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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地 图 上 看 ，烟

台与大连之间的距离

很 近 ，但 目 前 开 车 走

高 速 要 12 小 时 ，坐 火

车 长 达 20 小 时 ，即 使

乘 船 最 快 也 要 6 小

时 。 近 日 ，不 少 媒 体

爆 出 消 息 称 ：国 务 院

正式审议 2016 年重点

工 程 ，其 中 渤 海 海 峡

跨 海 通 道（即 部 分 媒

体所说的烟大海底隧

道）施 工 方 案 正 式 出

炉。这条世界最长的

通 道 建 成 后 ，烟 台 至

大连的时间最多只需

40 分 钟 。 消 息 一 出 ，

引起社会关注。

“ 有 些 媒 体 近 日

对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建 设 的 报 道 不 够 规

范、不够客观，甚至不

够准确。如有的媒体

将此通道称为烟大海

底 隧 道 ，这 种 称 谓 目

前 而 言 是 不 准 确 的 。

还 有 的 媒 体 报 道 称 ，

已确定采用深埋的全

隧 道 方 案 ，也 不 够 严

谨。因为可选的工程

方 案 有 多 种 ，目 前 尚

在 进 一 步 论 证 之 中 ，

至 于 采 用 哪 一 种 ，还

没有最终确定。国家

和有关部门也并未正

式 发 布 。”12 月 1 日 ，

多年参与此项论证工

作的鲁东大学环渤海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

良忠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

对 渤 海 海 峡 跨 海

通 道 工 程 方 案 ，刘 良

忠 表 示 ，在 前 期 研 究

中 ，研 究 人 员 曾 设 计

提 出 过 跨 海 桥 梁 方

案、海底隧道方案、桥

隧结合方案等多种工

程 方 案 ，并 根 据 渤 海

海 峡 的 地 理 地 质 、海

洋环境等提出了不同

的线路设计。在这些

方 案 中 ，每 一 种 又 提

出 了 若 干 种 方 案 形

式。

“ 比 较 多 的 专 家

学者倾向于全隧道或

南 桥 北 隧 方 案 ，但 目

前工程最终方案尚未

确 定 。 眼 下 ，国 家 有

关部门和鲁东大学环渤海发展研究院等科研机

构 ，仍 在 进 行 各 种 工 程 方 案 的 研 究 设 计 和 比

选。”刘良忠说。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上会遇到哪些技术

难题，我国目前现有技术能否提供支撑？

“近 20 多年来，国内外隧道桥梁技术取得飞

速发展，有大量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但该工程

需 要 严 格 的 勘 探 和 技 术 论 证 ，需 要 审 慎 的 态

度。”刘良忠介绍，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设想

最早始于 1992 年，由烟台市政府提出，其基本设

想是：利用渤海海峡的有利地理条件，从山东蓬

莱经长山列岛至辽宁旅顺，以跨海桥梁、海底隧

道或桥梁隧道结合的方式，建设跨越渤海海峡

的直达快捷通道，将有缺口的 C 形交通变成四

通八达的Φ形交通，化天堑为通途。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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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开普敦 12月 1日电 2015

中 非 媒 体 领 袖 峰 会 1 日 在 南 非 开 普 敦 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峰会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媒体嘉宾

表示诚挚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这次峰会以“开

创中非媒体合作共赢新时代”为主题，中国

同非洲各国的媒体人士共聚一堂，开展研

讨，交流思想，对巩固和扩大中非友好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表示，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中非友好合作有助于增进 24 亿人民

的福祉。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中非

要做永远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中非携

手共进，有助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

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强调，媒体是中非交流互鉴的渠

道、民心相通的桥梁。近年来，中非媒体交流

合作蓬勃发展。展望未来，双方媒体合作空间

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中非媒体以这次峰会为

契机，拓宽交流领域，深化合作内涵，为推动中

非友好扎根双方人民的心田、促进中非友谊之

树不断开花结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次峰会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

办，包括科技日报在内的来自中国和非洲各

国主要媒体负责人约 200人出席会议。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非媒体领袖峰会召开

11月 25日，八百里河套“引黄灌区多水源滴灌高效

节水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再传捷报: 在滴灌示范区，

采用膜下滴灌亩产玉米 1100 公斤、葵花 280 公斤、番茄

9000公斤。与传统漫灌相比，葵花、玉米以及番茄亩产

分别提高了 11.4％、27.2％和 32.5％，水分生产率提高

70％以上。

今年首次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 3000亩撂荒盐碱

地上采用滴灌技术，种植的玉米亩产达到 750 公斤、葵

花 200公斤。

引黄滴灌迫在眉睫

地处八百里河套的巴彦淖尔市是我国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年均降雨量不足 200 毫米，蒸发量高达 2000 多

毫米，农田灌溉主要依靠黄河水，由于黄河水灌溉间隔

时间长，不能很好地保障作物生长需要，还要用黄河水

将土壤中的积盐淋洗下去，因此形成大水漫灌的浇水

习惯，造成水资源浪费。1 平方米耕地 1 年要消耗 1 立

方米水！而从农田中排出去的水，携带着大量的化肥

流到了乌梁素海湿地，造成该湿地严重的富营养化。

武汉大学教授杨金忠说：“走遍全国进行节水农业

的研究，河套地区是最复杂的。”

内蒙古水利科学院院长李旭说，引黄地区工农业

用水矛盾十分突出，新常态下粮食产能的提升和发展

方式的转变，国家节水增效战略的实现，都要求必须破

解引黄滴灌制约性问题。

2013 年，内蒙古水利厅、科技厅将引黄灌区滴灌

列为重大水利科技专项，由内蒙古水利科学研究院牵

头，联合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水利部牧区水利科

学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河套灌溉总局等

10 多家单位，组成 100 多人的科研团队，分成 6 个课题

分别围绕“河套灌区淖尔水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技

术”“井渠结合膜下滴灌节水潜力与区域水盐调控策

略”“引黄灌区地下水滴灌—引黄补灌关键技术”“直

接引黄滴灌关键技术”“引黄滴灌运行保障配套设施

设备结构”和“引黄滴灌运行与管理机制”等方面展开

研究与示范。

制约瓶颈有望破解

项目技术负责人、内蒙古水科院教授级高工于健

说，引黄灌区大面积发展滴灌，主要解决滴灌泥沙堵

塞、滴灌水源保证以及区域水盐平衡问题。

科研人员通过对国内外技术进行深入调研，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在国内首创了黄

河水滴灌过滤与抗堵新技术模式：在滴灌首部利用泵

前低压网式过滤器，过滤大颗粒泥沙与杂质；通过筛选

适宜滴头，将大部分细颗粒泥沙随滴头出水进入到田

间；沉积在毛管内泥沙，利用毛管尾部设置的特殊回流

装置，进行定时冲洗。 （下转第三版）

八 百 里 河 套 实 现 黄 河 水 滴 灌
本报记者 胡 左

12月1日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为宣传
艾滋病相关知识，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
医院国家艾滋病确诊实验室、输血科、门诊部共同
举办“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主题活动。记
者走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国家艾滋病确诊实
验室，用镜头记录医生们用科学、严谨的实验手
段，确认和排除艾滋病患者的过程。

图为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国家艾滋病确诊
实验室内，医生查看检血样测试管。

新华社记者 陈诚摄

科技日报多伦多11月30日电（记者冯卫东）加

拿大科学家通过逐个关闭 18000个基因（占人类基因

组的 90%）发现，超过 1500 个核心基因是人类必需

的。这一发现为达成生物医学研究的长期目标——

精确定位基因组中每一个基因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12 年前，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并编制

出含有 20000 个基因的基因图谱。尽管这是一个重

大成就，但科学家至今仍未搞清每个基因的功能，或

者哪些基因出错会导致人类生病。

多伦多大学分子遗传学系贾森·莫法特教授领

导 的 研 究 团 队 ，通 过 利 用 最 新 的 基 因 编 辑 技 术

CRISPR 开展研究后发现，人类基因中大约有 10%是

细胞生存所必需的。通过关闭 5 个不同肿瘤细胞系

（脑癌、视网膜肿瘤、卵巢癌和两种结直肠癌细胞）中

的基因发现，每种肿瘤依赖于一组独特的基因，可通

过特定药物进行靶向。这一发现为制定出只针对肿

瘤细胞，同时又使周围健康组织免受损伤的新疗法

带来了希望。

此项研究成果表明，大部分人体基因在细胞中

发挥着更为微妙的作用，将其关闭并不能杀死细

胞。但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因同时发生突

变，或者细胞处于环境压力下，细胞就开始死亡。因

为不同的癌症有不同的基因突变，其往往依赖于不

同的基因组合保持生存。莫法特研究小组最终分别

测绘出 5种测试癌症的基因图谱，每种基因图谱对不

同的药物具有易感性。

研究团队表示，他们将在短期内绘制出癌症功

能图谱，该图谱会将药物靶点和 DNA 序列变异联结

在一起。测试结果表明，广泛使用的糖尿病药物二

甲双胍可成功杀死脑肿瘤和其中一种结肠癌中的细

胞，但对其他测试癌症无效；抗生素氯霉素和利奈唑

胺对另一种结肠癌有效，但对脑癌或其他癌症不起

作用。这些数据说明了新方法在更精确地治疗不同

癌症方面的临床潜力，并已展现出其在个性化医疗

方面的价值。

笨办法最伟大。想知道哪个基因跟癌症有关，

就一个一个试。这项研究奠定了基因治疗癌症的基

础。以前癌症成因隔

着一层雾霾，谁也不敢

说看清楚了，如今它就

像放在显微镜底下一

样清楚，精准治疗肿瘤

的时代或许不太远了。

人体必需核心基因图谱出炉
为定位个体基因作用及癌症个性化治疗奠定基础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周炜 记者宦建新）通过生物

矿化技术，科学家们研发了一种能逃避体内预存抗体

的增强型疫苗，为包括 HIV 疫苗在内的疫苗优化与改

造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基于该项技术研发的 HIV 疫

苗目前已通过动物实验，相关论文 11 月 26 日在线发表

于材料科学国际权威期刊《先进材料》上。

浙 江 大 学 求 是 高 等 研 究 院 教 授 唐 睿 康 研 究 团

队、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呼吸疾病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陈凌团队及军事医学科学院微

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秦成峰团队联手完成了这

项研究。

30多年以来，科学界进行了近 200种艾滋病疫苗的

初期临床试验，但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陈凌认为，

“失败的原因可能包括多个因素，但其中之一可能就是

由于大多数人体内存在抗腺病中和抗体，它能‘中和’

作为艾滋病疫苗的腺病毒载体，令疫苗失效。”

科学家们对携带艾滋病抗原的腺病毒载体进行了

改造。共同第一作者、浙大求是高等研究院王晓雨博

士说：“我们尝试用生物矿化的方法，给疫苗‘穿上’一

层磷酸钙的薄膜外衣，以此提升疫苗的性能。”这种方

法被称为病毒仿生矿化技术。王晓雨说：“‘武装’过的

疫苗犹如把疫苗装进了‘特洛伊木马’，它可有效地逃

避机体内针对腺病毒本身的中和抗体的防线，成功进

入细胞城堡内部。”共同第一作者、广州生物医药与健

康研究院孙彩军博士说，一旦疫苗进入细胞城堡里面

后，在体内溶酶体的酸性环境下，疫苗很快就从“木马”

中破壳而出，进而表达目的抗原，并引发一系列的免疫

应答。如果没有这层外衣，腺病毒载体疫苗就如同在

密布着抗腺病毒中和抗体的环境中裸奔，绝大部分疫

苗无法表达抗原和诱发免疫应答。

一种增强型 HIV疫苗通过动物实验

11 月 25 日是冯华宇回到工作岗位上的第一天，他

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带着体温的、没有邮

戳的信——这是一个多星期前，冯华宇在捐献出 150毫

升造血干细胞后，临走时收到的。这份造血干细胞从

中华骨髓库运往长沙湘雅附一医院，将挽救一位需要

通过骨髓移植手术留住生命的患者。

“恩人，您好！我是一位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吃药好几年都没有好转，目前只能靠输血维持生命……

在医生的帮助下，在中华骨髓库里，找到了几十万分之

一的你，我感觉很幸运，感谢你的爱心！”

尽管不能署名，不能透露身份，但看着这封字迹歪

歪扭扭、大小不一的信，冯华宇仿佛看到了这位重症病

人在病床上强行支撑起身体，用尽最大力气写下心中

的感激。他把这封信作为至高的荣誉珍藏起来。

像写这封信的患者一样，等待通过先进的干细胞

疗法重获健康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盼一项新技

术的到来。尽管干细胞应用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视，

但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干细胞仍然面对重重困难。

广阔应用前景让干细胞“未熟先热”

“除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干细胞之所以在全

球掀起研究热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广阔

的应用前景。”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钢在

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说。

“许多疾病是因为缺少某个细胞或组织功能衰退，

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想：我只要回输这个细胞，或者利用

干细胞生成相应的组织或类组织移植到身体上，‘更换’

掉受损的细胞或器官就可以了。”裴钢说，“而除了细胞

治疗、组织治疗之外，干细胞研究和再生医学也给许多

退行性疾病带来全新的治疗手段和希望。”

“只要输入一个造血干细胞，就可以重建受致死剂

量照射损伤的造血组织，这在动物试验中已经被证

实。同样，人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也就可以源源不断

地造血。”军事医学科学院全军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重点

实验室主任裴雪涛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模拟

出一个体内的微环境，那么今后就有可能在体外实现

‘人工造血’，输血就不再需要人们捐献，也不会有血液

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更不会发生血荒或者找不到稀有

血型的事了。” （下转第三版）

机遇与风险相伴，转化应用之路负重致远
——走近干细胞研究系列报道之五

本报记者 刘晓莹

科技日报讯 （记者徐玢）2015 年

即将过去，夜空也将上演今年的“谢幕

大戏”。12月，双子座流星雨将在天空

绽放，公众还将迎来今年最后一次观

测水星的好机会。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双

子座流星雨以流星亮、流量稳定著称，

几乎从没有让人失望过。每年 12月初

它开始进入活跃期，在 12 月中旬达到

极大后迅速衰减谢幕。北京天文馆的

李昕表示，今年双子座流星雨的极大

时间为 12 月 15 日凌晨 2 时，每小时天

顶流量在 100 颗以上。“14 日为农历初

四，当晚的娥眉月很早就会落下，而且

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极大时辐射点已经

接近天顶，观测条件可以用完美来形

容。”李昕说，考虑到天气因素的影响，

13日夜间至 14日凌晨也值得爱好星空

的公众守候。

水星是太阳系八颗行星中距离太

阳最近的行星，也是其中个头最小的

行星。这意味着这颗被古人称做辰星

的行星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落下，常常

淹 没 在 太 阳 的 光 辉 中 而 难 觅 踪 影 。

2015 年，水星共有 7 次大距。大距时，

水星看起来在太阳东边或西边最远的

位置，是观测它的好时机。12 月 29 日

将是水星 2015 年最后一次大距，这颗

行星将运行到太阳东边最远的位置，

公众可以在日落后的西边低空寻找它

的身影。李昕表示，12 月 29 日水星与

太阳的角距离可达 20°，日落时水星

距离地平线 13°，观测条件较好。

12 月，凤凰座、麒麟座等流星雨也

将先后达到极大，小熊座流星雨观测条件较好。李昕

表示，该流星雨于 12 月 23 日 10 时达到极大，我国观测

者可以在 22日夜间至 23日黎明观测。“特别是黎明前 1

个多小时，月亮已经落下，辐射点也会升到天空较高位

置，观测条件较好。”李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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