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林莉君）清华大学医学

院祁海教授课题组首次揭示了诱发性共刺激

分子（ICOS）的免疫新功能——直接控制免疫

细胞 T 细胞在体内迁移运动，为理解免疫器官

产生抗体提供了新线索，从而给保护性疫苗的

研制指出了新方向。相关论文刊登在近日出

版的《自然》杂志上。

人类抵抗长期感染类疾病的过程，其实是

免疫细胞产生抗体消灭病毒和细菌等病原微

生物。祁海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为了抵抗病原，有两类免疫细胞特别重要：T

细胞和 B 细胞。负责产生抗体的 B 细胞不单

独工作，必须和 T 细胞的一个亚类——滤泡性

辅助 T 细胞协同工作才能产生抗体。可以说，

滤泡性辅助 T 细胞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

决定了抗体的数量和质量。”

为帮助 B 细胞产生抗体，滤泡辅助 T 细胞

需要移动到B细胞生活的区域。祁海研究组发

现，ICOS在体内促进 T 细胞的持续运动能力，

决定它们在B细胞区组织中的迁移与分布。“如

果把T细胞比作一辆汽车，那么ICOS就相当于

发动机。”祁海作了个形象的比喻。而在此之

前，医学界一直认为 ICOS 所起的作用仅仅是

让这类T细胞更好地识别那些“诱惑”因子。

“当前，通过疫苗来刺激机体产生保护性

抗体是预防病毒感染的重要手段。而研究清

楚诸如 ICOS分子调节滤泡性辅助 T细胞的运

动及功能机制后，医学界在研制疫苗时就可以

考虑通过提高滤泡性辅助 T 细胞的产生来改

进抗体疫苗的效率。”祁海说，通过控制滤泡性

辅助 T 细胞的产生，还可能对人类的自身免疫

疾病，如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提

供新思路。

我科学家找到人类产生抗体的“发动机”
为医学界研制疫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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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瞿剑）记者从中国农业科

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获悉，该所陈化兰科研团队一项

最新研究发现，H5N1 病毒有可能通过与甲型人流感病

毒的基因重配，获得在哺乳动物间高效空气传播的能

力，从而引起人间大流行。研究从全新的角度揭示了

H5N1 病毒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的现实威胁。相关研

究论文 5 月 3 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自然》杂志也

进行了报道。

陈化兰告诉记者，两种流感病毒共感染同一宿主时，

可发生基因分子节段的重配，理论上可以形成 256 种不

同的基因重配病毒。历史上，禽流感病毒通过在中间宿

主体内与哺乳动物流感病毒发生基因重配，造成了多次

全球流感大流行，2009 年甲型 H1N1 大流行病毒，就是

禽、猪和人流感病毒的三重基因重配产物。

H5N1 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已传播至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引起家禽和鸟类疫情暴发，并导致 600多人感

染发病，病死率高达 60%。

此前，陈化兰团队曾发现，从自然界的鸭和野鸟体内

分离的部分高致病力 H5N1病毒已能够在哺乳动物间接

触传播，但尚不具备通过空气传播的能力。而 2009年甲

型H1N1具有高度传播性，目前仍在全世界流行,很有可能

在自然界与 H5N1 病毒发生基因重配。H5N1 病毒能否

在重配过程中获得人际空气传播的能力，令人高度担忧。

为弄清这一问题，陈化兰团队采用反向遗传技术，在

保留H5N1病毒HA基因前提下，构建了含有1—7个不等

的2009年甲型H1N1病毒基因、所有127种可能的重配病

毒。利用小鼠测试了这 127种重配病毒对哺乳动物的致

病力，发现其中2/3以上对小鼠高度致死。利用豚鼠模型

对21种重配病毒进行传播能力的评估发现，有8种病毒能

够经空气传播，其中4种获得高效空气传播能力。

哈尔滨兽医所一项研究发现

H5N1与甲流病毒结合或具人传人风险

一个看似简单的命题：把钻头垂直钻进数

千米的地层深处，以准确抽取那里蕴藏的石油。

随着我国石油战略的西移，这个命题越来

越成为横亘在我国石油战线面前的一道难

题。在新疆，在四川，复杂的地层结构，倾斜的

地下岩石，让我们的钻头东挪西移，哪怕倾斜

一度，数千米下去离既定的油藏差之远矣。

要么采取“轻压吊打”的方式，让钻头慢慢

地“研磨”岩石，这使得曾经在东部大平原上一

天数百米乃至上千米的钻进速度骤降到慢时

一天不到几十米。要么购买国外的技术服务，

一天的费用超过十万元。

2005年至今，国家先后两次把自动垂直钻井

技术的研发列入863计划，组织了一支稳定精干

的研发队伍，历时8年攻关，连同企业投入研发经

费近亿元。多年来，记者跟踪采访这一关键前沿

技术的研发过程，深感其关乎国家的能源战略，非

国家行为不可，非胜利油田这样的大型国企莫为。

创新，从源头开始

自动垂直钻井技术自上世纪末发展起来，

尤其在日益复杂的高陡构造地质环境下，堪称

加快油田开发速度、降低油气开发成本的利器，

代表了当前石油钻井领域的国际前沿水平。

在我国，高陡构造地区的油气钻探“防斜打

快”一直是一个技术难题。目前的井斜控制主

要靠“轻压吊打”，不能完全释放正常的钻压，是

一种以牺牲速度换取质量的无奈之举。而且随

着我国石油生产任务日益加重和生产成本大幅

上升，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国际上这一领域最先进的自动垂直钻井

技术，主要控制在美国公司手里。斯伦贝谢、

贝克休斯等世界著名服务公司的技术服务费

用大约为每天 10 万元左右，人员、进尺费用另

算。而且，这些外国公司只提供技术服务，不

出售产品，甚至在作业时连参观也不允许。

发现偏差，自动纠正。这样一个简单的技

术动作，要在高温、高压的地层深处，处于高速

运转、强震冲击的极端恶劣环境中完成，真是

难于上青天！

仿制，不是没有尝试。我国的科研人员曾

经借鉴国外先进的自动垂钻技术原理，设计出

类似的钻井工具，但一个小小的橡胶轴承都成

为我们不可逾越的障碍。由于相关零部件国

外封锁，国内制造技术和材料不过关，我们连

仿制都无路可走。

创新，从源头开始。这是我们“无奈”而必

须的选择。由此，我国的自动垂钻技术比国际

通用术语多出一个定语：捷联式。

捷联式自动垂直钻井技术的研发，不仅使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这一核心钻井技

术的国家，也开辟了钻井技术的一个新领域。

“立足于国内技术基础，选择全新的技术

路线，从源头上创新。”胜利油田首席高级专

家、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钻井院

院长韩来聚说。为此，他带领课题组苦苦论证

了半年之久。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

的选择，也是一个艰苦的选择。

集成：多学科攻关

4 月中旬的黄河三角洲乍暖还寒。记者

再次来到矗立在一片青青麦地上的胜利油田

坨 181 井，由于其第一个应用捷联式自动垂直

钻井技术显得卓然而立。

那是 2008 年 9 月 22 日 19 点 50 分，经过一

开钻进到 364 米深处，坨 181 井下入捷联式自

动垂直钻井系统工具后二开开钻。此时，课题

组科研人员聚拢在钻机周围。他们历经 3 年

的呕心沥血，虽然在试验室已经千锤百炼，但

还是像自己的孩子要迈开脚走路，心提到了嗓

子眼。

到 9 月 25 日 8 点 50 分钻至井深 2053.04

米 起 钻 ，进 尺 1689.04 米 ，累 计 纯 钻 时 间 为

41.79 小 时 ，平 均 机 械 钻 速 为 每 小 时 40.43

米，成功实现钻进模式与纠斜模式的正常转

换，初步验证了技术系统的可行性、稳定性

和可靠性。 （下转第三版）

地 下 数 千 米 直 钻 取 石 油
——关于捷联式自动垂直钻井技术研发的采访笔记

本报通讯员 李江辉 本报记者 孙明河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5 月 7 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科学家

在今天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报告称，

他们用人体皮肤细胞制造出了性能稳定的

骨头替代品，这使得为骨损伤患者按需制造

出个性化且不会发生排斥反应的三维骨移

植物成为可能。

纽约干细胞基金会（NYSCF）研究所的

达瑞嘉·马拉尔特和朱塞佩·玛丽亚·德·佩

波领导的研究团队使用人体皮肤细胞，并借

用“重新编程”技术，让成人细胞重新回到类

似 胚 胎 的 状 态 ，得 到 的 诱 导 多 能 干 细 胞

（iPS）携带有与患者一样的遗传信息，而且，

它们能变成身体内的任何细胞。随后，科学

家们引导这些 iPS 细胞变为成骨前体细胞，

并将其种在一个支架上以形成三维骨头。

接着，他们将整个架构放在生物反应器内。

生物反应器可为细胞提供营养物、移除废物

并刺激细胞的生长发育。

以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也可以用其他细

胞制造出成骨细胞，但这样获得的成骨细胞

在临床安全性方面一直饱受质疑。患者自

己的骨髓干细胞能形成骨头和软骨组织，但

无法形成基础的脉管系统和神经间隔。另

外，由胚胎干细胞制造的骨头可能产生免疫

排斥反应，最终，NYSCF的科学家们选择用

iPS来克服这些问题。

尽管严重程度不一样，但目前医生们都

采用骨移植来治疗骨缺损，骨移植物要么源

于患者身体的其他部位，要么源于捐赠者或

使用人工合成物。这些骨移植物都不能进

行复杂的重建，也有可能引发免疫排斥反应

及无法同周围的连接组织整合。

NYSCF的研究团队将新制造出的骨头

代替物移植到免疫系统受损老鼠的皮肤下，12

周后，没有恶性肿瘤出现，骨组织也完全发育

成熟，与此同时，血管细胞开始与移植物整

合。他们表示，分化的iPS细胞移植入体内后

可能会形成畸胎瘤（一种肿瘤），但新方法得到

的骨替代物没有出现这一问题，这些结果表

明，这些骨替代物的性能非常稳定。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接下来将监测血管

在骨头内的生长情况，以为人体临床研究做

更详细地准备。这些骨替代物除了在治疗

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还可用来做骨发

育实验和其他病理学实验的模型，分析结果

有望丰富我们对骨损伤的理解并找到更有

潜力的药物。

俗话说骨肉相连，但肉能变成骨头，还

是稀奇的事。半年前，美国科学家用诱导

多能干细胞（iPS）培育出了关节软骨，让关

节损伤者看到了希望。此次科学家更进一

步，把 iPS 变成了“有血有髓”的复杂骨头，

这下骨头移植的来源不用愁了。相对而

言，骨头是最简单的器官。如果心肝脾肺

肾也能尽快用干细胞生成，多少患者和家

属会破涕为笑！

美首次用人体皮肤细胞制造出三维骨头

科技日报讯 （孙国根 记者王春）复旦大

学附属公共卫生学院近日传出消息，由周颖副

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研究发现，尿中双酚 A 与儿

童体重指数值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双酚 A 暴

露可能是儿童肥胖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之

一。这是我国首次在儿童青少年人群中开展

双酚 A 促进肥胖效应的研究，相关成果刊登在

美国《环境卫生》杂志上。

双酚 A 是世界上生产量最大的化学物质

之一。上世纪 60 年代起，被用于制造奶瓶、幼

儿用吸口杯、食品和饮料罐内侧涂层。作为环

境内分泌干扰物之一，双酚 A 近年来被全球专

家所重视，其中“双酚 A 摄入过多导致肥胖”的

观点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其与儿童肥

胖的关系此前鲜有研究。

我国儿童肥胖问题日益突出，从 1992 年

到 2002 年，我国 7—17 岁城市青少年的超重

率、肥胖率分别增加了 30.9%和 39.7%。周颖

课题组，率先创新使用“尿比重校正法”，对上

海市 259名 8—15岁汉族学龄儿童青少年进行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发现，84.9%的受检者尿

液中有双酚 A 成分。尿比重校正法有效减轻

了过去研究存在的误差问题，加之研究采用双

酚 A 每日摄入估计值。这一结果揭示了双酚

A 暴露与体重指数值之间的关系，也即双酚 A

浓度愈高，肥胖程度愈高。

专家表示，迄今为止，我国尚无明确数据证

明学龄儿童的双酚A暴露特征；但成人的研究结

果显示，饮食摄入、空气吸入、皮肤接触是主要暴

露途径。一般来说，双酚A主要通过饮食摄入，

在体内代谢半衰期较短，一般 24小时即代谢殆

尽，因此，有效防范学龄儿童青少年双酚A的暴

露，膳食干预是有效方法。专家同时补充，我国

儿童双酚A暴露途径、暴露方式、暴露量研究皆

缺乏可靠翔实数据，进一步研究双酚A与儿童肥

胖发生的因果关联，相关验证还应及时跟上。

“小胖墩”或与摄入双酚 A有关

科技日报昆明5月7日电（记者马波）在今

天召开的云南省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云南

省委书记秦光荣向云南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要

求。希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行者的

科技人员，以促进科技繁荣发展为己任，进一步

增强“使命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纽带意

识”。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到会祝贺。

秦光荣希望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增强使命

意识，为实现“富民兴滇”云南梦作出贡献。他

说，全省科技工作者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技

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更加自觉地肩负起富民兴

滇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富民兴滇”云南梦作出

贡献。

他希望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

识，为建设“创新型云南”作贡献。他说，云南

省科技纵向比进步很快，但横向比差距仍然很

大，科技人才总数偏少，科技创新平台不足，产

业关键核心技术严重缺乏，极度地制约了经济

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为此，云南提出了实施

新一轮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到 2017 年，力争

云南综合科技进步水平达到全国中等水平，区

域创新能力进入西部先进行列。

此前，中国科协与云南省政府在昆明签署

了《合作协议》和《关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的共建协议》。根据《关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的共建协议》，云南省政府将《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纳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投入，

为本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扎

实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各项任务在本辖区的落

实，确保本辖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目标实现。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省科协代表大会上提出

建设“创新型云南”实现“富民兴滇”

科技日报上海5月 7日电 （记者王春）首

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

“上交会”）将于 5 月 8 日至 11 日在上海世贸

商城和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上交会

将弥补我国缺乏面向国际的技术展示和交易

平台的不足，通过技术交易的集聚和辐射，形

成 1+1>2 的叠加效应。

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蔡文沁在今天

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说，据科技部统计，

“十一五”以来，我国技术交易以每年 20%的

平均增速快速增长，技术交易额由 1984 年的

7 亿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6437 亿元，成为我国

科技进步的标志性进展。每年包括国家公共

财政支持所形成的研发成果在内的 20 多万项

次技术成功实现交易，50%以上涉及电子信

息、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了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产

品，促进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高新技术产

业化。技术出口快速增长。2011 年，技术出

口交易额达到 1118 亿元，增幅超过全国平均

增速 5 个百分点，2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技术

合同占出口总额近 50%。此外，我国技术交

易品种不断丰富、交易模式不断创新，进一步

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近年来，除原有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四技”合同交易外，技术产权挂牌交易、技术

难题招标等新型交易品种和模式不断推出。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介绍说，首届

上交会聚焦各领域领先技术。特设了 3D 打

印技术专区，汇聚了欧美和国内近 30 家全球

知名的企业和机构不同的 3D 打印创新技术

和解决方案，国外展示的悬挂式空中列车技

术、智慧城市技术、绿色生产技术和国内企

业的生物塑料、环保石头纸等。办展形式上

也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首次将各展位的用

电情况在展馆中的大屏幕上显示，鼓励绿色

环保；并首次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联网，

将技术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交易信息直接与

展馆联网显示，方便客户即时掌握第一手交

易信息。主办方还将利用互联网技术，举办

网上上交会，做到实体上交会一年一届，虚

拟上交会天天举办。

为区别于传统的技术展示会，上交会着

力形成“五位一体”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提

供涵盖技术交易全产业链的服务内容，将与

技术交易相关联的技术转化、金融服务、人

才、法律等企业或机构组织进场，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技术交易服务，打造权

威性、高端性、国际性和专业性的交易服务品

牌。目前已收集了近 800 个技术交易项目，其

中近 500 个可供交易的技术项目已经上网。

同时，上交会突出知识产权保护。上海

市知识产权局承担上交会整体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制订了上交会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和“上交会专利纠纷处理规则”，设计了上交

会专利纠纷投诉的处理流程；运用网络、热

线等手段宣传上交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在

线咨询和回复各参展商有关知识产权的问

题；并在展馆现场设立 200 平方米的知识产

权服务站。

上交会放大技术贸易叠加优势

5月 7日，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六塘乡大塘村的农民在田地里忙碌。

连日来，重庆市各地普降中到大
雨，旱情得到有效缓解，农民利用雨后
有利时机开展夏种，以夺取全年丰收。

新华社记者 李健摄

在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园内，
聚集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
的400多名留学生。他们来到
中国学习中医理论和疗法。在
望闻问切、针灸推拿等学习中，
他们感受到中医文化的博大精
深。不少留学生表示毕业后会
回到家乡开办中医诊所，向更多
人介绍神奇的中国传统医术。

上图 5 月 7 日，法国留学
生马修正在练习把脉。

左图 湖北中医药大学的
老师在教授留学生推拿技法。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国际新闻
科学家改良基因

组组装工艺流程
（2版）

○综合新闻
一 生 与 对 虾 相

伴——记中科院海洋
所研究员张乃禹（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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