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陶婷婷）据水利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

共有18个省份27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特别是6月

以来，南方持续强降雨，多地暴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超千

万人受灾。如何建立基于高精度洪涝预报预警的城市应急

管理体系，推进针对城市脆弱性人群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城

市洪涝精细化治理？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城市自然地理

研究团队与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在Nature子刊《自然可持

续性》上合作发表研究论文长文，为优化城市洪涝灾害应

急管理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目标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研究面向城市脆弱人群，以英格兰地区为例，分析

了不同类型和强度的洪涝事件对城市应急响应的影响。

华东师大兼职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地理系于大鹏教授，

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院殷杰教授为本文的共同通讯作

者。文章同时得到了BBC和Nature Press的报道。

消防救援和医疗急救是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如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的主要响应部门。洪涝灾害不仅导

致部分人群（尤其是老、幼、病、残等脆弱人群）陷入危险

境地，对应急救援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同时，严重积水

也会造成道路通行受阻或交通拥堵加剧，使得消防车和

救护车的应急响应能力显著降低。尤其在气候变化背景

下，未来洪涝事件将显著增多，应急救援所面临的任务将

更为艰巨和复杂，优化城市应急管理至关重要。

研究发现，即使是低强度、高频率的洪水事件也会对

城市应急响应时间产生显著影响。正常（无洪涝）情况下，

英格兰地区84%的居民能在7分钟内获得医疗急救服务；

如果发生30年一遇、10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这一比例将

分别降至 70%和 61%。研究重点分析了洪涝事件对城市

脆弱人群应急响应能力的影响，发现无论响应时间、洪水

类型或严重程度如何，急救服务对 7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覆盖率最低，救护车能在7分钟内到达80%的老年人口所

在地，如果发生30年一遇洪灾，这一比例将降至65%。

应急救援响应时间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在东南部

低地区和乡村地区，即使低强度洪灾也能严重影响应急

响应时间，高度城市化地区（如大伦敦区）也受到一定程

度的负面影响。作者分析了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

（6月 22日—24日，投票日为 6月 23日）伦敦市消防队的

救援记录，可以验证以上研究结论。此外，虽然郊区人口

密度比市区低，但很多紧急求救来自于郊区而非市区。这

些发现凸显了在应急救援服务中提高空间可达性和公平

性的重要性。

研究指出，尽管应急救援的可达性研究已经比较成

熟，但在洪涝灾害中，还需充分考虑洪水事件的“级联”影

响和脆弱性的“热点”地区，制定更加公平、可靠、可持续

和韧性的应急救援方案和规划。在国家层面，需优化资源

配置，增强区域联动；在城市层面，需精细化服务对象与

需求，改善弱势群体可达性，增强整体公平性。

该工作是华东师大、英国拉夫堡大学、瑞士洛桑大

学、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清华

大学、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和香港大学等单位的合

作成果。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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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主要

发达国家，一方面经济运行受到重创，失业率激

增；另一方面其基本生活物资依赖进口，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发生民众恐慌

性购物等行为，各国经济秩序均面临不小的冲

击。面对如此恶劣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也

无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如何尽可能地减小

冲击，在搞好本国经济的同时，促进世界经济的

复苏和繁荣，并在世界舞台上拥有更多的话语

权，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是危更是机。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生活必需品的出

口带动国际贸易突围，同时，在吸引投资、发展

中日韩自贸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优化产业布

局上取得突破。

首先，顺应全球经济形势有效吸引外商投

资。中国产业链完备，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

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 220多种工业

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因此，中国因

全球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影响相较于其他

国家更小。国外正因疫情被迫停工停产，而中

国已开始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全球投资将不

可逆地全速进入中国。这些投资会成为疫情过

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可以

有效利用这部分外来资金，加速实体经济建

设、促进国际贸易。

其次，加强中、日、韩贸易合作。在这次全球

疫情危机中，中、日、韩三国都实现了对疫情的

有效控制，目前三国共同构成了全球最安全的

大区域。日、韩两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

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也会很大，在多个国家受

疫情影响经济运行停摆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市

场对日、韩两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可以借

此机会，促进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打造一

个互利互惠、前景广阔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第三，努力使中国的出口量在基础必须品的带动下逆市增加。目前

国外的生产制造体系正因疫情影响而不能有效运转，中国却处于疫情

过后的恢复期，经济运行正逐渐走向正轨。中国具备强大的供应链体系

和完备的工业制造系统，即使是在封闭的环境内，也可以完全独立地生

产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物资。中国此刻能为世界各国提供的不仅仅是粮

食、医药、医疗器械等生活必需品，此类商品的出口必然带动其他产业

的出口规模。

第四，规范产品标准认证。近期中国出口的医疗物资不断受到质

疑，有些产品因为没有欧美认证，被国外扣押并拒绝付款，这对于我国

的出口商来说极为被动。一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都需要具备国外的出

口资质，比如美国的FDA、欧盟的CE认证等。中国政府推出的中国认证

及禁止无中国认证产品进出口政策，对打击以认证标准为籍口限制中

国产品出口和规范出口产品质量、维护“中国制造”的信誉都是非常重

要的。

第五，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报告显

示，2020年 2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创半年新高，排名上升至全球第

五。事实上，近 3年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已和

数十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随着美联储不限量、开放式量化宽松

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这意味着

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会进一步加快。中国作为一个高度负责的、全球最

安全的国家，拥有内需最大市场，也是全球生活必需品的最大出口国，

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会越来越受瞩目。

虽然疫情期间实体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遭受重大打击，但线上虚拟

市场则迎来了新一轮商机，很多新生的产业及商机都与网络有关系。综观

国内外经济形势，笔者认为国内产业布局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续支持基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世界市场对粮食、医疗、基

础化纤的需求会带来这些基础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中，生物医药和医疗

技术产业，应该重点关注和扶持。

其次，大力扶持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在线

生鲜、在线游戏和影视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取代了线下培训、生鲜超市和

菜场、剧院及相关娱乐场所，成为人们的消费新宠。不仅如此，互联网医

疗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些互联网+
商业模式会得到进一步推广和深化，围绕着这些商业模式的相关供应

链企业也会得到充分发展。

第三，积极推进技术研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别是长期依

赖进口的智能芯片、飞机发动机、核电站技术和设备、通信及网络设备

等。科技强国，只有站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前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才具

有更强的竞争力，才不至于受制于人。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中小企业，关键时刻这些企业却展现

出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作用，在稳定就业、恢复生产等方面表现优异。未

来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为中小企业营造更好

的生存环境。还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成人教育等多种方式，加强教育引

导，增强中小企业主的运营管理能力，为国家储备更多的创业人才。

（作者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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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开展跨国研究

七月，真正的夏季到来，太阳眼
镜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单品，今天
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太阳眼镜的种
类以及如何选配一副舒适、适合的太
阳眼镜，希望能给读者挑选时
带来帮助。

经济实惠的夹片。如果仔
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有的人在有度
数的框架眼镜上架着一副可以翻上
翻下的太阳眼镜夹片，这种夹片虽然
规格有限，不是原配的配上去，不太
美观，然而因为它经济实惠，所以比
较受老年人的喜爱。

性价比高的套镜。为了满足消费
者爱美需求，厂家在生产镜架时，特
地多配一副和镜架大小一样的太阳
眼镜套镜上去，这样看上去就美观多
了。即使是天热拍照时，也大可不必
取下来，看上去就像戴了一副太阳眼
镜。走进室内，只要将套镜摘下，就是

一副近视眼镜了。套镜的式样有三
种，一种是用吸铁直接吸在镜架两边
的，另一种是直接夹在镜架鼻梁当中
的，还有一种套镜是直接掐在镜架上

的。镜片有两种，有一般太阳眼镜
片的，也有带偏光镜片的，都可以
供您选择。
有多种颜色可选的近视太阳眼

镜。就是定做一副有度数的太阳眼
镜，我们称之为染色镜片，在镜片加
工的最后一道工序中给镜片加上指
定的颜色。这种染色镜片的优点在于
颜色可以有多种选择，颜色的样板多
达几十种。染色较深的镜片一般只适
宜于在室外配戴，而染色较浅的镜片
在室外的遮阳效果就相对较差，室内
室外不能配戴一副染色眼镜，所以这
也是染色镜片的缺陷所在。

方便舒适的变色镜片。变色片是
一种在强光照射下镜片颜色会自动

变深，而在暗光条件下又会迅速恢复
原有的透明色，这种镜片兼顾了室内
外不同强度的紫外线光照，弥补了染
色片的缺陷。在选择镜架上屈光度数
不太深的选择范围较大，甚至一些时
尚的太阳眼镜架也可以选配，但对中
高度屈光患者来说选择面就要小许
多，一般选近视镜框架为好，不然加
工后效果不好。

本栏责任编辑 何巍颀

E-mail:670958721@qq.com

挑选一副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

新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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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久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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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集团旗下Kionix公
司开发的 KX13x 系列三轴
加速度传感器搭载，具有独
有功能——高级数据路径
（Advanced Data Path，ADP），
可由用户定制的频率滤波器
和一个均方根（RMS）计算器
组成，后者是为其提供所需
带宽内的加速度振幅。

该图顶部的第一个方块
是数字加速度计的传统数据
路 径 （Conventional Data
Path，CDP）。CDP 包含来自
MEMS 的模拟输入、一个负
责 放 大 信 号 的 模 拟 前 端
（AFE）、一个负责信号数字
化的模数转换器（ADC）以及
一个负责进一步处理的数字
信号处理（DSP）单元。高级
数据路径（ADP）包含一对高
度可配置的数字滤波器——
可用于低通和高通的组合滤
波器，以及计算实时振幅的
均方根（RMS）计算器。

SoC 设计与应用技术领导厂商 So⁃
cionext Inc。宣布携手纵行科技和Techsor
开发新一代低功耗、低成本的 ZETag 无
线广域网云标签 SoC，项目预计于 2020
年内完成测试芯片，并于 2021年实现产
品量产。

新 ZETag 无线广域网云标签 SoC 采
用纵行科技LPWA ZETA-G协议，并通过
Socionext 独创的 RF 技术和 MCU 技术以
单芯片实现从前需要 2颗芯片才能实现
的功能，从而显著降低成本、面积和功耗，
提高产品性能。

单芯片实现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
ZETag云标签 在应用方面，无线广域
云标签 ZETag大范围拓宽了传感器的应
用边界，从耐用品拓展至易耗品。在工业
领域，搭载 ZETag 云标签可实现资产管
理、物流领域的货品和容器的端到端流
转可视化，能够在体量巨大的邮政包裹

和快递、城市范围内的危险废品、医药领
域的药品、医疗废品的存放和处理状态
检测中应用。另外，在建筑结构件管理、
仓库管理、禽畜管理等领域，该芯片也可
以实现有效应用，预计将覆盖万亿级的
市场规模。

Socionext联合纵行科技和Techsor开发ZETag云标签芯片

2020 年 6 月 18 日于日本举行 MOU
协议三方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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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婷婷）近

期，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

院许云平课题组在深渊碳循

环、深渊生物食性和深渊汞污

染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

展，相关成果陆续发表在Deep
Sea Research I、JGR：Biogeosci⁃
ences等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

主流刊物上。

深渊是指水深超过 6000
米的海域，它是最不被人类所

了解的地球生态环境之一。由

于超高的水压、缺乏光照和接

近冰点的温度，深渊长期被认

为是生态荒漠。然而近年来的

研究发现，深渊不仅具有独特

的生物类群，而且其生物丰度、

微生物活性和有机碳埋藏通量

远高于深海平原。深渊科学与

技术是海洋学的前沿领域，也

是海洋大学海洋学科的特色方

向。许云平课题组自2016年以

来，依托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平台，对马里亚纳、

玛索、新不列颠、克马德克和阿

塔卡玛5条海沟开展了系统的

研究。

在深渊生物食物来源方

面，课题组利用生物标志物和

同位素技术研究发现深渊钩虾

的食物组成明显受控于上层水

体生产力，即使在同一条海沟，

随着生长阶段和性别分化，钩

虾也表现出对腐肉、浮游植物

碎屑以及微生物有机碳需求的差异。这种多样化

的食性特征是深渊钩虾适应极端环境的表现，有

利于提高钩虾在深渊环境下的存活率。

在深渊碳循环方面，课题组发现新不列颠海

沟埋藏了大量的来自陆地的新鲜有机碳，这说明

深渊海沟可能是陆源有机碳进入海洋后一个重要

的埋藏地。该结果为解释困扰海洋学界多年的“海

洋中陆源有机碳失汇”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此

基础上，课题组运用分子生物学和分子有机地球

化学技术，发现深渊沉积有机物的组成和含量对

于深渊微生物群落和古海洋代用指标均有明显的

影响。

在深渊污染物方面，课题组发现深渊钩虾积

累了相当高浓度的汞，其中毒性最大的甲基汞含

量明显高于淡水端足类生物。而且深渊生物的汞

含量和组成明显不同于海沟沉积物，揭示来自表

层海洋的汞污染可以通过食物链或者鲸落等形

式，快速进入深渊并被钩虾所富集。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除了疫苗之外，人们也寄希望

于特效药物。目前，越来越多的候选药物已进入科研人员视

野，大量临床试验正在全球开展，不过真正的新冠特效药迄

今仍未出现。

那么，新冠特效药研发的进展究竟如何？突破口在哪

里？真正的特效药问世还需多久？

搜寻潜在靶点

研发特异性抗病毒药物，首先要基于新冠病毒入侵人

体细胞、自身复制以及致病等多个环节的关键机制来筛选

和设计药物靶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辉日前向新华社记者

介绍，已知新冠药物靶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靶向新冠病

毒本身；另一类靶向宿主也就是人体。靶向病毒的靶点还可

以细分，一类是针对病毒入侵阶段，比如帮助病毒入侵细胞

的刺突蛋白，其受体结合域（RBD）是一个关键靶点；另一类

针对病毒复制阶段，其中主蛋白酶和“RNA依赖的RNA聚合

酶（RdRp）”被认为是两个较有前景的靶点。

主蛋白酶就像一把“魔剪”，在新冠病毒复制酶多肽上存

在至少11个切割位点，只有当这些位点被正确切割后，这些

病毒复制相关的“零件”才能顺利组装成复制转录机器，启动

病毒的复制。而RdRp就像病毒RNA（核糖核酸）合成的核心

“引擎”，以其为核心，病毒会巧妙利用其他辅助因子组装一

台高效RNA合成机器，从而自我复制。

科研人员迄今已成功观察到多个新冠病毒靶点的结

构。相关研究为新冠药物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科研团队2月首次报告了刺突蛋白在原子尺度上

的三维构造。3月，上海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团队解析了转

录复制机器核心“引擎”“RdRp-nsp7-nsp8复合物”近原子分

辨率三维空间结构。上海科技大学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等机构4月报告了一种主蛋白酶强效抑制剂N3，并率先解析

了“主蛋白酶-N3”高分辨率复合物结构。

靶向人体的药物靶点更为复杂，这是因为新冠病毒感

染症状多样，影响多个脏器。从治疗方面看，更多这类靶点

仍处于探索中，其中一些靶向免疫系统。

多个方向并进

据专家介绍，在研新冠药物基本涵盖了常见的药物类

型，在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大分子药物等方向都取得了进

展，未来还可能出现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等其他候选疗法。

小分子药物研发领域，多个团队报告了靶向主蛋白酶

的候选化合物新发现，认为这类化合物有发展为新冠药物

的潜力。德国吕贝克大学科研人员在非典疫情后研发了以

主蛋白酶为靶点的α-酮酰胺类抗病毒化合物，并于今年5
月公布了其“改良版”α-酮酰胺13b的细胞实验数据。澳大

利亚科研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确认它能有效阻止新冠病毒

复制。

美国《科学》杂志6月19日以封面文章形式介绍了中国

科研团队发现的以主蛋白酶为靶点的两种化合物 11a和

11b。研究团队不仅分析了两种化合物与新冠病毒主蛋白酶

相互作用模式，还揭示了它们抑制主蛋白酶的分子机制。

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方面，全球多个团队报告了针对

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与上海君实

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开发的重组全人源

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近期获批进入临床试验，有

望在不久的将来用于新冠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该候选药物的研制基于中国科研团队从新冠康复患者体

内分离的单抗CB6。英国《自然》杂志5月在线发表报告说，利

用恒河猴开展的动物实验中，CB6表现了预防和治疗新冠感

染的能力，与刺突蛋白RBD结合位点和宿主细胞高度重叠，

并比宿主细胞更有“亲和力”，颇具临床前景。

“老药”显示新效

“老药新用”也是新冠药物主要研发策略之一。如果能从

现有药物中找到对新冠病毒感染有效的药物，就可以绕过药

理学研究、动物实验等阶段，直接进入临床试验。

常见皮质类固醇激素地塞米松已被证实可降低危重新

冠患者死亡风险。英国牛津大学领衔团队在临床试验中对超

过2000名重症新冠患者使用了地塞米松，这种药物能让需

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35%，需吸氧的患者死亡风险

降低20%。世界卫生组织已呼吁增加该药产量。

瑞德西韦、法匹拉韦、托珠单抗等药物也对不同新冠患

者群显示了一定临床效果，不过曾被寄予希望的羟氯喹临

床效果不如预期。

“一些老药对（新冠病毒）已知靶点和已知机制有什么

样的效果，现在有了一些新的临床试验结果，”全球健康药

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相关试验进展有助于定义“老药”适用患者人群、实现

更精准用药并提出新的组合用药方式等。

丁胜也强调，“老药”毕竟不是针对新冠病毒开发的药

物，科研人员还是要利用已验证的靶点开发新的新冠特效

药。基础研究领域已为新冠药物研发积累许多，然而新药研

发没有捷径，开发一种全新药物到最终获批可能需要长达

10年的周期和数以亿计美元的资金投入。针对新冠病毒的

药物研发背后有特定的科学规律和严密逻辑作为支撑，不

可能一蹴而就。

摘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