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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建设“中国心脏康复系统” 

由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以及政府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提供支持的“中国心脏康复”合作项目，8 月 15

日正式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开始实施。中国心脏康复项目在德国主要以乌尔姆大学医学院为执行方，

国内主要以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为中心。 

首次举办的“中德糖尿病教育与心脏康复学习班”也于 15 日正式开班。德国乌尔姆大学派出了医学院

心脏科、运动与康复科心脏康复专家团队来到南京，传授国际领先的心脏康复运动治疗理念及技术。 

从 2007～2010 年，合作双方将通过定期举办心脏康复学习班、专家学习班、学术研讨会、医学生实习

项目等多种形式，逐步建立“中国门诊心脏病人的康复系统”。 

中国首次发现缺氧性肺动脉高压发病机理  

近日，由哈尔滨医科大学朱大岭教授主持完成的“15-HETE 导致缺氧性肺动脉高压的分子和离子通道机

制”的科研课题，首次在国内外发现 15-羟二十碳四烯酸(15-HETE)对缺氧肺动脉具有收缩作用，从而揭示

了肺动脉高压的发病机理。 

朱教授等研究发现，缺氧可诱导血管内皮细胞 15-LO 催化花生四烯酸生成 15-HETE。后者转移到血管内

皮下层平滑肌细胞，依靠 3 条“渠道”发挥介导因子作用：一是通过抑制电压依赖性K 离子通道(Kv)使平

滑肌细胞除极化，激活 L-型钙通道，细胞外钙离子进入，导致血管平滑肌收缩；二是抑制 Kv 通道蛋白质合

成，导致细胞膜 Kv 通道减少，引起肺动脉收缩；三是直接引起平滑肌细胞内储存钙释放，间接抑制 Kv 通

道，导致肺动脉收缩。 

该项研究从各个层面充分证明了 15-HETE 在缺氧性肺血管收缩中所扮演的“角色”，为解开肺动脉高

压病因学的奥秘以及该病的新药研制提供了新理论和新依据。 

缺血性心律失常药物干预新调控点 

由哈尔滨医科大学药理学家杨宝峰教授领衔完成的“心源性猝死发生及药物干预新调控点研究”，首

次发现激动心脏乙酰胆碱受体亚型 M3R/IKM3 为缺血性心律失常药物干预的新调控点，具有抗缺血性心律失

常的作用；心肌 M3 受体与间隙连接蛋白 43（Cx43）存在结构性“孪生”关系，两者间在心肌缺血时的相互

调节，成为药物治疗缺血性心律失常的重要靶点。 

    课题组首先制成大鼠心肌缺血模型，从中发现激动心受体亚型 M3/IKM3 可抑制心肌缺血和心肌细胞凋

亡，能有效保护心肌，同时能降低心肌缺血所致的严重心律失常。课题组通过免疫组化、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技术，首次证实 M3 受体与细胞连接蛋白 43 存在结构性共定位关系，在心肌缺血时，

M3 受体与连接蛋白 43 之间的关系被损害，而心肌缺血改善时，M3 受体与连接蛋白 43 关系就会修复。 

研究发现，几乎各类抗心律失常药均作用于 HERG 通道，使通道变异，并抑制蛋白表达，导致药物失去

作用。课题组还发现，As2O3 诱发长 QT 综合征导致恶性心律失常发生，而酸度变化是缺血性心律失常的重

要影响因素——酸化时 HERG 通道发生变化，导致心肌缺血时很多药物对其作用出现差异。此外，该研究证

实，糖尿病患者之所以出现长 QT 综合征，正是由 HERG 通道变异或功能下调而引起。 

中国科学家探索种植水草治理湖泊污染 

从 1992 年起，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水生植物实验室开始在水面面积 300 多平方公里的梁子湖开展水

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定位研究。科技部 2005 年正式批准建立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 



据梁子湖国家站站长、武汉大学于丹教授介绍，水草和藻类是湖泊中的两类主要植物，它们相生相克，

如其中一类吸收氮、磷等营养物质多，另一类就吸收得少，生长繁殖受到抑制。所以，如果水草丰盛，就

会吸收水体中大量氮、磷等生源元素，使湖泊处于贫营养或中营养水平，藻类不会大量繁殖，水质良好。 

    于丹教授所领导的科研小组 25 年来在全国各地已采集 15 万多份水生植物标本，初步建成了水生植物

种质资源库和数据库。他说：“种植水草防止湖泊退化投入小、收效大，不存在技术障碍。” 

环保部门监测数据表明，梁子湖水域连年再现Ⅰ类水质，整体水质保持在Ⅱ类水质，可直接饮用，其

生态系统多项指标在中国同类型重点监测湖泊中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培育出抗梭条花叶病小麦新种质 

    南京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陈佩度教授新近选育出抗梭条花叶病的小麦

新种质，该成果近日发表在《作物学报》上。  

    早在 2005 年，陈教授等研究人员发现，簇毛麦的 4V 染色体的短臂上携有抗小麦梭条花叶病的基因。

之后他们运用染色体工程中的附加技术，获得了抗小麦梭条花叶病的普通小麦—簇毛麦异附加系育种材

料，但染色体附加技术的弊端在于将有益基因导入小麦中的同时也导入了不利基因。为此，在这个异附加

系的基础上，他们新近运用染色体易位技术，诱导普通小麦与簇毛麦 4V 染色体之间发生易位，从而定向、

定量地把簇毛麦 4V 染色体短臂上的抗病基因整合到了普通小麦染色体中，成功选育出了高抗梭条花叶病

的小麦—簇毛麦易位系 T4VS·4VL-4AL。  

陈佩度说，这个易位系是小麦抗病育种的新种质，小麦育种界利用它开展杂交育种，有望选育出抗梭

条花叶病的小麦新品种，从而提高小麦产量和质量。  

中国研制出作物土传病的克星 

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教授利用农业固体有机废弃物研制的微生物有机肥料和高质量的有机肥料，在泰

国开展的大面积试验示范中有效防治土传病害获得了显著的作物增产和土壤改良效果。 

沈其荣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先后分离获得了拮抗土传病害等各种微生物菌种 200 余株，通过对农业固

体有机废弃物的分解，研制生产出有机无机复合肥料以及“堆肥茶”液体肥料，并利用接种拮抗土传病害

的微生物菌种、二次固体发酵，生产出了微生物有机肥料。这种微生物有机肥料在江苏、浙江、安徽、新

疆等地及泰国的黄瓜、西瓜、棉花、烟草、蓖麻等多种作物上施用，结果表明对土传病害，尤其是作物枯

萎病的防治率达到 90%以上。而有机无机复合肥料以及“堆肥茶”液体肥料，在 4 个国家 30 多个地区的

20 多种作物上施用，表现出显著的增产效果，比施用化肥增产 30%—50%，比不施肥增产 100%—150%。 

据介绍，目前利用该技术已在宜兴建立了江苏最大的农业微生物生产发酵基地——江苏省生物肥料工

程中心，同时在常熟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固体有机废弃物资源化（肥料）利用产学研基地。 

表面等离子体研究 

中科院物理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邱祥冈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与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韩秀峰

研究员以及光物理重点实验室李志远研究员合作，在具有周期性孔阵列的金属薄膜上成功地对单个金属/电

介质界面的表面等离子体现象进行了研究，观察到了表面等离子体在亚波长增强透射中高阶的共振峰，并

首次观察到 TE 模式入射光照射下表面等离子体低级对称峰随入射角的劈裂现象，得到了表面等离子体在入

射光的 TE 模式和 TM 模式下的色散关系，证实了在亚波长增强透射中表面等离子体所起的重要作用。近日，

该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我国研发成功“以草代木”新技术 

烟台万华集团和南京林业大学的科研人员经过近 8 年的努力，研制出不含甲醛的聚氨酯生态粘合剂。

以此为粘合剂生产的秸秆板材，在强度、吸收膨胀率和破钉率等性能上均达到国家木质板材的标准，可以

在建筑、装修各个方面完全替代木质板。同时，因为使用的是生态粘合剂，所生产的秸秆板材不含甲醛。

经国家人造板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干燥剂法检测，甲醛释放量为零。 

以草代木”秸秆板材的研制成功，可缓解我国木材原料的供应不足，如果将全国秸秆总量 10%用于生产

人造板，就会替代 7000 万立方米木质板材，基本上能够满足我国家具装修对人造板的需求，减少森林资源

的消耗，保护生态环境。 

据介绍，一条年产 5 万立方米秸秆板材生产线，每年可消耗秸秆6 万吨，每吨秸秆的价格是 200 元，

平均每亩地可增加收益 120 元，相当于每亩多收 80 公斤粮食。此外，还可以妥善解决秸秆收集的问题，解

决焚烧秸秆带来的大气污染。 

中国明年完成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 

近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廖育群研究员说，一部统一、规范且中、英文对照的中国科学技

术史名词、术语集有望于明年出版，它将有助于中国科学家以英文在国际相关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推动

中国科学技术史进一步融入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流。 

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工作分为综合、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水利、机械、军

事技术、桥梁、造纸与印刷、矿冶、纺织、交通运输、建筑、医学等十多个学科组，所出图书除科技名词

术语外，还将包含这些名词术语的简明定义。 

廖育群称，各科词汇初选工作已于近期完成，现已进入词条撰写阶段，计划于今年内完成全书初稿，

此后将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对科技名词术语的选取及英文译名进行审查，整个“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项

目计划于 2008 年内完成，并提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统一安排出版。 

大肠癌早期诊断基因芯片的研制及临床应用 

由兰州百源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的大肠癌早期诊断基因芯片的研制及临床应用项目于近日通过鉴

定。该项目成功开发了能够微创无痛、快速简便地检测大肠癌的基因芯片，目前在国内尚属首例；项目技

术具有简便、缩微、多参数、集约化、平行化、低成本等优点，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项目成果

的转化将为大肠癌的早期诊断、病理分型及预后监控等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中国研制出首台抗台风风力发电机组 

8 月 16 日，由广东明阳风电技术公司研制的中国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台风型 1.5 兆瓦变桨变速

风力发电机组在中山市下线。标志着中国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的产业开发取得突破。产品成本比进口产品

和合资产品降低 20%以上。 

该机组完全按照中国的风力资源和气候特点，以发电成本最低为开发目标，能够抵御台风、沙尘、严

寒等极端气候条件，在同等极限气候等级下比欧洲标准设计的风机提高发电量 15%－20%。据了解，该风机

得到了德国劳氏船级社的全程认证。 

新型高效吸尘车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陈杰、汪澍等科研人员研制的一种新型高效真空吸尘车问世。该吸尘车在功能方

面具有诸多优点。它采用负压吸尘的原理，由吸尘、集尘、粉尘回收及行走系统等组成，具有吸尘范围广

（小于 25mm 的所有颗粒及粉尘）、吸净率高（吸净率达 99.5%%），无二次扬尘等优点。据介绍，该车不仅

可以用于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还适用于冶金、化工、建材、食品饲料、贮运等粉尘作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