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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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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吴军辉 记者冯国
梧）多趾、不育、肥胖症、视网膜变性、多囊

肾、肿瘤……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疾病已被

科学界证实，均与人体细胞上一种叫做“纤

毛”的结构发生异常密切相关。

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周军教授领衔的“细胞骨架与疾病”课题组

发现了纤毛发生的新机制：在细胞纤毛形成

过程中一种名为“CYLD”的肿瘤抑制蛋白发

挥了关键作用。经过反复试验，课题组绘制

出了 CYLD 蛋白调控纤毛发生的完整路径。

近日，《细胞研究》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纤毛突出于细胞表面，长度为几到十几

微米、富含微管的毛发状结构，广泛存在于

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体内细胞中。

课题组成员杨云帆博士介绍说，最新研究

发现，肿瘤细胞之所以会恶性增殖，与其表面

纤毛发生异常无法感知外界信号紧密相关。

课题组发现，在敲除合成 CYLD 蛋白的

基因片段后，实验小鼠出现了多趾、皮肤和

肾脏原纤毛、气管动纤毛以及精子鞭毛缺陷

等经典“纤毛病”病症，纤毛长度、数目均明

显减少。电镜分析发现，CYLD 不仅有助于

纤毛的基体定位于细胞膜，而且对于基体和

轴丝的组织十分重要。

一方面，CYLD 促进 Cep70 去泛素化，

使 它 与 γ 微 管 蛋 白 相 互 作 用 ，从 而 帮 助

Cep70定位于中心体；另一方面，CYLD抑制

HDAC6活性，提高微管蛋白的乙酰化水平。

杨云帆说：“未来可以考虑以 CYLD、

Cep70、HDAC6 为靶点，研发药物调控纤毛

发生，最终用于治疗不育、呼吸系统疾病等

各类纤毛病。具有纤毛缺陷的肿瘤患者也

可因此获益。”

“纤毛病”或与一种肿瘤抑制蛋白有关

新华社福州11月2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在福建调

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协调

推 进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培

育发展动力，激发社会

活力，凝聚社会合力，把

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

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

良好势头，不断取得新

成效、实现新突破。

深秋的八闽大地，

山 清 水 碧 ，生 机 勃 勃 。

11月 1日至 2日，习近平

在福建省委书记尤权、

省长苏树林陪同下，来

到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福

州市，深入口岸、码头、

企业、社区考察，就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

法治国、推进作风建设

进行深入调研。

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素

有“ 海 滨 沙 滩 甲 天 下 ，

海蚀地貌冠九州”之美

誉 。 实 验 区 自 2009 年

设 立 特 别 是 2011 年 上

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加

快基础建设，积极招商

引资，创新体制机制，成

为改革开放一片热土。

1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

到实验区平潭口岸二线

卡口，听取实验区总体

规划和建设情况汇报，

随后到 2 层海关监控中

心察看海关特殊监管区

运作情况，了解人员和

货 物 通 关 流 程 。 他 指

出，平潭综合实验区是

闽台合作的窗口，也是

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

一定要创新体制，保护

好生态，深化两岸经济

和产业合作，真正建成

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

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共

同家园。

习近平考察了平潭

实验区内的台商独资企

业宸鸿科技（平潭）有限

公司。他观看一体成型

电脑、音乐播放器、车载设备等产品展示，到 5.5代

面板玻璃切割车间察看生产工艺，不时询问有关

情况，鼓励他们组织好研发和生产，在大陆有一个

良好发展前景。

习近平在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会见了部

分台资企业负责人，并同他们座谈。9位台资企业

负责人先后发言，介绍发展前景，畅谈创业感受，

习近平不时插话，询问他们企业在大陆发展的情

况。习近平说，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

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大

陆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广，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

的商品，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的企业。欢迎更多

台湾企业到大陆发展。习近平充分肯定台湾企业

家们长期为大陆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发展作出的

积极贡献，希望他们一如既往，继续为两岸经济交

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出谋划策、多作贡

献。离开时，习近平同企业家们一一握手告别。

在平潭海峡高速客运码头，习近平到旅检

大楼查验大厅察看检验检疫和海关、边检设施，

同已经验票过关的旅客热情打招呼，祝他们旅

途愉快。 （下转第三版）

习
近
平
在
福
建
调
研
时
强
调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全
面
推
进
依
法
治
国

“漂亮、乖巧、听话，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你叫她朝

东她不朝西，洗衣做饭还不发脾气，不需要车子房子，

永远年轻不会改嫁——我想要这样的老婆！”这是一位

宅男发在网上的“我的机器人老婆”。

是的，这样的老婆，只有机器人可以胜任。英国人

工智能专家大卫·利维甚至大胆预测，到 2050 年左右，

机器人程序设计方面将取得巨大进步，将拥有与人类

一般的情感与理智。

“下个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将是智能移动、人机

交互、多传感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集成的‘机

器和人’的混合体。当前，机器人产业正处在发展的关

键时期，即机器向人类‘进化’的转折点上。”沈阳新松

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谈到机器人技

术发展时说。

颠覆：大势所趋

菜品介绍、取菜送菜、空盘回收，北京一家餐厅的

送餐机器人，正有条不紊地为顾客服务。

这是新松公司最新研发的智能送餐机器人，集成

了移动机器人、多传感器信息、导航和多模态人机交互

等最新技术，可以为顾客服务，还可根据电量自行返回

充电站充电。

机器人的家族，主要有制造业类机器人、特种类机

器人和服务类机器人。送餐机器人和未来的“机器人

老婆”“变形金刚”属于服务类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整合了所有类型机器人的最新技术，

集成了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热点和前沿技术，将成为

颠覆世界的新技术，可改变制造业、国防安全、日常生

活等领域的原有模式，其发展速度和应用空间将远远

大于目前应用量最大的制造业机器人，有望成为机器

人产业最具潜力的增长点之一。”曲道奎认为，作为新

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机器人产业将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

创新：别无选择

在加拿大的通用汽车生产车间，一批“移动机器

人”正在自动装配汽车零部件；在台湾的 IC 装备制

造企业，“洁净机器人”正在真空生产环境中传送晶

圆；在深圳证监会的现场，“服务机器人”做起了迎宾

的司仪。

这些功能强大、形态各异、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的机器人，拥有同一个“身份证”——沈阳新松机器

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以“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名字命名的

公司。血脉注定了它的成长基因——创新。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被誉为我国机器人事

业的摇篮，新松公司从这里孵化、成长、创业。从“小荷

才露尖尖角”到“与世界 500 强共舞”，仅仅 14 年。如

今，新松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化基地，中

国机器人产业的领军者。

14 年，新松公司走了一条“智”造路。“公司成立之

初，规模很小，仅有几十个人。此时，我国机器人产业也

处在发展的原点。公司初步阶段，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

要研发自己的机器人。”曲道奎说。 （下转第四版）

新松：机器人世界的“高富帅”
本报记者 郝晓明

■关注机器人产业

11月2日上午，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返回器交接仪式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总装备部副部长牛红光、航天科技集
团董事长雷凡培和参研单位代表共同迎接返回器“回家”。 本报记者 付毅飞摄

2014 年，两系杂交种“Y 两

优 900”百 亩 示 范 田 亩 产 达

1026.70 公斤，首次实现亩产过

千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第四期

攻关目标，再创世界杂交水稻

较大面积单产的最高纪录。

我国科学家率先完成了乌

拉尔图小麦和粗山羊草基因组

草图的绘制，使我国小麦基因

组的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我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批

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全过

程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低 功

耗、智能化、多源感知技术装

备，实现了异构网络数据的互

联互通，为构建全国食品安全

物联网大平台提供了依据。

……

遵循着“突破前沿技术、创

制重大产品、培育新兴产业、引

领现代农业”，863计划现代农业

技术领域，不断传来“好声音”。

四批启动 36 个
项目 253个课题

立项、验收、
过程管理持续创新

2014 年，“十二五”国家科

技计划全面开展。

“十二五”期间，863 计划现

代农业技术领域共七个主题，

启动了四批 36 个项目 253 个课

题，其中重大项目 6 个，课题总

经费超过 33 亿元，其中国拨经

费超过 26亿元。

如何用好这笔钱、充分调动

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863计

划“十二五”管理办法出台，科技

计划决定在农口改革先行先试，

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办任重而道远，不断创新立

项、验收以及过程管理，组织中期和专员检查。

2013年 5月—9月，主题专家组对 2011年和 2012年

启动的 7 个主题、24 个项目共 172 个课题现场检查、考

察调研、听取意见、了解进度。

2014 年 6 月—9 月，5 名项目专员对智能化农机技

术与装备重大项目的 9个研究团队重点督查、考查执行

情况。

2014年，重大项目“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启动，

主题项目“农业物联网与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研究”

验收，在研课题年度执行报告有条不紊进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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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创新要素自
由流动的关键环节。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
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成为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内容。

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创新治理体系是国家管理科技创新的制度

体系，包括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具
有多主体、多层次和互动性等特征；国家创新治理能
力是运用国家科技创新制度管理科技创新事务的能
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国家创新治理能力是相辅
相成的两个方面，形成一个整体。完善的国家创新
治理体系是提高国家创新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只有提高国家创新治理能力才能发挥国家创新治理
体系的整体效能。

推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
是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科技创
新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科技创新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国家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少包含三层含
义：一是创新主体现代化，即各创新主体要建立既

与国家接轨，又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包括现代
政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
院所制度等。二是创新治理结构现代化，即创新利
益相关方建立起分工协同的治理结构，实现创新收
益 最 大 化 。 三 是 创 新 政 策 现 代 化 ，实 现“ 三 个 转
向”，即从直接资助为主向间接资助为主转变，从微
观管理为主向宏观管理为主转变，从供给政策为主
向需求政策为主转变。国家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
体现在：科学决策能力，即运用科学方法，依靠咨询
机构科学制定规划、计划、政策以及做出重大决策
的能力；有效执行能力，即有效实施科技规划、科技
计划、科技政策和科技重大决策并加以改进完善的
能力。 （下转第三版）

推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孙福全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瑜）为防治大气污染，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已建立区域协作机制。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说，针对当前大气污染的

区域性特点和复合型特征，现有的联防联控机制作用发

挥不够，缺乏区域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的统一规划。

在近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上，沈跃跃作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沈跃跃说，目前车用燃油品质、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环保、能耗的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的区域产业准入目

录，环评会商机制有待完善。区域重污染天气监测预

警机制尚不健全、应对能力有待提高，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污染源监测的信息尚未完全共享。综合防治污染

的政策措施不够完善，对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不够，难

以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控制。

今年 5 月至 9 月，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人员和全国

人大代表共41人组成5个检查组分赴10省（市），检查各

地各部门在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法律制度、依法加

强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推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报告显示，2014年上半年，74个重点城市细颗粒物

（PM2.5）浓度同比下降 7.9％，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

度下降 6.5％，达标天数比例提高 1.6个百分点。但从检

查情况看，大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形势依然严峻。

沈跃跃说，2013年，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

费总量的 73％，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占工业能

源消费总量的 79％；全国煤炭消费总量达 36.1亿吨，占

能源消费总量的 65.7％；环境保护部接到的举报案件

中，大气污染类占 73％，但在全年查处案件中大气污染

类仅占 12％。据有关部门统计，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

的 52 项管理职能中，有 20 项没有明确管理部门。此

外，对污染来源、成因和传输机理研究不够，对细颗粒

物的形成机理认识不清，对气象过程对污染的影响机

理不明，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滞后。符合国情的成

本低、效果好的技术不足，而对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又不

够，环保产业水平亟待提升。

她建议，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度，加强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

区域性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及应急联动等工作，切实

解决重污染天气准确预测难、应急响应慢、联动水平低

等问题。要强化科技与产业支撑。整合科技资源，开

展大气环境容量评估，加强大气污染来源解析、区域传

输等基础性研究。加快推进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强

节能减排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支持高效实用技术推广

应用，促进环保产业积极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提出

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度

■科技专论

科技日报讯 （记者游雪晴）10 月 30 日，37 岁的无

锡产妇张敏，在南京鼓楼医院产下一健康男婴。这是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用自身骨髓

干细胞和智能生物材料修复子宫内膜之后，成功产下

的第二例婴儿。这标志着该技术具有充分的临床可行

性，是世界再生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据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专家胡娅莉介绍，

我国的不孕患者数超过 5000 万人，其中 20％—40％是

由于子宫内膜损伤所引起的。受到损伤的子宫内膜会

出现明显的瘢痕化供血不足，造成胚胎无法在子宫内

膜上着床，让很多妇女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被称为世界

不孕治疗的“绝症”。刚刚当上妈妈的张敏就是这样一

位患者，她第一次怀孕流产后输卵管梗阻，在当地医院

做试管婴儿，但胚胎未能着床。流产清宫后，子宫内膜

严重受损，其宫腔四分之三的面积发生粘连，70%的面

积瘢痕化。解决这部分患者不孕的关键，是如何使子

宫内膜实现功能性修复。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戴建武研究员率领的团队，突

破了再生医学产品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制出能特

异结合干细胞或组织再生因子的智能生物材料，具有

主动诱导人体各种组织再生能力。

胡娅莉率领的团队与戴建武合作，开展子宫内膜

修复试验，通过提取患者自身干细胞，附着在可降解

的生物支架材料上，用支架材料的孔隙和干细胞的分

化功能完成血管组织的再生，结合传统宫腔镜的改

进，实现了受损子宫内膜的功能性修复。

干细胞修复子宫内膜成功
多名不孕妇女喜获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