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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湖南科技大学等

新复合骨水泥有望用于
人体承重部位骨修复

本报讯（记者王昊昊）湖南
科技大学和中科院上海硅酸盐
研究所的研究者合作，选取具
有高强快凝特点的新型骨水泥
“磷酸镁骨水泥”作为基体材
料，在其中引入具有成骨 /成
血管活性的硅酸钙生物陶瓷颗
粒，形成了磷酸镁 /硅酸钙复
合骨水泥体系。他们通过研究
硅酸钙生物陶瓷颗粒含量对复
合骨水泥抗压强度、模量等力
学性能的影响，确定了硅酸钙
生物陶瓷颗粒的适宜掺杂范
围，并在加入硅酸钙生物陶瓷
颗粒时，获得了抗压强度高达
112MPa的复合骨水泥。近期，
相关成果发表在

上。
医用骨水泥材料在骨外科

手术中有重要应用，而骨水泥
强度是其应用中的一个关键指
标。 据介绍，该新型复合骨水
泥强度值远高于目前研究及临

床应用中的无机骨水泥强度，
与有机骨水泥 PMMA 强度的
上限值相当，有望用于人体承
重部位的骨修复。

该团队进一步深入分析了
复合骨水泥水化产物及硅酸钙
生物陶瓷颗粒与磷酸镁骨水泥
基体的结合形式对复合骨水泥
强度的影响，研究了硅酸钙生
物陶瓷颗粒对复合骨水泥的增
强机理，并解释了不同含量硅
酸钙生物陶瓷颗粒呈现出不同
力学性能的原因。此外，他们还
对液粉比、缓凝剂含量等对复
合骨水泥力学性能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及机制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复合骨水
泥具有良好的体外生物相容性
和生物活性，为进一步向临床
研究推进奠定了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揭示低剂量尼古丁
延缓衰老机制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近
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李
翔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发表
于《自然 - 通讯》。研究团队
揭示了慢性低剂量尼古丁通
过激活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
酸（NAD+）补救途径，改善能
量代谢以及延缓全身性衰老
的作用机制，为拓展尼古丁的
应用以及抗衰老提供了新靶
点和新方法。

通常认为，尼古丁通过激
活烟碱乙酰胆碱受体（nAChR）
及下游信号通路产生保护作
用。然而，研究人员在衰老和神
经退行性病变患者的基底前脑
和皮质中观察到尼古丁结合位
点的丢失以及多巴胺能区域的
nAChRs缺失。

李翔团队发现慢性低剂量
尼古丁具有不依赖 nAChRs激
活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并阐明
了低剂量尼古丁改善衰老组织
能量代谢和认知功能、延缓衰
老的分子机制和生物学作用。

NAD+作为体内最重要的
辅基，参与细胞增殖和分化、能
量代谢、DNA修复、表观遗传
修饰以及昼夜节律调节等重要

生理活动。体内 NAD+水平随
年龄增长而逐渐耗竭，NAD+

耗竭是衰老及衰老相关疾病的
重要标志。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加，
NAD+补救途径限速酶———烟
酰 胺 磷 酸 核 糖 转 移 酶
（NAMPT）的活性逐渐下降，而
NAMPT的活性依赖于 SIRT1
对其去乙酰化程度。同样，随着
年龄增加，SIRT1 与 NAMPT
的结合减弱，NAMPT 的乙酰
化水平逐渐升高。

小鼠通过自由饮水的方式
长期摄入低剂量尼古丁，从而促
进 SIRT1与NAMPT的相互作
用，降低 NAMPT的乙酰化水
平，增强 NAMPT活性，并改善
衰老组织能量代谢，增加
β-NMN和NAD+的含量。

研究还发现，尼古丁能逆
转衰老小鼠各组织葡萄糖高代
谢，促进衰老小鼠神经发生，缓
解焦虑情绪以及改善学习记忆
功能。另外，慢性低剂量尼古丁
能抵抗各组织氧化应激情况并
保护端粒长度。

相关论文信息

王小谟：掌握核心技术必须从基础做起
■苑晓

2020年 7月 29日一早，在中国科技馆
做好采集科学家手模的准备工作后，项目组
乘车来到王小谟所在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待王小谟助手办好来
访手续后，项目组才被允许进入。院士助手
把我们带到了办公大楼顶层走廊尽头的一
间屋子，这里是王小谟的办公室，当天将在这
里采集手模，并录制科学家寄语。

王小谟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其中两面墙
摆满了书柜。书籍以雷达、通信、兵工科技等
专业书籍为主，也有一些战略管理、战略思维
方面的书籍。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小牌子，上
面写着保密守则。办公桌和书架上摆放着多
架预警机模型，这些飞机背上都有个“大蘑
菇”，“大蘑菇”里面装载着雷达系统。

项目组同志利用王小谟没来之前的时
间，调配手模材料、确定拍摄位置、调节拍摄
光线、调试拍摄和录音设备等。在将要准备
就绪时，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洪亮的谈话声，
是王小谟来了。

王小谟对项目组的同志十分热情，一见

面就谈起了中国科技馆，“科技馆建得特别
好，我经常带孙子到科技馆玩”。王小谟的一
席话很快拉近了与大家的距离。

项目组有名同志是贵州人，来之前了解
到王小谟在贵州工作了十几年，就聊起了贵
州这个话题。王小谟回顾了年轻时在贵州工
作的情景，如今对工作过的地方依然很熟悉。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调令：到三线去。
跟王小谟一起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在
都匀大坪镇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
子工业部第 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 38研究所）。他们边建设、边施工安
装、边生产，条件十分艰苦。13年后，那里诞
生了我国第一台三坐标雷达。

在艰苦的条件下，王小谟不忘培养年轻
人。1985年，他花费 40万元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招录了 7名定向研究生，这 7名研究生
毕业后都去了 38所工作，其中就有担任“空
警 2000”总设计师的陆军院士。

谈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条
件，王小谟说：“要拿这个奖，首先一条就是

这一行里没人做得
比你更好。”

手模采集完毕拍
照留影时，摄影师建
议把预警机作为布
景，王小谟欣然同意。
当工作人员随意选了
一架预警机模型作为
拍摄背景时，王小谟
指着办公桌上的另一
架说，“拿这一架，这
一架是我设计的”。那
架飞机有些不同寻
常，机型较大，机背上
驮了个扁圆形的“大
蘑菇”，头上还插了许
多“小毛刺”。为什么
王小谟对这架飞机情
有独钟呢？
原来这架飞机是

“空警 2000”预警机，曾在 2009年 10月 1日
新中国成立 6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作为领航
机型引领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
“空警 2000”是王小谟担任总顾问、学生陆军
担任总设计师，自行研制并形成战斗力的
大型预警机。“空警 2000”采用相控阵雷
达，可进行 360度全方位探测，能同时引导
几十架战斗机攻击，被称为“空中帅府”。
“空警 2000”的成功研制和部署使用，实现
了中国在预警机技术上体制自主化、设备
集成化、功能多样化，也实现了防空预警从
“以陆为主”到“陆空结合”的发展。这对于促
进人民空军从“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转变
具有里程碑意义。
“空警 2000”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

上 9个第一，突破 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
得重大专利近 30项，是世界上看得最远、功
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
装备之一。2008年“空警 2000”获得国防科
学技术奖特等奖，2010年更荣获了国家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

为了勉励青少年热爱科学、报效祖国，
王小谟为青少年录制了科学家寄语。他用播
音员般浑厚洪亮的声音说道：“掌握核心技术
必须从基础做起。”

王小谟被称为“军工界里的刀马旦”。
他从小在北京大杂院长大，父亲曾担任冯
玉祥的参谋，他小时候十分淘气，曾因不服
老师批评偷偷拔过老师自行车的气门芯。
他十分痴迷京剧，尤其喜欢梅派，喜欢唱旦
角，拉得一手好二胡，高中毕业那年被北方
昆曲院相中，差点走上专业艺术的道路。他
从事科研工作跟爱好京剧有很大关系。中
学时他为了方便听戏，自己组装了一台收
音机，也因此喜欢上了无线电，为他后来学
习雷达打下了基础。

曾有位京剧艺术家问王小谟：“钱学森、
王选等科学家都很喜欢音乐，您也喜欢音乐，
科学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吗？”王小谟回答说：
“有关系。学什么，都要先入门，打好基础，掌
握了基本功后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进去。
比如唱戏，开始先练基本功，模仿各派大家的
唱法，后面才能把各种技艺融会贯通，形成自
己的风格。做科研也类似，先把基础打好入
了门，学通了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进去，这
样就有了创新。”王小谟认为从事科研工作
要坚韧，“再坚持一下也许就成功了”，这也是
“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
的预警机精神的质朴诠释。

虽已年逾八旬，王小谟仍奋战在科研一
线，每天都上班，每周都与课题组的年轻人一
起研讨技术问题。采集完手模，王小谟立刻
赶去和学生们开研讨会了。

2020年 9月 19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奖科学家手模墙”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揭
幕仪式，王小谟和赵忠贤院士亲临现场见证
手模墙揭幕。现场气氛热烈，很多观众尤其
是青少年、小朋友非常崇拜科学家，想跟王小
谟合影，他都欣然同意，于是留下了多张王小
谟和“粉丝”的合影。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手模”项目成员）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供图

据中国电科微信公众号消息，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小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
年 3月 6日 14 时 06 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 84岁。

王小谟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
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013年，
王小谟荣获 201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

202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奖科学家手模”项目成员曾来到王小
谟办公室采集手模，并记录下了王小
谟的音容笑貌和爽朗风采。今日《中国
科学报》刊发此文，以深切缅怀这位优
秀的科学家。

编者按

黑土地上的科研娘子军
■本报记者沈春蕾

她的团队有 28名成员，其中 20名
是女性；她的团队成员有的已为人母，有
的还未到而立之年；她的团队常年奔波
在东北黑土地上，从事黑土有机碳与保
护性耕作的研究与推广……
她是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以下简称东北地理所）研究员梁爱珍，
她的团队是东北黑土地上的科研娘子军。
这些年来，梁爱珍带领团队扎根田

间地头，通过连续 20年的黑土质量监
测，阐明了保护性耕作下黑土肥力的演
变过程，用科技守护着脚下的黑土地。

“招了名女生”

2002年，山西姑娘梁爱珍考入东北
地理所攻读博士学位，也踏上了黑土地
保护赛道。

当时，黑土有机碳与保护性耕作学科
组只有梁爱珍一名女生。“我们学科组 2002
年才组建，当时组里只有 4名男同志。”
“今年招了名女生，这以后工作可咋

整？能吃苦吗？能坚持下来吗？”面对导师
的质疑，梁爱珍选择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除了在实验室里分析样品外，梁爱珍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田间地头。为了不让
自己被特殊照顾，每次外出采集土壤样品、
监测数据，梁爱珍比男同学还要积极主动。

2008年，梁爱珍博士毕业后留在东北
地理所工作，继续从事黑土地保护的研究。
布点选址、试验设计、田间监测……

每一项工作梁爱珍都亲力亲为、一丝不
苟，为的就是让黑土地更加肥沃，让农民
在秋天收获更多。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脱下实验
服的梁爱珍和农民没什么区别。“当时我
真的害怕在黑土地保护的赛道上，因为
跑得太慢，拖了大家的后腿。”

谈到现在团队女性占大多数，梁爱
珍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不是刻意为
之。我们团队的女性主要从事基础理论
研究、实验室测定分析、田间定位试验管
理、示范区技术应用、学科组管理等工
作，这些女性都非常勤奋。”

是否干过农活、能不能吃苦、是否有
担当和责任感……这些是梁爱珍每次面
试新成员必问的问题和考察的事项。
“因为我也是女性，我理解女性的不

易和牵绊，我会尽力去兼顾。”梁爱珍举例
说，“如果女生出差，我至少会派两个人，
以保证安全；在野外碰到实在干不了的力
气活，我们会求助于当地的农民朋友。”

20年定位试验

2001年，在吉林省德惠市中层典型
黑土地区，东北地理所建立了东北黑土
区第一个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长期
定位试验基地。

梁爱珍带领的黑土有机碳与保护
性耕作团队的很多成果就出自这块试
验基地。

比如，团队在试验基
地开展了免耕玉米 -大豆
轮作、秋翻玉米 -大豆轮
作、免耕玉米连作、秋翻玉米
连作、常规耕作玉米连作且
秸秆不还田等 5个研究，采
集了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
测定其土壤热稳定性，计算
热分解（RE）相关指标，同时
对土壤异养呼吸及微生物
残体进行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耕作方式对 RE指
标影响很大，但是作物轮作对其无显著
影响，其中免耕显著提高了土壤表层的
有机碳热稳定性。今年 1月，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于《土壤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通过 20年定位试验，梁爱珍团队以
黑土区气候条件、地形特点和土壤类型
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区域黑土保
护性利用模式，及其对土壤有机质、土壤
结构、水肥保持和供给能力、养分循环、
作物生长等的影响。

这些年来，在各地的合作示范点，总
能见到这支科研娘子军的身影。

据悉，梁爱珍团队的科研成果为农
业农村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
计划（2020—2025 年）》提供了重要的科
学数据支撑，关键技术入选吉林省农业
主推技术。同时，团队促成了东北黑土区
免耕播种机的研发应用和产业化，为“梨
树模式”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从嘲笑到认可

“从开始被农民嘲笑、不被接受，到
后来得到大家的认可，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研究与推广过程并不顺利。”梁爱珍
说，最初，技术在田间地头推广应用时，
经常引来农民质疑。

对此，这支科研娘子军一边不厌其
烦地向农民宣讲，一边亲自下地边示范
边讲解。

在梁爱珍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
下，实施保护性耕作的黑土地土壤有机
质含量明显增加，农作物产量获得了稳
定提升。农民也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配
合到主动虚心求教。

目前，在吉林省农业推广部门的支
持下，梁爱珍团队已经在长春市农安县
建设了 8000亩核心示范区，建立了两个
主体技术千亩辐射基地、43个黑土地保
护利用示范村，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梁爱珍（前排左二）团队在交流讨论。 东北地理所供图

3月 6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
县洪泽湖湿地边的一输电塔顶端，
一对东方白鹳正在孵化 5枚鸟蛋，
姿态萌动。这是东方白鹳继去年在
泗洪繁育 4只幼鸟后，第二次在这
里繁殖。

东方白鹳属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全球仅有 3000只左右，被誉为
“鸟中熊猫”。近年来，随着当地生
态环境的不断修复与改善，鸟类数
量和鸟类种群数逐年增多，每年都
有近百万只鸟来此栖息、繁衍、越
冬。但像东方白鹳这样的珍稀候鸟
变为留鸟，连续两年在一个地方筑
巢繁殖，实属罕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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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雅
丽）3 月 6 日，北京首期
“特色科学教师研修班”
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力学所）怀柔园区
开班，50 名初中理科教
师开启了一场为期 5 天
的研修之旅。本次活动由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和中
科院学部工作局、科学传
播局联合主办。
“特色科学教师研修

班”旨在持续提升教师科
学素养，加强青少年科技
创新人才培养，2023年计
划在北京、上海、深圳、昆
明等 4 个城市举办 6 期。
第一期研修班已于今年 2
月在深圳举办。

北京首期“特色科学
教师研修班”以“力学：从
STEAM 教育到重大工程

应用”为主题。开班仪式
上，力学所研究员王柏懿
和张陈安分别作了题为
《讲述钱学森故事，学习钱
学森精神》和《高超声速飞
行：进行时与将来时》的科
普报告。

基于科学与基础教育
融合方面的探索实践，力
学所设计了一系列特色鲜
明、内容丰富的研修活动，
如科学家讲座、实验室参
观考察、动手实践等。

本期研修班由力学
所、中科院行政管理局共
同组织实施。据悉，每期
研修班支持 50 名中小学
科学教师线下学习，同
时，形成的课程资源将通
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向全国中小学教
师开放。

中华白海豚。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供图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

中华白海豚种群核心栖息地
改变与船舶活动有关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近日，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与汕头
大学研究团队合作，揭示了船舶
活动影响中华白海豚种群动力
学过程的隐性机制。相关论文发
表于《环境管理杂志》。

该研究结合之前相关数据
和系统调查结果，分析了北部
湾大风江口水域中华白海豚空
间分布的长期变化。结果显示，
该水域中华白海豚的活动范围
在本世纪初显著减少。尽管白
海豚的整体活动范围在近十年
内较为稳定地集中在三娘湾至
廉江湾一带海域，但白海豚的
核心栖息地存在明显的偏移。
与早期空间分布模式相比，该
水域的白海豚核心栖息地在
2015 至 2017 年间从三娘湾沿
岸东移至廉江湾外围海域，而后
在 2018至 2019年回归三娘湾
一侧。

研究同时了解了该水域船
舶活动的历史分布情况，发现该
水域船舶活动整体呈增长趋势，
且增速在近年有所加快。在
2015至 2017年间，白海豚的核
心栖息地与该水域船舶活动的
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互斥关系。

该研究进一步建立了该水
域中华白海豚环境适合度模型，
发现该种群在 2015至 2017年
的核心活动范围并非白海豚的

最适宜栖息地。与之对应的是，
研究团队不久前发现该水域中
华白海豚的存活率在栖息地东
移期间处于极低水平。

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该
水域中华白海豚种群波动的新
假说：船舶活动的快速增长改
变了中华白海豚的空间利用策
略，使其进入船舶活动强度低
但适合度较低的水域活动；而
在低适合度的环境中生活的风
险造成白海豚适应度大幅降
低，并经历了快速的种群衰退。
最终白海豚权衡船舶和栖息地
适合度的影响，重新调整空间
使用策略，回到船舶活动强度
高但适合度更高的水域生活。

相关论文信息：

王小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