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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北京大学教授陈鹏的工

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生物学研究提供更精准的

化学工具。

他研发的新一代蛋白质光交联探针，能够帮助生

物学家在活细胞中捕捉和鉴定蛋白——蛋白相互作

用；他提出的“激酶分子开关”技术，能利用化学小分

子，逐个“开启”激酶，从而研究每种激酶与癌症的关

系，被国际学术同行认为是“在繁杂体系里选择性地调

动激酶活性”的创新之举。

6月 1日，陈鹏因发展活细胞化学工具，开辟利用化

学反应“在体”研究蛋白质新途径，获得每两年评选一

次的 2016年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37岁的陈鹏，之前已获得过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

会评论》新科学家奖、中美化学教授协会 Biomatik 杰出

教授奖……此次获奖是对他在化学与生命科学交叉领

域开展的前沿工作的又一次肯定。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陈

鹏，2002 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

位。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充满未知与活力的新兴学

科——化学生物学。

“这门交叉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展研究蛋

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化学工具，为生物学基础研究和

药物研发提供新技术新方法。通过对蛋白质的结构和

功能进行特异的化学调控，获得新的生物学发现。”陈

鹏解释说。

拿到博士学位后，陈鹏在美国进行了两年的博士

后研究。按照正常的学术轨迹，出站后陈鹏将会在美

国有不错的就业前景。然而，留学期间一直和母校保

持联系的陈鹏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国对我来说首先是家的感觉，爱国先得爱家。我

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家对我而言很重要。而且 4年

的大学生活，让我对母校一直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

结。”回国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北大化学学院是国内

最早成立化学生物学系的高校之一，陈鹏 2009 年回到

这里建立了蛋白质化学生物学实验室，致力于推动这

个在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学科。

现代科技的发展，多学科交叉合作显得尤为重

要。陈鹏归国后第一个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就诞生在

与生科院的合作中。

“北大生科院昌增益教授课题组长期关注一个很有

趣的生物学问题——人体的胃液是一个极强的酸性环

境，大部分细菌都会在这里被杀死，但大肠杆菌等肠道

病原菌却可以存活下来，并最终到达小肠造成感染。其

中有一种‘酸性分子伴侣’对大肠杆菌起到了关键保护

作用。但如何在复杂的活细胞中‘追踪’到这个蛋白的

作用网络，他们缺乏工具。”陈鹏掌握的新一代蛋白质光

交联探针正好有这样的独特优势。两年多的合作中，他

们一边收集数据，一边完善技术。相关论文最终发表在

《自然·化学生物学》上，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近年来学界很关注如何在活细胞内进行化学反

应，也就是‘生物正交反应’。但热点一直聚焦在成键

反应上——如何让目标蛋白和标记探针连接在一起。”

学化学出身的陈鹏，却开始将目光投向断键反应。“因

为有机化学家最擅长的就是‘成键和断键’两大类反

应。”他笑着说，“在面向生物体系的应用方面，断键反

应的关注度远没有成键反应高。”

获得 2012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后，陈鹏开始提

出并发展“生物正交断键反应”这个全新的概念。他带

领课题组克服困难与挑战，将该技术应用于对蛋白激

酶的精准调控上，并使效率从 30％逐步提高到 90％以

上。《自然·化学生物学》不仅刊登了相关论文，还邀请

他们撰文对这一前沿方向进行了展望。

“激酶和癌症密切相关，人体中有近 600多种，以往

的技术很难对激酶逐个研究，而我们的研究为这些癌细

胞信号蛋白设计了分子开关，能够‘开启’任意激酶，从而

研究每一种激酶与癌症发生、发展的关系。”陈鹏解释说。

“下一步，我们将和生物学家合作，把‘分子开关’

运用到更多的激酶研究上，与各种疾病模型相结合，促

进新的生物学发现。”陈鹏告诉记者。

陈鹏：为癌细胞信号蛋白设计分子开关
本报记者 林莉君

科技日报讯（记者过国忠）

6月13日，在江苏无锡召开的“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工

作座谈会”上，该省省委书记罗

志军提出，全省要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科技创新思想为引领，把

握大势抢抓机遇，集中力量重点

突破，奋力拼搏敢闯敢试，积极

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现实

路径，推动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实现新突破、迈出新步

伐，在国家和全省创新发展全局

中发挥更大作用，为“迈上新台

阶、建设新江苏”作出更大贡献。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提出，到 2017 年，示范区主要科

技指标达到世界创新型国家和

地区先进水平；到 2020 年，示范

区要建成一批一流创新型园区，

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科

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经济发展

高地。

罗志军指出，提升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水平，要紧

紧扭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环节、制约创新发展的突出瓶

颈，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攻坚力

度，在一些重点领域尽快取得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要突出产

业技术创新，瞄准产业链高端，

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

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培育

壮大更多创新型企业，由“跟跑”

向“并跑”“领跑”跨越；要突出强

化创新功能，努力实现向面向全

球、协同创新的产业组织方式跨

越，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跨越，向

集知识经济、创新文化和现代生

态文明于一体的高科技增长极

跨越，推动“产业集聚区”向“创

新示范区”提升；要突出区域创

新体系建设，既要加快示范区

内的资源整合，发挥区域创新

的整体效能，又要眼睛向外，在

全球范围内集聚创新资源，依托“城市群”打造“创新

群”；要突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引进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面向创新主战场和市场需求培养人才，着力营造让

各类人才充分释放创新智慧和创造潜力的良好环境，以

人才集聚的“势能”形成创新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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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下凹式绿地可过滤雨水、渗水井可引流雨

水入湖灌溉树木、三湖联动实现雨水自然大循环……

进入夏季时节，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风景区的临

淮关路引用“海绵城市”元素，将渗、滞、蓄、净、用、排等

新技术、新工艺、新生态元素充分融入到风景区道路的

建设中，打造出青岛首条“海绵路”。

走在青岛八大关风景区的临淮关路上，记者发现这里

未设置市政排水管线。“这是下凹式绿地，整个临淮关路上

一共有6处，大约每隔50米有一个，可以有效对杂质、树叶、

泥土、油污等起到过滤作用。”翔远市政设计院二所所长唐

小亮说，下凹式绿地中放置了一个镂空的框架，大小为1米

见方。镂空框架底下已经铺设了20厘米厚的碎石，框架内

先铺设用于过滤的土工布，再铺设30厘米厚碎石，往上再铺

设20厘米厚的鹅卵石，以起到充分过滤的效果，框外的部分

则铺设碎石和鹅卵石，一直延伸到绿地中。下雨时，雨水会

顺着过滤通道自然下渗到绿化带，实现对植物的灌溉。该

工程还设置了多处渗水井。渗水井同样分布在道路两旁，

利用大鹅卵石、碎石、土工布等铺设完成，并在临淮关路V

形的低洼处，修建了一个明渠。雨天的积水可通过明渠直

接排到渗水井中，再通过渗水井四周的空隙渗入地下。

“蓄”“净”“用”在工程中主要体现在雨水通过净化

收集入湖，湖水的再利用。当雨水过大时，来不及渗入

地下，可引流到路旁的湖中。湖底清淤后铺设块石，然

后在湖内种植睡莲等水生植物，并放养观赏鱼，起到净

化的作用。如果湖泊内水量过大，施工队还根据 3个湖

的高度不同，建设了阶梯式引流渠道，水流可以从高位

湖流入低位湖内，最终净化完毕的水可通过泄水管道进

入大海。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大的自然的水循环系统。

青岛有条“海绵路”
滤去污染 还原“好风水”

通讯员 卢 佳 本报记者 王建高

6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正式开园迎客，“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探险岛”“明日世界”“宝藏湾”以及拥有奇幻童话城堡的“梦幻世界”园区等六大主题园区同时
向游客开放。作为迪士尼规模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备受世人瞩目。图为迪士尼卡通人物在花车巡游中载歌载舞。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6日电 （记者刘莉）中国科协

16 日下发通知，追授河北省农业专家李保国“全国杰出

科技人才”称号。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1958年 2月出生，因常年高强度工作积劳成疾，2016

年 4月 10日突发心脏病去世。

中国科协的通知中称，李保国同志是我国新时期知

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他 35

年如一日，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

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党员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

格。他重视科研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带领学生和科研

团队，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26 项，把

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他发挥专业优势，无偿向

群众提供科研成果，一年行程 4 万公里，200 多天扎在

农村、深入群众，帮助企业和农民解决技术难题，用科

技染绿荒山，把富裕带给乡亲，为推进科技扶贫作出

了突出贡献，赢得山区人民群众的深情爱戴，被称为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中国科协号召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的

重要批示精神，广泛开展向李保国同志学习活动。

中国科协追授李保国
“全国杰出科技人才”称号

科技日报讯（记者江东洲）6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

领导同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

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

实措施。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地位和

作用，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按照“第一动力”“第一生产

力”和“第一资源”的要求来谋划工作格局、摆布工作内容、

确定工作优先级，把科技创新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更加

重要的位置。要准确把握科技创新的奋斗目标、主攻方向

和重点任务，选择一批重点产业和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

术，研发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标志性产品，增强创新引领

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能力。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引进培育更多高水平科技人才、科研团队和高新产业，赋

予创新领军人才相应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定

权，真正使有贡献有作为的创新人才在经济上有实惠、工

作上有保障、社会上受尊重。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

科技创新的领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优化科技创新

环境，推动广西科技创新工作再上新台阶。

广西研究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措施

科技日报讯（记者胡左）6月1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政府披露，该市正利用本级财政资金和社会筹资建立两

个“资金池”扶持创新。即整合本级财政支持一、二、三产

业的专项资金8亿元，用于创新奖励扶持资金；财政划拨3

亿元、社会集资7亿元，设立科技创新投资引导基金。

据介绍，创新奖励扶持资金是由每年用于支持农

业、经信、商务、文化、旅游等部门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

构成，每年 8 亿元，采取无偿资助和贴息贷款两种使用

方式。对产业技术创新、技术升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以及市政府出台的政策性补助类或奖励类项目（研发

机构等）采取无偿资助形式支持。对农业、工业和服务

业（文化、教育、卫生计生、商务、旅游等）成果转化、产

业化等营利性项目采取贷款贴息资助形式支持。

创新奖励扶持资金的使用，遵照联席会议工作制度，联

席会议由市长、分管副市长及市相关单位组成。由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推荐、管理项目，联席会议确定项目、金额等。

科技局履行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负责拟定、起草项目评审

办法、实施细则、建立专家库、专家评审流程等相关文件；落

实申报各项工作，统筹推进项目优选各项工作；组织专家评

审，对通过专家组评审的项目提交联席会议审定。

科技创新投资引导基金支持技术水平领先、竞争

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成长期、成熟期竞争类企业，通

过投资企业开展的重大项目实施创新驱动、促进产业

优化升级。科技局作为科技创新投资引导基金项目的

优选机构，专门负责项目优选及相关管理工作。

呼和浩特筹建两个亿级“资金池”扶持创新

（上接第一版）但在手术中，急诊外科主任桑锡光反复与

消防员商讨在体内剪断钢筋的可能性与危险，最终发现

如果打开胸腔再用液压钳剪断钢筋的话，震动太大，会

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最终桑锡光决定采取第二套方

案。但这套方案也存在巨大风险：因为钢筋贯穿了颅

内、气管、心脏、颈动脉、肝脏等多个致命部位，“就像一

个人被剑刺到不会立即毙命，反而拔出剑会流血而亡一

样。在医生整体拔出钢筋的同时，这些致命部位就很有

可能发生大出血，危及性命。”

齐鲁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张源告诉记者，这台

手术中，多科室医生合作，将伤者的头颅、胸腔、腹腔

同时打开，伤者相当于整个身体被切了个“剖面图”，

钢筋和内脏被完全暴露了出来。在此前提下取出钢

筋，利于医生及时发现血肿以及大出血点，出现情况立

即对症处理。

从晚上 8点切皮消毒，到晚上 10点多从阴囊处拔出

钢筋，再到 15 日凌晨 1 点多手术终于结束，钢筋被顺利

取出，患者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首先，我们对这名患者手术的成功感到振奋，但他

的危险期刚刚开始。”桑锡光作比方，“手术只是开始，即

使医生需要用最强的抗生素来治疗，患者能否平安还需

要缓缓爬一个斜坡，到坡顶需要七天左右的时间，我们

需要观察患者腹部等脏器的感染；过了坡顶，他还需要

缓缓下坡，我们需要观察颅内感染情况，待这个坡完全

过去，患者才会渡过危险期。”

截至本报记者 16 日 22 时发稿时，齐鲁医院传来的

最新消息：患者已经出现发烧症状，艰难的“爬坡阶段”

开始了。 （科技日报济南6月16日电）

“纵剖面”手术帮他闯过“鬼门关”

近日，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

部扫雷 3队的一名战士，在执行中

越边境扫雷任务过程中，因山体

滑坡不幸牺牲。扫雷时有没有

特殊技术手段可以在复杂环境

中确保战士安全？当今世界主

流 的 扫 雷 技 术 和 装 备 都 有 哪

些？就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解放军工程兵学院地雷爆破系

地雷教研室主任王辛。

王辛曾任中国驻刚果（金）维

和工兵连作战参谋、排爆工程师，

被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扫雷中心

授予全军唯一的地雷行动高级信

息管理员资质。他告诉记者：“在

复杂地域进行扫雷作业，可以考

虑采用无人扫雷装备。不过，现

有无人扫雷装备大多依托履带式

装甲车辆改造，在坡度较大、地形

复杂、底盘车辆难以到达的情况

下，仍以人工扫雷为主。这难免

会对人员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当

前，我军扫雷技术和装备已经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会最大程度地

保障战士安全。”

我国边境雷场地形复杂，植

被茂密，山体坡度大多在 50 度以

上，加上热带气候雨水较多，泥

土冲刷淤积使很多地雷离开原

位，覆盖层增厚，探测清扫的难度

增大。

对此，王辛表示，在山区地形

下进行扫雷，适宜使用专用的扫

雷爆破筒。该扫雷爆破筒内装乳化硝铵炸药，能够在山

地丛林地带开辟宽度 50厘米以上的安全通道。战士可

通过安全通道将雷场分割为多个作业区，然后再依次进

行清除。扫雷战士在进行扫雷作业时穿着扫雷防护装

具，能够有效抵挡手榴弹、防步兵地雷等低当量爆炸物

对人体头面部、身体躯干造成的损伤。我军扫雷队目前

使用的某型扫雷防护装具性能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被

联合国列为扫雷维和行动指定装备，在 26 个国家的扫

雷维和部队中广泛使用。

记者了解到，世界上较为成熟的扫雷技术有人工扫

雷、机械扫雷、爆破扫雷和电磁扫雷。其中人工扫雷、机

械扫雷和爆破扫雷技术在我国上世纪 90年代的两次边

境扫雷，以及正在进行的第三次边境扫雷中均得到广泛

运用，效果很理想。我军研制的某新型综合扫雷车是集

机械扫雷、爆破扫雷和电磁扫雷于一体的综合扫雷装

备，已部署在黎巴嫩维和任务区执行扫雷任务。

为保障扫雷战士安全，无人扫雷装备已成为发展趋

势。无人扫雷装备具有生存率高、效费比高等优点，特

别适用于战后扫雷、道路清障等作业。

美军在上世纪 8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制无人扫雷装

备，将部队急需的各种遥控探雷机器人、扫雷机器人、爆

炸物处理机器人等纳入美军联合机器人发展计划，使得

“魔爪”“派克波特”、MARCbot、“地雷猎手”等智能无人

工程装备先后问世，在作战中发挥了较好作用。美军在

阿富汗、伊拉克使用的探测、扫雷与排爆机器人达数十

种，第一装甲师 7 台扫雷机器人排除引爆地雷 1000 余

枚。海湾战争后，美军处理爆炸物工作队所使用的 18

台清理作业机器人，对清除伊军留下的爆炸装置、哑弹、

地雷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辛透露，目前我国无人扫雷装备主要有排爆机器

人、链锤式扫雷车和定向能扫雷装置等。其中，排爆机

器人已在反恐排爆行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链锤式扫雷

车已完成研制，正在云南扫雷现场进行实地试用；定向

能扫雷装置已经完成研发，下一步将依托陆军地面无人

平台装备部队进入实战。

“除无人装备之外，未来扫雷还将采用智能化的探

扫雷一体化技术，可使扫雷由盲扫提升到精确定位扫

雷，极大提高作业效能。此外，利用微波、微处理机技术

研制的探雷和扫雷车，利用激光和机器人技术的遥控扫

雷车也将实现新的突破。”王辛说。

（科技日报北京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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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沈阳6月16日电 （记者刘晓莹）16 日上

午，由 10 家国内机器人产业骨干企业发起的中国机器

人 TOP10峰会成立大会在辽宁沈阳举行。工信部副部

长辛国斌表示：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呈现出“高端产

业低端化”、甚至“玩具化”发展趋势，并有投资过剩的

隐忧，机器人企业要有做“百年老店”的志向，“要走得

稳一点，不仅要走得快，还要走得远”。

据介绍，中国机器人 TOP10 定位于中国机器人高

端智库和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下

一步将联合开展搭建中国机器人智库平台、探索产业

创新发展模式、布局机器人标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

工作。据了解，目前参加 TOP10峰会的 10家机器人企

业分别是：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纳恩博（天津）科技有限

公司、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江苏汇博机

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北京天智航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家企业代表在峰会启动会上还发布了共同宣

言，他们表示要开放求实，创新协作，加强行业自律、提

倡公平竞争、强化产业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培育产业

链条、促进示范应用、打造世界级机器人企业。

“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能满

足于当前，还要谋划好将来的事，未来手术机器人等服

务机器人前景很广阔，需要企业坚持不懈地去研发和

投入，我们要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和核心竞争力。”辛国

斌说。

中国机器人TOP10峰会启动
联合搭建中国机器人智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