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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发现人体内导致肝癌的易感基因区域

由中科院贺福初院士领衔的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肝癌研究领域又有重大科学发现：在人类染

色体的一个特殊位置发现了一个容易导致肝癌的易感基因区域。相关研究成果 8月 2日在线发表在《自然

—遗传学》杂志。

为找到并确认容易导致肝癌的遗传易感基因，课题组联合南京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等 10多家单位的 100 余位科研人员，在国内 5个肝癌高发区收集了 4500 多

名肝癌病例和对照个体，运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方法，在全基因组范围内进行了系统的筛选和实验验证。

经过两年多潜心研究，他们在人体第 1号染色体的一个特殊位置发现了一个由多个基因组成的区域，这个

区域是容易导致肝癌的“罪魁祸首”。这一重大发现不但有助于科学家们深入解析肝癌的发病机制，而且

为肝癌的风险预测、早期预防和个体化治疗以及新型高效药物的筛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生物靶标。

贺福初表示，该研究是国际上首次基于大规模人群和全基因组水平的肝癌易感基因的筛查研究，所使

用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技术是目前全球科学界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拉网式搜寻重大疾病易感基因的研究方

法。

我国科学家成功绘制牡蛎全基因组序列图谱

由中科院海洋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和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共同绘制完成的牡蛎全基因组序列

图谱发布会 7月 31日在青岛举行。这是世界上首张养殖贝类的全基因组序列图谱，标志着基于短序列的

高杂合度基因组拼接和组装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初步分析表明，牡蛎基因组由 8亿个碱基对组成，大约包

含 2万个基因，基因组数据支持了海洋低等生物具有高度遗传多样性的结论。随着牡蛎基因组数据的深入

研究，将批量发掘生长、发育、生殖、抗逆性等性状相关的重要功能基因，对重要经济性状的解析、新品

种的分子选育提供基因基础，为有效改变牡蛎的生活习性、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提供更广阔的技

术思路。

新技术实现一次性达到 HLA分型最高分辨率

从今年7月开始，深圳华大基因应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只需通过一次实验就能够读取数千份样本的HLA

序列数据，并一次性达到 HLA 分型的最高分辨率，同时还可发现新的等位基因。在检测通量、数据质量、

成本控制等方面都有质的飞跃。应用这种新技术进行高分辨配型，成本不到传统技术的一半，能避免多次

配型给患者造成的额外经济负担，也为治疗争取宝贵的时间。

华大基因计划投入数亿资金，专项支持国内的骨髓库将现有低分辨分型数据转化为高分辨率分型数据，

提高配型和移植的成功率，让患者真正受益。同时，华大基因正在与国内血液学领域的相关专家联合研发

白血病基因诊断新技术，并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白血病流行病学普查，为白血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第

一手的科学资料。

我国科学家首次揭示辣椒素改善血管功能及降压新机制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973 计划资助下，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祝之明团队自 2003 年起系统深入研

究了辣椒素对心血管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2007年，他们首先揭示了长期辣椒素干预可作用于脂肪组织的

辣椒素受体（TRPV1)，并能够抑制脂肪合成和预防肥胖的机理。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

膳食辣椒素干预能显著增强内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反应。为明确膳食辣椒素有无降压作用，他们用遗传性

的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进行实验。结果显示，长期的辣椒素饮食干预，能明显降低血压，血管的蛋白激酶 A

和一氧化氮合酶磷酸化水平显著升高，同时伴有血浆一氧化氮代谢物浓度增加。祝之明表示，本研究首次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745.htm?fr=ala0_1_1


揭示了干预辣椒素受体对血压的有益作用，不仅能为今后开发新的降压药物提供启示，也为指导民众健康

膳食及心血管代谢病的人群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8月 4日，《细胞代谢》杂志在线发表了该成果。

我国自主开发出艾滋病病毒膜融合抑制剂

由天津扶素生物公司自主开发的艾滋病病毒膜融合抑制剂——西夫韦肽近日顺利完成Ⅱb期临床试

验，其疗效十分显著。该公司依据艾滋病病毒膜融合蛋白 gp41 的空间结构，全新设计和合成的新一代膜

融合抑制剂，已获得中国、美国及欧洲等专利授权。

目前扶素生物公司已完成西夫韦肽临床前以及Ⅰa、Ⅰb、Ⅱa和Ⅱb期临床研究，所有临床研究均按照

国家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的要求进行，共有 200 余例志愿者和感染者参加了临床研究。研究结

果显示，西夫韦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每日一次 20mg 西夫韦肽的单药治疗效果等同于每日两次、每

次 100mg 的美国同类上市药物 T20。Ⅱb期试验结果显示，在联合治疗 24周后，西夫韦肽能够显著提升抗

病毒治疗效果，与使用传统抗病毒药物治疗相比，西夫韦肽可使艾滋病病毒载量降至检测不到的水平提升

59%，并使 CD4细胞计数的增加率提升 89%。西夫韦肽的注射位点反应的发生率为 7%，远低于 T20的 98%。

中国科学家开发出自主知识产权核磁共振数据处理法

经过 10 余年的攻关，长江大学何宗斌博士独立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测井数据处理

和解释软件系统。据介绍，一般来说，国内开发的相关软件最多只能处理一两种数据，国外的软件也只能

处理自已公司的仪器数据，而该技术能有效处理国外三大石油服务公司（斯仑贝谢、哈里伯顿、贝壳休斯）

四种类型的核磁共振测井仪的数据，具有统一的测井数据处理解释软件平台。在清楚分析核磁共振测井仪

的原始数据结构、数据保存方式、测量模式的基础上，就能全面评估测井质量与校验错误数据。

该技术已在油田定性与定量评价油气中得到有效检验。河南油田一口探井在进行核磁共振测井后，解

释了许多油层，但油田进行三次试油的结果却是全部出水。采油方认为该井将打空(无油气)，现场专家也

对核磁共振测井失去了信心。受邀诊断的何博士在收集、分析资料后，提出了唯一的试油层位，结果试油

压喷日产油 7.46 吨，达到了工业油气流价值，避免了该区块无油的结论。目前，该技术已在中石油、中

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的测井数据处理中得到普遍运用。

中国科学家成功从海藻中提取纤维并织成布料

经过 4年的反复实验，青岛大学夏延致团队成功利用海藻提取海藻酸盐为原料，以水做溶剂，用特殊

设备制出了强度高、性能好的海藻纤维，并成功纺成布料。到目前为止，研发人员已经可以从多种藻类中

提取纤维，包括褐藻、琼胶原藻、卡拉胶原藻，甚至是多次在黄渤海近岸海域堆积成灾的浒苔等。

在培育基地的实验室内摆放着染着多种颜色的海藻纤维、海藻酸盐颗粒以及用海藻纤维织成的布料样

品。据介绍，海藻纤维的制取已经过初试和中试阶段，大规模的生产正在准备过程中。据估算，按现有生

产技艺，一吨淡干海带可以提取 200～250 公斤海藻酸盐，形成 200 公斤纤维，而每 100 克海藻纤维就能

织 1 平方米布。依此计算，海藻纤维的成本初步测算每吨 5～7万元。如果把海藻纤维和棉花混纺的话还

可以织更多的布，成本更低，而由海藻纤维制成的布强度比棉的要结实。

由于取自海洋，海藻纤维具有本质阻燃性，同时，纤维中含有大量的金属离子，可有效屏蔽电磁波，

起到防辐射的作用。夏延致说，海藻纤维的这些有利特性加上良好的纺织加工性能，使它不但可以做成普

通的衣物，还可以用于制造消防服、防护服、医疗服等特殊用途的服装。

目前，该技术已获得国家“863”、国家发改委纺织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重大成果转化

等项目的支持，已申请十余项发明专利，并有 3项获得授权。

中国成功发射“遥感卫星十号”

http://bike.baidu.com/view/1427478.htm


8 月 10 日 6 时 49 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遥感卫星十

号”送入预定轨道。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第五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8 月 5日 17 时 57 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我国第五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实施第 2批次轨道位置捕获

控制，卫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8月 1日 5时 30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第五颗北斗导航卫星。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先后发送上千条遥控指

令，成功实施了太阳帆板展开控制、通信天线展开控制、远地点发动机点火变轨控制等一系列高难度控制。

针对第五颗北斗导航卫星技术状态新、控制过程复杂等特点，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科学制订测控计划，精确

完成了卫星 3 次远地点变轨控制和 2次轨道捕获控制，使卫星进入距地面 36000 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

我国提出和推动制定的物联网领域首个国际规范发布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了集装箱货运标签系统。这是在物流和物联网领域首个由我国提出并推

动制定，并由ISO正式发布的可公开提供的规范。据国家标准委介绍，该规范的全称为《ISO/PAS 18186：

集装箱－RFID 货运标签系统》，它是在我国国家标准《供应链监控用集装箱电子箱封应用技术规范》（GB

/T23678－2009）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的。它的推广有助于加速开发低成本、安全可靠、使用方便的集装箱

电子装置，将对提升国际集装箱安全运输水平发挥作用。

该系统通过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与互联网的结合，可为货主、港口、船舶运营公司、海关和商

检等单位提供集装箱实时货运状态信息，实现集装箱运输信息由“告知”到“感知”的变革，对提高集装

箱的安全水平和运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典型区大规模冻土本底考察全面启动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青藏高原典型区冻土本底考察于 7月底全面启动，野外队 7月 31

日从格尔木青藏高原冰冻圈观测试验研究站出发。考察人员由中外专家联合组成，共计50多人。据介绍，



此次考察主要针对喀喇昆仑山地区、西昆仑山地区、羌塘盆地的冻土、活动层土壤、陆地表层生态和植被

等，主要通过冻土调查采用踏勘、钻探、坑探和物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土壤主要采取坑探方式，植被采

取样方调查的方案，获取上述 3个地区的冻土本底数据，包括多年冻土的界限、地温、含冰特征、冻土厚

度、上限等，深入认识上述三地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土壤特征及植被现状，为该地区的综合填土作好现场资

料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