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专家研发出寨卡病毒灭活剂

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等两年攻关获重要进展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孙国根）
曾在多个国家“暴发式传播”的寨卡病毒

终于有了克星。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陆

路、 姜世勃研究团队与复旦大学附属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

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团队合作， 经过两

年攻关， 在抗寨卡病毒药物研究中获得

重要进展。他们设计的“多肽类病毒灭活

剂”可有效杀灭寨卡病毒，阻止其感染孕

鼠及其胎儿， 该成果对研发防治寨卡病

毒感染的药物有重大意义。 该成果昨天

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自然通讯》
上，引起世界医学界关注。

寨卡病毒是一种有包膜、 蚊媒传播

的病毒 ， 1947 年首次在乌干达的恒河

猴体内分离得到 。 2007 年以前 ， 该病

毒只零星感染人类， 但 2007 年后出现

暴发式感染。 截至今年 3 月底， 全球有

数十个国家报道了该病毒的感染。 世界

卫生组织将南美地区发生的寨 卡 病 毒

“暴发式传播” 宣布为 “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据姜世勃教授介绍， 寨卡病毒感染

人类，通常只引起低热、斑丘疹、关节疼

痛、结膜炎等症状，但如感染孕妇，可能

导致胎儿脑部先天性发育畸形， 产生小

头症等；同时该病毒也是导致低热、斑丘

疹、 关节疼的古兰—巴雷综合征诱发原

因之一；已有实验证明，该病毒如感染雄

性小鼠，会导致其睾丸受损，甚至不育。
然而， 目前没有可有效防治寨卡病毒感

染的疫苗或药物， 且目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抗寨卡病毒的小分子药物和抗体药

物，而比小分子药物更安全、比抗体药物

成本更低的多肽类药物是目前新兴药物

的研究方向之一。
两年前，陆路、姜世勃研究团队首先

对寨卡病毒 E 蛋白的序列进行分析和

研究， 成功研发出了一种能够灭活寨卡

病毒的多肽候选药物（Z2）。 结果发现该

多肽可与寨卡病毒的表面蛋白结合，扰

乱病毒表面稳态，导致病毒表面穿孔，病
毒基因组释放， 最终使病毒失去感染活

性； 体外细胞模型及体内动物模型上的

实验结果显示，Z2 多肽可较好地抑制寨

卡病毒的感染。 进一步研究发现，Z2 多

肽具有穿透胎盘屏障的能力， 不仅能够

降低寨卡病毒感染孕鼠血清中的病毒滴

度， 还能显著降低胎盘和胎儿寨卡病毒

的感染率，阻止寨卡病毒的垂直传播。此
外， 该多肽灭活剂对孕鼠及胎鼠均表现

出较好的安全性， 有望发展为可防治寨

卡病毒感染的新型药物， 尤其适用于孕

妇等寨卡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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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卫 广告

科普讲解如何融入更多“孩子的口味”
当暑假遇上高温， 上海科技馆经历

了爆棚的一周： 游客总数近 13 万人次，
其中上周六一天更突破 2.6 万人次， 超

过今年 “五一” 小长假期间日均客流量。
大客流下，馆内讲解员分身乏术，电

子导览也“一机难求”。可就在上周末，13
个家庭在科学老师陪伴下，体验了“不一

样的科技馆”，父母们不再疑惑“看什么、
怎么看”，也没有孩子抱怨“看不懂”了。

“科学队长”陪着孩子深度游

上午 9 点，13 个家庭已经顶着烈日

在上海科技馆外集合完毕。 孩子中年龄

最大的 9 岁，最小的只有 3 岁，还坐在手

推车里。 不过这毫不妨碍家长们的科学

教育热情，就在大家走过科技馆门外《蛟
龙入海》的电影展板时，几位爸妈就适时

给自家孩子讲起了“蛟龙号”的故事。
按照预定时间，13 个家庭来到 “亲

子科学加油站”，他们分为两组，每组由

两位科学老师带领参观。 A 组的其中一

位科学老师， 是来自上海海洋大学的大

二学生。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科学老师

宋致辉， 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参观科技

馆，我们计划参观四个展厅，按顺序依次

是动物世界、生物万象、宇航天地和地壳

探秘……”他举着小旗子，说着开场白，
乍看像一位导游。

这是宋致辉 第 一 次 给 公 众 科 普 讲

解，为了这一天的活动，他已经对着镜子

苦练了一周。 不过，实际讲解过程中，常
常有“意外”发生：在生物万象展区，孩子

们眼尖， 发现了一条不在预定参观路线

中的小路，便嚷嚷着要一探究竟，宋致辉

最终拗不过孩子，折回到了支线。
为了调节气氛， 小宋老师抛出了许

多问题，比如长颈鹿是怎么睡觉的。可他

很快被孩子们的知识量给“打败”。 倒是

他自己，由于“储备”不足，当孩子们兴致

勃勃地指着标本问 “这是什么， 那是什

么”时，宋致辉显得有些应接不暇。
尽管首秀并不完美， 但有了科学老

师带路，一个面积不大的动物世界展区，
孩子们足足兜了 40 分钟。

弥补 “到科技馆看什么”
的缺憾

“亲子科学加油站”，是新兴科学传

播机构《知识分子》旗下的付费音频产品

“科学队长”与上海科技馆合作推出的一

项全新服务。
“家长们常常犯愁，到科技馆究竟带

孩子看什么、怎么看，希望有人能带着他

们一起看。”《知识分子》首席执行官纪中

展说，他们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上海

海洋大学等高校招募了一批具有理工科

背景的讲解员，进行了三周的特别培训。
负责讲解员培训的魏朝博表示，这

次由大学生提供的亲子科学讲解融入了

更多“孩子的口味”，比如讲到大熊猫时，
游客听到的不再是它为什么喜 欢 吃 竹

子，而是大熊猫黑白两色是怎么形成的。
面对常年大客流 ， 馆方 也 一 直 在

思考如何通过优化参观路线 、 增 加 讲

解场次和丰富博物馆教育内容 ， 来 满

足不同人群的参观需求。 “很多时候，
有没有讲解员带着参观， 对游客来说，
就是看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场馆。” 纪中

展说 ， 正因如此 ， 越来越多的 参 观 者

尤其是年轻父母 ， 愿意为更好 的 观 展

体验而付费。

中科院节能示范楼宇可节能40%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这几天上

海骄阳似火， 位于浦东张江的中科院上

海高等研究院内的一幢楼宇， 在没开空

调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着宜人室温。 这

是中科院与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

发机构联手建设的节能示范实证项目。
利用可视化管理及节能高效化技术

与设备， 这幢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的

大楼的空调和照明系统， 比一般系统节

能 40%， 在满足高端研究设备运 转 的

条件下， 能耗与一般办公大楼相当。
40%的能源节省自哪里？ 在大楼地

下一层， 安装有三台逆变器离心式制冷

机和两台热回收热泵， 提供楼内暖通功

能。 为了节能， 一般大楼会调高中央空

调的温度， 这也使得室内湿度增加， 让

人体感不适。 对此， 大楼在设计时就增

加了吸附式除湿空调机组， 用热回收热

泵收集的能量供除湿机工作。
更神奇的是， 这幢大楼可以从 “天

地” 汲取能量。 屋顶上安装有光伏发电

系统 ， 年均发电理论量为 8.54 万千瓦

时 ； 地下装有 19 个管桩埋管换 热 器 ，
有效换热深度 26 米。

感应灯具与智能插座也是大楼的一

处巧妙设计。通过传感器，灯具能感应人

们所在位置，合理控制照明亮度，而当人

不在电脑旁时， 终端设备的待机电量也

将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 大楼的所有产

能、耗能都是可视化的，工作人员可以通

过电子屏幕， 看到每一处设备的能源使

用情况， 从而进行合理调整和管理。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打包优势专业，跑出“黑马行情”
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一年，部分院校投档招录模式呈现新亮点

这两天， 不少上海考生已陆续收到

了高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 这拨赶上上

海新高考改革“头班车”的考生，在过去

一个多月里， 首次尝试在高考后填报志

愿、 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以 “院校专业

组”为单位等全新的招录模式。
上周，市教育考试院已公布 2017 年

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次各院

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 （以下简称 “投档

线”）。今年，本市高招本科普通批次共有

505 所 在 沪 招 生 高 校 、990 个 院 校 专 业

组。那么，这 990 根投档线里究竟蕴藏着

哪些重要信息？ 又能给今后的考生留下

哪些启示？ 对此，记者进行了一番梳理。

高校整体位序未变 ，但
“座次”有所淡化

曾几何时， 由于高中实行文理分科

教育， 所以在高招阶段就对应产生了院

校的文科投档线和理科投档线。而今年，
文理科投档线已然绝迹， 出现在上海考

生面前的是院校专业组投档线———少则

一所院校只设一根投档线， 多则一所院

校有五六根投档线。
市教育考试院专家介绍， 从今年的

投档结果来看， 上海高校的整体位序并

未发生改变， 外省市高水平大学的整体

位序也基本保持稳定， 这说明考生对高

校的认知基本一致。
在一些高招专家眼中， 今年更值得

关注的一个现象是， 在实行以 “院校专

业组” 为核心的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方

案后， 不同高校的院校专业组之间， 呈

现出投档分数交错的现象 。 更 直 白 地

说， 院校曾经的 “座次”， 今年显得并

不那么分明了。
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 近年来财经

类专业受到考生热捧 ， 因而在 今 年 之

前———文理分科的年代里， 上海财大在

上海基本处于“文 3 理 4”的位置 ，即文

科投档线在复旦、上海交大之后，理科投

档线在复旦、上海交大和同济之后。而今

年，同济设三个院校专业组，三根投档线

分别是 565 分、559 分、559 分，而上海财

大设两个院校专业组 ， 投档线 分 别 为

558 分和 561 分， 呈现出一种相互交融

的现象。
类似的案例今年还有不少， 其背后

透露着一个相同的信息：传统的院校“座
次”在今年有所淡化，辨识度没有以往那

么高了。

巧设院校专业组，对于高
分考生吸引力大增

990 根院校专业组投档线乍看让人

眼花缭乱， 但不少熟悉上海高招行情的

专家发现， 今年部分院校通过巧设院校

专业组，跑出了“黑马行情”，个中蕴含的

信息，值得更多的高校和考生关注。
采访中， 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

了今年的“黑马”———华东政法大学。 华

政今年设两个院校专业组， 投档线分别

是 545 分和 522 分， 两根分数线之间的

分差达 23 分。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投档线为 545

分的华政院校专业组（1），所对应的均是

华政法学类专业中的“热门专业”，即卓

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华东政法大学招生

办主任王戎告诉记者， 卓越法律人才实

验班历年的招生分数线一直很高， 只是

过去按院校投档， 考生们看到的是院校

投档线，而今年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后，
单独设组的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一下子

变得“抢眼”了。
在王戎看来，志愿填报和投档以“院

校专业组”为单位进行后，让一些院校的

优势专业有机会与上游院校的普通专业

一并接受考生的综合考量， 并有脱颖而

出的可能，对于高分考生的吸引力大增。
上海大学今年设三个院校专业组，

投档线分别为 531 分、 520 分、 519 分。
与华政类似， 投档线高出一大截的上大

院校专业组 （1）， 囊括了上大理科试验

班、 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等学校优

势专业。
市教育考试院专家介绍， 从今年投

档结果来看， 绝大多数高校的院校专业

组之间的分差并不大，整体保持稳定，但
有个别院校的院校专业组投档线之间有

一定差距。 比如某医科大学设两个院校

专业组，其中专业组（1）设生物技术、临

床医学等学校特色专业，专业组（2）仅有

护理学一个专业，专业组（2）的投档线要

低于专业组（1）58 分。

由此可见， 各院校专业组投档线之

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且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出考生对专业的喜好程度。

好专业好生源良性互动，
新高考提升高校获得感

“过去，高校招生受外界条件的制约

比较多，比如文科专业尚可文理兼招，而
理科专业不能招文科生， 高校在生源选

择上的余地比较小， 只能根据专业从高

分到低分录取。”上海大学教授叶志明分

析，在今年实行以“院校专业组”招生后，
一个可喜的迹象是， 一些高校的优势专

业单独设组后，受到了高分考生的认可。
因为考生发现， 一旦填报这类院校专业

组，不管怎么调剂，只要被录取，读的都

是学校的优势专业。 这就大大增强了考

生报考的积极性。
而对高校来说， 这意味着在招生阶

段有了一定的自主权，通过优势专业“打
包”来吸引高分考生，生源的优化必定会

进一步激活院校的办学积极性， 反映出

新高考对于高校的获得感。
不少业界专家分析， 今年是上海实

施新高考方案进行招录的第一年。 从近

三年全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到

今年各大院校上演的院校专业组 “投档

线行情”，再到这一届考生步入大学后一

段时期的学习表现分析———这些信息所

形成的“头年效应”，势必会对日后的上

海高招和新高考改革的持续推进， 产生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走班教学 分层作业，激发学生潜能
毕业班学生交出亮眼成绩单，延安初级中学有何秘诀？

2017 年上海中考录取工作进入尾

声，延安初级中学 9 年级 2 班的成绩单

获得家长频频点赞： 全班 33 人中，600
分以上的有 10 人，数学满分有 7 人；14
名同学被上海中学、 华东师大二附中、
复旦附中和上海交大附中 “四大名校”
录取，8 名同学被延安中学录取。

记者昨天获悉，今年中考，该校有

三个班级考入“四校”的学生数量超过

10 人。如此成绩背后有何奥秘？校长许

军说，好的教育，是为孩子提供他们可

选择的、喜欢的学习，激发出每个人身

上的潜能。在他看来，教育的优质均衡，
并不是指给所有孩子同样的教育，而是

根据个体差异，给每个孩子提供最适合

的学习内容和教育方式。

作业在精不在多， 学生
甚至可以申请免写

因材施教的道理大家都懂，可想要

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延安初级中学的秘

诀在于“走班教学”。
这项全新尝试始于去年，学校召集

年级里一批优秀教师，对不同学情的学

生开展走班教学辅导。 初三年级组长、
数学教师朱琛说， 走班辅导主要抓两

头：针对薄弱学生，老师的职责是查缺补

漏，帮助他们扎实掌握基础知识；针对基

础较好的学生， 老师则有针对性地引导

他们进入考试状态，适当提高难度。
没想到第一年尝试就收到了不错

效果。 9 年级 3 班班主任、化学教师盛颖

琦说，筹划走班初期，她举荐班级里 6 名

成绩较好的同学参与。 经过一个学期辅

导， 这 6 名同学中考成绩都超过了 600
分；朱琛也说，一些原本成绩不太理想的

学生参与走班后，也考取了满意的高中。
给每个孩子适合的教育，还体现在

“分层作业”上。
毕业生季弋琨今年中考以 613 分

的好成绩被上海中学录取。初中四年学

习时光，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作业很少，
课余活动非常丰富”。 因为数学成绩突

出，临近中考前，季弋琨主动向老师提

出不上数学课、免写数学作业，以便把

时间用在相对薄弱的语文学习上。
已被延安中学录取的毕业生袁婧

说， 即便是进入初三的总复习阶段，老
师布置的作业两小时内也能做完，“每

晚 8 点之后的时间，由我自己分配。 ”
“作业在精不在多。 ”10 班班主任、

英语教师丁佳说， 在延安初级中学，各
学科教师都开发了分层的校本作业。 比

如， 基础型作业题目面向全年级学生，
提高型作业题目供学有余力学生选做。

日常教学中，教师也会根据学生表

现灵活布置作业。 朱琛介绍，几乎每个

月，学校都会问卷调研学生做作业时间

和睡眠情况，据此动态调整作业量。 而

每次考试后，各学科备课组长也会据成

绩情况，调整个别班级个别学科作业。

“心灵鸡汤” 和 “打油
诗”，鼓励孩子不要畏惧

提及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7 班

毕业生廖若晨心怀感恩：“能感受到每一

位老师的用心。 ”她的记忆里，留存着物

理老师刘虹每天在作业上印刻下的 “心
灵鸡汤”，比如“今天的汗水就是明天的

珍珠”，以此鼓励大家不要畏惧物理。
刘虹懂得如何激发孩子们的学习

兴趣。 她会把每次物理测试中第一名学

生的名字印在下期考卷上， 并给这些孩

子命名为“物理王”。，她还时不时会和学

生以打油诗方式“娱乐”互动，比如“谁说

一动脑，马上见分晓。 天天练一练，脑子

多思考。 短期不见效，长期必变好！ ”
朱琛说，每次小考过后，学生们都

会拿到 “体检表”， 上面不仅有学科成

绩，还有每科老师的点评。 盛颖琦执教

3 个班级的化学课， 每个班级平均 35
名学生， 初三大概要经历八九次测验，
一年间，她为学生写过近千条评语。

让老师愿意为学生们付出，源于学

校对于教师激励政策的优化。延安初级

中学评价教师以备课组为单位，不强调

个人英雄主义。 这样一来，备课组内任

何一个老师，在面对不是自己带教班级

的学生提问时，同样会耐心解答。

帮助青春期的孩子被认
同、被信任

初中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叛逆

期。如何处理好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和

谐家庭环境，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之一。
8 班毕业生刘忱锴今年被华东师

大二附中录取。 母亲陆女士说，进入初

三后， 她明显感到儿子的情绪有所起

伏，与同学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摩擦。 为

此，班主任许老师多次与她沟通，让她

学会如何倾听孩子，怎样为孩子减压。
丁佳也回忆说，自己班级有一名女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与母亲之间发生了

较大摩擦。 “那时候我在孩子面前一提

及母亲，她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为此，丁
佳建议孩子的父母要懂得“示弱”，在关

心孩子成绩之外， 更要关心孩子心理健

康。 “多次沟通之后，这对母女的亲子关

系大为改善， 孩子成绩也逐渐恢复到正

常水平，最终考取了一所示范性高中。 ”
“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需要被认同、

被信任， 是班主任老师教会了我们，要
学会聆听，在孩子压力大、不开心的时

候，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袁婧的母

亲金女士笑着说。

延安初级中学数学教师与学生们一起讨论问题。 （延安初级中学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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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专家为高原眼病开通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高原的孩

子几乎没有近视的， 与之相反， 当地白

内障、 老花眼、 胬肉、 眼底病等老年眼

病的发病年龄明显低于平原地区， 且难

以及时手术。” 日前， 参加 “雪域情光

明行” 项目赴西藏日喀则公益援助的上

海青年志愿者顺利返沪。
沪上眼科专家在当地开展公益白内

障手术时发现 ， 由 于 高 原 地 区 的 紫 外

线等光线直射 、 医疗技术相对 落 后 等

原因 ， 当地老年眼疾的发病状 况 不 容

乐观。 “17 例白内障手术， 65 岁以上

的患者只有 2 名， 其余 15 名患者都在

55 岁至 65 岁之间， 比平原地区小 5 岁

左右。” 此次医疗志愿者在当地开展的

白内障公益手术， 甚至需要蜡烛来辅助

照明。
此行， 新视界眼科医院与日喀则市

人民医院眼科已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开

通对西藏群众的眼病绿色通道， 并开展

医生互换培养计划， 帮助当地提升白内

障等老年眼病的治疗水平。

近两成受访者对肝炎持有偏见
本报讯 （记 者陈青 ） 在 第 七 个

“世界肝炎日” 来临前夕， 由市卫生计

生委主办的 2017 年 “规 范 检 测 治 疗 ，
遏制肝炎危害” 主题宣传活动暨 《病毒

性肝炎宣教指导和释疑》 新书首发仪式

昨天举行。 市疾控中心发布最新调查显

示， 近两成市民对肝炎持偏见， 近四成

受访者存在歧视行为。
目前， 全球每天因肝癌死亡者有近

4000 人 ， 每年则达到 140 万人 。 市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最 新 调 查 显 示 ，
19.43%的受访者对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持 有

社会偏见， 存在歧视行为的受访者占比

35.63%。 但对 “病毒性肝炎传播途径”
的 回 答 正 确 率 仅 15.08% ， 其 中 接 近

30%的受访者仍认为 “同桌吃饭” 可感

染乙/丙型肝炎 ； 而 “共用牙刷和剃须

刀” 这一项高危行为仅得到 49.75%的

受访者认同。

今年， 市疾控中心联合市感染性疾

病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 市医学会感染

病专科分会和肝脏病分会， 组织本市在

病毒性肝炎预防、治疗、保健和医疗卫生

政策等领域的数十位专家和学者， 在解

答前期收集的 1888 题病毒性肝炎病人

问题和 706 题“12320”市民热线咨询问

题的基础上，历时半年，编写完成全国第

一本病毒性肝炎教育指导意见， 将开展

系列肝炎患者教育和志愿者培育项目。
上海历来重视肝炎防治工作， 早在

2011 年就结合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和家

庭医生制度建设， 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

慢性肝炎患者的社区签约管理工作， 协

助临床医疗机构为慢性肝炎患者家庭提

供体检、 病程监测、 转诊、 疫苗接种、
健康咨询和消毒指导等健康服 务 。 目

前， 全市已有 37 个试点社区可为慢性

肝炎患者提供签约管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