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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疆直飞专机首抵喀什
百余沪上医务人员开启义诊之旅

本报喀什 4 月 6 日专电 （记者王星） 今天下午 3 时， 由

东方航空上海浦东飞往喀什的首趟直飞航班抵达喀什机场， 开

启了来自上海的 108 名医务人员在喀什 8 天的义诊之旅。 当天

下午 3 时 30 分， 喀什地区在机场举行了接机仪式。

此次直飞航线， 是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和东航股份公司共同努力开通的。 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将在此

基础上以旅游包机、 旅游专列为主要抓手， 大力推进商旅文融

合发展， 推进旅商互促、 旅文互促， 推动旅游商品直销和民间

交流交往交融。 据了解， 该直飞航班将从 4 月 6 日一直持续至

10 月底， 每周一班， 于每周六执飞。

此次直飞首航班机的乘客中 ，有 108 名医务人员，他们积

极响应上海援疆指挥部号召，依托上海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

的资源优势，来到喀什地区开展“健康帮扶、送医下乡、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等系列活动。 其中，51 名上海医务人员将分为 5 组分

别前往社区、学校等单位开展健康义诊，为当地各族群众提供专

业的健康咨询， 以实际行动关心关爱这些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的基层工作者。 其余专家将走进各病区、护理单元、手术室和示

范教室，一对一的开展精准医疗帮扶，针对疑难病例现场查房，

答疑解惑，开展专题讲座。

植物免疫系统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科学》刊文详细介绍清华大学与中科院联合科研成果

扎根大地， 遭遇病虫害侵袭只能硬扛的植

物，体内究竟拥有怎样的免疫系统，才能发展到

今天这般品类繁盛？ 美国《科学》杂志日前刊发两

篇长文详细介绍清华大学柴继杰团队、王宏伟团

队，以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周俭

民团队共同合作所取得的重磅发现：科学家首次

看到了植物免疫系统中的重要力量———抗病小

体的清晰模样。

这项研究成果的预印本一上网，就受到了国

际同行的赞誉。 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欧洲分子生

物学组织委员索希恩·卡蒙（Sophien Kamoun）教

授表示：“这个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我们领域从

未有过的全新模型，给植物免疫领域带来了很多

启示。 ”他认为，这项成果不仅为人类认识植物的

免疫系统打开了一扇大门，在未来也能对农业起

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15 年，数十位博士生“海选”目标

“病虫害每年都会给我国粮食生产造成大量

损失， 而这个成果攻克了植物抗病领域的重大难

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语气中难抑兴奋之情。 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周雪平教授

也表示，希望该成果能从根源上让植物提高抗病

能力，大量减少中国乃至全世界农药的使用量。

25 年前，国际上首次发现了植物中的抗病蛋

白，人类也首次认识到了植物生命体中的“二重

防御”体系：第一道防线在细胞表面，通过识别病

原体的共通特征，拉响免疫警报；第二道防线在

细胞内，有的病原体能蒙混过第一道防线，将毒

性蛋白注入植物细胞，此时细胞内的抗病蛋白会

针对性地识别，一边剿灭“入侵者”，一边下令被

“攻陷”的细胞“自杀”，保证植物体的健康。

然而，抗病蛋白们究竟如何被激活并执行任务

的？ 很多国际顶尖实验室想有所突破却一直未果。

“在植物体内 ，抗病蛋白种类很多 ，比如小

麦、水稻都有 400 多个。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柴继杰介绍，这些蛋白个头巨大、结构复杂，

平时在细胞里数量又很少，只有当自己负责的外

敌入侵时，才会被多制造出来一些，因此想要得

到纯化样品，并解析其三维结构，难上加难。

2004 年柴继杰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国后，

开始了解开谜团的努力。 为了在浩如海洋的抗病

蛋白中筛选理想的研究对象，先后有几十位博士

研究生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 直到 2013 年，抗病

蛋白 ZAR1 才出现在柴继杰的视线中。 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周俭民研究员同样付

出了多年心血，他发现 ZAR1 可通过“诱饵”激活，

通俗来说，它可以被“诱骗”而大量表达，同时进入

“战斗状态”。于是，两个课题组与清华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专注冷冻电镜结构解析的王宏伟教授课题

组携手，开始了攻破植物免疫世界谜题的征程。

坚持、积累和运气，一个都不能少

“能有今天的突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

柴继杰说， 曾经有一年多， 他都没去过问这个课

题，那时候真的感到希望渺茫，似乎没有出路了。

他们碰到了一个难题：ZAR1 身上有个 “插

销 ”ADP，当毒性病毒拨动这个 “插销 ”，ZAR1 就

会被激活。 当时，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柴继杰的

博士生王继纵却发现，这个“插销”被拔下后，却

找不到让它维持激活状态的小分子。 “很多时候，

你和成功就隔着一层窗户纸， 却不知道怎样捅

破。 ”柴继杰没有去催王继纵，终于，一年多后，曙

光出现了！他们终于发现了那个对的分子。 “接下

来的研究，可以说势如破竹。 ”柴继杰说，科研就

是这样，坚持、积累和运气，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这十几年的坎坷绝对不少。 比如，要让

ZAR1 在细胞体外激活， 并组成形态复杂的 “战

队”，就必须将它在细胞里的那些“帮手”一一找

到，并在体外配齐。 又如，有些蛋白质的个头非常

小，如果没有高超的冷冻电镜成像技术和独到的

算法，同样难以完美呈现 ZAR1“战队”的形态。

经过不懈努力，三个科学家团队梦寐以求多

年的植物抗病蛋白真正的“战斗状态”呈现在了

他们的眼前———ZAR1 被“诱饵”激活后，组装成

含三个亚基共 15 个蛋白的环状五聚体蛋白机

器，仿佛一艘五角星的太空飞船。 这被科研团队

命名为“抗病小体”。

免疫策略，动植物有“共通的智慧”

当看到 ZAR1 组成的抗病小体时，柴继杰不

禁感叹大自然的造化： 在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

中，动植物竟然有着共通的智慧！

此前， 科学家已经发现， 动物体内的炎症小

体，也是多个蛋白组合，因此一直猜想植物抗病蛋

白或许也是这种工作模式。 没想到，还真猜对了！

柴继杰告诉记者，尽管体内抗病蛋白数量众

多，但总有防不胜防的疾病来袭。 抗病蛋白可以

组合作战，显然就使其应对陌生病毒的本领强大

了不少。

这一次，三个团队紧密合作，揭示了抗病小

体的工作机制。 比如，抗病小体形成后直接在细

胞质膜上发出自杀指令，很可能是植物细胞死亡

和免疫执行者。 该项工作填补了人们 25 年来对

抗病蛋白认知的巨大空白，为研究其它抗病蛋白

提供了范本。

“当我们搞清楚了抗病蛋白的工作机理，就

能针对不同病毒，设计出抗病蛋白，让农作物更

方便地获得某种抗病性。 ”柴继杰说，这不仅可能

让育种更迅速，也可能大幅减少农药用量，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 李家洋表示，希望尽快将该成果

应用到分子育种中。

然而，植物抗病蛋白种类繁多，还有没有不

同类型的工作方式？ 新的抗病蛋白如何设计？ 科

学的“为什么”似乎无穷无尽，这个清华大学与中

国科学院的强强组合，还将继续他们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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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科考凯旋，后勤保障队伍功不可没
勘探通路堪比《流浪地球》里运火石的艰难，还要跨过“四分之三”障碍

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日前凯旋抵

沪！ 这一次，科考队员和后勤人员的比例终

于达到 1∶1。 较之美国一名科考队员背后有

四个后勤保障队员。我们的后勤队员承担了

更多的重任，也承受了更多的危险和孤独。

这支年轻的队伍，勘探通路比科幻影片

《流浪地球》里运火石还要艰难，卸运数千吨

物资，比“双 11”快递员还要疯狂，他们还要

跨过“四分之三”障碍的心理难关……日前，

记者采访了这支年轻的后勤保障队伍。

推开上海极地研究中心考察运行部的

房门， 迎面看到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这

个部门共 30 人，80 后、90 后占大多数。和其

他科考队员相比，他们既要承担国家的南极

重点项目，又要保证南极考察队员的吃穿住

行等基本保障，却很少为人所知。

从冰雪中走出一条路来

金鑫淼，运行部的 90 后男孩，黝黑的皮

肤和一笑露出的两颗大白门牙让人印象深

刻，大学一毕业就去南极现场锻炼。 在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中，他被委以重任———为中国

第五座南极考察站进行道路勘察，寻找通往

临近考察站和更广范围考察的道路。

中国南极新站选址恩克斯堡岛，位于南

极西南门户，如能打通通往附近的意大利等

国南极考察站的道路，将会更好地扩展我国

新站开展国际合作等功能。

但崎岖的高山和冰原，危险无处不在。

“最危险的一次，一位队员刚从车上下

来，大腿就陷到冰层里去了。 ”金鑫淼说。 冰

缝是潜伏的“杀手”，要发现它们，主要靠队

员们的眼力和经验。 小金虽然年轻，但酷爱

户外运动， 并且已参加过三次南极内陆考

察，还在中山站连续工作了 15 个月。

探路时，金鑫淼和其他三名队员拿着登

山镐和导航仪， 一根绳子串起了他们四人，

像极了《流浪地球》中那支向杭州运送火石

的队伍。 尽管早就拿到了这一带的卫星图，

但更多时候不得不绕路，因为如果按照导航

走直线，40%的路程是山地。

晚上 11 点， 探路小队就要搭帐篷睡觉

了，虽然南极不用担心野兽出没，但需要克

服另一个困难———亮光，因为科考队去的时

间总是南极的夏季，正是极昼。第二天，每个

人吃过一碗方便面，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

多天的野外勘察，探路小队成功打通一

条 40 公里的路， 可以通向附近意大利和韩

国考察站，以及附近的冰盖，有了它，我国南

极新站将发挥更大的优势。

比“双 11”快递员更疯狂

运行部 80 后魏福海是 35 次科考队的

副领队。他说，每次考察，雪龙号到达中山站

附近，卸货都是首要任务。 如果物资无法卸

运到南极大陆，考察站将无法正常运行。

今年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更遭遇了比预

期更严重的冰情，“雪龙”船到考察站之间横

亘着直线距离 40 多公里的海冰，2000 余吨

物资，既有科研设备、建筑物资和各站燃油、

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靠直升机往返吊运

很难完成。 海冰卸货是考察队的必选方案，

但一米多厚的海冰下是深不见底的大海，冰

塌了怎么办？ 冰面断裂怎么办？ 冰上运输充

满了不确定性———但，这就是南极！

南极的好天气转瞬即逝， 一场比 “双

11”更疯狂的海冰卸货战开始了。 甲板人员

刚把货物放在雪橇上， 车辆就拉上雪橇出

发， 车队像一条传送带一样快速运转起来，

同时，直升机吊着集装箱一次次往返于船站

之间，海陆空联合卸货作业随即展开。

“阿华，阿华，是不是看到美女了？”看到

雪地车驾驶员姜华的车子在雪地上划了一

道半弧，队友们通过对讲机调侃道。 实际上

哪有什么美女， 只不过队员担心姜华太困，

会让雪地车跑偏到危险区域，毕竟所有人都

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受制于天气和海冰的不确定性，冰面运

输必须 24 小时无休，尽快结束，很多队员每

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连续奋战七天七夜，大

部分物资从冰面完成了运输登陆。大家悬着

的心才终于落地。最终 35次科考队单次卸货

量创下了新高，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极

地中心的成员都期待 “雪龙 2号” 加入以后，

“卸货战”能轻松一点，毕竟得益于“雪龙 2号”

的破冰能力，船站之间的距离会大大缩小。

关心每一个人的情绪波动

在运行部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里 ，59 岁

的崔鹏惠是难得一见的老面孔，他也是中国

第 34 次南极科考越冬队中山站站长， 不久

前才随第 35 次南极考察队返回上海， 他以

近 60 岁的“高龄”，在南极度过了 15 个月。

近年来科考站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长

时间处在黑暗中，队员更容易出现的是心理

问题。 越冬队有一个“四分之三”现象：驻守

时间行进到 3/4 时， 人们容易出现暴怒、沮

丧等心理问题。 崔鹏惠对此十分重视，留意

着 19 名队员的情绪波动。 要让队员们情绪

舒畅，科考站这个“家”一定要建设好。 这次

南极科考，后勤队员为中山站更换了一套用

水设备，还搭建了一个蔬菜大棚，享受着拧

开水龙头就能流出的热水，看着连接两幢宿

舍楼之间的绿油油的蔬菜，让不少科考队员

心情舒畅。 吃火锅是最能调动队员情绪的

事，在崔鹏惠的提议下，驻站队员每个月能

吃一顿火锅，看着生菜在锅里翻腾，吃着饺

子，不少队员平安跨过了“四分之三”障碍。

崔鹏惠归来，运行部一位名叫强海飞的

80 后小伙子接过了越冬站管理员的班 ，他

也要在南极经过一年半的考验，这是运行部

每位队员的必修课，小伙子们调侃：唯有内

心强大，有情怀有激情的年轻人才能经得起

南极风雪的考验，才能留在团队继续战风斗

雪，为祖国极地事业继续战斗。

叶挺：拳拳爱国情 铮铮铁骨义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

1896 年生于广东惠州一户农

家。 启蒙老师陈敬如为其改名

“挺”，意为“人要上行、叶要上

挺”，有挺身而出、拯救中华之冀。 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

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7 年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长信，抒其“振污世，起衰弱”之志。

1924 年，叶挺前往苏联学习，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 20 多年都奋战在艰苦辉煌

的革命斗争中。 1925 年回国后，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

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他带领独立团进攸县、

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陷武昌，战无不胜，攻

无不克，“铁军”威名由此远播，“北伐名将”享誉中外。 1927 年 8

月，南昌起义号角吹响，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 12 月，叶挺参

与领导广州起义，成为工农红军总司令。 起义失败后，他漂泊海

外。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毅然归国，汇聚南方八省健

儿，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一年

内对敌作战达 500 多次，毙伤日伪军超过 7000 人。 1940 年，叶

挺率部取得反“扫荡”重大胜利，被各界称为“中华民族的干城”。

1941 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叶挺谈判时被非法扣押，先后

被囚于上饶、桂林等地。被囚 5 年多，叶挺不惧国民党威逼利诱，

写信表示“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并作《囚歌》明志，要“在烈

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 年 3 月，叶挺终于获释。 出狱后第

二天即致电党中央，希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复电，

称赞叶挺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 20 余

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叶挺重新加入中国

共产党。 4 月 8 日，因飞机失事，叶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

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新华社记者 丁乐 （据新华社广州 4 月 6 日电）

荩抗病蛋白被毒性蛋白激活， 形成抗病小体。 （均清华大学供图）

▲植物抗病小体俯视、 侧视、 仰视的结构示意图。

后勤保障人员在 1.5 米厚的冰层上卸货。 （上海极地研究中心供图）

优质综艺重启实力派宝藏价值
（上接第一版 ）无论是 《声临其境 》还是

《声入人心》， 都给观众和演艺圈上了生

动的一课：能够为作品添彩增色的，一定

不是苍白浮华的虚有其表， 而是厚重纯

粹的艺术魅力。 “让职业的人做职业的

事， 对自身职业的敬畏和尊重会引领观

众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 ”上海戏剧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魏东晓认为， 这些

原创综艺节目不靠赛制产生刺激感，不

强调输赢带来戏剧性， 摒弃了以选秀和

竞赛排位为核心的驱动机制， 而以正确

的艺术观、价值导向感染观众，反映出制

作方对综艺节目本质的认知更加深刻。

期待实力派重新做回
主角，不只有综艺一个舞台
虽然在《声临其境》中刘敏涛从少女

演到老年，过了一把“百变女王”的瘾，但

走下综艺聚光灯，刘敏涛顿时“暗淡”了

许多。 当良心综艺将“戏好人不红”的演

员一个个重新请回聚光灯下， 并接受观

众发自内心的“点赞”的同时，也牵扯出

一个备受质疑的行业现状：曾几何时，这

些演技派在大众银幕、 荧屏上渐渐被边

缘化甚至消失了？

息影七年后重回影视圈， 刘敏涛已

经成了“40+”女演员。电视剧《伪装者》中

的“大姐”和《琅琊榜》里的“静妃”虽然为

她打开了知名度， 但刘敏涛在一次采访

中坦言， 在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可挑选的

角色很狭隘， 中年女性想有场爱情戏都

不容易。刘敏涛的表态，其实反映了国内

当下中年女演员的普遍现状。 生完两个

孩子的姚晨再回到职场时， 已处于十分

尴尬的境地， 她说自己明明到了一个演

员最成熟的时刻， 但市场上适合自己这

个年龄段的戏却越来越少。

何止是“她们”，不再年轻或无法偶

像化的男演员们， 也面临着被影视作品

边缘化的现实。撑起了电视剧《少帅》、演

活了“张作霖”的李雪健说，“咱们（市场）

不爱老年人的戏。 ”日前，在一场话剧新

闻发布会上，戏骨濮存昕也向大众表态，

一直演舞台剧不拍电影不是自己不情

愿，而是没机会，“影视作品没我的活儿，

我演的东西没人看。 ”他在大众荧屏上的

身影，至今还定格在 2012 年电视剧 《推

拿》里那个仙风道骨的“沙复明”上。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古装剧、 玄幻剧

和武侠剧里，昔日的影帝视帝、老戏骨和

资深演员们一个个成了流量明星的集体

陪衬，有时更能看到他们组团出现“跑龙

套”。 流量明星负责赚钱，老戏骨负责贡

献演技，以市场回报为唯一创作准绳，带

来的是影视作品艺术水准的不断下跌。

这些浮躁的 IP 剧、 流量剧充斥荧屏，被

网友们讥讽为“影视降级”，反复透支着

观众市场的热情与期待。

《声临其境》这档节目的出现，被很

多人视作“好演员的春天到了”。 “但演技

派只能靠综艺做回主角， 显然还未迎来

真正的春天。 ”黄昌勇表示，期待行业能

够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现状，驱散流

量泡沫，从创作、制作上把好品质关，让

更多艺术情操高尚、 表演技术精湛的优

秀演员挑起文艺创作的大梁。

“急支糖浆”背后，那些你所不知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

为证明补肾药物可直接进行静脉滴

注， 沈自尹曾委托母校上海第一医学院

药学系把补肾中药成分萃取成静脉针

剂。这样的针剂纯度有限，谁都不敢贸然

在病人身上试验。 沈自尹就把自己当作

实验对象，以身试药。

1959 年秋，沈自尹在参加上海第一

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时注意到：

在西医看来全然不同的某些病， 如功能

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冠心病等，在

某个阶段都有相同的肾虚症状， 都可以

用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而提高疗效。

这分明是 “异病同治”！ 那么，“异

病”既可以“同治”，这些不同疾病间一定

有共同的物质基础。 这个科学假设埋在

他的心中。

根据中医的脏象学说，“肾” 是先天

之本，主管人的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

由此他想到，研究“肾”的本质，可能辟出

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新途径。 经大量指

标筛选，他和同事进而发现，尿 17 羟皮

质类固醇（简称尿 17 羟）测定在肾阳虚

病人中普遍很低，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沈

自尹最终通过“异病同治”找到了肾阳虚

的初步物质基础， 成功找到一个中西医

的结合点。

在 1960 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交

流大会上，他的论文被宣读后，全国有七

个省市按这一辨证标准进行尿 17 羟值

的验证，都重复出该结果，远在日本的高

雄病院也在 17 例肾虚病人的实验室指

标测定中得出相同结论。 这是中西医结

合对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 他

们继而发现了管辖肾上腺皮质的脑垂体

功能低下， 又发现调节脑垂体的下丘脑

功能也紊乱。 1965 年，上海选了三篇论

文参加国家科委中医中药组成立大会。

会后， 沈自尹受协和医院邀请去宣读论

文。历经十年磨砺，终于把当时西医并不

太认识的中医精华， 在中国西医的最高

学府里进行宣讲。自此，中西医结合研究

开始获得学界的认可。

进入 21 世纪， 沈老还将系统生物

学、干细胞研究和中医的研究结合起来，

陆续取得了很多成果， 他也因此受邀到

哈佛大学演讲。 沈自尹终于可用中西医

结合的实践成果自豪地向世人宣告：祖

国医学的确蕴含深刻的科学原理。

坚持看“普通号”，研发急
支糖浆造福病患

为传统中医引入现代注解， 开拓出

全新学科门类， 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个中

西医结合博士及一批学贯中西的医学人

才……沈老的成就很多。

1969 年，他报名参加去四川山区的

中医药探索队，当地百日咳流行，小儿咳

呛不止，山区缺医少药。 按中、西医理论

所长，沈自尹拟定了中草药处方，用大锅

汤的形式发药，患儿病情大获缓解，有效

控制了百日咳的流行。回沪后，他研究出

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的药剂， 在中西医结

合病房使用，疗效显著，后来成为华山医

院的院内制剂。

上世纪 80 年代， 四川涪陵制药厂

（现重庆太极集团）请当地卫生局负责人

赶到上海找沈自尹。原来，药厂希望寻求

新生机， 想到了这位当年下乡治人无数

的“高明医生”。在药厂求得的方子里，就

有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的华山医院院内制

剂，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急支糖浆”。

而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大师 ，

到 89 岁高龄， 仍坚持在华山医院坐诊，

且只看普通门诊。 “普通也好，专家也好，

病人来看的都是我沈自尹， 没必要让病

人多花钱。 ”他总这样说。

生前，沈老在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易经》。

学生王文健教授说， 中西医结合处

于中医、西医之外的“第三地带”，没有先

天优势可以“啃老”，需要面对很多外界

的无视、看轻、怀疑。 科研的道路上常常

寂寞相伴， 如何让两个看似对立的学科

体系糅合发展，并获得主流认可，唯有拿

出令人信服的成果。

“设身处地理解沈老心目中的中西

医学科，或许能对这句话，对他的奋斗人

生有更深刻的理解。 ”王文健教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