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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记者刘园
园）记者3日从西湖大学获悉，该校生命科

学学院特聘研究员贾洁敏团队的相关研

究，揭示了神经元调控大脑血流新路径。

他们发现了一座架在神经元与血管

之间的“新桥梁”——类突触（NsMJ）。

通过类突触，谷氨酸能神经元可直接作

用于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导致动脉舒

张，诱发大脑功能性充血。相关研究成

果日前刊发在《自然·神经科学》期刊上。

“已有研究表明，神经元可作用于神

经胶质细胞，继而调节血管血流。但这

种调节过于复杂，证据也不充分。”贾洁

敏说。研究团队设想，除了这种间接的

调控方式，是否存在更直接的调控方式？

通过大体积三维扫描电镜和光电

联合技术，研究团队全面解析了小鼠躯

体感觉皮层中的穿支动脉血管及血管

周围脑组织细胞的超微结构。他们发

现，穿支动脉血管并非被星形胶质细胞

终足完全包裹，神经元很有可能穿过终

足的“漏洞”，与血管直接“对话”。

进一步研究表明，血管周围神经元

的轴突含有子、母突触前。其中，母突触

前与神经元的树突脊形成经典的突触；

而子突触前穿过星形胶质细胞终足的

“漏洞”，插入血管平滑肌细胞外围的基

底膜，与血管平滑肌细胞形成类突触。

为了验证类突触真正在神经元与血

管平滑肌细胞之间承担信息传递功能，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从现象、结

构、功能、分子机制等多方面，证实了这

些类突触可调节大脑血管收缩和舒张。

“这项研究成果是对现有脑血流调

控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贾洁敏

称，新发现为深入理解大脑的血供机制

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开发针对此类连

接的脑卒中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神经元调控大脑血流新路径揭示
最新发现与创新最新发现与创新

隆冬，塞外。风刀霜剑挡不住探究

的热情。

从甘肃兰州一路向西，跨越 2000

公里，科技日报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新

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理

化所”）。这里，有世界首台质子位移损

伤 效 应 模 拟 试 验 装 置（PREF）——

60MeV（兆电子伏）质子加速器。

肉眼不及之处，上亿个带电质子正

在以零点几倍光速飞奔。它们集结起

来，浩浩荡荡，形成束流。

小小质子，能做什么？

“长久以来，我国缺乏能够全面评估

器件在轨辐射损伤风险的重器，这给航

天器和载荷带来严重隐患。”中国科学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

所”）加速器总体室副研究员阮爽告诉记

者，PREF将为器件空间位移损伤效应、

试验评估方法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2018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挑起重担：由新疆理

化所牵头，位于甘肃兰州的近代物理所

担纲设计，联合建设 PREF，用于开展

地面模拟试验。

一条“围巾”

位于乌鲁木齐新市区科学二街的

一座普通小楼，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

只有楼前红色条幅上“调试成功”的字

样，让它显得与众不同。

记者跟随阮爽走进这座小楼，乘电

梯而下，来到加速器大厅，PREF 的硬

件设备就在眼前。

“鸟瞰”这个词，不适用于 PREF。

装置建在地下，占地面积约两亩，

无法饱览它的全貌。但当记者走进它

的“心腹”，看到各式仪器组成的方阵

时，还是被深深震撼了。

整个加速器由质子源、直线注入

器、同步加速器和两个终端构成。从示

意图看，它像一条打了结的围巾——同

步加速器是“围脖”，质子源和终端是随

风飘起的两端。

从防护门进入，放眼望去，视线最

先会被蓝色、黄色、银色的方块所吸

引。它们是 PREF 的重要工作单元：磁

铁和腔体。

“蓝色二极磁铁是让质子转弯的，

黄色四极磁铁是约束质子在管道里运

动的，那个银色的磁合金高频腔是让质

子加速的。”阮爽告诉记者。

这些大块头顺接起来，形成一个环

状，即同步加速器。目测不大，周长确

实也只有 18米，为国内最小。

“小型化是 PREF 的突出优点。”加

速器总体室副主任申国栋自豪地说，

“因为小，它消耗的功率就小，更方便推

广应用。”

阮爽指着蓝色方块比划道：“你仔

细看，下面有线圈。给它通上强电流，

就能让束流沿着同步加速器转圈。”

束流每转一圈，经过高频磁合金加

载腔一次，速度就增加一点。上百万圈

后，最大可达约 0.35 倍光速，慢引出到

终端开展质子辐照实验。

在这条“围巾”上，还点缀着一些银

色圆柱体，它们是钛升华泵。钛升华泵

利用表面活泼的钛膜抽除气体，以获得

并保持极高真空度。

“2.5MeV 的低能质子注入时，必须

给它提供一个高真空环境。”申国栋说，

“否则束流很快全没了。”

两项绝活

“电源和真空技术是 PREF 的两项

绝活。”阮爽带记者边看边介绍。

快速的磁场变化速率必须依靠快

循环电源，但传统电源在快循环状态下

工作，会对电网造成严重冲击。为解决

这一问题，近代物理所提出了全储能非

谐振大功率电源新技术。这项技术能

把磁铁负载中的能量回收到电源，方便

下一次脉冲使用，既降本增效，又节能

减排。

快循环真空室是 PREF 的另一个

挑战。

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薄壁加

筋，另一种是全陶瓷真空室。

“前者是给 0.3 毫米厚的不锈钢真

空室外侧焊上一圈加强筋，效果很好，

但要用一种特制钢材，国内没有生产厂

家。而后者，又没有一体成型大尺寸陶

瓷真空室制作技术，用现有技术会发生

漏气。”申国栋说。

怎么破题？

2019年初，近代物理所加速器中心

主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HIAF）总

工程师杨建成带领团队吃起了“螃蟹”。

技术攻关讨论会上，团队成员“脑

洞大开”——既然能在真空室的外面加

筋，为什么不能在里面加？就像城门洞

里的拱券，应该特别结实。

团队用了 3 年时间，创新性提出陶

瓷内衬真空室方案。经过 3 次技术迭

代升级，他们最终制作出钛合金内衬极

高真空室。

这个方案得到了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资深技术专家弗里茨·卡斯珀斯的赞

赏 。 他 建 议 以“China Dragon”（中 国

龙）为真空室命名。

当记者提出“很想目睹它的真容”

时，阮爽笑起来：“真空室在磁铁里嵌

着，而钛合金内衬骨架在真空室里，看

不到。”

三个愿望

离开加速器大厅返回地面，记者又

来到中央控制室。这里有电源、高频功

率源、束诊与真空等远程操控设备，以

及水冷通风、控制网络、辐射防护等实

时监测系统，运行井然有序。

在中央控制室，记者见到了加速器

总体室助理研究员姚丽萍。她和阮爽

从兰州来到新疆，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大

半年。

“只有练好‘基本功’、打好‘配合战’，

才能把事情做漂亮。我经常想起杨主任

的这番话。”姚丽萍说。

在兰州坐镇指挥的杨建成对此并

不否认：“我要求高，说话又直，对他们

非常苛刻。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苛刻，源于刻骨的教训。“我们第一

次在甘肃武威调试装置，犯了很多低级

错误。”其中有个错，杨建成足足用了半

年时间才找出来。

从那以后，为保证设备上线顺利，

每个测试环节都要反复多次。在杨建

成的严格要求下，加速器团队胆大心

细，善打硬仗。

2023 年 3 月，工艺设备进场安装；8

月 9 日测试完成，准备调试出束。凭借

以往经验，杨建成和团队做好了“大干

3个月”的准备。

孰料，当天就传来好消息：PREF

建成出束，不仅成功实现质子的高效均

匀引出，更能满足器件照射需求，可以

为我国空间辐射效应研究提供先进的

实验平台。

接到报喜电话时，杨建成从兰州搭

乘的前往乌鲁木齐的飞机刚刚着陆。

“原本准备再给团队助把力，没想到他

们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

那一刻，常年绷着一根弦的杨建成

终于得到片刻放松。他跟团队成员开起

玩笑：“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

挂断电话，杨建成鼻头一酸：“项目是给

航天用的，这些年从来没有松懈过。”

奋斗不息，创新不止。接下来，杨

建 成 计 划 结 合 人 工 智 能 等 技 术 ，对

PREF进行深入的规划。

他有三个愿望：让非专业人员也能

操作 PREF；把它做成标准化模块，用户

可直接购买；结合新原理、新技术、新材

料，让它继续变小，加速推广应用步伐。

“相信再有 10 年，我们质子加速器

的研究水平一定能站在国际前沿，造福

全人类！”展望未来，杨建成的话语掷地

有声。

质 子 ，在 这 里 加 速
——解码世界首台质子位移损伤效应模拟试验装置

目前，由中交二公局承建的贵
州龙里河大桥建设已进入收尾阶
段，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通车。龙
里河大桥位于贵州省龙里县境内，
全长 1260 米，是龙溪大道工程向
龙里大草原等景区延伸的控制性
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更好地服务当
地旅游业发展和山区群众出行。

图为 1 月 3 日拍摄的贵州龙
里河大桥（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大桥建设

完工在即

新华社北京1月 3日电 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 3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牢牢把握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聚焦聚力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

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

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进

一步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系列

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我

们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

向。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

想，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

帜。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

准确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开创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蔡奇强调，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

转化上持续用力，不断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

彻引向深入。要围绕增强信心、凝聚

共识构筑主流舆论新态势，持续加强

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

光明论。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进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

更好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要加强文化

精品创作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国际

传播效能。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确保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李书磊主持会议并作工作布置，强

调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理论武装工作走深走实，提高舆

论引导能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繁荣文化创作生产，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全面增强国际传播效能，

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建设高

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要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以高度政治自觉、饱满精神

状态、顽强斗争意志、科学思路方法做

好工作，努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国

务委员谌贻琴出席会议。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蔡 奇 出 席 并 讲 话

1月 2日，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张正研

究员又来了一趟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这里有他的牵

挂。在清平镇，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万亩基地正在做

准备。待眼前的小麦收获之后，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万

书波历时 13 年研发的新模式——花生玉米带状种植技

术将大展身手。作为万书波团队的成员，张正看好这里。

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的高唐县，是我国的农业大县之

一。该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县里粮食

总产量达到 67.42万吨，比上年增长 0.6%。

粮食增产，一方面源于以万书波为代表的一批高水

平专家将新技术、新模式植入当地；另一方面则源于当地

杜立芝农业科技志愿服务团队对土地的深耕。

手把手地教，农技服务队跑遍600
多个行政村

记者见到梁玉义时，他正忙着将一袋袋玉米加工成

一颗颗玉米粒。在这位高唐县种粮大户看来，粮食丰收

离不开杜站长的指导。

“种玉米的时候，我一直掌握不好化控（应用植物生

长调节剂促进玉米高产的一项举措）时间，所以在化控之

前，我就给杜站长打了电话。担心在电话里讲不清楚，她

当即来我这里查看玉米长势，并教会我如何通过观察叶

片来确定化控时间。”言语中，梁玉义对杜站长充满感激。

梁玉义提到的杜站长，即“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负

责人杜立芝。

现任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高级农艺师的杜

立芝，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代表。扎根基层38年

来，她跑遍了高唐县600多个行政村，帮助农民解决作物种

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当地百姓心中的农业“百事通”。

2018 年，高唐县委从该县农业系统中级职称以上人

员、乡镇农技人员中筛选，组建起以杜立芝任首席专家，

农业、林业、畜牧、水产、蔬菜等部门的代表委员和技术专

家组成的 91 人县镇农业科技志愿服务团队。“服务乡村

振兴”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高唐县食品加工企业众多，优质面粉需求量大，但是长期以来，当地小麦品

质距离食品企业需要的高品质面粉还有一定差距。2022 年 8 月，高唐县与国家

小麦改良中心合建优质小麦生产基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破解了上述痛点。

“一亩地四分玉米、六分花生，但四分玉米顶得上常规种植模式下一亩的产

量，花生是净挣的。”在清平镇东大新村，村党支部书记孙长焕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依靠新种植模式，村里每亩地增收 2000元。

“既要稳定粮食产量，又要推动农民增收，只能依靠科技提高单产。”清平镇

党委书记刘传华告诉记者，“2017年，我们镇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只有 30

多亩，如今已发展到 1 万多亩。据估算，今年 1 亩地毛收入 3470 元，比纯种玉米

增收约 1400元，比纯播花生增收约 500元。”

实现“三增长”，科技服务功不可没

“得益于国内高水平专家和杜立芝农业科技志愿服务团队的‘传帮带’，一批

‘土专家’‘田秀才’‘乡村工匠’从高唐县 960平方公里的土地里成长起来。”高唐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吕兴忠说。

数据显示，该县目前推广各项农业新技术 60余次，引进作物新品种 40多个，

解决技术难题 3万余个。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穿着这件红马甲吗？”1 月 2 日，记者在高唐县采访时，

正值杜立芝“马扎课堂”开讲。这是当地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一个典型场景。在基层宣讲，穿着农业科技志愿者

标志性的红马甲，杜立芝从不会坐着：“老百姓哪有坐着干活的？今天我站着

讲，你们坐着听。”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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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乡村行 看振兴看振兴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开栏的话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

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各地各方面

正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

署，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即日起，《科技日

报》推出“乡村行 看振兴”栏目，记者深入乡村一

线，为您呈现各地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

生活富裕的崭新风貌。

科技日报海口1月 3日电 （记者

王祝华 通讯员张子森 郑润泽）3 日，

记者从海南大学获悉，该校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邓意达教授团队制备出一

种由原位钼酸根离子调控的高抗腐蚀

性镍铁海水电极材料，可助力海水高

效电解。这项研究为设计氧阴离子修

饰型催化剂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

推动海水电解技术的实际应用。相关

论文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

《先进能源材料》上。

邓意达介绍，氢能被视为未来能

源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海水电

解被认为是一种实用且可行的氢气生

产方法。但海水中的氯离子具有腐蚀

性，会引起析氯反应，腐蚀电极（催化

剂），严重降低其使用寿命。因此，开

发高效、高选择性的海水分解电极材

料（催化剂）显得尤为重要。

该研究团队利用快速、简便的热

冲击方法，制备了一种由钼酸根修饰

的海水电解镍钼铁氧化物电极，并发

现该电极在海水电解析氧反应中具有

较高的活性和优异的耐久性。实验结

果表明，电极表面原位生成的钼酸根

可有效调节和稳定催化活性，提高析

氧反应活性，保护电极免受氯离子腐

蚀，从而极大延长电极的使用寿命。

新电极材料可助力海水高效电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