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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
批准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
抗注射液（BRII-196）及罗米司韦单抗注
射液（BRII-198）注册申请。这是我国首
家获批的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
联合治疗药物。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
规定，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
审评审批，批准上述两个药品联合用于治
疗轻型和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型（包括
住院或死亡）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
（12—17 岁，体重≥40kg）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 （COVID-19） 患者。其中，青少年
（12—17 岁，体重≥40kg） 适应症人群为
附条件批准。

根据国家药监局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类药物申报临床
药学研究与技术资料要求指导原则 （试
行）》，新冠中和抗体类药物以基因重组
技术制备的单克隆抗体为主，也包括抗体
片段、Fc融合蛋白、双特异性抗体等。此
类抗体药物有可能单独或联合用于新冠肺
炎的治疗与预防。

新冠中和抗体类药物的主要作用机制
是中和新冠病毒，阻止病毒吸附于易感细
胞，从而阻断病毒或其遗传物质进入胞内
增殖。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疗法开发方面，中
和抗体的开发一直是研发的重心之一。中
和抗体通过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相结
合，可以阻止新冠病毒感染细胞。它们不

但可以用于治疗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患
者，而且能够作为预防性疗法，给容易受
到感染的高危人群提供被动免疫能力。与
疫苗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在接受注射后能
够立即生效，并且对那些可能不能对疫苗
产生足够免疫应答的人群（包括一些老年
人和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患者）同样有效。

腾盛博药的中和抗体疗法在4大洲、6
个国家、111个临床试验机构进行的837例
新冠肺炎患者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该
抗体组合药物能够降低78%的住院和死亡
率，且给药组在治疗28天后实现零死亡，
对照组8例死亡。

除了临床研究的积极结果，在应急获
批之前，上述中和抗体疗法在临床救治方
面已经发挥了作用。 （科文）

我国首个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获批

从概念的提出到资本的爆炒，科幻味十足的元宇宙“横空
出世”也颇有奇幻味道：在短短几个月内屡屡“破圈”，继横
扫资本圈、教育培训圈之后，又进军房地产。近日，“元宇
宙”房地产交易价格创新纪录：一块虚拟土地以430万美元的
价格售出。歌手林俊杰也斥资十多万美元购买了三块虚拟土
地，这让吃瓜网友们风中凌乱：“爱豆”都在元宇宙买地了，
我们岂能无动于衷？

元宇宙离我们真的这么近了吗？
从经济视角来看，有可能是。作为跨越实体和虚拟的新型

数字经济形态，元宇宙完全切合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势。而
这一点，从互联网产业圈巨头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就可见一斑：
不论是从改名到推出强关联产品，还是从战略布局到商标申
请，不在元宇宙赛道里“跑马圈地”肯定就LOW了，再加上
在这个圈子，故事讲好了从来就不缺资本的追逐。在业界的追
捧和资本的重仓之下，元宇宙几乎席卷一切。

不过，如此场景是不是有一种“似存相识”之感？比如量
子科技、区块链技术……互联网产业总有这种魔力，频出的

“黑科技”时不时就会造出让猪也能飞的“风口”，当然各种衍
生风险也如影随形。

当下，线上线下各类打着元宇宙旗号的套路与骗局已经有
滋生的苗头：有人已经开了元宇宙课程培训，日进斗金，贩卖没
有实质的内容和概念敛财；一些人言必称元宇宙，没有任何与之
相关的实体内容却热衷制造噱头；一些人则宣称自己在打造元宇
宙里面的经济系统，以洗脑加传销的方式推广虚拟币……

对于这些虚虚实实，又有多少人能拨开迷雾洞悉真相呢？
其实，元宇宙原本就不是一个全新技术和新概念，更象是

前几年大热的VR和AR技术一次再包装的“重生”。前者是创
造一个虚拟世界，后者是将不存在的东西搬到现实中的增强现
实技术，两者的结合是在创建一种元宇宙的雏形，但跟概念中
的元宇宙又有如“云泥”。

元宇宙概念诞生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描绘的是
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庞大虚拟网络世界。Facebook（现更名
Meta，取自“元宇宙”一词）创始人扎克伯格对其的表述则
是：“在元宇宙中，你将可以完成几乎任何能想象到的事情
——与朋友和家人聚在一起，工作、学习、玩耍、购物、创造
等，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以我们较为熟悉的AR、VR应用来做个比较，元宇宙无疑
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理想与实现间的距离。很明显，以当下
VR、AR技术以及几款游戏和电影，并不足以支撑起这一还过
于科幻的概念。

从技术角度来看，理想化的元宇宙还有赖于更接近人类触
觉和味觉的数字化、脑机接口等技术实现，以及支撑亿级用户
的网络基础设施、电力供应、超级服务器、移动接入、可穿戴
设备等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并非现有的甚至
是未来5-10年的迭代更新就能企及的。

试问，你所接触到的此“元宇宙”是彼元宇宙吗？它带给
你是震撼的体验，亦或是紧盯着你的钱包？

不可否认，元宇宙概念的爆红，背后有着相应的技术支撑
和社会生活因素，也是众多科技、科幻爱好者的愿景，更符合
当前互联网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资本层面热炒一个超前的技术
概念，或许可以达到驱动产业提前布局的目的，但是过份地

“热捧”将其变成一个社会各界普遍追逐的热点，在别有用心
之人“画大饼”般的安利之下，“风口”必然秒变“风险口”。

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短期内估计难有标准答案，对其的讨论和争论也不会停止。但对于公

众而言，关注元宇宙还请适度，在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和探索的同时，我
们还需要保留一份审慎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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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临近，冰雪
项目热度升温，但对于零基础的新手
小白，却往往因为防护不当，容易意
外受伤；马拉松等户外运动越来越受
追捧，但也有业余爱好者因缺乏科学
专业的运动指导，无法应对突发风险
而受到伤害；“挑战漫画腰”“悬空转
呼啦圈”等网络热门运动引发网友争
相效仿，殊不知却给身体造成伤害，
带偏了科学锻炼的节奏……

全民对体育事业的关注度空前高
涨，对体育知识的强烈需求也随之而
来。如何让高大上、专精尖的体育项
目“飞入寻常百姓家”？怎样将老百
姓的体育活动纳入科学安全的轨道？

“大众进行体育运动时，亟须推广科
学的运动和防护知识。”国家体育总
局科教司胡雅欢处长介绍，为提高全
民科学素质、推动体育科普事业进
步，国家体育总局健全管理机制，以
项目和基地建设为抓手，将科研与科
普紧密结合，积极推进基层科普活

动，让体育科学普及工作触达到每个
最需要的地方。

奥运健儿“同款”大夫 走
进乡村卫生所

织金县位于贵州中部偏西，以
地形奇绝的织金洞和传承千年的金
砂锅闻名，也是体育助力乡村振兴
的典型代表。由于气候和劳作方式
的原因，这里的人们普遍受到骨关
节疾病的困扰。九月的一天，织金
县后寨乡麻窝寨村的村民们迎来了
一个大大的惊喜：刚刚在东京奥运
会服务过奥运健儿的医疗专家，在
这里的卫生所开起了运动伤病义
诊！

大夫们到来后，耐心地问诊、开
药、按摩、针灸，老人们的脸上笑开
了花……

这温暖的一幕，出现在由国家体
育总局科教司举办的2021年“体质测
试送健康”体育科普公益活动中。活
动期间，专家把自主研发的“健康减
重活力操”教给孩子们；爱跳广场舞
的阿姨们则学到了“骨关节活力操”；
体育爱好者们可以走进健康知识大讲
堂，跟主讲人来一场面对面的交流学
习；老百姓登上“国家国民体质检测
车”，就能拿到个性化的体质测评报
告，并获得详细的“运动处方”……

这辆检测车开过的地方不止贵州
织金，全国31个省（区、市）都留下
了体育总局专家们的足迹。他们主办
线上“科学健身与健康促进知识技能
培训班”，给山西省繁峙、代县的相
关从业人员开课，帮扶他们提高职业
技能，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在各地
开展针对不同人群的科普讲座，并以

社会实践形式宣传新型冠状病毒防治
知识，极大地助力社会大众的健康发
展，为健康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实现“以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
动带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的
目标，体育总局组织科研专家队伍走
进社区、村镇、学校等地积极开展科
普讲座，科普内容包含多个年龄群
体、工作领域和关注角度，如针对幼
儿园教师及家长以及儿童保健医生的

“科学运动——幼儿生长发育的源动
力”，针对中小学教师的“儿童青少年
生长发育与健康促进”，针对慢病人群
的“运动预防慢性病”，针对健身人群
的“健身运动中的风险与防范”“跑步
的运动营养”等，让专家把科普讲台
设立在基层最需要的地方。

因地制宜 科普援藏推动体
医融合

为加快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西
藏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
务，2021年7月，一场以“促进体医
融合，增强国民体质，建设健康中
国”为主题的科普援藏活动在西藏林
芝展开。

（下转第2版）

科普助力，全民健身飞入寻常百姓家
□□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开栏的话：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的

指示精神，各部委、各级科协、各类科研机构、学校以及各类行业学会等以
提升科普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推动科普全面融入各项工作中，并探
索出各具特色的工作机制和活动形式。为促进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互鉴，即日
起，科普时报开设“科普一线经验谈”专栏，分享科普一线的经验成效，共
同助推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星星会眨眼睛吗？有没有看到
UFO？“企鹅服”长什么样子？细胞跳
动是怎样一种现象？带着对太空生活的
无限遐想，北京时间12月9日15点40
分，1420名中小学生代表分别在北京
中国科技馆地面主课堂，以及广西南
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4个地面分
课堂上了一节别开生面的“网课”。

眼看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
位航天员“飞”着出现在屏幕上，会
场里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这是他
们第一次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我们是‘感觉良好乘组’！”时
隔8年，航天员王亚平在中国人自己
的空间站里，再一次以“太空教师”
的身份亮相。在约60分钟的授课中，
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们生动介
绍展示了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
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
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象，并讲
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众所周知，人在太空中处于失重
状态，这对人身体会产生很多影响。
王亚平介绍，失重对人体血管、骨骼
和肌肉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为了防止
肌肉萎缩，空间站里安装了太空跑步
机、自行车、拉力器等健身设备，航

天员们工作之余可以适当运动保持健
康。王亚平还特别介绍了一件“秘密
武器”，就是叶光富身上的“企鹅
服”。叶老师瞬间化身“太空模特”，
展示了这件深蓝色套装。看似普普通
通，其实它能够令肌肉长时间保持发
力，对抗肌肉萎缩和心血管功能下
降，凝结了航天科技专家的小巧思。

瞧！细胞自身生物电正在荧光下
一闪一闪地跳动！这是叶光富操作电
脑在给大家展示荧光显微镜下的细
胞。“这台荧光显微镜是用来培养细
胞和观察细胞的装置。细胞培养到一
定阶段，我们便可以观测它在有无重
力条件下的变化过程。”王亚平说。

接着，为了回答地面学生的问
题，叶光富开始尝试“太空转身”。
只见他左摇摇右扭扭，还是无法在太
空完成地面上再简单不过的转身。

“虽然叶老师已经很努力了，但好像
还没成功。加油，使点劲！”在王亚
平的鼓励下，叶光富用力摇动右臂，
身体终于慢慢转动起来。至此，“摇
臂式”“花滑式”“游泳式”“散步
式”“舞蹈式”五种太空转身姿势全
部被叶老师掌握并精彩演绎。

当然，要说这最浪漫的一课，当
属水膜实验。王亚平把她和女儿在地球

上折好的纸花放入注水后的厚水膜中，
只见“花朵”在水膜中舒展开来又缓缓
绽放，美不胜收。王亚平说：“看到花
朵就想到了我的女儿。同学们你们都是
祖国的花朵，未来是你们的！”

随后，王亚平往水膜中继续注
水，直到水膜变成一个晶莹剔透的水
球，地球上见不到的场景出现了！由于
凸透镜成像的效果，水球中呈现一正一
反两个像。王亚平又将颜料注入水球，
水球顿时如蔚蓝色星球一般。接下来，
当泡腾片被放入，水球在不断产生气泡
的过程中演变成类似地球的颜色。

一系列神奇又浪漫的小实验后，
第一节“天宫课堂”顺利结束。“我
很喜欢水膜实验，因为这是地球上看
不到的，感觉非常神奇。”北京教育
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初三年级的董
佳豪告诉科普时报记者，他很喜欢物
理，在老师的帮助下，曾在学校实验
室自制水火箭，并顺利发射，通过安
装的微型摄像头拍下了整个校园。

太空课程设计参与专家、中国物
理学会科普委员会主任魏红祥也在现
场观摩了这场天地科普实验，他对科
普时报记者表示：“和地面相比，空
间站有很多独特的实验环境，除了大
家熟悉的微重力外，极低温、强辐射

等都是地面难以大规模实现的极端环
境。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开展一系列物
质科学、生命科学、宇宙科学以及工
程技术方面的研究。”

针对日常教学中，如何激发青少年
物理学习兴趣等问题，魏红祥坦言，物
理学不限于“采集知识”，而是要更进一
步追究知识背后隐藏的相同的、最简单
的基本规律。未来的物理学教学应注重
把将抽象的物理知识还原回认知过程，
还原到应用场景，帮助学生初步建立起
包含物理体系整体轮廓的物理图像。同
时，要更加注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
传递，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科学精神。

相信如王亚平所言，未来，中国
人的脚步将踏入更远的星空。而这
次，她也告诉同学们，星星特别亮，
但不会眨眼睛，眼前的宇宙是深邃的
黑，UFO还真没有见到呢……

（《课后辅导：专家为你复盘
“天宫课堂”》详细报道见8版；参与
“天宫课堂”提高班直播课和随堂小
测试请扫以下二维码）

神奇科学之旅 这堂“网课”地表最强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12月9日，“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课，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在约60分钟的授课中，航天员们介绍展示了空间
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
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图1为北京中小学生在收看“天宫课堂”第一课。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摄
图2为香港中小学生在收看“天宫课堂”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王 申 摄
图3为西藏中小学生在收看“天宫课堂”第一课。 科普时报记者 杨宇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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