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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 王春）英国《自然·通讯》杂志25日公布了中

国团队研发的一种寨卡病毒抑制剂。动物实

验表明，该抑制剂成功降低了怀孕小鼠及其胚

胎中的寨卡病毒水平，且不会对怀孕鼠造成伤

害。这为抗寨卡病毒药物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近几年，在中南美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暴

发的寨卡疫情已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构成严

重威胁。感染寨卡病毒的孕妇会将病毒传播

到体内的胚胎中，可能造成胎儿的先天缺

陷。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6 年 2 月宣布寨卡疫

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认

为该病毒已经从此前一种温和的威胁发展到

了令人担忧的地步。而且直到目前，尚没有

一种用于治疗寨卡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药物被

批准使用。

复旦大学研究团队此次成功研发出一种

能够灭活寨卡病毒的多肽候选药物 Z2。他

们发现，这种多肽能与病毒的表面蛋白结合，

扰乱病毒表面稳态，致其穿孔，最终使病毒失

去感染活性。据介绍，他们还发现 Z2 多肽具

有穿透胎盘屏障的能力，不仅能让被感染孕

鼠血清中的病毒受抑制，还能显著降低其腹

中小鼠胎儿的病毒感染率，阻止母婴垂直传

播。动物实验还证明，在小鼠接受药物治疗

期间，药物分子并没有对怀孕小鼠或胚胎产

生任何副作用。

虽然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测试这种

抑制剂对人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是这种

使寨卡病毒粒子失去活性的方式，将能够被

用于研发新的治疗方案，尤其是应用于高危

人群（例如孕妇）的寨卡病毒感染。

早在 70 年前，人们就发现了寨卡病毒，

但它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项重大的公

共卫生威胁。这种病毒目前既没有疫苗，

也没有特效药，医生也只能提供一些对症

治疗方案。而今中国团队的成果，具备安

全性高、成本低、易保存、便于推广的优点，

为抗寨卡病毒药物的最终问世提供了新的

思路。

中国学者研发出灭活寨卡病毒药物

科技日报合肥 7月 26日电 （记者吴长
锋）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计划，是实现

未来商业用聚变能的关键一步。26 日，由中

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

担研制的 ITER 大型超导磁体系统首个部件

研制成功。此举标志着我方掌握了核聚变工

程核心技术，并实现关键技术出口。

磁体馈线系统是 ITER 部件中最为复杂

的系统之一，包含 31 套不同的馈线，单套长

度 30 米—50 米，总重超过 1600 吨，共计 6 万

余个部件。作为 ITER超导磁体系统供电、冷

却和提供诊断信号的关键集成通道，磁体馈

线系统被视为 ITER主机的生命线。

项目承担单位攻克了众多技术难点，在

高温超导电流引线、超导接头、低温绝热、低

温高压绝缘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诸多国际

领先成果。研发的万安级高温超导电流引

线，集高载流能力、低冷量消耗和长失冷安全

时间三方面优势于一体，替代了日本等发达

国家提出的原 ITER铜电流引线设计，大大降

低了 ITER 的运行成本和前期低温系统的建

造投入，极大地保障了 ITER装置主机的安全

运行。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在 ITER 超

导磁体馈线系统、ITER 大型电源等项目上均

提出了最优方案并被国际组织采纳，不仅消

除了 ITER未来运行风险，也展示了领先世界

的技术水平。我方承担的 ITER 任务 100%国

产化并以优异的性能指标通过国际评估，七

方中首个交付 ITER现场，进度在七方参与国

家中居前列，创造多项第一。ITER 组织两任

总干事评价，“中国在采购包研发生产方面领

先于各方”。

我成功研制ITER大型超导磁体系统首个部件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6日电 （记者陆成
宽）“为了适应下一步空间站的建造和运营，

今年计划面向社会选拔第三批航天员，这次

不仅选拔驾驶员还要选拔工程师。”在 7 月 26

日举行的首届中国航天员飞天摄影作品展开

幕式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

利伟透露。

“第一、二批航天员都是从空军飞行员中

选拔的，这次还会面向社会去选拔一些具有

工程背景的科研人员或工程人员。”杨利伟

说，他们加入进来后，将执行空间站或航天器

的维护、维修、组装等任务。

在开幕式上，当被问及从太空和从飞

机 上 看 地 球 相 比 有 何 差 别 时 ，杨 利 伟 说 ：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种是视

觉的，另一种是心理上的。”他介绍，在视觉

上 ，从 物 理 的 角 度 ，太 空 看 地 球 因 为 高 度

高，视角会更大，飞机大概在 1 万米左右的

高度飞行，航天员是在 300—400 千米这个

高度区间。在飞机上看不出地球“球”的概

念，航天员拍了很多照片虽然都是弧段的，

但是已经体现了“球”的概念，包括在太空

看到的很多景物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山川、

河流。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感觉，作为中

国人在太空这种环境、这种高度去俯瞰地

球，充满着民族的自豪和骄傲。“特别是每

次飞行‘路过’祖国上空的时候，只要没有

工作，大家都会往地面看。”

杨利伟：今年将面向社会选拔第三批航天员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25日电 （记者林小
春）曾被认为干燥的月球，内部可能含有大量

的水。这是美国科学家借助卫星数据，分析

月球上古代火山沉积物后得出的最新结论。

美国布朗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

《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报告说，月球表面数

量众多的火山沉积物里含有“异常高含量的

水”。这进一步显示，月幔中可能也“水分含

量惊人”。

人们曾一度认为月球内部没有水。直到

2008年，科学家分析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

波罗”探月任务从月球带回的火山玻璃珠，才

第一次找到了月球内部有水的证据。这种玻

璃珠由月球火山喷发的岩浆迅速冷却后形

成，形如鹅卵石。

科学家后来又找到了月球内部含水的

更多证据，但一直不清楚是月球内部大部

分区域有水，还是只有一些“异常”的小区

域富含水。

为此，布朗大学的拉尔夫·米利肯等人分

析了印度“月船1号”探测器上月球矿物测绘仪

的测量数据，结果在月球表面几乎每一处火山

沉积物里都发现了水存在的证据，包括“阿波

罗”任务中采集火山玻璃珠的那些地点。

研究人员说，这些富含水分的沉积物遍

布月球表面，说明在“阿波罗”任务所获样本

中发现水分并非偶然，可推测出月幔不只是

一小部分区域富含水。不过，月球内部水的

确切来源仍是个谜。

他们指出，这项发现对未来探索月球意

义重大，有可能为在月球上如何获得水提出

了一个新的替代方案。

月球内部据断“水分含量惊人”
这些水从何而来不详

STEAM是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五个学科英文单词的缩写，是一种注重实践的
超学科教育概念。7月 26日，索尼中国教育事业部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基于STEAM超学
科教育概念的KOOV教育机器人国际挑战赛中国地区决赛活动。活动展示了KOOV教育机
器人带给孩子的各种编程乐趣。中国区入选者将赴日本参加RoboCup 2017机器人世界
杯系列活动。

图为中国区入选小选手与嘉宾共同感受KOOV教育机器人的编程乐趣。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感受教育机器人

7月 26日，“中国梦·航天梦——首届中国
航天员飞天摄影作品展”开幕仪式在北京天文
馆举行。此次展览展示了近百张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拍摄的作品，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在距离
地球最远处拍下的照片。展示的照片是从
500多张照片中精挑细选的佳作，绝大部分为
第一次公开，具有很高的价值。

图为参观者观看飞天摄影作品展。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航天员太空摄影

首次与公众见面

建军 90 周年前夕，火箭军一支支导弹

劲旅跨区机动开赴大漠戈壁、东北密林、沿

海之滨，在多个“战场”摆兵布阵，聚焦“随

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核心标准要

求，锤炼复杂天候条件下实战化战略能力，

锻造具有“王牌”“底牌”作用的“撒手锏”部

队。

一幕幕演训图中，科技日报记者注意

到，导弹个头越来越小，打击精度越来越

高，毁伤威力越来越强。这一切正是科技

创新的力量！

然而，回溯历史，人们很难想象它“幼

年”时期的蹒跚起步——

导弹官兵用角钢做成发射台，用床板

钉成配气箱，用柳条编成推力室，用木头制

成程序配电器，用黄泥制成陀螺仪，用萝卜

刻成爆炸器……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

件下，战略导弹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胆

改革创新中发展，培育形成了攻坚克难、勇

于创新的精神，推动部队建设跨越发展。

1984 年 10 月 1 日，一枚枚乳白色的战

略导弹第一次走出深山，在长安街接受祖

国和人民的检阅，神州大地沸腾了，全世界

震惊了。

一家外国媒体报道说：“中国今天第一

次将它的导弹家族展现在世界面前，足以

证明它有覆盖地球每一个角落的能力和自

信！”

“近年来，火箭军围绕习主席确定的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的奋斗目标，抓

住机遇、乘势而上，按照‘核常兼备、全域

慑战’的战略要求，加强武器装备建设。”

火箭军相关负责人说。

火箭军的每一步跨越，都是科技创新

的结晶。

一次采访中，火箭军装备研究院总工

程师肖龙旭回忆起这样一个故事。

1989 年的一天，大学刚毕业的他在现

场观看导弹发射。随着占领阵地的口令，

导弹发射车按照预定方向开进，但却迟迟

没有听到“点火”的口令。

“这样的速度，打起仗来怎么办？”历经

数年的艰苦奋战，肖龙旭在国际上首创了

“地地导弹发射新的控制理论与技术”，实

现了导弹的随机快速发射，使部队作战的

反应速度大大提高，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

大大增强。

正是在这样一批优秀科研人员的努力

下，我国的导弹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与

以前相比，现在的战略导弹“个头”变矮了，

“身材”变小了，而弹头威力、反应时间、命

中精度和机动性能却大大提高了。

“导弹自动化测试系统”的研制成功，使

我国测试技术一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指

挥自动化系统”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火箭

军部队的“中军帐”日趋现代化；“战略导弹训

练模拟系统”等系列成果的诞生，使部队的

训练手段由过去自制简陋器材，发展到全武

器系统训练模拟仿真；“作战阵地人员生存

保障”系列成果的应用，对提高火箭军部队

反击作战能力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时至今日，我国战略导弹已具备全天

候机动和随机发射能力，火箭军团的铁拳，

随时可以给来犯之敌以致命回击。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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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

“中国科研诚信体系的建立已经历了十年

的发展，在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统筹

协调下，我国齐抓共管的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格

局初步形成，约束与激励并重的科研诚信制度

框架基本建立。”科技部诚信办相关负责人 26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诚实守信是科研工作的基础。为加强

科研诚信建设，做到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相

关科研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科研

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便是其中的

一个缩影。

早在 2007年，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中国科协等部门，建立了科研诚信建设联

席会议制度。目前，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已

达到 16 家，在协调统筹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

我国科研诚信与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

凸显。

健全的科研诚信制度是形成良好科研环

境的根本保障。在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

度框架下，成员单位先后联合制定发布了一

系列科研诚信相关的制度和办法。2009 年，

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加

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对科研诚信建

设的制度建设、宣传教育、监督惩戒等作出规

定，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科研诚信工作的重要

指导。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以来，围绕

新的五类计划体系，科技部探索建立以诚信

为基础的科技监督和评估体系，突出强化信

用管理，构建惩处机制，避免“劣币驱良币”现

象，为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保驾护航。

探索建立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制度，

也是科研诚信建设中的重要一环。2016 年，

科技部等 15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

定》，明确界定了严重失信行为的范围，对记

录的内容、程序、信息的使用等都作出明确规

定，为开展失信行为记录和信息共享，开展联

合惩戒提供了制度依据。目前，在汇集各成

员单位查处的失信行为信息基础上，已初步

建立了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 2016 年和

2017 年重点研发计划立项评审、中青年领军

人才遴选、结余经费管理等工作中也都参考

使用了该数据库的记录结果。

科技部诚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

在开展科研信用管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工

作，探索将科研信用与社会信用体系对接，加

强与地方、部门的联动和信息共享，实现“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

境氛围。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延东

近年来对学术诚信相关问题开展了持续的跟

踪调查研究。他认为，从数据中可以看到近

年来学术诚信环境建设的一些成绩和亮点。

比如，科技工作者对整体学术诚信环境的判

断更趋积极，学术不端泛滥之势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遏制，高校加强学术规范教育和培训

的努力初显成效，等等。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学术不端问题的严重性及治理的困难。需

进一步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完善和落实对学

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制度、加强学术规范的培

训和教育工作，以进一步净化学术环境、提升

我国科研诚信水平。”赵延东表示。

（科技日报北京7月26日电）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中国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十周年回眸

本报记者 唐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