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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月 3日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九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

美国《临床检查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在动物

实验中发现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药物

“丙帕锗”能遏制癌细胞转移。

近年来，很多研究人员发现，在癌细胞

转移时，其周围的某些正常细胞会逐渐转变

成一种细胞群，进而帮助癌细胞增殖和转

移。这个“群”里的细胞要么会分泌癌细胞

生长不可或缺的成分，要么遏制那些能攻击

癌细胞的免疫细胞。

此后的分析还显示，这个细胞群由成纤

维细胞和白细胞当中的单核细胞构成。其

中的成纤维细胞会大量分泌一种代号为

“CCL2”的蛋白质，由后者将单核细胞吸引

过来组“群”。

研究人员指出，由于 CCL2 蛋白质在上

述活动中的某些特点与乙肝病毒引发炎症

的机制相似，研究者便让实验鼠服用乙肝治

疗药物丙帕锗，结果发现这种动物身上的乳

腺癌细胞转移数量会因此降至原先的十分

之一，而一种恶性皮肤癌——黑素瘤的转移

数量也降至原先的四分之一。

研究小组还发现，给实验鼠服用丙帕

锗后，协助癌细胞转移的单核细胞就不再

与 CCL2 蛋白质发生反应，无法形成具有

“帮凶”作用的细胞群，从而显著遏制癌细

胞增殖。

领导这项研究的中山敬一教授说，如果

在给实验动物实施肿瘤摘除手术前后让它

们服用丙帕锗，就有望制止癌细胞转移和癌

症复发。但这一推断还有待人体临床试验

加以证实，在此之前患者不要为对抗癌症而

服用该药。

一种乙肝药有望遏制癌细胞转移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进入实现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中国，时间尤显匆匆。

短短两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胸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担重任，接力奋斗，大气

魄治党治国治军，大手笔运筹国内国际大局，推动改革

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各领域出现崭新局面。

山高愈前行，梦好起宏图。

今日之中国，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更加坚定有

力的步伐，奋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

“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
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执政理念，犹如一条红
线贯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
全过程

“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

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马年正月初八，黑海之滨的索契，习近平用质朴的

话语，回答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的提问。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

告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2 年 11 月 15 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庄严宣示。

民惟邦本、政得其民。人民，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执政理念的支撑点。

总书记有句座右铭——

“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总书记爱听一首歌——

“我住过不少小山村／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小米

饭把我养育／风雨中教我做人……我勤劳善良的父老

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总书记心中有榜样——

“后来，我当知青、上大学、参军入伍、当干部，我心

中一直有焦裕禄同志的形象，见贤思齐，总是把他当作

榜样对照自己。”

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特地把兰

考作为联系点。

2014 年 3 月和 5 月，习近平两赴兰考，号召党员、干

部以焦裕禄为镜，学习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

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总书记深沉的为民情怀浸透在日日夜夜的时间里、

点点滴滴的行动中。

访民情、察民意、问民生，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

保……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黄土高原到太行深处，从南

国海岛到西部边陲，从校园乡村到社区军营，总书记念

念不忘的始终是人民群众。

一页页工作日志，一张张出行地图，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中央领导同志调

研的脚步遍及大江南北。

自古来，顺民心者得民望。

北京四季青敬老院，习近平与老人们的合影摆在很

多老人的床头。

一年前，这里的老人们希望能与前来看望他们的总

书记合影留念，习近平欣然答应，并细心嘱咐“照片要给

每位老人家都送一张”。

平易近人，春风化雨。亿万中国人从总书记身上感

受到亲人的气息，感受到温暖的力量。

“老梁，给你们带来一份纪念品，祝你们生活幸福。”

2014年12月19日，澳门物流工人梁志华家，从孩子上学到

大人工作，从家庭收入到住房支出，习近平问得很细很细。

国家最高领导人和百姓的距离有多近，国家的凝聚

力就有多强。

2012 年 11 月 29 日，国家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提出，看似不经意，实则深思熟虑，意蕴深

远——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面临的是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中国。 （下转第三版）

领航中国，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述评

新华社记者

历时八年科学调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

程研究所日前发布了《第二次冰川编目》，使我国成为世

界冰川分布大国中首个实现两次冰川编目的国家。

此次发布的中国冰川编目是在 2006年启动的科技

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冰川资源及其变化调查》

项目成果。在专家组组长秦大河的指导及项目负责人

刘时银研究员的带领下，对中国冰川分布现状进行的一

次系统更新。

“此次编目包括了中国现有冰川 48571 条，总面积

51480平方公里，估计冰储量 5600立方千米。”中科院寒

旱所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世昌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通过对比发现，1950年代以来的全球变暖导致

中国西部的冰川面积总体萎缩18%左右。”

冰川正在萎缩

在我国，冰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有数据显

示，青藏高原冰川覆盖面积约 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冰

川总面积八成以上。多次担任中科院珠峰冰川考察队

队长的康世昌在去年的科考中发现，珠峰地区东绒布冰

川与上世纪 90年代相比，冰塔林的下限上移，冰川边缘

一些高大的冰塔林已经消融崩溃；在海拔 6300米以上，

增加了一些新的冰裂隙，而且冰裂隙的宽度也在扩大，

这些都是冰川强烈消融的表现，这表明气候变化对珠峰

地区的影响很明显。 （下转第三版）

全球变暖正在融化我们的冰川
本报记者 刘晓莹

《第二次冰川编目》，历时八年科学调查。为什么

需要这么长时间，难度究竟在哪里？

我国是中、低纬度山地冰川面积最多的国家，是除格

陵兰和南极冰盖之外最重要的冰川集结地，因此我国冰

川的调查、监测、编目和变化信息的挖掘对本国和世界都

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的科学调查工作，

它可以成为进一步开展其它科学研究的基础以及帮助研

究人员和决策者做出决策与判断的基石。”中科院寒旱所

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世昌说，“比如进一步

明确冰川变化对全球变暖的响应过程和机理等。”

然而冰川编目之所以历时数年甚至更久，且很多国

家依然没能做出相关的调查工作，康世昌表示，是因为冰

川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最主要的还是资料的获

取，想要组织起一批人来干这个工作就十分困难。尽管

现在可以借助一些先进的遥感技术来获取资料，但是依

然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地面验证，而冰川基本都处在偏

远地区，海拔高、缺氧，且天气变化多端、环境恶劣，条件

艰苦，科研人员需要定点、定时进行观测，有时甚至要在

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连续昼夜观测好几个月，冰川调查困

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

冰 川 调 查 难 在 哪 儿 ？
本报记者 刘晓莹

据新华社“向阳红09”船 1月 3日
电 （记者张旭东）中国载人潜水器“蛟

龙”号 2 日在西南印度洋下潜，首次采

集到海底高温热液区流体，并测量了

一个热液喷口温度。

据现场指挥部总指挥于洪军介

绍，下潜人员成功利用载人潜水器特

性对海底活动热液区开展了探测活

动，在两个热液喷口分别获取了 150

毫升的高温热液流体样品，并测量到

一个热液喷口的温度为 352 摄氏度。

此外，“蛟龙”号对热液区的部分

低温热液喷口进行了温度测量，获得

的温度为 5 摄氏度至 12 摄氏度。潜水

器还布放了生物定殖架和微生物生长

仪，获取了高精度的海底喷口定位数

据并采集了多块硫化物、岩石样品以

及水样。

于洪军说，本次下潜发现，这个

热 液 区 烟 囱 分 布 密 度 大 ，活 烟 囱 与

死 烟 囱 相 间 出 现 ，热 液 喷 口 流 体 喷

出 量 大 ，热 液 流 体 密 度 高 ，这 对 研

究 西 南 印 度 洋 多 金 属 硫 化 物 勘 探

合 同 区 的 海 底 热 液 系 统 具 有 重 要

科学意义。

本次下潜由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

心潜航员傅文韬担任主驾驶。他说：

“这次是‘蛟龙’号首次到高温热液区

作业。热液区地形非常复杂，很难找

到一块‘落脚’的地方。另外，热液喷

口温度很高，达 300 多摄氏度，既要操

作潜水器与热液喷口保持距离，又要

尽可能靠近热液喷口以测量温度并采

集 流 体 和 硫 化 物 样 品 ，操 作 难 度 很

大。”

海底多金属硫化物的形成是由于

大洋中脊构造岩浆等活动，温度只有

几摄氏度的海水渗入地层，被海底高

温岩石加热排出，高温流体与周围冷

海水混合，形成高温或低温热液区，在

高温热液区往往沉淀形成硫化物“烟

囱”和多金属硫化物。多金属硫化物富含铅、锌、铜、金、

银等金属元素且富集程度高，是人类重要的潜在海底矿

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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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号在西南印度洋
海底热液区取样

1月 2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首次在西南印度洋
中国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执行下潜科考任务，并首
次搭载中国第二批潜航员学员下潜，在海底热液区取到
了生物、硫化物和岩石等样品。

上图“蛟龙”号在西南印度洋海底热液区高温热液
喷口取样（1月2日摄）。

左图“蛟龙”号在西南印度洋海底热液区采集到的
生物样品（1月2日摄）。

新华社发（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供图）

目前，哈尔滨仓库火灾中受伤的14名伤员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专家的全力救治。图为1月3
日，在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门诊部监护室里，受伤消防队员张宇的姐姐在床边陪护。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这个冬天或许注定让人

难忘。

1 月 2 日 13 时 14 分 ，哈

尔 滨 市 道 外 区 太 古 街 727

号 —— 南 头 日 杂 物 品 仓 库

发 生 火灾。正当救灾顺利进

行的时候，当日 21 时 37 分 ，

火 灾 大 楼 突 然 坍 塌 ，正 在 3

楼 灭 火 救 援 的 19 名 消 防 战

士（包括 1 名保安），被全部

掩埋废墟之中，其中 2 名消

防 战 士 当 场 牺 牲 ，1 名 消 防

战 士 因 抢 救 无 效 牺 牲 ，2 名

消 防 战 士失联，现已找到遗

体，其他 14 名消防战士（包括

1 名保安）也不同程度受伤，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在这场大火中牺牲的消

防战士，最大的出生于 1992

年，最小的出生于 1996 年，他

们年轻的生命定格在浓烟弥

漫的救灾现场。

时光无法倒流。这场大

火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比如，

着火大楼为什么会坍塌？救

火现场如何科学调度？商住

仓储混建是否合理？智慧城

市建设如何预警公共安全？

多重追问不仅仅是为了寻求

真相，更为了日后避免这样的

悲剧不再发生。

据专家介绍，在建筑结构

规范里面，有一个名词叫作耐

火极限。通俗些说，耐火极限

就是建筑物构件承受火烧而

不坍塌损毁的时限。根据国

家建筑结构规范，除特殊添加

材料建筑构件（如烟囱、锅炉

房等长期与火接触的建筑），

各类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不

超过 5.5小时。

据专家分析，火势之所以

持续时间比较长，主要是地下

一层、地上 1—3 层全部为仓

库，库内没有隔离墙，存放大

量易燃物品，周边消防通道不

畅，房屋密集，救灾人员设备

难以及时到达有效位置。

救火过程中房屋突然坍

塌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所

有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物都是有耐火极限的。”黑龙

江省政府专家顾问、哈工大兼职教授、哈尔滨宏盛

集团董事长林国海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们曾经

做过实验，混凝土耐火时限一般在 2 个小时到 4 个

小时之间，而钢结构一般遇火会红，会失去弹性模

量，会软化，而混凝土耐火极限是高于钢筋的。这

就意味着一个建筑物着火四、五个小时以上就有坍

塌的风险。而事发时哈尔滨道外大火已经着了将

近 9个小时，救灾现场一定要根据建筑结构的特性

科学指挥调度。”

另一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建筑设计专

家王女士说：“除非特种建筑，目前，我们身边还没

有一个楼房能够扛住 9 个小时的大火而不倒塌。

起火楼房倒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的楼房设计耐

火极限就比较低，另一个原因是连烧 9个小时钢筋

一定是被融化了，所以像面条一样软榻了，这个时

候，火场内建筑非常危险。”

“这场大火有几个教训值得反思，我认为，商业

服务业、居民住宅、仓储三个业态混杂的建筑设计

模式应该淘汰了。”作为黑龙江省政协委员，林国海

计划针对这次大火写个政协提案。他建议，今后商

业服务业、仓储不能再和住宅混在一起。“消防审批

应该在源头上就及时制止”。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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