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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可供利用的淡水资源均得益于全
球规模的水文大循环而得以保障。这一循环
主要通过地表水蒸发和水气运动、水蒸气冷
凝和大气降水、地表径流和水体蓄积等过程
来实现，而水循环的驱动力来源于太阳能和
重力势能，属于绿色动力驱动的热力学可逆
过程，与地球水圈以外的空间没有水分子交
换，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尺度上处于动态平
衡状态，从而保障全球各地的地表和地下水
体拥有基本恒定的水容积。

水文循环提供水资源量的保障之功能人
们认识得比较清楚，但其提供水质保障的功
能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若将地表水蒸发（尤
其是占蒸发总量 87%的海水蒸发）视为水文
循环的起始点，这一作用就相当于海水淡
化，即让水分子 H2O 转化为水蒸气，而富含
的盐分残留在海水中。之后的大气降水、径
流、地表溪流、地下渗流等过程中，通过与空
气、土壤、岩石等介质充分接触，多种矿物质
能溶入水中，从而使天然水富含人和其他生
物生长所需的矿物成分，这一作用相当于水
质稳定。水在迁移和人为利用的过程中难免
混入杂质，但自然水流也能提供良好的自净
作用（Self-purification），即通过自然沉淀、天
然介质过滤、微生物降解、水生植物吸收等
实现水质净化，使水体保持良好的水质状
态。根据长期从事水和废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启示，当今应用于
水处理的各种技术，都可以从自然界找到其
原型。

近年来，针对污水再生技术和再生水利
用健康与生态风险控制的研究中的一系列具
有较高生物毒性的微量有机化合物，如药物
与个人护理品 （PPCPs）、内分泌干扰物
（ECDs）、农药类等，其有效去除有待于高级
氧化、吸附、膜过滤等多种技术的应用，因此
需要在常规污水再生处理之后，增加冗长的
深度处理流程。然而，当我们尝试在再生水制
备和利用之间增加某种拟自然的生态环节
（如再生水生态储存调节池、人工湿地等），多
种难降解微量有机化合物在水中的浓度都得
到大幅度削减，再生水的急性毒性、慢性毒
性、遗传毒性指标都能控制到预期的安全水平。尽管一些有机化
合物的自然净化机制尚不明确，但我们极力倡导在有条件的地
方，通过增加生态环节来保障再生水利用安全，并进一步致力于
再生水处理与利用的拟自然水循环体系的构建。

人类利用了自然得以生存和发展，但同时造成了自然环境的
破坏。我国当今面临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城市黑臭水体问题、局部
地区水环境恶化问题，原因都归结于人为活动对自然水循环的影
响。我国方兴未艾的海绵城市建设，其实质就是遵从自然规律，降
低城市建设发展对自然水循环的不良影响。在自然界面前，我们
需要持敬畏心态，因为仅就水而言，自然水循环的奥秘还有待于
进一步探索，从而找到符合自然规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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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变异引发
关注。公众对于冠状病毒发生了什么样
的变异，病毒变异是否影响它的致病性
和传播力等问题产生很多疑问，科技日
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咨询了多位基因
组学领域和病毒学领域的学者。

病毒变异常见袁野质变冶还未到来

“病毒变异是非常常见的，每个毒
株的病毒序列都或多或少有所不同。”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医学中心
副教授李克峰介绍，病毒毒株之间的不
同和“千人千面”有着相似的道理。

相关专家表示，这个病毒刚刚发生
还没多久，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根据
对病毒现有的认知，病毒的变异速率大
约为每年 1000个碱基中发生 1个碱基
的变化，只有在关键位点的变化才能导
向突出的变异。

针对新冠病毒变异会不会影响疫
苗研发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回应称，目前，病

毒变异并没有影响到药物研发、抗体制
备和疫苗制备。在病毒变异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案例，也需要更多深入研
究。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地观测病毒
变异程度、布局科研项目。

序列共享袁实现真正的大数据挖掘

目前的基因序列对比研究的样本
量大多为百余例左右。李克峰认为，研
究样本量太少，并不能说明是什么时候
变异的以及是否在武汉变异的。

此外，对于冠状病毒样本的数据挖
掘，还应该注重代表性，例如该论文选
用的数据中，武汉样本多是元旦前后，1
月底前后的样本多集中于国外，还有少
部分 1月中旬的广东、云南的样本数
据，分散的数据很难讲通病毒繁衍、进
化、传代的“故事”。
“数据数量的严重缺乏，很可能造

成片面的分析结果。”一位国家科学数
据中心负责人介绍，据国家生物信息中
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建立的

2019新冠病毒信息库发布的统计，目前
全球公开的新冠病毒序列有 283条，其
中只有 200个全基因组序列。这对于数
据挖掘的需求而言相当于“杯水车薪”。

看懂病毒野习性冶袁需与临床数据关
联研究

上述论文中提到，新冠病毒可以分
为 S型和 L型，前者更具侵略性，后者
更温和。李克峰认为：“目前而言，病毒
习性是没法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单独
判断。科学家试图探索病毒的蛋白与宿
主受体结合程度来作为病毒传播力的
一个判断依据，但是其致病力目前还未
找到共性规律。”

一个病毒是否“凶猛”，是不是个
“暴脾气”，该如何推论？

“找基因的变异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工作，但难度比较大。在几万个患者的
基因中找到变异的片段，相当于大海捞
针。我们通过选择特殊病人、不同流行
病学史或不同地域的患者进行基因测

序，以加快寻找变异的基因。”董亚峰解
释，比如一些特殊患者，其核酸检测一
直是阴性，但 CT影像等临床数据倾向
于阳性；治疗后核酸转阴又转阳性的患
者，通过对这些特殊患者的基因序列分
析，与普通患者作比较，会更高效找到
基因变异片段。

寻找新冠病毒的变异不仅表明人
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深度，还有很多现
实意义。董亚峰介绍，比如检测试剂盒
出现阴性可能是由于某些基因片段特
定区域突变，从而检测不到。通过发现
基因变异，还可以设计出更好的核酸检
测试剂盒；再比如，通过把变异和非变
异基因患者的临床数据做统计分析，可
以将基因变异与病情的发展、愈后等指
标做关联分析，进而指导更有效的精准
治疗。
“不同变异的病毒可能临床症状完

全不同，如果能找到规律将对临床有指
导意义。”董亚峰强调，科学研究意义不
仅在发现不同，更要注重临床应用。

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成两个“亚型”？并非实锤！
张佳星

阻击新冠肺炎 这些药物火速走上临床
要要要总书记关心的科研攻关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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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要要要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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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森林旅游大事 你知道几个？

磷酸氯喹、中医药、托珠单抗等一
系列成果陆续进入诊疗方案，应用和服
务于临床救治一线；在武汉地区包括湖
北全省，应用中医药进行救治的患者已
达 90%以上……

3月 6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传来好消息，一批药物研发
成果已用于新冠肺炎治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

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要加快药物
研发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
效药物，同时根据一线救治需要再筛选
一批有效治疗药物，探索新的治疗手段，
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

法匹拉韦安全性好尧 疗效明确尧药
品可及

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
有效药物，不仅是总书记牵挂的事，更
牵动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
组药物专班专家们的心。

当前，有些国家已将上市药物法匹
拉韦纳入诊疗方案，我国何时才能投入
临床应用？

“科研攻关组在推进新冠肺炎治
疗药物研发工作中，遵循三个方面的
基本原则，包括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
与可及性，而法匹拉韦是‘三药三方
案’中的一个药。”3月 6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药物专班组长
张新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张新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安全
性方面，法匹拉韦 2014年在日本获批
上市，至今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在治疗
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中，均未发现明显
不良反应。
关于有效性方面，法匹拉韦是一个广

谱抗病毒药物，该药是一种RNA依赖的
RNA聚合酶抑制剂，通过抑制病毒基因
组复制和转录而发挥抗病毒作用。目前，
法匹拉韦的临床研究正在深圳、武汉等地
开展，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和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开展了法匹拉韦联合干扰素治疗新
冠肺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入组患
者 80例。其中法匹拉韦组 35例，对照
组 45例。

研究结果显示，病毒核酸转阴方
面，法匹拉韦试验组治疗后患者病毒核

酸转阴时间中位值显著短于对照组，分
别为 4天∶11天。而在另一关键指标患
者胸部影像学改善方面，试验组与对照
组相比，改善率分别为 91.43%和
62.22%。同时，法匹拉韦组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在药物可及性方面，今年 2月，国

内已有企业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
批件，并实现量产，临床药品供应有保
障。”张新民说，鉴于法匹拉韦安全性
好、疗效明确、药品可及，经专家充分论
证，科研攻关组已正式向医疗救治组推
荐，建议尽快纳入诊疗方案。

磷酸氯喹尧托珠单抗已用于临床救
治一线

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介
绍，药物研发工作分两阶段开展，第一
阶段围绕药物安全性、有效性有可及性
进行，包括磷酸氯喹、中医药、托珠单抗
等成果陆续进入诊疗方案，应用和服务
于临床救治一线。

“现在已经进入研发第二阶段，我
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打好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关键是尽早

让患者在轻症阶段得以治愈，加大重症
患者的救治力度。”孙燕荣说。

上市多年的抗疟药物磷酸氯喹，已
成为临床救治用药。孙燕荣透露，在武
汉重点定点收治危重症患者和重症患
者的一家医院，760位患者中有 285 人
次使用磷酸氯喹治疗，目前尚未发现明
显不良反应。
据介绍，托珠单抗已进入第七版新冠

肺炎诊疗方案，目前在武汉前线应用于治
疗重症患者。截至 3月 5日，已有 272位
重症患者使用托珠单抗进行救治。
“网红”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也备

受社会关注。孙燕荣介绍，2月初瑞德西
韦进入临床研究，主要在中国开展两项
临床研究，一项针对重症患者，一项针
对轻症和普通症患者。这两项研究都采
用双盲研究方法，目前还未得到研究组
的明确结果。
“下一步，科研攻关组将进一步精

准聚焦临床需求，加强中西医结合、中
西药并重，同时将抗病毒治疗和免疫调
节治疗结合在一起，将前期成果形成组
合方案用于临床诊疗，让更多患者得以
治愈。”孙燕荣说。

在月球表面工作了 423天的玉兔袁在 2月 29日袁走了休眠前的最后一步袁累计行驶里程
停留在了一个吉祥的数字要要要399.788米遥

国家天文台科学家们利用玉兔的测月雷达获取的第 2月昼数据袁首次揭开了月球背面地

下浅层结构的神秘面纱袁大大提高了人类对月球撞击和火山活动历史的理解袁并为月球背面
的地质演化研究带来新的启示遥在两院院士投票评选的野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冶中袁嫦
娥四号探测器月背软着陆袁探测到月幔物质出露的初步证据袁稳居榜首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