打

造出设备预警与维护闭环管理的

高效新模式。

目前，“新能源场站设备诊断预

警与预知维护技术研究”项目已覆

盖 1.4 万余台风电机组，2022 年发

出机组大部件、降容、控制等各类预

警 2406 台次，经现场验证，准确率

达 86.5%，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据悉，随着我国新能源行业的

快速发展，场站容量日趋庞大、机组

类型众多、维护工作量大、分布区域

广、检修成本高，亟须数字化、智能

化的预知维护手段。龙源电力自主

研发了适用于多机型的数据分析和

诊断预警模型，结合风电机组机理

及 SCADA 数据指标体系，多角度

查找问题根源，实现设备状态评估

和预警。

“新能源场站设备诊断预警与
预知维护技术研究”项目通过鉴定

科技日报讯 （记者夏凡 通讯

员黄宁 俞静）10月 28日，第四届江

阴发展大会暨 2023 经贸洽谈会在

江苏省江阴高新区举办。开幕式当

天，集成电路及专项基金、新能源装

备、高端装备产业等领域的 217 个

项目签约，总投资超千亿元。

大会期间，江阴集中组织举办

系列招商活动 21 场，包括江阴市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恳谈会暨汽车产

业合作对接会、风电产业生态圈会

议，以及各镇街园区的主题招商活

动等。

“近年来，江阴以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县域示范为统领，以沪宁沿

江高铁通车为契机，全速推进‘科创

江阴’建设，大力推进‘霞客之光’创

新攻关计划，全力打造‘345’现代产

业集群，正全面拉开‘一湾一谷一区

一港’科创新格局。”江阴市委书记

许峰说，此次科创平台落户、科创项

目落地，将加快推动江阴成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江阴高新区作为该市产业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持续打

造开放合作的重要桥梁，全面提升

城市能级。

“ 我 们 秉 持‘ 以 产 兴 城 、以 城

促产、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初步

形 成 了 以 特 钢 新 材 料 为 特 色 ，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装备为支

撑 ，新 能 源 为 战 略 的 现 代 产 业 集

群 ，先 后 引 育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188

家，其中超千亿元企业 1 家、超百

亿 元 企 业 4 家 、中 国 制 造 业 企 业

500 强 2 家 、世 界 500 强 及 知 名 跨

国 公 司 投 资 企 业 24 家 。”江 阴 高

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江阴高新

区坚持以科创载体聚项目，以一流

环境留人才，让项目、人才愿意来，

留得下。该区创新实施“拿地即开

工”“告知承诺制”“容缺办理”等审

批制度改革，全力当好企业“店小

二”；制定发布招商政策白皮书、迭

代升级产业强区 20 条、科技创新

3.0 版、“蟠龙英才计划”等政策，对

重大项目给予“一对一”支持，吸引

高端资源、重大项目、优质资本纷

至沓来。

第四届江阴发展大会暨2023经贸洽谈会举行

“您在研究太阳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10 月 27 日，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举行

的第四届“中国科学院的使命与担当”主

题讲座上，面对现场小学生的提问，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汪景琇回答道：“太阳很迷人，它有一些

神秘的地方。将来如果你愿意做太阳研

究，一定要把各方面基础都打好。研究太

阳很有趣，因为总是会有新的发现。”

在本次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主

办、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办

的讲座活动中，汪景琇和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刘维民，分别在现场作

了精彩生动的主题报告。

为什么要研究太阳？汪景琇说，他

们要理解太阳从日核到日球边界的结构

和发生其中的物理过程，目的是理解和

完整描述影响地球生命过程的太阳磁场

的变化和相联系的爆发现象，并探讨太

阳活动的可预报性。

太阳磁场研究在太阳研究中占有核

心重要的地位。在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

观测基地运行的太阳磁场望远镜，是我

国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艾国

祥和他的同事们历经 20 年寒暑取得的

重大科学成就。

“这是庆祝基地的太阳塔楼建成的

照片。”汪景琇一边展示资料照片一边讲

着故事，“大家看到我们是站在一条大木

船上照的相，因为这里所有的材料都是

靠这条船运过来的。很遗憾我没有参与

基地的建设，但我在照片里却坐在了前

排。而艾国祥院士他们这些真正的建设

者，却只站在后边角上。”

近年来，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

术试验卫星“羲和号”和我国首颗综合性

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先后发射

并成功在轨运行。在艾国祥等前辈学者

的指导和影响下，年轻一代的太阳物理

学者已担负起发展重大设备和取得领先

科学成果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太阳物理学研究还没有止

步，我们希望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对太

阳极区的探测。太阳极区是从来没有被

探索过的地方，我们有可能第一个揭开

它的神秘面纱。”汪景琇说。

探索太阳的奥秘是中国航天事业重

要的一部分。而在航天工程建设中，必不

可少的就是润滑材料，润滑是众多机械运

动机构或部件可靠运行和维持运行寿命

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润滑

技术和材料已经在航天领域广泛应用。

刘维民在主题报告中讲道，当我国

航空航天事业还处在一片空白的时候，

我国著名润滑材料专家陈绍澧先生就根

据当时国际上关于摩擦磨损与润滑研究

的进展和世界宇航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趋

势，以极高的科学预见性及时果断地开

展了相关研究。陈绍澧开创了我国固体

润滑材料研究的新领域，并在短时间内

取得了颇具意义的成果，为我国航空航

天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

1967 年，陈绍澧完成了长达 126 页

的《关于宇宙空间飞行中的润滑技术问

题》手稿。这份手稿誊抄于一本笔记本

上，虽然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但手稿字

迹依然清晰，附图粘贴无丝毫开裂脱落，

体现了作者的专注和用心。“陈绍澧先生

的科研人生，充分彰显了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值得

我们润滑科技工作者永远铭记、代代传

承。”刘维民说。经过四代科学家的坚守

和努力，我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航天润

滑材料体系及航天润滑实验考核系统，

发展了多种具有特殊性能的航天润滑材

料，保障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获得博士学位

后希望能够回到老家山东工作。但是我

的老师薛群基先生告诉我，固体润滑的

事业应该选择兰州。我想了想，做科研

必须要有定力，应该利用最好的研究平

台，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兰州专注

润滑材料研究这项工作。”面向未来，刘

维民说，“我们的润滑研究事业要具有世

界先进水平、具有中国特色，能够满足我

们国家需要，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我

们要不断研制发展高性能的润滑材料和

技术，打造国家润滑材料研究的战略科

技力量。”

“ 做 科 研 必 须 要 有 定 力 ”
——第四届“中国科学院的使命与担当”主题讲座侧记

◎实习记者 沈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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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青（岛）兰（州）高
速公路双埠至河套段改扩建工程
建成通车。青兰高速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东西主干线，双埠至河套段
改扩建工程位于青岛市境内，与青
岛新机场高速、环湾大道实现高效
衔接。

图为车辆从青兰高速女姑口
跨海特大桥上驶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青兰高速双埠至河套段

改扩建工程建成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