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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发现·进展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双管齐下促进紫花苜蓿
修复钒矿污染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裘浪）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
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孙蔚旻团队在植物修复钒矿重金属污
染土壤方面的研究取得新进展，揭示丛枝菌根真菌联合柠檬酸
螯合剂，促进紫花苜蓿修复钒矿原位污染土壤的作用机制。相
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污染研究》。

丛枝菌根真菌是自然界中一类能够与陆地 80%以上植物
根系形成互惠互利关系的共生体，能够改善植物养分吸收和
生理代谢，增强植物耐重金属毒害能力，起到强化重金属污
染土壤植物修复的作用。土壤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是控制植
物提取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钒主要以残渣态形式存在于土
壤中，这严重影响了植物对钒吸收及其提取的效率。

使用合适的螯合剂，能够与重金属结合形成复合物，促进土
壤重金属成为可溶态，从而达到有效增加重金属的生物利用度、
强化植物修复效率的目的。而利用柠檬酸螯合剂提高土壤重金
属生物有效性，则是一种有效促进重金属植物提取的方法。

研究团队以采集的湖南怀化辰溪钒矿原位污染土壤为
供试基质，采用生物学盆栽实验，对施加柠檬酸条件下接种丛
枝菌根真菌对紫花苜蓿修复钒污染土壤的作用进行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施加柠檬酸到被原位钒污染土壤中，紫花苜蓿
的生长会受到抑制，接种丛枝菌根真菌后植物的生长状况得
到了改善。

同时，施加柠檬酸会导致钒矿原位污染土壤酸溶态钒增
加，促进了土壤—植物系统中钒的转运与积累。团队还指出，
10mM/kg 柠檬酸与丛枝菌根真菌接种联合对紫花苜蓿修复
钒污染土壤的效果最好。

相关论文信息：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感染新冠后抗体下降
但 T细胞免疫持续

本报讯近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卢洪洲、副
教授陈军研究团队，以感染后 7个月的 27例康复患者为研
究对象，对有保护性作用的中和抗体水平和新型冠状病毒特
异性 T淋巴细胞反应随时间的变化进行研究后发现，患者中
和抗体免疫应答下降，但 T淋巴细胞免疫持续。该成果对了
解天然免疫反应非常重要，并有助于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临床与转化免疫学》。

据卢洪洲介绍，T淋巴细胞分为两大类：CD8+和 CD4+。
前者可以识别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并杀死病毒，后者也称作辅
助 T淋巴细胞，这类细胞在机体免疫系统中处于司令官的角
色，指挥并辅助包括 B细胞、CD8+T淋巴细胞在内的各类淋
巴细胞发挥抵抗病毒的作用。高水平的中和抗体是预防新冠
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然而当抗体水平不充分时，避免疾病
重症化就主要靠 T细胞发挥作用了。

研究人员发现，96.3%的患者在症状出现后约 7 个月第
二次就诊时仍可以检测到有保护性作用的中和抗体，然而，
他们的体液反应，包括体内刺突受体结合域抗体和中和抗体
的滴度，与第一次就诊时相比明显下降。相比之下，康复后的
新冠肺炎病患体内新冠病毒特异性 CD4+T细胞所占比例持
续高于健康对照组，但 CD8+T细胞比例则没有明显变化。在
感染新冠肺炎 7个月内的康复患者中，没有观察到特异性
CD4+T细胞比例的显著变化。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新冠病毒特异性 T细胞免疫反应持续
存在，而中和抗体衰退。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延长中和抗体的
寿命，并评估这些 T细胞是否足以保护患者免受再次感染。

卢洪洲表示，该研究还在同一患者群体中进行中和抗
体、CD4+T细胞及 CD8+ T细胞对新型冠状病毒反应的联合
检查。这对于了解天然免疫反应非常重要，并有助于新冠肺
炎疫苗的研发。 （孙国根黄辛）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Bt抗虫水稻根际菌落
复杂性和密度不减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在线
发表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证
明，Bt抗虫水稻的种植可对水稻根际、叶内与根内细菌群落
产生不同的影响，Bt和非 Bt水稻品系间叶内生与根内生细
菌群落存在显著差异，而根际细菌群落种群差异不显著；连
续 3年试验表明年份是造成根际细菌群落差异的主要原因，
而且 Bt与非 Bt水稻品系间的差异菌群在年份间并不重叠。

在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中，主要关注转基因作物对靶标
和非靶标节肢动物种群的影响，而对非靶标的微生物群体关
注度不足。由于 Bt水稻植株必须表达杀虫蛋白，植株中的这
些杀虫蛋白会经根系分泌物或残体到达土壤，从而可能对植
物内生和土壤微生物群落产生影响。

该研究首先分析了 3个 Bt水稻品系与其亲本之间在 3
个生态位（根际、叶内与根内）中的细菌群落差异，又进一步对
比分析了这些水稻品系之间在连续 3年间的根际细菌群落差
异，以明确 Bt水稻的长期种植是否对非靶标的微生物群体产
生影响。结果表明 Bt抗虫水稻可对根际、叶内与根内生细菌群
落产生不同的影响，Bt和非 Bt水稻品系间的叶内与根内生细
菌群落存在显著差异，而根际细菌群落差异不显著。

试验还表明，根际差异细菌的富集是短暂且不会随着年
份进行累积的，原因是 Bt蛋白在土壤中可以快速降解。Bt抗虫
水稻的根际细菌群落网络复杂性和密度与非 Bt品系的相比并
未减少。该研究为 Bt抗虫水稻的商业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相关论文信息：

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发病时间更早

美应从“电子烟肺炎”患者中开展新冠溯源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近期，我国科研单位对 60篇研究论文中
142位“电子烟肺炎”患者的 200多张影像图
片进行全面研究后指出，2019年美国报道的
“电子烟肺炎”中存在病毒性感染病例，且不
排除这些患者中有人患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美国‘电子烟肺炎’患者是不明原因肺

炎（在当时的情况下查不到已知病原体）患
者，只是在病发前 90天内吸食了电子烟而
已，部分患者的 CT影像特征和临床表现与
病毒性肺炎患者极其相似。”该论文一名作
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这意味
着美国应该从 2019年“电子烟肺炎”患者中
开展新冠肺炎排查工作。

“电子烟肺炎”疑云

“电子烟肺炎”即使用电子烟或电子烟
产品造成的相关肺损伤，最初的名称是电子烟
相关肺部疾病。2019年 7月，美国威斯康星
州、弗吉尼亚州等多地暴发神秘肺炎。其中，还
包括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即美国
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系美国生物化学武器
基地）附近的两个养老社区。随后，这种疾病席
卷该国多州，并造成一些患者死亡。

2019年 8月，美国疾控中心开始使用标
准化病例报告表从各州收集有关“电子烟肺
炎”病例的数据。截至 2020年 2月，美国有
2807名患者报告“电子烟肺炎”，68人死亡。

新冠疫情发生后，科学界对美国“电子
烟肺炎”和新冠肺炎的关系一直存有质疑。
其原因是，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的病症与新冠
肺炎症状极为相似。
《中国科学报》记者检索美国国内相关

科学研究和新闻报道发现，“电子烟肺炎”患
者也表现出呼吸困难、咳嗽、胸膜痛等呼吸
系统症状，一些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要插

管治疗，还有呕吐、恶心、腹痛等胃肠道症
状，以及发热、寒战、体重减轻等体质症状，
且大多数病例有类似的影像学表现，包括肺
部磨玻璃影。

而且，自“电子烟肺炎”发生以来，美国
的一系列操作也令人疑惑。

2019年 7月，与“不明肺炎”发生几乎同
一时间，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被突然关停。
对此，美国疾控中心给出的理由是“没有足够
的系统来净化废水”，但拒绝公布更多信息；3
天后更是正式暂停了该实验室参与“联邦选择
制剂和毒素”的许可。在“许可证”列出的 67种
“选择制剂和毒素”中，冠状病毒赫然在列。

值得注意的还有，2020年 1月，在中国
不明原因肺炎被确定为新冠肺炎后，美国疾
控中心收集电子烟肺炎数据的行为也在当
年 2月“戛然而止”。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美多地暴发的同时，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全面恢复运行。

“电子烟肺炎”疑似新冠肺炎

美国“电子烟肺炎”与新冠肺炎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在最近的研究中，中国科学家
认为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

这个包含多位放射科权威专家在内的
研究团队，从 60篇研究论文中筛选出 142
名“电子烟肺炎”患者的 250张影像图片，对
全部影像图片、相关病人临床信息以及文献
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与审查，发现文献
中 16名“电子烟肺炎”患者被判定为“病毒性
感染”，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

作者指出，这 16名患者均来自美国，其
中 4名患者的患病时间不详，其余 12名的
发病时间均在 2020年以前。16名患者中，有
5位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

判定为“中度可疑”。为此，他们认为，在 2019
年美国报道的“电子烟肺炎”中存在病毒性
感染的病例，不排除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他们依据病毒性肺炎，尤其是新冠肺炎
CT影像特征，结合文献报道的“电子烟肺
炎”患者临床检测结果以及病程变化特征，
判断患者是否为病毒性感染。结果发现，其
中 5名患者具备新冠 CT影像的特征，同时
病程转归和临床特征与新冠肺炎相似。
“专家在研判的时候，不是通过一张图，

而是通过 6天的图片进行判断，有病程上的
一个考虑，这个病程的进展跟新冠肺炎也特
别像，另外图片里所显示的特征也非常像。”
该论文一位作者表示。

据此，研究团队认为，美国应该从 2019
年“电子烟肺炎”患者中开展新冠肺炎排查
工作。

德特里克堡是新冠溯源最大疑点

实际上，就在 2019年 7月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停摆前后，美国陆军中就出现了
“电子烟肺炎”相关病例。

在今年 2 月发表于《军事医学》期刊的
一项研究中，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急诊医
学系的Michael T. Colesar和 J. McCollum描
述了一名患有“电子烟肺炎”的 18岁现役美
国陆军士兵的案例，并表示这名士兵在首次
发现新冠病毒病例几个月前就出现症状了。

在相关描述中可见这种疾病与新冠肺
炎的相似性，如“咳嗽、呼吸困难、胸闷”“胸
片影像学解释为‘不能排除感染过程’”“两
天后 CT 胸片显示磨玻璃样混浊和少量胸
腔积液”“病人随后被插管转诊，其间出现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在美国陆军和空军现役军人中，13%至

15%报告使用电子烟，‘电子烟肺炎’是军队
中疾病和非战斗伤害的一个潜在来源。”两
位作者还表示。

美国的“电子烟肺炎”与新冠肺炎究竟
有何关联？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最初出
现的新冠病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成为全世
界新冠病毒溯源中的一个最大的疑点。
“如果美国需要开发一种生物武器，它

肯定会在德特里克堡制造。这是唯一可以制
造它的地方。所有科学家都在那里；所有毒
素都在那里。”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
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 7 月 30
日在美媒撰文指出。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储存着埃博拉、
炭疽、天花、鼠疫以及毒蓖麻等多种致命病毒
和毒素，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病毒泄漏事故。据
美媒报道，1989年，该生物实验室曾险些发生
埃博拉病毒泄漏事故。20世纪 90年代初，它
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

7月中旬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HO）
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计划受到全球关注，
越来越多科学家呼吁对美国“电子烟肺炎”
进行彻查。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美国始终
讳莫如深。
“有些国家需要在这方面（新冠溯源）进

一步研究的话，我们建议到还没有开展过像
武汉这样的实验室考察的国家去做。”在近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世卫组织—中国
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说。

7月底，一封呼吁WHO调查德特里克
堡生物实验室的公开信，已获得超过 2500万
中国网民签名，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相关论文信息：

他用一生践行“三牛精神”
———追忆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创建人赵景柱
姻黄辛

无论是冬日严寒还是夏日酷暑，中科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园区的草丛和树林间总有
一个忙碌的身影，一手抓着杂草，一手拿着
工具，干得热火朝天。

大家都知道，这是老所长赵景柱在义务
劳动。

但现在，人们只能在回忆中找到这个
身影了。8 月 4 日，赵景柱因病在北京逝
世，享年 63 岁。拓荒牛、孺子牛和老黄牛，

他用一生践行了“三牛精神”。

“从 0到 1”的“820精神”

2006年 3月，从云南丽江挂
职回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
赵景柱，在京还没休息几天，就接
到中科院党组通知，负责筹建中
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他欣然受
命，经过四处奔波实地考察、调研、
分析、论证，最终选址在厦门市杏
林湾畔，开启了“从 0到 1”的艰苦
筹建，这一干就是 15年。

2006 年的杏林湾还是一片
沼泽荒滩。在临时租用的旧房子
里，赵景柱开始一笔一画地设计
研究所建筑景观，擘画研究所未
来发展蓝图。研究所园区的设计
就是厦门市的微缩版，也是智慧

城市、循环城市、无废城市、海绵城市、生态
城市的综合实验体。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第一批建设者
们经常谈起的“820精神”是指 2008年 8月
20日，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当天上午，为了督促加快基建建设施工
进度，保证施工质量，赵景柱决定按原计划
时间，带领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第一批人
员“强行”入驻尚未建设完成的研究所园区，

在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空调、没有电梯、满
是蚊子的艰苦条件下，冒着酷暑开始了科研工
作和生活。在这样的“勉强栖身之地”，大家克
服重重困难，造就了后人津津乐道的“艰苦创
业、迎难而上、忘我工作”的“820”奋斗精神和
工作激情。

所里的事在他心中重千斤

为汇聚四海贤才，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在赵景柱的带领下，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广泛征集所训和所徽的设计。

最后赵景柱亲自制定了“忠诚·尽责”所
训，希望研究所每一个人对党和祖国忠诚，
对人民忠诚，对国家的科技事业忠诚，对合
作者真诚，永不忘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使
命担当。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正式成立后，赵
景柱不改工作第一的本色，为了更好地推动
研究所建设和发展，担负起研究所领导干部
和科学家双重责任。

他坚持白天做行政管理工作，晚上进行
科学研究，力求做到两不误。他也确实做到
了，不仅带领其他管理人员一起将研究所行
政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科学研究领
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作为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和可持
续发展科学家，赵景柱带领团队面向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建立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方法，
承担了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专题研究项目和
中科院“美丽中国”先导专项等重大科研任
务；开创了景感生态学研究，创新了城市生
态环境规划建设理论方法，先后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3项。

作为中科院优秀共产党员，赵景柱舍小
家，为大家。自建所以来，赵景柱一直住在研
究所的单身公寓、办公室，夫妻长期两地分
居。他无怨无悔，一心扑在研究所发展上。即
使回北京出差，也是开完会、办完事就立即
返回，甚至“舍不得”在家里多住一晚。研究
所俨然成了他真正的“家”。

赵景柱还把自己收藏的几千册书籍、几
百个有关城市发展的老物件、几百件建所的
旧物捐给了研究所。

由于长期操劳，赵景柱身患多种疾病，
类风湿关节炎与他一起见证了中科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的诞生和成长。他经常忍着病痛
在园区剪枝、修树。

但是病魔还是击倒了这头老黄牛。癌症
晚期，和病魔抗争近两个月，赵景柱就永远离
开了他耕耘一辈子的热土。

噩耗传来，有职工悲痛地说，“现在有些
后悔，在所里遇见的时候没有跟老书记问
候，问一句书记好，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

诚如中科院院士朱永官所言，“赵景柱
所长对于我们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他是杰出
的生态学家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家，他为中科
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他
的一切！他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和奉献
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赵景柱在所里忙碌。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供图

近日，上海光源中心自由电子激光
团队完成了探索自由电子激光物理本
质的一项重要实验测量，揭示了自由
电子激光基本的物理过程，为探究和
利用激光与电子束的相互作用开辟了
新方向。

实验结果证明一块简单的二极磁
铁可作为引入电子束能量调制的有效
工具，这为开发新型的激光加热系统、
适用于等离子体尾波场加速器束流的
能量调制，以及未来相干光源的新型
波荡器开辟了新道路。近日，相关研究
以研究快报的形式发表在《先进光子
学》上。 （柯讯）

激光和电子束在二极磁铁中的相
互作用示意图。 课题组供图

第 27届关肇直奖和
第 8届陈翰馥奖揭晓

本报讯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第 40 届中国控制会议上，
第 27 届关肇直奖和第 8届陈翰馥奖获得者揭晓。清华大学
殷凯琳与合作者周彤，同济大学雷金龙与合作者衣鹏、李莉获
得关肇直奖；山东大学教授王光臣获得陈翰馥奖。

关肇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和控制理论专家。关
肇直奖于 1994年设立，授奖对象为中国控制会议的投稿论
文，论文第一作者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每年评定一次，每次
获奖名额不多于两篇。陈翰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动控
制理论专家。陈翰馥奖设立于 2014 年，旨在奖励在控制科
学和系统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杰出学者，激励原始创
新，促进中国控制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发展。

同期，第 8届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杰出贡献奖公布，获
奖者是日本上智大学教授申铁龙。

本次会议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中
国自动化学会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上海大学承办。
据悉，下一届中国控制会议将在安徽合肥举办。（秦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