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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第三极
地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

的源头，是全球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誉为“亚洲水塔”。但是从地形来
看，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
气流进入高原地区，那么高原水汽从何
而来？这个谜题成了 2023“巅峰使命”
珠峰科考大气小分队成员们最想搞清
楚的问题之一。

从4月1日接到珠峰科考任务，5月
初奔赴珠峰地区，在珠峰科考的半个
月，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李茂善教授带
领的来自四川的大气小分队成员，在海
拔5200米的珠峰北坡科考营、海拔4276
米的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峰大气与环
境综合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珠峰
站”）、海拔3800米的喜马拉雅中段河谷
穿梭考察，渴望通过气象探测手段探得
高原水汽输送的路径。

“我们每天上午从珠峰站抵达北坡
科考营从事科考工作，傍晚返回珠峰站
调整休息过夜。”日前，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专访了李茂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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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小分队攀登科学之巅

“珠峰科考包括了大气小分队在内

的13个小分队。我们这次科考的主要任

务是研究青藏高原水汽从何而来。”李茂

善告诉记者。2023“巅峰使命”珠峰科考

大气科考小分队包括了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

考人员。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的5名成员

分别是研究青藏高原气象学的李茂善教

授、研究陆面过程的杨泽粟副教授、研究

大气环境的樊晋副教授、研究陆气相互

作用的苏东生博士，还有一名研究生。

李茂善表示，“我们团队需要与大气

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共同完成地面自动气

象站和水汽探测系统的架设，以及高度2

万米以下的大气压力、温度、湿度、风速

风向等的垂直分布等科考工作。”

“亚洲水塔”水从何来？

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这次

科考的目的是考察青藏高原的水从何而

来。假设高原水汽从喜马拉雅河谷而

来，那么就要通过实地考察、数学建模与

最后的观测数据相互印证得出结论。

“我们选择了对水汽通道进行观测

研究，首先就要进行实地考察。喜马拉

雅山脉中段有数条河谷，水汽很可能是

通过河谷进入青藏高原。大气小分队选

取珠峰东坡的嘎玛沟进行考察，开展临

时机动观测对这个设想进行验证。之

后，在嘎玛沟两端的曲当乡和陈塘镇，架

设了两个自动气象站和两套水汽探测系

统，并在曲当乡开展了无线电气球探空

试验。”李茂善介绍。

高原科考先过体能关

高原科考对体力是一大挑战。在实

地考察前，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

严格遵守科考任务总体统筹安排的前提

下，科考成员要结合自己的专长和任务

做充分的个人准备，比如基本的体能锻

炼、仪器调试，以及考察方案和各种预案

的制订。”李茂善介绍。由于要在高海拔

地区搭建自动气象站，释放气象气球，有

些地方人迹罕至，车辆无法开进，还需要

科考人员肩挑背扛设备上山。

李茂善是十多年的“老高原”，对高

原科考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我们提前组

织老队员对新队员进行高原生活和科考

经验分享。”他说。

“除了做好科研准备和规划，最重

要的是体能。”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的樊

晋告诉记者，接到科考任务后，他每天

利用学校的设施做各种健身、锻炼，不

过上高原后，还是有一些不适，“我们是

边科考边调整。在刚抵达珠峰站时，队

员们或多或少出现了头痛、睡眠质量下

降、食欲不振、嘴唇干裂、鼻腔出血等高

原反应。后来在团队的帮助下，逐渐适

应了高原环境。”

肩挑背扛设备搞基建

大气小分队队员们主要以海拔

4276米的珠峰站为生活营地，以海拔

5200米的珠峰北坡科考营为科考营地，

两地相距约30公里，队员们每天上午从

珠峰站抵达科考营从事科考工作，傍晚

返回珠峰站调整休息过夜。

这次科考，大气小分队有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在河谷搭建 2个自动气象

站。因为河谷观测点选择在高海拔河谷

谷坡，有些地方不通路，需要队员们开辟

道路，负重行走，部分路段还靠近悬崖。

“最后一公里没有了路，仪器都要人工背

上去。”樊晋说。

“大家开玩笑说，第一天基本上是搞

基建。”樊晋表示，要架设自动气象站得

先挖地基，“得把搭建仪器用的水泥、砂

石搬运到架设点，有些基坑表层土壤下

面岩石还比较多。刚开始缺乏经验，我

们用木棒扛水泥袋，结果太重把木棒撑

断了，最后换上钢管才解决问题。挖好

基坑后，还要等水泥凝固后，第二天再上

山架设仪器。”

另外一个试验是探空气球的释放。

一个气球的探测时长约两小时，且需要

释放六个，每次释放间隔数小时，那么每

天在室外站立的时间就比较久，“探空气

球的释放对时间有要求，就怕释放时遇

到大风。”

樊晋介绍，现在实地科考已经结束，

下一步就是数据收集分析，“研究成果会

通过专门的渠道进行发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6月3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

官网显示，诺和诺德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司美格鲁肽注射液上市申请正式获得受

理，受理号达5条。据悉，诺和诺德司美

格鲁肽注射液早已于2021年4月在中国

获批，适用于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控制，商品名为“诺和泰”，此次上市申

请或意在扩充适应症。

此前，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

曾获得“减重”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默

示许可。该新适应症为作为低热量饮食

和增加体力活动的辅助治疗，用于初始体

重指数（BMI）≥24.0且<28.0 kg/m2（超

重）且伴有至少1种体重相关合并症，或

BMI≥28.0且<30.0 kg/m2（肥胖）有或无

体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体重管理。

从“降糖药”到“减肥神药”

资料显示，司美格鲁肽能增强胰岛

素分泌，抑制胰高糖素分泌，并能够延缓

胃排空，通过中枢性的食欲抑制减少进

食量，从而达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最早，诺和诺德将司美格鲁肽定位为

“降糖药”。2017年12月，名为Ozempic的

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在美国首先上市，作

为饮食和运动的辅助治疗，改善2型糖尿

病成人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2020年1

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新增

其用于降低伴有心血管疾病的 2型糖

尿病成人患者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的

风险。

而在药物开发的过程中，司美格鲁

肽“通过中枢性的食欲抑制减少进食

量”，也就是“让脑子不想吃饭”，这一作

用也得到了诺和诺德的重视。

随后，公司推出适用于成人肥胖症

的司美格鲁肽注射剂Wegovy，在2021年

6月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批准。此次获批依据的临床试验结果显

示，在每周1次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治

疗12周后，2.4毫克剂量组肥胖或超重

患者的平均体重减轻6%左右；68周时减

重17%至18%。

2022年10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

斯克还为Wegovy“站台”，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称自己一个月内减重20磅（约9公

斤），方法是节食和Wegovy。

“减肥神药”能随便吃吗？

为了让有减重需求的受众方便地用

药，诺和诺德还在持续开发更高剂量的

司美格鲁肽片剂，并在近期取得了进展。

据诺和诺德中国官网5月22日的消

息，在其一项为期68周的疗效和安全性

试验中，接受口服司美格鲁肽50毫克治

疗且完全依从治疗的患者，在68周时实

现了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体重减轻，

体重降幅达到17.4%。而安慰剂组患者

的体重降幅为1.8%。

此外，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的信息显示，除了注射液，适应

症为体重管理的司美格鲁肽片剂已经在

我国获得了临床试验默示许可。

虽然目前我国还未有能用于体重

管理的司美格鲁肽药物，但以上种种

迹象显示，这种“让脑子不想吃饭”的

药物也许有可能进入我国的减重药品

市场，那是不是担心自己不够瘦的人

也有福了？

答案却不然。不管是获批临床试验

默示许可的片剂还是注射液，都标明了

适用群体为肥胖（BMI≥28.0 且<30.0

kg/m2）或超重（BMI≥24.0且<28.0 kg/m2）

的人。而且未达到肥胖标准的超重者还

需伴有至少1种体重相关合并症才符合

用药的适应症。

也就是说，一个身高1.6米、体重70

公斤的人可能看起来挺胖了，而且按照

BIM的公式计算也处于超重范畴，但只

要没有因为体重生病，就不适合使用司

美格鲁肽药物减重。

而且从药物可能的副作用和停药反

弹情况上看，司美格鲁肽也不能算是随

便吃的“减肥保健品”。在我国获批的司

美格鲁肽注射液说明书上就提到，注射

该药物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

不良反应、低血糖、急性胰腺炎、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并发症等。以往也有报道提

到诺和诺德的一项试验显示，持续用药

68周的参与者，停药一年后体重反弹了

三分之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谭羽清

马斯克亲测的“减肥神药”能吃吗？

科考营地

珠峰科考大气小分队部分成员

科考人员在进行仪器探测

科考人员在挖基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