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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抗癌生物活性肽”是一种生物制剂，
在功能食品与提高免疫力的保健品、抗癌
制剂研究与应用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
景，是当前国际食品界、保健品行业热门的
研究课题和极具发展前景的功能因子。

苏秀兰团队所做的工作，显著提高了
自治区动物脏器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对于
内蒙古这样的畜牧大区的高质量发展，有

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采取一系列有

力措施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我区的医学基
础科研得到了长足进步，从“星星点灯”到

“万家灯火”，医学科技论文数量和科技成
果大量涌现，质量也大幅提升，同时还建成
一些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团队。

医学科学研究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于临

床治疗疾病，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苏秀兰教授现在面对的最大现
实困扰就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做科研
我们在行，但进行成果孵化、转化，还应交给
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在我区，与苏秀兰面临
同样困扰的科技工作者不在少数。

高校是科技成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加强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亟待培育建设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
转化平台与队伍。同时，优化政策环境，推进
政策链、资金链、产业链环环相扣、相互支撑，
才能真正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让更多科技成果应用在建设创新型内
蒙古的伟大事业中，应用到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是科技创新的终极目
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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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秀兰是我区第一位在生物制品研究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
科技工作者，她率领科研团队从事抗肿瘤生物活性肽的筛选及机制研究，
从活性肽的诱导方式、诱导量、诱导时间、分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创新型探索，为寻找肿瘤及各类疾病预防与治疗方法开辟了新的路径。

□本报记者 白莲

团队有关“抗癌活性肽”的科研成果获得
2018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奖，拥有完备现代化
仪器的崭新实验室刚刚投入使用，内蒙古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苏秀兰
感到很欣慰。

初见苏秀兰，她亲切和蔼、笑容可掬，披着
乌黑秀发。正是这样一位女性科研工作者，在

“抗癌生物活性肽”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她
是我区第一位在生物制品研究方面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成果的科技工作者。

苏秀兰率领科研团队从事抗肿瘤生物活
性肽的筛选及机制研究，从活性肽的诱导方
式、诱导量、诱导时间、分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创新型探索，为寻找肿瘤及各类疾病预
防与治疗方法开辟了新的路径。

从细胞生物学出发，寻找疾病防治新途径

“人体摄食蛋白质经消化道酶作用后，大
多是以低肽形式消化吸收的，以游离氨基酸形
式吸收的比例很小。肽比游离氨基酸消化更
快、吸收更多，研究已经证实肽的生物效价和
营养价值比游离氨基酸更高。这也正是活性
肽的魅力所在。”苏秀兰告诉记者。

生物活性肽在生物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调节作用，涉及分子识别、信号传导、细胞分
化及个体发育等。开展生物活性肽研究，对于

寻找预防、治疗肿瘤的新途径，具有广泛的理
论和应用价值，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课题
和研究热点。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苏秀兰的
科研工作开始起步之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时学术界及民众对活性肽的作用及功能了
解较少。

1991年，苏秀兰在导师——蒙古族著名血
液细胞专家舍英的指导下，展开了细胞提取物
的相关研究。这是一项高水平的研究，尤其在
经济与科技欠发达地区开展，是一个极其艰
辛、充满挑战的过程。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苏秀兰犹如
一位信念坚定、意志坚韧的女战士，在重重困
难面前，凭借过人的聪慧和严谨的学风，攻克
了技术上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取得可喜的成
绩。

科学意义上的“抗癌活性肽”研究要求有
极高的分析精度，在此基础上对研究者也有极
深的生物学、医学科学理论造诣要求，需要广
博的边缘学科知识。

苏秀兰举了个例子：“比方说，生物活性肽
要从动物的脏器中提取，那么，从哪种动物入
手实验效果更好？”

苏秀兰秉承一贯理性的态度，寻找利用各
种机会和途径学习前沿知识，虚心向不同领域
的专家学习。她去过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
大学等各高校，与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探讨，
最终决定选用我区的一个山羊品种作为研究
对象。

这仅仅是个开始。苏秀兰遇到的困难接
踵而至。人才、经费短缺，缺乏科研平台……

然而，苏秀兰从来也没有想过放弃。医学
科学领域的研究仿佛绚丽多彩的海洋世界，无
边无际，充满未知。或许前方充满艰难险阻，
但她将一腔热血化作不懈动力，始终奋战在医
学科研事业的第一线。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惠及更多大众

苏秀兰带领团队从羊的饲养、活性肽的诱
导方式、诱导量、诱导时间、分离方法等方面入
手，进行了大量实验和探索。她首次提出生物
活性肽对化疗药物具有减毒增敏作用的科学
假设，并以大量的科学数据证明了这一科学假
说，该科研成果受到了国际医学界广泛关注。

她先后受日本癌症学会、美国癌症学会、
希腊国际肿瘤学会等邀请，参与国际间的学术
交流，为学院及自治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
誉。

“抗癌活性肽”相关课题的研究，获得2次
自然科学二等奖以及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
奖。苏秀兰先后5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并获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此外，她培
养了8名博士研究生，70名硕士研究生，带领
团队先后获批自治区肿瘤创新团队、自治区肿
瘤转化草原英才创新团队。

不断获得的各项荣誉从未让团队止步不
前。在新科研楼的一间实验室里，几台细胞分
析机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身穿白大褂的团

队成员不断穿梭其中。
苏秀兰指着实验室的仪器告诉记者，目

前，团队正在提取苦瓜的活性肽有效成分。
现在，在大健康理念的倡导下，团队提取

活性肽的研究已经由动物拓展到植物、药材等
领域，以期更加高效地挖掘利用动植物蛋白资
源，开发出更多的活性肽产品。

要推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新时代科技工
作者的奋斗目标。苏秀兰深知，不仅要致力
于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强化自
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努力做科学发展的
引领者，还要接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接力棒，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把科学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现代化事
业中。

如何让科技成果开花结果，惠及更多大
众，是苏秀兰和团队一直思考的问题。

“作为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教学、一线工
作的35年，让我深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重要意义，也深知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的艰辛与复杂。如何在科研实践中做到科技
创新，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这是我一
直都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在自治区召开的“5·
30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上，苏秀兰如是说。

去年，在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支持
下，苏秀兰开始了应用转化的工作。我们期
望，来源于动物脏器的生物活性肽在抗氧化、
提高免疫力及抗肿瘤的研发与应用方面科研
成果尽快落地，让更多人受益。

““肽肽””给力给力
拓出抗癌新路径

中美两国科研人员采用全液
相 3D打印技术，制备出一种新型
磁性液滴，既具有液体的流动性又
具有永久磁性，为研制柔性电子、
可靶向输送药物的磁控液体机器
人等提供了新途径。

在纳米级层面，传统的铁磁流
体本身不存在磁极，只有在外加磁
场作用下被持续磁化才能表现出
特定磁性。但发表在最新一期美
国《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这种
新的磁性液滴材料不需要外加磁
场就能表现得像一块固体磁铁，且
看起来仍然像液体一样。

北京化工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
阿默斯特分校、美国能源部下属劳
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研究
人员采用全液相3D打印技术，“打
印”出直径约1毫米的铁磁流体液
滴，每个液滴中含有大量直径为20
纳米的氧化铁纳米颗粒。磁力测定
显示，大约10亿个纳米颗粒“挤在
一起”，它们在磁性线圈的激发下表
现出磁性。这些外部的纳米颗粒将
磁性定向传递到液滴核心的纳米颗
粒上，使整个液滴具有了永久磁性。

研究人员利用全液相3D打印
和微流控成型技术，可以制造出任
意形状的磁性液滴；将它们分成更
小的液滴后，仍然可保持磁性；已
成型液体还可通过改变酸碱环境
实现可逆磁化或消磁。

由于其特殊的物理性质，铁磁流
体目前应用在电子设备、医疗器械，
以及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研究中。
这种新型铁磁液滴未来有望应用在
更多场景中，例如可在人体内靶向输
送药物的磁控机器人、可操控的液态
微反应器等。 （据新华社电）

具永久磁性的
液态磁铁

世界上最小的飞行器是一架无
人机，自重不足1克，近日在美国一
家实验室试飞成功。

这架无人机名为“机器蜂”，由
太阳能驱动。它陶瓷制成的“人造
肌肉”通电后可自动伸缩，带动4片
薄如蝉翼的翅膀飞行，每秒钟扇动
120次。据英国《自然》周刊刊发的
研究报告，这架无人机自重 90毫
克，携带 60毫克太阳能电池组和
91毫克信号发生器，首次不借助外
力试飞成功，飞行时间1秒。

参与研究的哈佛大学韦斯仿生
工程研究所罗伯特·伍德教授说：

“这是数十年研制的结果。”飞行器
研制难题之一是在确保提供足够动
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减轻飞行器重
量。对小型飞行器而言，如何平衡
动力和“体重”更加困难。

市场上现有电池，即使最小的
也比“机器蜂”重。伍德说：“我们不
得不研究对策，解决飞行器效率难
题，开发超轻电源电路并融入高效
率的太阳能电池。”多次改造之后，
研究人员为“机器蜂”添加第二对翅
膀，提高了飞行效率。研究人员诺
亚·贾弗里说：“让它产生更大升力，
同时又不会消耗更多动力。”

试飞成功的“机器蜂”翼展3.5厘
米。它的太阳能电池单个重10毫克，
在太阳光照最强时每毫克电池可发电
0.76毫瓦特。即便高效，“机器蜂”仍
需3个太阳的光照强度所产电能才能
飞行，所以无法在户外飞行。在实验
室内，研究人员用卤素灯模拟足够强
度的光照，使“机器蜂”试飞成功。

研究人员希望“机器蜂”之类的
微型机器人能够应用于人工授粉或
监听等领域。 （据新华社电）

最小飞行器
自重不足1克

□杨博

近日，在佛山科学馆举行的科技食品艺术
展上，一群孩子利用3D打印机，把自己手绘的
人物画像做在煎饼上。孩子们在现场画画，这
些画经电脑软件识别，转化为数码文件后，3D
打印机便会按照微电脑的解读和指令，制作出
个性化的煎饼。

展会上，也有人把巧克力做成自己想吃掉
的各种卡通造型。实际上，不只是烘焙甜品
店，3D打印技术已经进入到家庭厨房，将来会
让人们的餐桌更加美妙丰富，同时也有可能解
决吞咽困难病人的“吃饭问题”。

你想吃下一座“巧克力城堡”？你想吃掉
一个“巧克力奥特曼”？完全有可能。在此次
展览中，有的3D打印机能够制作出造型精致、
如同鸡蛋大小的“巧克力城堡”，让人尽情释放

对巧克力美食的想象。工作人员说，3D打印
技术可以用于打造烘焙甜品的模具。它以数
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
可粘合材料，凭借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模
具。有了模具，烘焙甜品就可以实现批量化的
定制生产。

据了解，巧克力3D打印机已成功在海外
家庭中使用，今年将会在国内市场投放。而目
前国内市场比较热销的是能做甜品的3D打印
机。

将来，3D 打印技术有可能会帮助有吞
咽困难或其他疾病而无法正常咀嚼进食的
人们解决“吃饭问题”。3D打印能够把各种
食物原料绞碎、混合或浓缩成浆液，制成泡
沫，然后重新成型。这会让外观多样的食物
都能“入口即化”，不但方便吞咽困难的人们，
还会让人在享受大餐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吸
收营养。

3D打印的食品，你想吃吗？

法国研究人员最新发现，饮用含糖饮料
与患癌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就算是喝纯
果汁也可能增加患癌风险。研究人员建议，
出于健康考虑，最好少喝含糖饮料。

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近日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刊文介绍，他们在
2009年至2018年间针对10万余名法国成
年人展开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是健康
的，平均年龄为42岁，21%为男性，79%为女
性。研究内容包括他们的含糖饮料摄入量，
以及他们在多年随访期内的患癌状况。

结果显示，每天饮用含糖饮料 100毫
升，总体患癌风险会增加18%，患乳腺癌的
风险更是高出22%。即便是喝纯果汁也会
提高总体患癌风险。

研究并未发现饮用添加人工甜味剂的
无糖饮料与患癌风险之间存在关联。不过
研究人员指出，这可能与人们本就较少饮用
这类饮料有关。

研究人员分析认为，饮料中的糖可能对
内脏脂肪、血糖水平等产生影响，进而增加
患癌风险。此外，饮料中的添加剂等物质也
可能起到一定作用。

研究人员说，这只是一项观察性研究，
相关结果还有待其他大规模研究验证。

（据新华社电）

含糖饮料
可能增加患癌风险

健康说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科普在线

2019年7月14日至24日，内蒙古科协、教育
厅承办2019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内蒙古分营活
动，来自全区各盟市33所中学375名青少年远赴
北京、黑龙江、四川等7个省市参加了北京师范大
学分营、哈尔滨工业大学分营、电子科技大学分营
等13个大学常规营和天文科学、航天科技、海洋
科学、兵器工业、汽车科技5个专题营的活动。

我区自2012年起组织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内
蒙古分营活动，覆盖全区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
浩特市的百余所中学，累计派出青少年1790名。

在暑假为期1周的时间里，青少年们走进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聆听名家大师精
彩报告，参与科学探究及趣味文体活动，感受科技
魅力、科学家精神，培养科学研究的兴趣，增进了
不同民族青少年间的友谊，收获了快乐与成长。

下面，我们摘发一些参加科学营活动的部分
学生信息员的前线报道。

踏着雄健的步伐，7月15日上午7时，来自全

国各地的营员们汇聚于此，内蒙古包头地区的营
员率先到达目的地，开始了为期七天的高校科学
营生活。

——2019年内蒙古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包
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分营 包头市民族第一中
学营员 斯琴

在下午 7 点 30 分时我们到达了榆中校区天
山堂 C302 报告厅。活动的内容是全体营员、带
队教师工作安排会。会上为我们介绍了此次的
科学营，也对我们全体营员提出了一些要求。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并且可以做得很好。
——2019年内蒙古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乌

兰察布）兰州大学分营 乌兰察布市商都高级中
学营员 范佳琦

这座学校给我们的第一感受是——绿，第二
感受就是——幸福。在一个便利并且惬意的生
活环境中，怀揣着你炽热的梦想，再加上一群优
秀的人，这不正是一种幸福吗？这让我们更加期

待这次高校科学营。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
一定会整装待发，以饱满的激情迎接这次活动！
格物组三队，加油！

——2019年内蒙古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二
连浩特）哈尔滨工业大学分营 二连浩特市第一
中学营员 段莉

7 月 15 日晚 19 点 30 分，开始了我们活动的
第一项内容——破冰拓展。破冰游戏是一种促
进人际交往的游戏，就像打破严冬厚厚的冰层。
从日程安排上看到这次活动就开始期待，同学们
来自祖国各地，怀着同样的期待，从开始集合的
时候就抑制不住兴奋。

——2019年内蒙古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巴
彦淖尔）北京林业大学分营 巴彦淖尔蒙古中学
营员 阿希达

2019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内蒙古分营活动精彩纷呈

壮美70 智“惠”草原

苏秀兰指导团队成员做
实验。本报记者 白莲 摄

智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