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甲午年八月十九 总第 10045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http://www.stdaily.com 2014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五 今日 12 版

责任编辑 胡兆珀 马树怀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新华社杜尚别 9月 11日电 （记者李斌
孟娜）9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尚别会

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近期，我们在上海和巴西福

塔莱萨两次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合作共识，

两国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方正在积极落实，中

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势头强劲。本月初，你

亲自出席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境内段

开工仪式，体现了你对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视，

对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起到了带动和示

范作用。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探讨高铁合作，

卫星导航系统合作已经启动，联合研制远程

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机等大项目合作又取得

新进展。我愿意继续同你保持密切沟通，推

动双方加大相互支持，扩大相互开放，相互给

力借力，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各自

发展振兴。

关于两国务实合作，习近平强调，双方要

继续促进两国战略性大项目合作，特别是尽

早启动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推动两国

能源合作迈上新台阶。双方还要扩大金融合

作，推动双边本币互换，共同建设好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发展势头良

好，各领域合作正在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和

协议顺利向前推进。我同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本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就重

大问题和两国合作进行沟通，对推动俄中关

系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我对当前两国经贸

合作表示满意，希望双方继续着力推进油气、

核能、航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大

项目。俄中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互利共赢

的，我本人高度重视，要加快建设。我们还要

充分发挥两国间 100多对友好省州、城市关系

的作用，促进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当前国

际和地区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俄中

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协作。

两国元首还就即将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杜尚别峰会交换了意见，认为当前形势下，本

组织成员国要加强团结、互信、合作，推动安

全和经济两个轮子同步发展，坚决打击“三股

势力”，大力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使本组织

成为成员国稳定和发展的可靠保障。中俄双

方要加强沟通协调，加大投入，引导上海合作

组织始终朝着服务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方

向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俄方接任上

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并办好明年乌法峰会。

普京介绍了俄方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

法和立场。习近平强调，有关方要追根溯源，

从根本上去理顺和解决矛盾。中方主张政治

解决乌克兰危机，呼吁乌克兰方面尽早开启

包容性对话，达成全面解决危机的政治方案。

普京表示，俄方重视和赞赏中方在乌克

兰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愿同中方保持沟通。

两国元首还就阿富汗、西亚北非形势等

交换了看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杜尚别 9月 11日电 （记者王峰
孟娜）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日抵达杜尚别，应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对塔吉

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中午12时3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

专机抵达杜尚别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受到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副总理贾博

丽、外长阿斯洛夫等热情迎接。（下转第三版）
上图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机场受到

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等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杜尚别

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将揭开神秘面纱：面对科研和管理

人员，实现开放共享、转化应用；面对公众，将公开透明，交出

账本，走向问效制、问责制……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

部《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部署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推动科技报告的

完整保存、持续积累、开放共享和转化应用。

作为科技报告工作框架性文件，《意见》针对国家科技

报告制度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组织管理、收藏服务

和营造环境等问题进行顶层设计，并明确指出，到 2020 年

建成全国统一的科技报告呈交、收藏、管理、共享体系，形

成科学、规范、高效的科技报告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这

意味着，推动部门、地方开展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国家

科技报告制度的脚步正在加速。

已有基础怎样？科技报告共享
服务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加快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报告制度，是我国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意见》的出台正是将科技报告

作为科研项目的重要产出形式加以考核，作为国家基础资

源加以持续积累和规范管理，将其开放共享作为增强国家

科技实力的举措加以推动，并将科技报告制度建设作为科

研基本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

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已经具备相应基础。《意见》明

确，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必须呈交科技报告。其

实，从 2013年开始，科技部已率先在 973计划、863计划、支

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中启动科技报告试

点工作,明确将呈交科技报告作为深化科研项目管理改革

的重要举措，纳入科技计划管理流程。

“自今年 3 月 1 日正式开通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以

来，科技报告共享服务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部计

划司副司长叶玉江介绍，截至目前，各试点计划“十一五”

已验收项目科技报告回溯工作已基本完成，在研和新立科

研项目已全面启动科技报告工作，各试点计划呈交科技报

告数量已突破 3万份。

“目前该服务系统在改进和加强科研项目管理、促进

成果转化方面等开始发挥作用。”叶玉江告诉记者，除面向

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员提供摘要和全文在线浏览外，面向科

研管理人员的服务功能也正式开通。今年首次依托该服

务系统对三大主体计划受理项目开展了研究内容、技术路

线、核心指标的相似性检测，从而加强各部门科技计划衔

接、避免项目重复。同时，服务系统推出了“大气污染防治

科技支撑专题”，从科技报告、标准法规、论文专利、技术案

例等 6 类知识内容开展专题服务，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数据

总量已超过 4万条。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贺德方透露，截至目

前，服务系统科技报告已达到 16000 份，实名注册用户数

已超过 12000 人，网站总点击量突破 1000 万次，基本实现

了科技报告与相关论文、专利等科研成果的知识关联和信

息获取的一站式服务。

目标是什么？建成全国统一的
科技报告组织管理机制和开放共享
体系
《意见》要求，按照分步实施、统一标准、分类管理、分

工协作的基本原则，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项目主管机构、项

目承担单位各负其责，建立健全国家科技报告组织管理机

制和开放共享体系，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标准和规范，形成

统一的国家科技报告制度。

首先，《意见》要求建立科技报告逐级呈交的组织管理机

制。国家科技报告体系分为三级组织管理体系：由科技部负责

科技报告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各地、各有关

部门应将科技报告工作纳入本地区、本部门管理的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科研管理范畴；各基层科研单位将科技报告管理

纳入项目承担人的职责范围之内，建立科技报告工作机制，及时向项目主管机构呈交科技报告。

其次，《意见》要求推动科技报告的持续积累和开放共享。

在强化科技报告的完整保存和集中收藏方面，遵循分类管理、平稳过渡的原则。对

目前已验收（结题）的科技项目，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应开展科技报告的回溯工作。对在

研项目，项目主管机构在项目执行报告中应增加科技报告内容，收集科技报告。对新立

项目，按照“谁立项、谁管理”的原则，在任务中明确项目承担单位须呈交科技报告类型、

时间节点和最低数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指出，在做好财政性资金资助科技项

目科技报告收集的同时，鼓励引导社会资金资助的科研活动通过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呈交科技报告。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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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一名罹患退行

性眼病的日本患者将成为全球使用诱导多

能干细胞（iPS）进行治疗的第一人。日前，

日本卫生部的咨询委员会对这一疗法的安

全性进行了审查，并同意相关研究人员开展

人体治疗实验。

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9月11日报道，治

疗使用的 iPS 细胞由日本神户理化研究所

（RIKEN）发育生物学中心的眼科专家高桥雅

代培育而成，将用于治疗与年龄相关的视网膜

退化疾病。罹患这一疾病的病患，多余的血管

会在眼内形成，让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变得不

稳定，导致感光器不断减少，最终失明。

高桥雅代从罹患这一疾病的患者那儿

提取到了皮肤细胞，并将其转化为 iPS细胞，

接着，诱导 iPS 细胞变成视网膜色素上皮细

胞，最后将其培育成能被植入受损视网膜内

的纤薄层。

与胚胎干细胞不同，iPS 细胞由成人细

胞生成，因此，研究人员可以通过遗传方法

为每个受体度身定制。iPS细胞能变成身体

内的任何细胞，因此，有潜力治疗多种疾

病。即将进行的人体实验将是这一技术首

次证明 iPS细胞在临床方面的价值。

高桥雅代团队已经在猴子身上证明，

iPS 细胞能由受体自身的细胞生成，且不会

诱发免疫反应；尽管如此，还是存在隐忧，那

就是，iPS 细胞可能会导致肿瘤出现，不过，

高桥雅代团队发现，在老鼠和猴子身上不太

可能出现肿瘤。

为了消除人们的其他担忧——生成 iPS

细胞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变异，高桥雅

代的团队也对整个过程和生成 iPS细胞的遗

传稳定性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一切正常。

在接受由 19 人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

的质询时，高桥雅代也与最先制造出 iPS 细

胞的生物学家山中伸弥（因此项研究荣膺

201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短兵相

接”。《自然》杂志要求日本卫生部对提交的

遗传数据进行评论，但被拒绝，不过，卫生部

表示没有发现问题。

RIKEN 的内部人士表示，得到的 iPS 细

胞将通过手术植入一名志愿者病患眼内，手

术将在数天之内进行，大部分日本媒体则认

为手术将在本月内的某一天进行。手术将

由生物医学研究和创新研究所的一名医生

进 行 ，RIKEN 并 没 有 透 露 这 名 医 生 的 名

字。该研究团队计划在手术后，对细胞的受

体进行长达一年的跟踪观察，这项探索性研

究最终会对 6名实验对象进行手术。

iPS 干细胞的出现，在干细胞研究、表观

遗传学研究等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不

仅是因为它在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更

是因为它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应用前景。然

而，由于其自身的安全性问题，iPS 干细胞

迟迟未应用于临床治疗。任何“第一次”都

充满了未知的机遇和挑战，众多科学成果

也都是从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而来。根据

iPS 干细胞在短时间内取得的一系列突破，

可以预见，iPS 干细胞必将解决人类面临的

诸多疾患难题。

诱导多能干细胞首次获批进行人体实验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1日电 （记者李大
庆）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类翼龙新属种。巧

合的是，这类翼龙的头骨顶部平直，下颌腹侧

发育一奇特的刀片状半圆形的骨质脊以及锋

利的牙齿，这些都与科幻电影《阿凡达》中的

飞行翼兽伊卡兰的头部极其相似，因而这一

新的翼龙被命名为阿凡达伊卡兰翼龙。只不

过这种翼龙比电影中的伊卡兰小很多，其翼

展仅 1.5米左右，而伊卡兰的翼展可达 12米。

《自然》子刊《科学报告》11日在线发表了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员汪筱林

团队的最新发现。他们在中国辽西地区距今

约 1.2 亿年前著名的热河生物群中发现了新

的翼龙，包括两件化石标本，正型标本产自建

昌县的喇嘛洞镇，保存了完整的头骨和下颌，

以及部分身体骨骼；另一件标本产自相邻的

凌源市四合当镇，包括完整的头骨、下颌和部

分颈椎。

伊卡兰翼龙与其他已知翼龙的最大不同

在于其只有下颌骨脊却没有上颌骨脊。这一

奇特的头饰形态在已知的翼龙中从未被发现

过，在现生动物中也没有实例。中国和巴西

古生物学家认为，头骨发育脊（头饰）的最常

见功能是性别展示或属种展示。而仅有下颌

骨脊的伊卡兰翼龙则降低了头饰仅作为展示

功能的可能性。它的下颌骨脊呈半圆形，边

缘平滑似刀片状，很可能还具有一层较薄的

角质鞘，这使其在飞行和捕食时具有切割流

体和降低阻力的功能。科学家推测伊卡兰翼

龙在淡水湖泊猎食时，会贴近水面飞行，薄薄

的下颌骨脊部分或全部切入水中，迅速将水

面猎物捕获，类似于现生剪嘴鸥的捕食行

为。而其喉囊也是为了储存连续捕获的鱼

类，类似现生的鹈鹕，减少了在多次飞行捕食

中所消耗的能量。

左图 阿凡达伊卡兰翼龙生态复原图。
赵闯绘

翼龙新属种—阿凡达伊卡兰翼龙“现身”
奇怪头骨显示或可飞掠水面捕食

科技日报成都9月 11日电 （记者盛利）
记者 11 日从四川省人民医院获悉，由该院引

进的四川省首台第三代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

系统（“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已完成 4 台

手术，运行情况良好。其拥有可 360度旋转的

仿真“手腕”、3D 高清体内成像系统等，可大

幅增加手术安全性和便捷度。

四川省人民医院宣传部副部长杨建英

说，10 日在该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

的操作下，“达芬奇”刚刚完成一台亲体肾

移植手术，目前正处于维护保养中。这也

是本月 9 日“达芬奇”首次投用以来完成的

第 4 台手术。

作为目前世界上仅有的、可正式在腹腔

手术中使用的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达

芬奇”由医师操控台、床旁机械臂手术和 3D

成像系统组成。手术中，医生坐在离病人约 2

米外的无菌区控制台前，不仅双手需套入操

作手柄，带动机械臂完成各种手术动作；双脚

还要置于控制台踏板配合完成电切、电凝等

相关操作，同时双眼则通过设备内窥镜观察

患者体腔内的 3D图像。

“医师可谓是手、脚、眼并用。”杨建英说，

其先进的联动控制可大幅减少参与手术人

员，“过去一台手术需要 3、4 名医生、多名护

士，而‘达芬奇’仅需要 1 名主刀医生、1 名医

师助手和 2名护士。”

记者在现场看到，“达芬奇”的机械臂手

术系统有 2 只工作臂和 1 只持镜臂，可接驳各

种手术器械。其工作臂包括臂关节、腕关节

两部分，拥有 7 个自由度，可延垂直轴 360 度、

水平轴 270度旋转，完成挪动、摆动、紧握等动

作；而持镜臂则包括双高强光源、双 CCD 摄

像系统，可为主刀医生提供放大 20 倍的患者

体内 3D高清成像。

“与传统腹腔镜手术技术相比，它既可提

供更稳定的操作、更清晰的图像，还可避免手

部抖动出现的视野不稳定、传统二维成像无

法辨别器官组织前后关系等问题。”杨建英

说，“达芬奇”手术创口仅 1厘米，创伤小、出血

少、恢复快，可大大缩短手术后住院时间，并

提高术后存活率和康复率。（下转第三版）

四川首台“手术机器人”身手不凡
两天完成四台手术 运行良好 费用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