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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华盛顿5月14日电（记者刘海
英）美国加州旧金山格莱斯顿研究所近日发

布新闻公告称，该所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被称

为 SMYD2的甲基转移酶，具有调节艾滋病病

毒（HIV）在体内潜伏期的作用，抑制该酶可

以有效激活潜伏病毒。研究人员认为，这种

酶可能成为清除感染者体内隐藏 HIV 的新治

疗靶点，为治愈艾滋病带来希望。

通过服用大量药物，目前 HIV 感染者已

能够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但他们要一直服

药才能防止隐藏在体内的病毒重新被激活。

如何克服潜伏病毒仍是目前治愈艾滋病的最

重要障碍。为此，科学家们提出一种称为“唤

醒和杀死”的治疗策略，通过药物将藏匿在细

胞中休眠的 HIV 激活，再依靠人体自身的免

疫系统，结合用药来消除病毒并杀死被感染

的细胞。唤醒病毒是这一治疗方法的关键，

而目前科学家们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正在

努力寻找新的更有效药物。

此次，格莱斯顿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目标

瞄向了甲基转移酶，这些酶被认为是HIV潜伏

期的关键调节因子。他们筛选了超过 50种甲

基转移酶，最终确认 SMYD2具有调节 HIV潜

伏期的作用。通过 SMYD2酶抑制剂，可以使

潜伏病毒重新活化或被唤醒，因此，SMYD2可

以作为“唤醒和杀死”治疗策略的一个新靶点。

在此之前，并没有科学家将 SMYD2作为

治疗艾滋病的靶向目标，但已开发出针对该酶

的抑制剂，用于各种癌症的治疗。此次，研究

人员专门开发了一种能抑制细胞中SMYD2酶

的小分子，测试表明，这种抑制剂可以激活

HIV感染者受染细胞中潜伏的病毒。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研究为构建新的

HIV 潜伏模型奠定了基础，使他们能更深入

地了解 HIV 潜伏的机理，进而向治愈艾滋病

的目标又迈进一步。

调节艾滋病病毒潜伏期的酶“现身”
或 成“ 唤 醒 与 杀 死 ”疗 法 靶 向 目 标

2016 年全球化遭遇挫折，两个巨大逆全

球化“冲击波”分别发生在自由贸易发源地英

国和世界全球化推手的美国，不少观察人士

悲观地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终结的开端。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发表的题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

现路径》的报告认为，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和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为标志，越

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地理环境和发展程度开始

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化的合作进程，这实质是

新型全球化的开端。“一带一路”倡议则是新型

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而以网络经济为

核心的“数字丝绸之路”将开辟全球化新大道。

为国际产能合作带来
新机遇

CCG 报告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面临

的机遇，指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国际层面

众多类似举措的延续，逐渐成为本区域与域

外国家合作的共识。“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

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基础设施

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运行效率低、

熟练技工和人才短缺等发展瓶颈。在“政策

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

通”这“五通”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将带

来以基础设施和能源贸易为抓手的国际产能

合作新机遇，实现沿线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对

接，前瞻性地建设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铁路、

公路、航线、港口、油气管道网和信息通信网。

为区域安排创新提供
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还将促进产业转型啮

合。根据沿线国家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特

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进行产业转移，

推动新兴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本国

产业的升级。此外，“一带一路”建设还为区

域安排创新带来新机遇。作为一个国际性区

域经济的范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升级，

将引发不同国家在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

战略选择、区域经济技术路径等领域的创新，

在沿线国家内部释放新的活力。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柯银斌表示，“一

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而言有三个阶段：倡议与

传播、设计与实施以及评估与改进。CCG 的

报告主要是针对第二阶段的实际操作层面

的。从目前传播效果来看，还有一些国际组

织、资本组织和企业组织并没有对“一带一

路”倡议作出相应回应。该报告最大的亮点

是发现这一新颖角度，重点面向很多国际组

织和跨国公司，希望调动国际资本力量。

网络媒体共建“数字
丝绸之路”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

结合自己对沿线国家的走访指出，在“一带一

路”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具有优势性和独特

性。中国的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电子商务在

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仅可以实现“五通”中

的贸易畅通，而且可以为其他“四通”奠定坚

实的基础。

早在 2015 年 7 月，中国就在第一届中欧

数字合作圆桌会议上提出，“要共同建设好网

上的丝绸之路，建设好数字丝绸之路”。同年

同月 17 日，来自中国国家部委、主流媒体、重

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互联网企业的负

责人和业内专家等 300 多名嘉宾齐聚中国湛

江——2000多年前汉朝船队踏上海上丝绸之

路的出发地，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建

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以“一带一路，网

络先行”为主题，发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湛

江宣言》，正式启动网络“快捷键”，倡议全国

网络媒体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架起弥合文

化和历史差异的互联网大通道，将古老又悠

久的丝路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实际上，2013 年 1 月，中国移动用户开始

超过美国。美国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 2014

年曾在她的互联网报告中提出“向中国学习”

的口号。当前，中国人在互联网+移动终端上

花费的时间更是大大超过美国。中国的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数字经济成熟繁荣度均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国之交，在民相亲”，而政策、道路、贸

易、货币和民心“五通”都需要依靠“数字丝绸

之路”的强大支撑作用。相信“数字丝绸之

路”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

实基础。

（科技日报北京5月15日电）

“数字丝绸之路”将开辟全球化新大道
本报记者 李 钊

科技日报联合国 5月 14日电 （记者

冯卫东）第 10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近

日在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市召开，世界气

象组织和其他 6个组织在大会上正式成为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

与 会 各 方 发 表 了《部 长 宣 言》，呼

吁 加 强 气 象 、海 洋 和 陆 地 观 测 、研 究 和

服 务 方 面 的 合 作 ，维 护 良 好 和 持 续 的

观 察 员 网 络 并 对 北 极 进 行 持 续 的 监

测 ，如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开 展 的“ 全 球 冰 冻

圈观察计划”。

随着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举行，

美国也将结束作为主席国的两年任期。芬

兰将从 2017年至 2019年接任理事会主席，

并重点关注 4个方面问题：环境保护、互联

互通、气象合作和教育。

北极理事会新任主席、芬兰外长蒂莫·
索尼表示，北极地区气候变化速度迅猛，国

际社会需要将北极理事会所做的有效努力

继续下去。

世界气象组织牵头了一项名叫“北极

预测年”的全球运动，并在这一活动启动的

前夕获得了观察员地位。北极理事会将与

世界气象组织在未来两年中共同努力，改

善两极的观测和监测工作，以尽可能地减

少环境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将借助其在两极广泛开

展的科学、合作和服务活动，及其将科学转

化成政策的经验，与北极理事会进行有意

义的合作。气象组织致力于为北极地区带

来社会经济效益，融入土著人社区，为他们

提供服务。

全球冰冻圈观察系统是世界气象组织

正在实施的一个国际机制，为全面和持续

观测冰冻圈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及有质量保

证的产品和服务，以更好地了解风险并制

定政策。

北极理事会是一个政府间论坛，旨在

促进北极国家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协调和

互动，特别是北极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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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东京 5月 15日电 （记者陈
超）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味冈逸树准教授领

导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海绵状人工细胞

支架，可用于在脑梗塞部位引导血管再生。

脑梗塞是脑部血管堵塞，阻断氧气

和血液供应导致脑部神经元损伤，进而

引 起 运 动 和 语 言 障 碍 的 疾 病 。 一 直 以

来，科学家认为，脑组织一旦受到损伤后

就不会再生。如受到伤害的是主控手脚

运动的神经元，会引起手脚麻痹，靠自然

治愈力几乎不可能恢复原状。恢复失去

的身体机能，实现脑梗塞的再生治疗，则

需要抑制神经元死亡，修复受损的大脑，

引导再生出新的血管，但至今为止，医疗

界尚未发现在脑梗塞部位再生新血管的

方法。药物疗法如不在发病数小时内施

行的话，也很难获得治疗效果。因此，业

界一直期待着能在脑梗塞部位再生新血

管的治疗方法。

研究小组发表在德国《先进医疗材料》

杂志网络版上的文章称，他们利用血管内

皮细胞的层粘连蛋白，制作了海绵状的人

工细胞支架，然后用有诱导血管功能的血

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与支架结

合，开发出 VEGF 结合层粘连蛋白海绵。

他们在脑梗塞小鼠实验中确认，移植未结

合 VEGF 的层粘连蛋白海绵情况下，未检

测出新生血管；而移植 VEGF 结合层粘连

蛋白海绵的小鼠，在脑梗塞部位出现了明

显的新生血管。

新血管形成是修复和再生损伤组织的

第一步，有助于今后开发利用不需开颅手

术的无创人工细胞支架来修复脑损伤的再

生医疗技术。

人工细胞支架可引导脑血管再生
有 助 无 创 修 复 受 损 大 脑

创新连线·俄罗斯

据《消息报》报道，俄通讯与大众传

媒部准备的一份“数字经济”草案提出，

到 2020 年，经境外服务器传输的俄罗斯

互联网流量比例应降至 5%。草案中的

“信息安全”篇目提到，目前该流量占比

达 60%。

目前，互联网流量的主要路由节点是

法兰克福、斯德哥尔摩和阿姆斯特丹。这

些地方的入网价格仅为俄国内的七分之

一，是因经济原因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造

成的。

报道称，对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而言，

修改路由并非大问题，这花费不高，因此达

到通讯部出台的要求也不复杂。

俄拟降低境外服务器传输流量比

据远东联邦大学新闻处消息，该校应

用力学专业大学生制造出价值仅 8000 卢

布的新型仿生学假手原型。这种假手用廉

价材料制成，而同类产品最低价格为 50万

卢布左右。

参与研究的大学生希望假手融合易于

使用、防水、信号传递速度快、可反向通信

等功能。虽然此前已经有传感器假手，但

需要在人脑中植入芯片，以便高精度读取

脑电波数据，而且操作复杂、价格昂贵；而

他们新研制的信息读取传感器可以像发针

一样戴在身上。

目前，研究人员希望继续研究假手

控 制 系 统 。 现 在 的 仿 生 手 通 过 肌 肉 绷

紧度读取数据，但大学生们打算直接读

取大脑脉冲频率，让其传导到以自然方

式工作的仿生手上，而无需转换装置的

帮助。

（本栏目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
社 整编：本报记者房琳琳）

俄大学生制造出经济型仿生手原型

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新闻处发布

消息称，该校研究人员使用可制造超细薄

膜的设备，从气相有机分子中制出半导体，

厚度仅为人类头发的五千分之一，这种新

型半导体可用于制造分子纳米电子设备。

据介绍，新技术生产有机半导体不需

要过高的温度，300℃—400℃足够了。新

方法可以让分子间的联系非常牢固，将显

著延长技术仪器的寿命。此外，新方法能

量消耗将显著减少，处理速度也将提高数

倍。更重要的是，产品价格比现在市面上

的便宜很多。

新型半导体厚度仅为发丝的1/5000

在北京至芬兰赫尔辛基的航班上，空乘人员通过“支付宝”收取货款。 新华社记者 张璇摄

新华社堪培拉 5月 15日电 （记者徐海
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5 日发布一项研究成

果，该校科学家成功在半导体芯片上引导大

鼠脑细胞的生长，并形成神经回路，开发出所

谓的“芯片大脑”。

研究者介绍说，这项研究是在半导体芯

片上布好一定结构的纳米线，像脚手架一样

引导大鼠脑细胞的生长，并形成神经回路。

这是首次在研究中证实纳米导线支架上生长

的神经回路有功能性并且高度交联。

主要研究者之一、澳国立大学工程研究学

院的维妮·高塔姆博士说，这项研究给神经修

复术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助于在事故、中风或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受到损伤的大脑恢复功能。

领导这项研究的文森特·达里亚博士说，

希望能利用这一“芯片大脑”更好地理解神经

元如何形成计算回路，并最终传递信息。

“与假肢等其他修复术不同，神经元突触

需要相互连接，从而在接受感知输入、认知、

学习、记忆的过程中形成大脑信息处理的基

础。”达里亚说，而使用特定的纳米线几何结

构，研究人员证明神经元能够高度交联，并形

成预设的功能性回路。

这项研究还提供了更好理解大脑工作原

理的平台。达里亚说，观察脑细胞的行为是

当下的研究重点，而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制造

类似假肢的“假脑”则是未来目标，预计实际

应用还需等 15年至 20年。

这项研究横跨了物理学、工程学和神经科

学多个学科。研究者认为，这一研究也开启了

纳米材料技术和神经科学更紧密结合的新研究

模式。相关成果已发表在《纳米通讯》月刊上。

纳米导线支架上长出“芯片大脑”
相 关 神 经 回 路 功 能 性 首 次 证 实

5月 15日，第五届全球智库峰
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来自全球
顶尖智库和政界、学界的 500 多名
代表与会，商讨“一带一路”倡议的
各国战略对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等
热点议题。图为博鳌亚洲论坛理
事、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
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记者 李钊摄

全球智库热议
“一带一路”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