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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这两枚火箭属
于二级固体动力火箭，两枚
火箭同时发射是为了执行
双箭协同临近空间超声速
伴飞任务。它们的最大飞
行高度为 41千米，最大速度
达 3.5马赫。火箭设计和研
制过程中突破了同步发射、
超声速大动压静不稳定级
间分离和固体火箭协同伴
飞等关键技术。

据介绍，“本栋”系列火
箭的命名旨在致敬近代物
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
育家、厦门大学原校长萨本
栋先生为厦门大学建设发
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2022年 10月，厦门大学
与北京凌空天行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开设“空天报
国”火箭研发实践课程。这
两枚火箭即由参与该实践
课程的老师和专家团队带
领学生们共同研制。

课程按项目分工分成总
体、气动、结构、控制、电气、软
件、测试、搜索等8个小组，来
自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物
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科学
与技术学院、能源学院、信息
学院等的20余名本科及研究
生共同参与，是一次产教研融
合、跨学科、跨阶段、个性化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尝试。

厦大“本栋”系列火箭成功发射
是厦大继研发“嘉庚一号”火箭之后重点打造的又一大型科研试验工程

多年来，Aβ 被当成淀
粉样斑块中唯一的致病因
子。但在唐氏综合征患者
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
中，B2M 这一物质也大量
存在。

团队发现，在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脑组织中，B2M可
以和Aβ结合并加重其神经
毒性，导致神经退行性病变
和认知损伤。

通过靶向清除B2M，或
干扰B2M与Aβ的结合，就
可以显著逆转患病小鼠的
认知缺陷。这具体表现于，
在“水迷宫”实验中，患病小
鼠因为学习记忆缺陷，而无
法通过行为学测试。但一
旦清除了患病小鼠体内的
B2M，它就可以达到普通小

鼠的学习记忆水平。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

都以为淀粉样蛋白产生神
经毒性是Aβ的‘独角戏’，
实际上是Aβ和B2M的‘双
人舞’！”王鑫说。

该研究重新检视了淀
粉样蛋白学说，并对 Aβ的
神经毒性理论作出了重要
的补充。

相比起 Aβ，B2M 还有
个特点，那就是它可以在血
液和脑部之间“穿梭自如”。

此前，靶向 Aβ抗体药
物研发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Aβ几乎只存在于脑部。而
脑部和血液之间有一道“血
脑屏障”，它像一道护城河，
把大分子药物牢牢挡在外
面。要想将药物作用到脑

部，就需要大剂量用药，而
这不仅会带来昂贵的治疗
费用，还会引发脑炎、脑出
血等严重不良反应。

但由于 B2M自身可以
穿梭血脑屏障，清除它就不
必再大费周章，只需要清除
血液中的B2M，就可以达到
作用于脑部的目的，避免了
更多不良反应。

实验结果显示，通过静
脉注射较少量抗体清除血
液B2M，就可以有效改善阿
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的认
知功能，且避免了大剂量抗
体治疗引起的脑炎和脑出
血问题。

“就好像头痛不一定医
头，远水也可以救近火。”王
鑫说道。

头痛不一定医头“治血”也能“治脑”
厦大团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新靶点

近日，厦门大学创新研制的“本栋一号”和“本栋二
号”两枚火箭在新疆尉犁试验场成功发射。这两枚火
箭同时发射，是为了执行双箭协同临近空间超声速伴
飞任务。而“本栋”系列火箭，是厦大继研发“嘉庚一
号”火箭之后重点打造的又一大型科研试验工程。

“本栋”系列火箭，是
厦大继研发“嘉庚一号”
火箭之后重点打造的又
一大型科研试验工程。
2019 年 4 月 23 日，厦大曾
在我国西北部沙漠无人
区成功发射“嘉庚一号”
火箭，那是一款新型带翼
可 回 收 重 复 使 用 的 火
箭。火箭总长 8.7 米，翼
展 2.5 米，起飞质量 3700
千克，全程在大气层内飞
行，最大飞行高度 26.2 千

米，最终在指定着陆点成
功回收。厦门大学仅用
了 7 个月，就完成了这款
新型火箭的研制和发射
任务。承担其研制任务
的先进空天动力研究团
队，平均年龄只有 33岁。

记者了解到，2023 年
厦门大学“空天报国”火箭
研发实践暑期学校已开放
报名。本次暑期学校将从
火箭研发的系统工程角度
出发，基于自主开发的火

箭总体设计平台和工程实
践案例，详细解析火箭研
发相关专业的基本概念、
设计理念和工具方法。课
程将会帮助学生了解国内
外航天发展现状，学习火
箭研制流程，掌握总体、气
动、结构、防热、软件、动
力等基本设计原理与方
法，为有志从事火箭研发
的研究生和青年科技工作
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
平台。

厦门大学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嘉庚”号海洋科
考船正式下水，到联合研
制的“嘉庚一号”火箭、

“海丝”系列卫星接连升
空，再到如今“本栋”系列
火箭双箭齐发，关键技术
屡次突破，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问题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厦门大学将在“上天下海”
的征途上昂扬奋进，力争
不断超越。

曾发射“嘉庚一号”火箭 验证火箭回收重复使用技术

两枚火箭同时发射
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痴呆的最常见类型，全球每3秒就新增一位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我国约有1000万人患病。找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有效疗法，是科学界的一大难题。

近日，厦门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鑫教授团队在
《自然·神经科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修正了经典的“淀粉样蛋白学说”，并提出阿尔茨海默病的
治疗新靶点。

一直以来，β-淀粉样
蛋白（简写为“Aβ”）在脑内
堆积被认为是导致阿尔茨
海默病的主要病因。因
此，学术界和制药企业针
对 Aβ 展 开 了 海 量 的 研
究。然而事实证明，靶向
Aβ 治疗药物的失败率极
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始
终面临缺少有效治疗方法
的困境。

40 多年的“碰壁”，让
科学家们对淀粉样蛋白
学说和衍生的干预策略
进行了深入反思。这条
路很艰难，还有没有其他
路可走？

最近，厦门大学王鑫
教授团队的一项历时 4年
多的研究，鉴定出了另一

个对阿尔茨海默病至关重
要的病理因子——β2-微
球蛋白（简写为“B2M”），
这可能成为阿尔茨海默病
的治疗新靶点。

其实，早在研究初期，
该团队围绕B2M研究的疾
病，并非阿尔茨海默病，而
是唐氏综合征。

“我们实验室主要研
究唐氏综合征，而唐氏患
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
在 40岁以后，脑部都会出
现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
样的特征，包括淀粉样斑
块。因此我们在研究唐氏
综合征的同时，也尤其关
注阿尔茨海默病。”王鑫介
绍道。

今年 3 月，该团队在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
了外周血中的 B2M 能够
穿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
经系统，损伤神经元突触
功能，这可能是唐氏综合
征等多种认知障碍疾病的
病理机制。在该研究的基
础上，团队同步开展了
B2M 对阿尔茨海默病的
致病机理研究。

团队始终相信，以唐
氏综合征为切入点，去寻
找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
方案，或许是一条全新的
赛道。王鑫表示：“我们
希望通过挖掘唐氏致病
机理这个‘宝藏’，从中找
到可能同时治疗两种疾病
的方法。”

N海峡网
厦门大学

致病因子“独角戏”其实是“双人舞”从“唐氏综合征”的角度 研究“阿尔茨海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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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本栋”系列火箭飞向苍穹

▲厦大“嘉庚一号”（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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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左）与论文第一作者、博士生赵依妮
在实验室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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