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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健康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彭茜、李
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自动
驾驶行业独角兽企业小马智行的自动驾驶汽
车满载着某电商平台的商品，逐一送到民众
家中，以满足疫情期间激增的线上订单配送
需求。

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接触服务被很多人
视为更安全的选择。而困扰自动驾驶行业很
久的真实应用场景，也在疫情之下开始加速
实现。

“疫情第一次让人开始真正接触无人化
的感觉。无人送货、无人出租这些需求离我
们更近了一步。”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
技术官楼天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疫情
给很多行业带来了危机，但对于自动驾驶是
“危中有机”。公司近日还响应美国弗里蒙特
市政府的号召，给当地社区一个紧急庇护所
运送了 1000 多份食物。

送货和载人是自动驾驶两大主要应用场

景。本次疫情为自动驾驶行业发展增添了新
的“外部变量”，让人看到了其在特殊情况下
的应用可能。为降低人际接触传播病毒的风
险，无人消毒车、无人配送车等一些小型低速
无人车和其他自动驾驶汽车在医院、工业园
区等场所频频承担更安全的无接触配送
任务。

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日前表示，本次疫
情加速该公司与有俄罗斯“硅谷”之称的斯科
尔科沃创新中心签订了首份商业合同。根据
合同，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将利用央捷科斯
公司研发的小型低速无人车帮助运送邮件和
小件包裹。今年 4 月，日本软银公司投资的
努罗公司也开始利用旗下无人车向美国萨克
拉门托市新冠疫情临时医院和圣马特奥县临
时医疗设施运送医疗物资。

在载人方面，无论是车企还是普通消费
者，都开始意识到自动驾驶载客车辆在特定
情况下存在“刚需”。

据介绍，今年第一季度与去年第四季
度相比，小马智行在广州进行内测的自动
驾驶出租车订单增长了 30% ，服务里程增
长 50%，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大家可能认为这种运送方式在疫情
期间比公共交通更加便捷、安全。”小马智
行联合创始人兼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李衡
宇说，也许以前公众认为这个技术要在很
远的未来才能应用，但现在大家看到了较
快应用的潜力，这对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
影响将会是持续的。

新冠疫情放大了自动驾驶的应用需
求，也将在政策利好下推进技术研发。5
月 14 日，小马智行获得北京市自动驾驶载
人测试牌照，获准在北京开展公开道路载
人测试，将在海淀等区域公开道路上开展
载人路测，并重点开展网络约车、定点接驳
测试。这也是为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正式落
地做更多技术探索和准备。

多数自动驾驶相关企业都意识到，疫
情只是暂时的，但用户习惯的改变或许是
长期的。

“我们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会
影响客户未来很多年的生活和工作，零接
触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
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首席运营官吉姆·法
利日前表示。福特公司还决定就新冠疫情
对用户行为的长期影响进行评估。

无论用户行为如何变化，安全性始终
是自动驾驶企业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楼
天城认为，确保真正无人化下的安全，是技
术最需要突破的点。而从商业落地的角度
来看，实现高质量、低成本的规模化生产也
是一大挑战。他始终对中国自动驾驶的未
来充满信心，因为民众对自动驾驶开放包容
的心态、交通场景数据的丰富性以及政策法
规进步的速度都是中国发展自动驾驶的
优势。

新 华 社
北京 5 月 1 8
日电（记者彭
茜）中国科研
团 队 近 日 在
美国《科学》
杂 志 在 线 发
表论文说，他
们 发 现 了 两
种 可 有 效 阻
断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的 人 源
单克隆抗体，
有 望 用 于 抗
新 冠 药 物 和
疫苗的研发。

中 国首
都医科大学、
中 国 科 学 院
微 生 物 研 究
所、中国科学
院 天 津 工 业
生 物 技术研
究所、深圳市
第 三 人 民 医
院 等 多 家 单
位 参 与 这 项
研究。

研 究 人
员 从 一名新
冠康复患者的
外周血单核细
胞中分离出 4
种人源单克隆
抗体 。实验
显示，这 4 种
抗体 对 新 型

冠状病毒均有中和能力。其中，分别被
称为 B3 8 和 H4 的两种抗体能够阻断
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其
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
的结合。

此前多项揭示新冠病毒感染机制的
研究表明，该病毒主要通过其表面刺突
蛋白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上的 ACE2
结合实现感染。

实验显示，B38 和 H4 分别识别受
体结合域的不同表位，小鼠实验证实了
这两种抗体能降低感染小鼠肺部的病
毒量，展现出了治疗效果。两种抗体还
可被混合使用以便更有效抑制病毒
感染。

研究团队进一步解析了新冠病毒刺
突蛋白受体结合区域与 B38 形成的复合
物结构，从而揭示了 B38 阻断病毒感染
的分子机制。

研究人员介绍，最新研究表明，筛选
到的两种抗体具有进一步被开发成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药物的潜力，并为疫苗设
计提供了基础。

目前两个抗体已在相关公司进行产
品转化，未来有望用于新冠患者临床
治疗。

从大科学装置集萃地到科学生态创新城
探访北京怀柔科学城

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记者孔祥鑫、樊
攀、田晨旭)北京怀柔科学城近日宣布，将聚焦
高端科学仪器投资、研发、设计、制造、展示和交
易，并计划于 2030 年打造成为世界级的科学仪
器研发基地和产业中心。

从大科学装置的启动建设，到一系列新型
研发机构的落成和硬科技产业的发展，怀柔科
学城正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交叉领域的科
学生态创新之城。

怀柔科学城是北京“三城一区”战略布局中
的三大科技城之一。目前，国家和北京市在怀
柔科学城布局了近 40 个科学设施平台，其中，
“十三五”时期布局的 26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提前一年全部启动，大科学装置集萃地的景象
已逐步显现。

来往的货车、高耸的塔吊、忙碌的工
人 … … 大 科 学 装 置 高 能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HEPS）是怀柔科学城今年初疫情期间第一
个复工的项目。

“同步辐射光源适用于高分辨和信号强度
较弱的科学实验，是探索微观结构，推进材料

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纳米科技等领域发展的
利器。”项目常务副总指挥董宇辉介绍，高能同
步辐射光源建成后，将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
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可广泛应用于先进材
料、航空航天、能源与环境、生命科学与医学等
领域。

围绕大科学装置，怀柔科学城的资源集聚
效应开始显现，科学创新生态体系正加速形成。
17 日，由北京市怀柔区政府授权，区国资委出
资的独资市场化运营公司——北京怀柔仪器和
传感器有限公司（简称怀柔仪器公司）挂牌
成立。

怀柔仪器公司董事长张鸣剑说，科学设施
的建设需要大量高端科学仪器，企业将围绕科
学仪器的设计、研发、生产、项目孵化等方面展
开工作，服务怀柔科学城的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

怀柔仪器公司目前在科学城中心区的创
新小镇办公。创新中心、政务中心、众创街区、
创新广场、创客公寓、智慧公园……创新小镇是
实现科学设施和研发平台产生的科研成果转化

的承接地。
北京市怀柔区委常委、副区长郭文杰介

绍，创新小镇依托科学城完善从科技基础设
施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打通从技术到产品
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怀柔科学城引进的首个科创加速
平台——创业黑马科创加速总部基地项目在
创新小镇揭牌，助力怀柔培育科创企业，以实
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约 150 个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的细胞科
学学术会议、连续举办 3 年的国际综合性科
学中心研讨会、“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
盟落户怀柔科学城……从大科学装置集萃地
到科学生态创新之城，近年来，怀柔科学城的
学术生态也逐渐国际化。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伍建民说，怀
柔科学城从建立初始就具有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的基因，一系列展现出“开放合作”精神的
活动和措施也在接续推出。

在怀柔科学城北侧，河防口长城脚下，一
个昔日的水泥厂即将华丽转身，成为北京雁

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所在地。
这座研究院由国际知名数学家、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丘成桐领军的清华大学丘成桐
数学科学中心建立。该院负责人介绍，研究
院将搭建数学科学与应用领域交流平台，促
进数学家与相关领域科学家、研究人员充分
交流合作。

近日，北京市怀柔区印发“十四五”规
划编制工作方案，构建以怀柔科学城为统
领的“ 1+3”融合发展新格局是方案的重中
之重。

北京市怀柔区委书记戴彬彬说，怀柔
科学城将面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开放，未来
将引进更多国际化人才，并在国际学校的
建立和中外合作办学、国际人才社区建设、
医院的国际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
努力。

届时，在美丽的雁栖湖畔，一座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的综合性科学中心将迎八方宾客，
共同推动全球科学技术发展。

（参与采写：罗鑫、陈钟昊）

▲ 5 月 18 日，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护士为一名来自武汉的女
孩注射国产 HPV 疫苗。当日，首批国产 HPV 疫苗（人乳头瘤病毒
疫苗）在武汉的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开始接种。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首批国产 HPV 疫苗接种

疫情加速全球自动驾驶技术“落地”

新华社伦敦 5 月 19 日电（记者张家伟）英
国《柳叶刀》杂志网站 19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
了美国两家医院中的重症新冠患者情况，结果显
示他们中超过 80%本身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比
较常见的慢性病是高血压和糖尿病。

研究人员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

心下属两家医院收治的重症新冠患者开展了调
查分析。这 257 名患者于 3 月初至 4 月初入院
接受治疗。

研究报告显示，这两家医院收治的重症患
者中，67%是男性，老年人居多。超过 80% 的
重症患者本身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其中 63%

患高血压，36% 患糖尿病。
报告作者之一、欧文医学中心的马克斯·

奥唐奈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超过四分之三的
重症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近三分之一的重
症患者需要肾透析。这一调查结果将有助医
院分配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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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80% 重症新冠患者本身患慢性病

专家提醒场所开放后谨防过度运动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记者王秉阳）

近期，运动场所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逐渐开
放。记者从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获悉，高
强度运动训练、学校军训等均有可能导致横纹
肌溶解综合征，现在复工复产复学，专家提醒，
锻炼较少人群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制定计划，
不能过度运动。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常见于剧烈运动后，是
指人体的横纹肌受到损伤，肌细胞被破坏，导致

肌细胞内容物及毒物溶解释放进入血液循环，
而引出一系列症状。近些年参与运动的人逐年
增加，与运动相关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发生
率也随之增长。”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
医务监督医师朱敬先表示，患者通常表现出严
重的肌肉疼痛，尤其是参与剧烈运动的肌肉。
更严重后果包括肾功能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
血和酸中毒。

“临床以及文献均证实，体操、马拉松等强

度较大的运动项目，更易发生运动性横纹肌
溶解综合征。”朱敬先表示，在大学生军训、健
身等运动过程中甚至是一些低强度重复运动
也可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只要是首次进
行一种不熟悉的运动或针对不常使用的肌群
进行训练且强度较大，均可能诱发。”

如何预防发生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朱敬
先表示，运动前应充分热身，运动后及时拉伸
放松，新的运动项目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录制农技网课 ，拍摄短视
频，手机在线答疑……这次疫情
虽然放慢了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游艾青“下田”的脚步，却
让 54 岁的他赶了一回时髦。

“往年这个时间基本都在下
面跑，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跑
得少了，换‘线上’‘跑’了。”游艾
青一边说，一边点开手机，里边有
春耕热点知识的分享，还有一个
个接地气的农技知识短视频。

“那段时间到田到户指导很
困难，但水稻播种育秧误不得。
不能面对面跟农户讲解，就在线
答疑，视频指导。”游艾青说。疫
情期间，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
了百人规模的在线专家服务队，
通过社交软件群组、电话、手机
App 、电视节目等多种形式，对
企业及农户在春耕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云指导”。

“2 月、3 月，几乎天天守着
手机 ，生怕漏掉了农户的重要
信息。”年过半百的游艾青第一
次如此依赖手机。

武汉“解封”之后，游艾青又
开始重新奔波在实验室、项目地
之间，跟进科研项目和农民的致
富项目。“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觉
得时间宝贵，也更有干劲。”

扎根农业科研一线 30 年，游艾青足迹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1987 年读研究生时，他就开始和水稻打交
道。此后数十年间，游艾青和团队埋头选育优质水稻
新品种，从未停下脚步。

30 年来，游艾青主持选育通过省级审定水稻新品
种 10 多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数字背后，是
更多人吃上了饱饭，更多农户走上增收致富之路。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并不知名，但当地的
“竹溪贡米”却闻名遐迩。竹溪大米总体品质优良，但
此前种植分散、品种落后，管理、技术、加工、包装、品
牌策划等都较落后，大米产量小、品质参差不齐，尤其
是缺少适合规模化种植的高档高产优质品种。

10 年前，游艾青带着团队乘火车、转汽车、搭摩
托车再加步行，辗转 600 多公里来到中峰镇，为当地
大米产业发展问诊把脉。“刚到那晚，我们就和农户聊
了一个通宵，记了四五页笔记。”游艾青说，“老农眼里
的渴望让我印象深刻，他对我说，种地几十年，他从没
想过，也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水稻该怎么种才能有更
好的收成。”

那次，游艾青和团队在村子里住了一个多月。他
们每天白天下地干农活，测量、搜集当地自然环境和
气候等数据；晚上走村串户，了解村民需求，和企业长
谈，了解企业发展规划。最后，游艾青筛选出了香型
优质稻“香 5”和“广两优 5 号”两个优质水稻品种，作
为“竹溪贡米”专用特色新品种进行试种。其中“广两
优 5 号”效果明显，较当地过去种植的品种每亩增产
10% 。新品种带来了增产、新技术节约了成本，在游艾
青和团队的帮扶下 ，当地水稻种植每亩增收约 3 1 5
元，农民生产高档优质稻的比较效益突显。

“湖北是农业大省，和很多地方一样，农业生产也
面临转型升级。”长年扎根在田间地头的游艾青知道，
农村迫切需要科技。

近年来，“扶贫”成了“育种”之外，游艾青工作上
的另一个关键词。他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跑农村，
致力于打造“科研+公司+基地+农户”链条，把更多精
力放在科研、产业和扶贫共进路上。他打造出国宝桥
米、瓦仓大米、竹溪贡米、罗田女儿红等多个优质米品
牌，带动了一批农民增收致富。

在京山市石龙镇，游艾青以企业为纽带，建立“稻
虾共作”高效种植和高档优质稻全程机械化种植试验
示范基地，帮助石龙镇 6 个村的水稻种植每亩增收节
支 200 多元。

在远安县茅坪场镇，得益于游艾青及其团队的技
术支持，当地一家作坊式加工厂在几年时间内成长为
现代化农业产业龙头企业，辐射带动大山深处 1260
户农户增收。

“有人问我，你从农村出来，读到研究生，何苦又
跑回泥巴地里呢？”游艾青说，正因为生长于农村，他
才深知：一粒米、一颗稻种 里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希
望。 （记者侯文坤）新华社武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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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 日，河北省滦州市东安各庄镇一农业合作
社的社员操作植保无人机在麦田里作业。

时下，河北省唐山和秦皇岛等地区的冬小麦进入拔
穗、灌浆关键时期，农民抢抓农时对小麦进行“一喷三防”

作业，确保夏粮丰收。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一喷三防”保丰收

受年初疫情影响，游艾青
“线下”跑得少了，换“线上”“跑”

了。武汉“解封”后，他又开始重
新奔波在实验室、项目地之间，跟
进科研项目和农民的致富项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时间
宝贵，也更有干劲。”

“有人问我 ，你从农村出
来，读到研究生，何苦又跑回泥
巴地里呢？”游艾青说，正因为
生长于农村 ，他才深知：一粒
米、一颗稻种里承载着乡村振
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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