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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易蓉 通讯员
顾伟民 曹杰）上世纪 !"年代，当
中国科学家首先发现青蒿素能治
疗疟疾时，振奋了全球医学界。但 #"

年来，如何高效、低成本人工合成青
蒿素，是世界各地科学家争相破解
却进展甚微的难题。今天上午，记者
从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发布会上获
悉，张万斌教授领衔科研团队研发
出常规化学合成方法，实现了青蒿
素高效人工合成，将可使青蒿素大
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现实。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
示，全球每年感染疟疾患者多达 $%

&亿人，近 '""万人因缺乏有效药物
救治而死亡。作为抗疟首选的青蒿
素类药物，却因受原料限制、提取成
本高昂、提取率低等因素影响，成为
了“天价药”“贵族药”。张万斌介绍，
青蒿素全部提取自中药材黄花蒿，
在全球范围内 ()*的原料来自中国
重庆酉阳，而一吨黄花蒿仅可提取
约 +—(公斤青蒿素，每公斤青蒿素
售价高达 ,)))至 +)))元。

一直以来，国内外科学家不断
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合成青蒿素，但
收率低、成本高，尤其是从青蒿酸
最终转化成青蒿素是重点攻克的
难点，始终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张万斌教授领衔的团队经过
!年探索和努力，发现了一种收率
高、合成路线短的方法：提取或发
酵青蒿素废料得到青蒿酸，通过使
用一种特定催化剂，将青蒿酸还原
后的二氢青蒿素经过一个无需光
照的常规合成途径，即可方便高效

地得到过氧化二氢青蒿酸，再经氧
化重排可高收率地得到青蒿素。

今年初，德国一个研究团队利
用光照、加氧等手段，利用青蒿酸快
速成功合成青蒿素而备受关注。相比
之下，上海交大的新方法采用常规化
学合成方法，收率接近 +)*，便于规
模化、工业化生产，有望使青蒿素类
药物更加便宜、易得。张教授透露，目
前该成果已完成专利布局，准备申请
国际专利，团队将尽快策划产业化
方案，加速推进产业化进程。

青蒿素实现“高效人工合成”
上海科学家领先研发 治疟疾特效药有望投入规模化量产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施捷）上
海市临床检验中心暨临床检验质
量控制中心历经数年艰苦努力并
通过近期严格考试，终于建成“糖
化血红蛋白一级参考实验室”。这
也是国际临床化学联盟全球 -$家
参考实验室网络中，唯一建在发展
中国家的一级参考实验室，意味着
我国的糖尿病检测将可依循最高
标准，以及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

监测血糖水平，是糖尿病控
制和诊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糖
化血红蛋白（./0-1）作为评估血
糖控制水平的“金标准”，能稳定
可靠地反映检测前 2至 ,个月内
平均血糖水平3 且不受抽血时间、
是否空腹、是否使用过药物等因
素的影响4直接提示糖尿病的监控

情况及预测并发症的风险。然而，
迄今为止可用于检测 ./0-1的检
测方法有近十种，仪器、试剂更是
多达数十种。由于产品的精密度、
正确度和抗干扰等性能不同4检测
结果差异很大4 直接影响了结果
的准确性与可比性。

市临床检验中心成功建立了
国际临床化学联盟 ./0-1一级参
考方法，逐步开展了糖尿病相关
检测项目的一系列质量管理活
动。期间，随着质量管理的不断深
入，上海各级医疗机构参加“中
心”./0-1 质量控制的医院 4从
5""( 年的 677 家增加到 7)67 年
的 7!&家，检测 ./061的整体水
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接近于国际
最高的质评标准。

$相关资料% 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因糖尿病而死

亡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

后第三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

原因# 全世界糖尿病患者有 !亿 "

千 #百万! 预计到 !$%$年全世界

的糖尿病患者将达到 &'%(亿$我国

现有糖尿病患者 )*&$万$ 在上海!

糖尿病患病率已从 %$年前的 +,!

上升到 +$年前的 -'",! 而目前更

达到 )'(,$

上海建成“糖化血红蛋白一级参考实验室”
糖尿病检测将可执行“金标准”

! ! ! !本报讯（记者 王蔚 特约通讯
员 思媛）本科提前批、艺术体育类本
科院校%专业&、公安高专录取从昨天
开始，将持续到本月 6)日结束。

参加提前批次本科招生的共
有 &7所院校%本市 +-所!外省市

%-所&，计划招生 7)6$人 %文科

.)$人!理科 +**%人&；公安高专 6

所院校，计划招生 $&人 %文科+)

人! 理科 +-人&；艺术类本科院校
6)&所，计划招生 $7))人/不含全

国统招计划0；体育类本科院校 6,

所，计划招生 $&人1不含全国统招

计划0。军事公安等院校和艺术体育
类本科第一批次院校%专业&已开始

投档，各校将于近日进行录取工作。
据悉，! 月 6) 日 77 时起，上

海招考热线网站将开通提前批招
生院校%专业&、艺术体育类本科
院校%专业&以及复旦、交大两校
“深化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
革试验”录取结果查询。

! ! ! !本报讯（记者 马丹）继清华
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昨天也宣布，
该校结束 7)67 年在上海招生工
作。据了解，今年，北京大学在沪
理科录取线为 &$7分，文科录取线
为 &6(分，比去年分别降低了 $)

分和 ,)分。北大今年在沪共录取
66+人，除了此前保送录取的 ,$

人外，还录取了 !$人，其中，理科
为 ,6人，文科为 $7人。
今年，北大在沪所有专业均实

现“零调剂”，这意味着每一位被北
大录取考生的志愿都得到了满足。

北大上海招生组组长林纯镇教授
说，上海属于考前报志愿省市，当
学生在不知道高考分数时填报志
愿，更能体现出学生对专业兴趣的
理性把握。虽然今年北大的元培学

院 %文科理科试验班&、工商管理
类、经济学类、数学学院、物理学院
依然热门，但理科学生的首选志愿
中，填报数学、物理、化学、理科实
验班的人数已超过了工商管理和

经济学类专业，文科考生填报中
文、国际政治、法学的比重也有较
大增长。林纯镇分析说，这样的趋
势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考生的关注
点正在理性回归，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基础学科。

另据了解，7)67 年北大本
科毕业生中，上海籍学生的表现
突出，有三分之一以上到哈佛、
斯坦福、牛津等国外名校攻读博
士学位，另有三分之一左右在国
内继续深造，其余学生也都顺
利就业。

北大在沪录取线
理科532文科518

所有专业实现“零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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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讯 （记者
董纯蕾）中国在国际
植物科学领域的顶
级期刊中，有了一席
之地。上月底美国汤
姆森路透—科学信
息 研 究 所（89:;<:=
>?@A?B<!CDC）最新发布
的 5E-- 年度《期刊引
用报告》（FG>）上，中
国学术期刊《分子植
物》（H:I?1@IJB KIJ=A）
影 响 因 子 上 升 为
&L&,+，位居国际植物
科学领域研究类期刊
第 &名，在同领域 -ME

种核心期刊中排名第
M%前 #,&，并连续两
年在亚洲同领域期刊
中排名第一。
《分子植物》创刊

于 5EE( 年，由中国科
学院主管，中科院上
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和中国植物
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
学学会共同主办，主编
为栾升教授和陈晓亚
院士。它先后聘请了
((位海内外一流科学
家%包括美国科学院院

士 +$名2 中科院院士

"名&组成编委会，并与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
和建设数字化发布平台供在线全文
下载，开创了一种全新办刊模式。

$名词解释% 影响因子!指的是

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

被引用的频率! 是衡量学术期刊影

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自 +).#年开

始!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每年都会发

布上一年度其所收录期刊的引证报

告$ 影响因子也被众多科研机构采

用!成为科研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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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在复旦大
学开幕的、由复旦大
学附属中学等主办
的 5E-5世界名中学
联盟年会上，世界著
名男校———英国伊
顿公学校长、世界名
中学联盟大会主席
托尼·里特表示，伊
顿公学办男校，并不
是为了培养男孩子
气概，而是为了让男
生有更自由的发展。

今年 2月，上海
市第八中学宣布将
成立“男子高中基地
实验班”，根据男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来
设计课程内容，培养
男子汉气概。这一计
划还未成型就饱受
争议和热捧：只有 +E

个招生名额的实验
班，报名人数超过了
5EE人。

创 建 于 -,,E

年，伊顿公学是全球
闻名的一所精英学
校，培养过 -M位英
国首相、2+位英国最
高荣誉奖章———维
多利亚十字勋章的
获得者，校友包括惠
灵顿公爵、诗人雪
莱、经济学家凯恩斯
等，也是英国王子威
廉和哈里的母校。里特听到上海也在
筹建男校后，表示非常高兴。他认
为，相比一般的男女混合学校，男
校最重要的一点是给予了 -2到 -&

岁的男孩更大的空间去自由成长，
而不是去扮演社会、家长、学校需要
的角色。
“但到底是全男子的学校好，还

是男女混合学校好，并没有一个明确
的答案。男子学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优势，就是能够让年轻的男孩成为他
们自己，而不需要在有女生的环境下
去伪装，去满足他人的期望。”
里特还曾经担任过男女混校的

校长。他说，在正常课程设置上，男
校和男女混校并没有太大区别，但
男女生对课程的展示和诠释会有
差别。“有一次，我在学校看到学
生排练戏剧。我非常惊讶地发现，
全是男孩的戏剧碰撞出的火花和
产生的震撼力比男女混校要多得
多。不可否认，男孩和女孩的成
长、发展方式都是不一样，有时候
设立男校或女校都是件好事。”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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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N记者 施捷 通讯员
戴润明O 复旦大学医学发展公益基
金项目昨天启动，首批 5))万元获
赠基金来自上海城建建设实业集团
第三工程公司，捐赠签约仪式同时
举行。 据悉，首批获赠基金将设立
“风湿病”专项基金，定向用于支持
风湿病的学术研究。

基金为开放式基金，资金主要
来源于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持续捐
赠，按照捐赠者意愿定向用于：人
才队伍建设，聘请优秀研究人员；
奖励或资助从事医学研究工作的
师生；支持组织学术研讨会或论坛
等活动以及捐赠者认为需要支持
和资助的与医学研究有关的项目。

复旦大学医学发展
公益基金项目启动

! ! ! ! ! 月 5 日，来自安
徽、甘肃、黑龙江等省市
的 ,) 名外来流动人口
家庭和当地贫困家庭的
小学生来到上海金山区
教师进修学院附小，参
加为期 ,&天的“海阔家
园”———“阳光假日快乐
营”公益暑托班开班活
动。公益暑托班将通过阅
读、美术课程、集体游戏、
亲子游戏等活动，免费为
需要帮助的家庭解决孩
子暑期看护和学业辅导
的困难，引导儿童了解、
融入社会。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影报道

公益暑托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