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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是一个包含本科与研究生培养、跨学科基础

与应用研究的校内综合办学单位。高等研究院将借鉴国际一流大学通

行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管理、教学与研究

人才，在深圳大学内部建立一个实行特殊管理体制的、拥有与国际接轨

学术环境的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的

学术特区。

经过充分准备，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即将正式成立。为保障高等

研究院的顺利启动与运行，现公开招聘院长助理 2名，具体要求和招聘

办法如下：

一、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

1. 院长助理（教学）1名

岗位名称：院长助理（教学）

岗位类型：管理或教师

岗位职责：负责高等研究院教学管理工作，并承担院长交办的其他

相关事务，分担院长在高等研究院管理和运行中的责任。

任职条件：1）为人正直，工作态度端正、热情主动，有责任感和服

务意识；2）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综合分析能力

和团队精神；3）具备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具备一定

英文读写能力；4）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与运作，熟悉理科本科和研究

生教学管理工作；5）45 岁以下（含 45 岁），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具有

教学管理工作经历，优先考虑现在深圳大学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申

请者。

2. 院长助理（科研）1名

岗位名称：院长助理（科研）

岗位类型：管理或教师

岗位职责：负责高等研究院科研管理工作，并承担院长交办的其他

相关事务，分担院长在高等研究院管理和运行中的责任。

任职条件：1）为人正直，工作态度端正、热情主动，有责任感和服务

意识；2）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团

队精神；3）具备良好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4）具有海外学

习或工作经历和国际文化背景；5）45 岁以下（含 45 岁），具有理科博士

学位，具有独立科研经历，优先考虑具有科研助理或秘书工作经历的申

请者。

二、待遇

参照深圳大学现行管理和教师岗位分级与薪酬标准，另加高等研

究院津贴。

三、申请材料、方式和期限

1. 申请材料

1）简历；2）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3）其他可用于证明本人能力和水平的材料；4）自述（包括但不限于对岗

位的理解和认识、工作计划或构想等）。

2. 申请方式

申请人需将上述材料的电子文件发送至：cehyming@szu.edu.cn，邮

件主题为：“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申请”；将纸质文件邮寄或送

至深圳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办公室，通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

海大道 3688号，深圳大学办公楼 322，邮政编码 518060。

3. 截止日期

2013年 8月 31日。

四、招聘程序

1. 学科建设与发展办公室负责本次招聘的联络工作。学科建设

与发展办公室收到申请材料后将转交由高等研究院院长负责的高等研

究院筹建小组。

2. 高等研究院筹建小组将审核材料和组织面试，并根据审核与面

试结果确定聘任人选。

3. 面试将于 2013年 9月初进行，具体日期另行通知。面试结束后

一周内公布招聘结果。

4. 如欲了解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及本次招聘详情，请与深圳大学

学科建设与发展办公室联系，联系人：明博士，电话：0755 26538498，

E-mail: cehyming@szu.edu.cn。

深 圳 大 学 高 等 研 究 院 院 长 助 理 招 聘 启 事

今日视点

癌症一直是人类的梦魇，攻克癌症也成

为无数科学家和医学人士殚精竭虑、孜孜以

求的“圣杯”。各种抗癌方法层出不穷，但大

多都在癌症强大的防御面前溃不成军。不

过，这种情况有望获得改善。据英国《独立

报》网站近日报道，现在，英国科学家另辟蹊

径，提出了一种抗癌新方法：使用人体血液内

的 T 细胞来杀死恶性肿瘤。这一技术目前还

处于临床试验的第一阶段，结果如何？可能

需要 5年到 10年时间，答案才能揭晓。

另辟蹊径：T细胞杀死
癌细胞

在过去 20年内，创办 Immunocore公司的

科研机构一直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研

发出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治疗癌症。现在，诸

多努力似乎有了回报。在过去 3 周内，该公

司同全球两大生物制药企业瑞士巨头罗氏制

药公司和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签署了合同，

这些合同有望给公司带来大约 5 亿英镑的资

金，用于其独特的癌症免疫疗法——利用身

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细胞的研究。

Immunocore 可能是全球唯一一家找到

方法利用免疫系统天生的杀手细胞——血液

内 T 细胞的力量来治疗癌症的公司。在数百

万年的进化过程中，T 细胞的主要功能就是

“揪出”并杀死入侵的病原体，诸如病毒和细

菌等，它并不擅长发现和杀死癌细胞，但 Im-

munocore 公司的高官们并不甘心，在这方面

进行了多年不屈不挠的研究。该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认为，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

法，未来，病人有望用自己的免疫系统来抵御

癌症。

该公司的首席科学官本特·雅各布森表

示：“免疫疗法非常不同。”雅各布森已经研究

T 细胞 20多年了，而且，他也在剑桥大学医药

研究院的分子生物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他

说：“T 细胞并不会让其他癌症疗法下岗，只

是锦上添花，将自己的独特属性加诸其上，它

或许有潜力真正治愈癌症。”正是这一潜能吸

引了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的注意，该公司

由罗氏制药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共同拥有。

目前，这一疗法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正

在英国和美国几名罹患恶性黑色素瘤的病

患身上进行。这些临床试验已经证明，人们

能够比较好地接受这些药物，而且也出现了

“早期抗肿瘤活动的信号”。雅克布森表示，

Immunocore 公司的 T 细胞药物测试以及未

来的测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安全的，因为

对病人使用的药物剂量是逐渐增加的。诸

多临床迹象表明，人们有望获得期待中的抗

癌突破。

免疫疗法：开创抗癌
疗法新时代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癌症免疫疗法

开创了癌症疗法的新时代。过去，医生们主

要采用手术、化疗或者放射疗法来治疗癌症

病人。但这些方法本身都存在一个根深蒂固

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健康的身体组织免遭

无法恢复的伤害，同时确保每个癌细胞都被

杀死或根除。

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症是最有

潜力的治疗领域之一。免疫系统是身体内一

套由细胞、身体组织和器官组成的网络，是人

的健康保镖，保护人免于疾病的威胁，当然，

这套免疫系统也会像雷达一样，时时刻刻监

视着是否有癌细胞出现。科学家们很早就已

经认识到，这套免疫系统在预防癌症方面也

起关键作用。有丰富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

点，而且，那些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病人比别

的病人更容易罹患癌症更是让这一点不言自

明。

这套免疫系统采用两种基本的方法来对

抗入侵的病原体和身体内已经出现“出轨”的

细胞。一种方法是释放出自由漂浮的蛋白质

或抗体，这些蛋白质或抗体会对入侵者进行

定位跟踪，让其他免疫细胞将这些入侵者扫

除。很多研究机构和组织都曾经尝试过研发

一种基于抗体的抗癌疗法，但成效甚微。雅

各布森表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设计的抗体

并不能识别出癌细胞。

另一种方法是细胞免疫。T 细胞是细胞

免疫的主要细胞。细胞免疫的基本思路是：T

细胞受到抗原刺激后，增殖、分化、转化为致

敏 T 细胞（也叫效应 T 细胞），当相同抗原再

次进入机体的细胞中时，致敏 T 细胞会协同

致敏 T 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来对付抗原。

Immunocore 公司的免疫疗法正是基于细胞

免疫。

Immunocore的 T 细胞抗癌方法如下：他

们从“T 细胞受体”（这种蛋白会从 T 细胞

的表面伸展出来并依附到其敌对目标上）

那里获得了灵感，设计出了一些小小的蛋白

分子——ImmTACs，其能很好地扮演双面胶

的角色。它们的一面会非常紧密且有针对性

地贴到癌细胞上，对健康的细胞则置之不理。

而另一端会紧贴T细胞，以此来杀死癌细胞。

他们的技术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在于，这

一方法能将癌细胞和正常的健康细胞区别开

来。Immunocore 的药物通过识别从癌细胞

膜表面伸展出来的小蛋白或者肽（缩氨酸）做

到了这一点。所有细胞都会将一些肽挤到膜

上，这些肽就像商店的橱窗一样，告诉科学家

们细胞内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这种细胞是否已

变成癌细胞。

Immunocore 公司正在创建一个靶向癌

细胞的肽的数据库，以便设计出能够靶向这

些癌细胞而对健康的细胞置之不理的 T 细胞

受体，从而将副作用降至最低。

除了 Immunocore公司的新方法以外，还

有另外一种抗癌方法也基于人体的免疫系

统，那就是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研制的全人源

单克隆抗体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其能识

别出 T 细胞上一个名为 CTLA-4的分子并依

附到其上，一般情况下，CTLA-4 会阻止 T 细

胞激增，但如果有易普利姆玛“在场”，它会被

锁住，使 T 细胞的数量得以激增并能有效地

攻击癌细胞。

抗癌新法：用自身T细胞杀死癌细胞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爱丁堡艺术节开幕式
嘉年华活动上演
7 月 21 日, 华人表演

者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开
幕式嘉年华活动上表演。

当天，嘉年华活动在爱
丁堡市中心的王子大街和
中心花园成功举行，中国北
京的金帆艺术团和爱丁堡
华人社区与来自另外10个
国家的表演者为观众献上
精彩演出。

新华社记者 郭春菊摄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7月 21日

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师用一种

柔韧灵活的塑料，首次创造出一种薄薄的电子

皮肤，或称 e-皮肤，当触摸它时能立即发光，

而且压强越大，它发出的光越明亮。这一成果

有望让机器人拥有更加真实的触感。相关论

文发表在 7月 21日的《自然·材料学》上。

新型 e-皮肤是一种能与用户互动的传感

器网络。领导这项研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电工与计算机科学副教授阿里·加维说：“我

们不仅制造了设备，还构建了整个系统。利用

这种互动式 e-皮肤，我们证明了一种能包裹

不同物体的简洁系统，可作为一种新型的人—

机交互界面。”

加维早期的研究是把半导体纳米线晶体

管铺在薄薄的橡胶层上。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他们先在硅晶片上面用一薄层聚合物塑料

进行处理，待塑料变硬后，让其通过半导体工

业制造机械在上面排布电子元件，堆叠好电子

元件以后，只需简单地从硅晶片上剥掉塑料，

只留下独立的膜和嵌入其中的传感器网络。

研究人员演示的e-皮肤实验样本为16×16

像素，每个像素中装有一个晶体管、一个有机

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压力传感器。

“将传感器整合到一个网络中并不新鲜，

但把获得的数据转换为某种能够互动的形式，

这才是突破。”论文第一作者、加维实验室博士

后研究员王川（音译）说，“而且这种 e-皮肤柔

韧灵活，与 iPhone、计算机显示屏和 ATM 机上

所用的坚硬触摸屏不同，它能轻松地铺在任何

物体表面。”王川现在是密歇根大学电学与计

算机工程副教授。

加维还指出，这些电子元件都是垂直整

合，虽然相当复杂精细，但利用现有的半导体

机器就能保持整个工艺密切衔接，这有望让新

技术轻松实现商业化。

在应用方面，研究人员认为，新型 e-皮肤

除了能给机器人带来更精微的触觉，还能用于

制造像壁纸之类的设施，兼作触摸屏显示器、

仪表板压层材料等，让驾驶员只需挥挥手就能

调节控制键。王川说：“还可以把 e-皮肤设计

成绷带，作为健康监控器套在手臂上，持续检

查血压和脉搏速率。”

目前，研究小组正在设计能对温度、光线

和压力起反应的 e-皮肤传感器。

（常丽君）

触摸即可发光的电子皮肤问世
可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机交互界面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美国马里兰州滨水市史密森环境研究中心

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根据 19 年的研究结

果，在二氧化碳（CO2）浓度增加的情况下，湿

地植物吸碳能力比目前的水平要高 32％以

上。这表明，湿地可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带

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全球

变化生物学》上。

为了模拟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世界，植物生理

学家伯特·德雷克领导研究团队用敞篷的聚酯薄

膜包围了沼泽地，然后让其中一半暴露于目前的

大气中，而将另一半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到大约

700ppm（1ppm=百万分之一）的水平，相当于

1987年浓度的一倍。他们比较了二氧化碳出入

的水平来确定湿地和大气之间碳的交换。

试验的沼泽地带种满了两种类型的植物：

C3 植物群的三棱草在光合作用过程中形成三

个碳原子的分子，当大气中二氧化碳上升时，

其往往进行更多的光合作用；C4植物群的狐米

草形成四个碳原子的分子，但其光合作用在目

前二氧化碳水平下呈饱和状态。

长达 19年的研究显示，在二氧化碳浓度高

的试验地带，C3植物群光合作用明显增多，比

正常浓度时吸收的碳平均多 32％以上；C4植物

在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情况下，增加了 13％的吸

碳量。大部分的增加发生在白天，部分在夜间

进行。德雷克说：“我们预计在白天刺激光合

作用将有更多的碳被吸收，不料在晚上提高二

氧化碳浓度也会产生效果。”

德雷克认为：“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随着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湿地生态系统将

吸收更多的碳。”

然而，气候也会影响植物吸收的碳量，例

如，旱灾削弱了 C3植物群吸收碳的能力。在三

个枯水年（1995 年、1999 年和 2002 年）期间，高

浓度环境下它们吸收的碳只比正常条件下平

均多 4％。其他环境因素如海平面上升和温度

升高也会造成影响。 （华凌）

高浓度 CO2可使湿地吸收更多碳

新华社华盛顿7月21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 44周年之际，网上

零售巨头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

表示，当时将登月第一人送上太空的火箭引擎

已被找到。

今年 3 月，贝索斯资助的私人探险队在大

西洋洋底打捞出两枚 F-1 引擎。由于海水腐

蚀，它们锈迹斑斑，探险队知道它们属于 1969

年至 1972 年阿波罗登月计划中使用的“土星 5

号”运载火箭，但不清楚具体是哪次登月计划

所使用。

经过 4 个月清理与还原，现在探险队终于

能清晰看到其中一枚引擎表面的钢印。钢印

上面的数字 2044是引擎的序列号，对应着运载

阿姆斯特朗登月的“阿波罗 11 号”飞船运载火

箭的第五个引擎。

贝索斯在自己博客中写道：“分享一些令

人激动的消息：我们已找到一个关键的技术组

件，它使一切成为可能。”

1969 年 7 月 20 日，“阿波罗 11 号”飞船成

功降落在月球上，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荒凉而

沉寂的月球地表，并说出此后被无数次引用的

名言：“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

出的一大步。”

当年，火箭运送宇航员升空后，其引擎按

原定计划坠入大西洋。

阿姆斯特朗登月火箭引擎被找到

日试用超级计算机
预测稻、麦收成
新华社东京 7月 22日电 （记者

蓝建中）日本一个研究小组试图用超

级计算机提前 3 个月 预 测 全 球 水 稻

和小麦的收获情况，以便为国际粮

食援助等提供预案。虽然这一技术

目前的预测精度只有约三成，但研

究人员希望完善预测参数以提高预

测精度。

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拥有

1982 年到 2006 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量

等数据。利用日本用于预测气候变

化的超级计算机“地球模拟器”，该

研究所研究员饭泉仁之直率领的研

究小组尝试利用收获前 3 个月的气

候预测数据，推算出目标区域的气

温和土壤水分等，进而预测某地区

的作物收获量。

据 介 绍 ，研 究 小 组 利 用 1982 年

至 2006 年 的 实 际 数 据 对 这 种 方 法

进 行 测 试 ，结 果 表 明 ，对 全 球 小 麦

产区的推算结果准确率约 30％，对

全 球 水 稻 产 区 的 推 算 结 果 准 确 率

为 33％。

研究小组指出，仅利用气温和土

壤水分数据就能够预测到这个水平，

今后若能利用更加精密的气象数据，

可预测的区域将更加广泛。这将有

利于强化全球谷物生产监控，确保全

球粮食安全，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的

危险。

相关研究论文已经刊登在英国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网络版上。

不粘锅不会影响
儿童期生长发育
新华社北京 7月 22日电 （记者

李雯）一些研究认为，不粘锅涂层、抗

污免洗地毯以及一些食品包装中含有

的全氟化合物，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发

育，并导致青春期时发胖。丹麦最新

一项研究显示，胎儿在接触较多的全

氟化合物后，并不会在儿时显得发育

不良。

此前有研究显示，如果在出生以

前接触到比较多的全氟化合物，比如

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男孩的出

生体重不仅会偏轻，男孩、女孩在青春

期时还容易发胖。

丹麦比斯珀比约和腓特列斯贝

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在《美国流行

病 学 杂 志》上 报 告 说 ，他 们 收 集 了

800 名儿童的脐带血、其母亲在孕期

的血液样本，来检测他们在出生前

所接触到的全氟化合物水平。7 年

后，研究人员再次测量了这些儿童

的腰围和体型。结果显示，即使儿

童在出生前接触到较多的全氟化合

物 ，他 们 7 岁 时 的 生 长 发 育 也 不 会

比其他儿童差。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研究结果与

此前的研究并不矛盾。在出生前接触

到偏多的全氟化合物的孩子，可能在

出生时体重偏轻，但在随后的时间里

会把体重补上来，所以在儿时，不会比

其他孩子的体重轻。

研 究 人 员 还 表 示 ，出 生 时 较 轻

的 体 重 可 能 使 孩 子 在 青 春 期 时 发

胖。因为全氟化合物会干扰激素，

而青春期时激素的改变较多，从而

引起发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