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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星灿烂

历史的曙光，永远

在最黑暗时绽放光辉；

伟大的民族，总能在绝

境中浴火重生。今年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全民族抗战爆发

78 周年。在这个纪念胜

利、反思战争的特殊时

间节点回望“七七”，历

史的回声意蕴深邃、振

聋发聩。

1937 年 7 月 7 日，对

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

是 一 个 不 能 忘 却 的 日

子 。 宛 平 城 的 战 火 硝

烟，拉开日本侵略者全

面 侵 占 中 国 的 黑 暗 序

幕，将中华民族逼至亡

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卢

沟桥畔的奋起反击，标

注全民族救亡图存的伟

大起点，为人类正义事

业 点 亮 希 望 的 熊 熊 火

炬。彼时的中国，已经

以积贫积弱之国力与日

本侵略者独自抗争了 6

年；彼时的欧洲，依然在

绥靖政策的阴云下对德

国法西斯的紧逼节节退

让。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东方主战场开辟的那

一刻起，四万万中华儿

女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光

辉旗帜的引领下，投身

艰苦卓绝全民族抗战的

历史洪流。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千万爱国将

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

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

赞歌，书写了不畏强暴、

以弱胜强的伟大史诗，

不但挽救民族于危亡，

也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

大事业作出彪炳史册的

重要贡献。

回首“七七”，中华

民族从沉沦到觉醒的伟

大转折，也是民族精神

不断升华的奋进过程。

抗战期间，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曾经哀叹：“山

在眼前，却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然而比幅员辽阔

更令敌人感到意外和绝望的，是一个民族在存亡

之际迸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惊人力量。日本侵略者

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和灭绝人性的滔天罪

行，让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千古一脉的家国情怀，化作百折不挠的抗战精

神，铸就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的

坚定信念，淬炼出“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铮

铮铁骨和民族血性。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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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韩国流行的 MERS 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

一度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截 至 目 前 ，韩 国 确 诊 病 例 已 增 至 186 人 。 作 为

SARS病毒的“近亲”，从 2012年首次通报 MERS病例以

来，人类还未攻克这种病毒，其病源及传播渠道的未知

性、高致死性引发民众持续关注。

近日，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

点实验室姜世勃教授团队与美国科学家联合研发了对

MERS 病 毒 具 有 高 抑 制 活 性 的 全 人 源 单 克 隆 抗 体

（m336），成为目前针对 MERS 病毒最好的候选治疗药

物之一。相关文章已发表在国际权威传染病学杂志。

该团队因此轰动全球传染病学领域，当他们从幕

后走到台前时，更令人讶异不已——团队平均年龄仅

有 32.4 岁，其中许多骨干是 80 后、90 后。这支“青年军

团”究竟是如何攻克这一国际难题的呢？

关注MERS时仅9名患者

早在 2012 年，姜世勃教授团队就开始关注 MERS

病毒发展，当时该病毒全球受感染者只有 9人。姜世勃

说：“干我们这行的，每出来一个新的高致病性病毒，就

希望马上研究出针对该病毒的防治策略，为应对其疫

情提供技术储备。”

团队核心成员陆路说：“我们圈子里都知道，传染

病是‘穷人病’，相对癌症这些病，我们都不指望靠它发

财。但我们总觉得，人类面对许多未知的疾病，应该尽

可能地积累一些认识，才能在将来做好防控工作。”

带着这个朴素的想法，那一年，姜世勃带着一批30岁

左右的青年人组成了第一批MERS研究团队。这是一个

几乎“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一张简单的基因序列图谱开

始，团队的每名成员都在不断摸索中获得一步步突破。

为了设计更好的多肽抑制剂，陆路牺牲了大量休

息时间。有一次，他在办公室分析至深夜，终于设计出

多种组合，回家后又突然想到有个修改可能会获得突

破，便立即返回实验室，干了一个通宵。后来证明，该

多肽的设计是最优的。

全人源抗体库的构建则由另外一名核心成员应天

雷主要完成。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处理几百

毫升人体血液，以致当时看到肉类食物就反胃。实验

中 有 一 个 步 骤 涉 及 到 人 体 RNA 样 品 的 处 理 ，由 于

RNA 易被降解，应天雷把本来需要一周多时间完成的

实验压缩到 3 天完成，30 多个小时没合眼连续实验，导

致他患上结膜炎。 （下转第三版）

狙击 MERS 的“青年军团”
——记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姜世勃研究团队

黄杨子 曾玉竹 本报记者 王 春

科技日报济南7月6日电（通讯员辛鹏波 记者王
延斌）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4 英寸高纯半绝缘碳化硅

（SiC）衬底产品面世。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组织的

专家认为，该成果国内领先，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碳化硅基微波功率器件具有高频、大功率和耐高温

的特性，是新一代雷达系统的核心。长期以来，碳化硅基

微波功率器件的核心材料高纯半绝缘碳化硅衬底产品生

产、加工难度大，一直是国内空白，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

掌握该技术，并一直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和产品禁运。

据了解，碳化硅基微波器件作为当今世界最为理

想的微波器件，其功率密度是现有微波器件的 10倍，将

成为下一代雷达技术的标准，美军干扰机和“宙斯盾”

驱逐舰的相控阵雷达已开始换装碳化硅基微波器件产

品，军用市场将在未来几年推动碳化硅基微波器件的

快速发展。可以说，研制高纯半绝缘碳化硅衬底材料

是我国新一代雷达系统获得突破的核心课题之一。

项目研发者、山东天岳公司负责人表示，4英寸高纯

半绝缘碳化硅半导体材料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拥有了自主

可控的重要战略半导体材料，它将是新一代雷达、卫星通

讯、通讯基站的核心，并将在机载雷达系统、地面雷达系

统、舰载雷达系统以及弹载雷达系统等领域实现应用。

我新一代雷达核心部件材料实现国产化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6日
电 （记者张晔）经济新常态

下，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成效如何？国家各部

委还将给予哪些支持举措？

6 日，苏南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第一

次会议在京举行。江苏省副

省长徐南平汇报了建设工作

情况，各部际协调小组成员

单位对相关内容进行讨论，

省长李学勇代表江苏省委、

省政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

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作总结

讲话。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自去年10月国务院批复建

设以来开局良好，在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建设创新型园区、

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攀升、发展

创新型企业集群、完善创新生

态体系等方面取得积极进

展。今年 1—5 月，示范区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1.4 万亿

元，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分别

达33137件和10437件。

李学勇说，“十二五”以

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调结

构转方式，核心是依靠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建设苏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不单是

要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

题，也是为城市群创新发展

路径先行先试。苏南科教

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良好，

高端资源要素加速集聚，创

新企业集群庞大，高新技术

产业竞争力强，对外开放程

度高，因此江苏有信心完成

中央交给的任务。

万钢指出，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苏南就创出了“星

期天工程师”。现在的江苏

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那种大

胆改革的探索精神，苏南示

范区是第一个跨区域的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苏南

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新时期

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江苏的

新使命。苏南示范区要举

好 第 一 个“ 城 市 群 联 合 创

新”的旗帜，积极优化创新

创业生态，探索新体制机制

和 新 模 式 ，为 其 他 区 域 的

发展提供成功范例和鲜活经验。

万钢说，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是要

发挥苏南创新体系优、创新能力强、创新环境好、创

新资源集聚能力强的优势。他希望江苏深入贯彻党

中央的新指示新要求，加快国务院批复的各项政策

的细化落实。加大先行先试力度，结合示范区发展

的实际，提出新的政策需求。着力创新驱动发展，围

绕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瓶颈问题和关键环节，

加强协同创新，突破和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努

力培养和造就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队伍，把改革和完

善人才发展机制作为提升苏南示范区创新发展水平

的核心问题来抓。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

用，注重通过技术转移和扩散、要素流动，提升所在

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努力成为推动区域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的排头兵、辐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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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6日电（记者常丽君）在最近出

版的《柳叶刀·呼吸医学》杂志上，来自英国国家心肺研

究所等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他们对囊性纤维化

（CF）基因疗法的二期实验报告，与使用安慰剂相比，

基因疗法在稳定患者肺功能方面首次显出明显效果。

该基因疗法是通过基因技术，用可吸入 DNA 分

子向肺细胞内导入一个能正常运作的基因，以代替变

异基因。囊性纤维化是一种罕见遗传病，由 CFTR 基

因（囊性纤维化跨膜转导调节因子）变异导致，使患者

肺内膜分泌出异常黏稠的黏液，反复感染致命肺病。

在英国，每 2500名新生儿中就有 1人受其影响，CF病

人平均死亡年龄为 29岁，死亡率高达 90％。

科学家 1989 年发现了 CFTR 基因，并开发出多

种病毒和非病毒的载体系统，用于向肺细胞导入矫正

的 CFTR 基因。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例 CF 基因疗

法在临床上表现出长期改善效果。

据《柳叶刀》杂志论文介绍，这次为期两年的研究

中，研究人员将英国 140 名年龄在 12 岁及以上的 CF

患 者 随 机 分 组 ，治 疗 组 每 月 吸 入 5 毫 升 pGM169/

GL67A（一种 CFTR 基因复合脂质体质粒），持续 1

年，安慰剂组吸入 0.9％浓度的盐水，经一年后检测他

们的 FEV1（1秒用力呼气量）指标以评价肺功能。

在接受基因治疗的 62 名患者中，其 FEV1 指标平

均比安慰剂组要大 3.7％，这是呼吸功能稳定的结

果。但不同病人的治疗效果有所差异，尤其是那些一

开始肺功能很差的患者，其 FEV1变化达到 6.4％。总

的来说，基因治疗耐受性很好，治疗组和安慰剂组的

副作用发生率相当。

论文高级作者、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奥

尔顿说：“经过肺功能测试，与使用安慰剂相比，基因

疗法给患者带来了明显疗效，而且没有安全隐患。”

研究小组正在寻找其他非病毒性基因疗法，以及更

有效载体。爱丁堡西部总医院的阿拉斯戴尔·因尼斯说：

“这项实验的发表是治疗囊性纤维化的一个里程碑。”

在基因层面治愈细胞，看似科幻的行为，在当今却

在逐渐变成现实。基因疗法可以将正常运作的基因导

入细胞，以代替变异的基因，达到治疗的目的。对于囊

性纤维化这种由基因变异导致的病症来说，用基因疗法

可谓对症下药。虽如此，科学家却也经过26年的努力，

才看到这一方法带来的曙光。这是囊性纤维化患者的

希望，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个顽症的治愈，有时候原

理上看很容易，在实践中

却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

反复的探索，才能叩开成

功的大门；这也是人类社

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基因疗法治疗肺囊性纤维化效果明显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腰椎峡部裂

是一种常见的骨科疾患。温州医科大学近

日宣布，该校基因组医学研究院联合第四

军医大学和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首次发现了先天性腰椎峡部裂及腰椎滑脱

患者的致病基因，即 SLC26A2 基因编码的

Stas 功能域存在错义突变。该研究结果已

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

腰 椎 峡 部 裂 在 普 通 人 群 发 病 率 约 为

3％—6％。人体发育完全的脊椎，分为椎

体 、椎 弓 、椎 板 、上 下 关 节 突 、横 突 与 棘

突。上下关节突间较为狭小部分，被称为

椎弓根峡部。这又小又薄的峡部相当于

牵 引 腰 椎 的“ 缰 绳 ”，如 腰 椎 峡 部 缺 损 崩

裂，相当于这根缰绳断了，造成腰椎失稳，

椎体位置逐渐前移形成腰椎滑脱，导致腰

背部及下肢疼痛等症状，造成人体下肢运

动障碍，严重的会引起大小便失禁、性功

能障碍等疾病。

大量研究发现，先天性发育缺陷、慢性

劳损或应力性损伤是两个可能致病的重要

原因。此次研究人员发现的致病基因，即

SLC26A2 基因编码的 Stas 功能域存在错义

突变，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型腰椎峡部

裂和腰椎滑脱。SLC26A2 基因编码是一种

在胚胎发育期腰骶椎软骨表达的硫转运蛋

白。功能试验证明，突变损害了其转硫能

力，而软骨细胞的硫转运障碍所致的腰椎

软骨发育不良，与腰椎峡部裂及滑脱密切

相关。该研究发现为了解腰椎峡部裂等发

病机制，以及治疗提供了新依据。

先天腰椎峡部裂致病基因发现

上图为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资料照片）；下图为游客在卢沟桥游玩（7
月1日摄，拼版照片）。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尽管抗战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不能忘记。作为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抗战
之城，古都北京的抗战记忆，随处可触。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影报道

上图：八路军 115 师战士在平型关伏击日军（资料照片，1937 年摄）；下图：
2015 年 6 月 2 日，83 岁的山西灵丘县小寨村村民李世彩走在平型关大捷主战场
乔沟当年日军被伏击的路上。李世彩的哥哥李挺槐当年曾在平型关为八路军
带路（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影报道

7月 6日，“火力-2015·山丹Ａ”陆军防空兵
信火一体联合防空作战演练进入实弹检验阶
段。演习首次运用高速靶机靶弹模拟空中目标，
新装备的多型无人机、航空靶弹、航模伞靶、红外
气球靶等靶机靶弹模拟巡航导弹、空地导弹、突
防飞机，营造近似实战的训练环境条件，锻炼提
高部队在复杂战术背景下快速搜索、发现、识别、
分配和打击目标能力。参加演习的红军部队，陆
军第 38 集团军防空旅多型防空武器亮相演兵
场，接受实战检验。 新华社发（刘逢安摄）

“火力-2015·山丹Ａ”演习

某新型防空导弹抗击高空目标。

某型防空导弹拦截中空目标。

脐带血是救命血，救自己也救他人 （详见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