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2 月 7 日，中

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烈

焰升腾。长征四号乙运

载火箭刺破苍穹，成功将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4 星

送入预定轨道。

近三十年来，中巴两

国坚持平等互利、技术互

补原则，加速推动双方在

航 天 高 科 技 领 域 的 合

作。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已成为中国航天走向国

际 的 知 名 品 牌 ，被 誉 为

“南南合作”的典范。

国 家 国 防 科 工 局 局

长、国家航天局局长许达

哲表示：“中巴地球资源

卫星的合作不仅是两国

航天技术的合作，也是高

科技领域的合作，深化了

中巴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磨砺树典范

中 国 和 巴 西 远 隔 万

里 ，分 处 太 平 洋 东 西 两

岸。然而，在和平利用太

空、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驱动下，航天领域的交流

合作为两国跨越天堑搭

建了桥梁。

上世纪 80 年代，中巴

两个发展中大国在空间

技术等尖端领域均有很

大需求，但都面临关键技

术缺乏或受制于人的困

境。1988 年 7 月 6 日，两

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

共和国政府关于核准研

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

书》，开启了航天合作的

征程，这是中国首次在空

间技术领域与外方进行

全面的国际合作。根据

议定书，两国共同投资、

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

卫星 01 星、02 星，投入运

行后由两国共同使用。

首 颗 卫 星 的 研 制 历

程就磨难重重。按最初

计划，01 星应于 1992 年发射，但直到 7 年后才发

射升空。从签订协议到发射的 12 年间，双方克

服研制经费紧张、技术瓶颈制约、巴西参与卫星

结构研制的公司突然倒闭等诸多困难，积极协

调、沟通，多次调整研制进度和方案，推动合作

一步步前进。

1999 年 10 月 14 日，长征火箭将凝聚着两国航

天人十年心血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1星成功送入

预定轨道。在轨运行期间，该星在国土资源调查、

环境监测、城市规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1 星的成功发射与运行，开创了中国与巴西

合作研制遥感卫星、应用资源卫星数据的广阔领

域，结束了两国长期依赖国外对地观测卫星数据

的历史。中巴两国领导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

其为“南南合作在高科技领域的典范”。

既同享阳光，又共担风雨

为推动在航天领域的深入交流合作，2000年 9

月，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

共和国政府关于空间技术合作的议定书》。此外，

双方还就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2B、03、04 星签署了

相关协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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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专论

12 月 7 日，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从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升空，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4 星送入轨道，圆满

完成了长征系列火箭第 200 次发射任务。

1970 年，长征一号火箭带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一

飞冲天。44 年来，长征系列火箭先后把载人飞船、

月球探测器、北斗导航卫星等 230 多颗国内外航天

器送入太空，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创新超越的“长

征”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雷凡培

表示，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成功率达 95%，尤其是近年

来技术突飞猛进，在可靠性、成功率、入轨精度等方面

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托举中国航天事业每一步

“长征火箭起步艰难，源自于上世纪 50 年代某型

号导弹的独立设计。”雷凡培说，在当时国内技术力量

和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老一辈航天人大力弘

扬“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了中国航天事业。

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号火箭从西北大漠深处

起飞，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使我国成为第四个具

备发射人造卫星能力的国家；1975 年 11 月 26 日，长征

二号火箭发射返回式卫星，3 天后卫星返回地面，标志

着我国成为苏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航天器返回技

术的国家；1984 年 4 月 8 日，长征三号火箭将我国第一

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我

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低温高能氢氧发动机技术的

国家；1990 年 4 月 7 日，长征三号火箭以极高的入轨精

度把美国休斯公司生产、香港亚洲卫星公司所有的亚

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轨道，标志着中国航天迈向国际

市场……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航天事业开启了新的征程。

2003 年 10 月 15 日，在完成 4 艘无人飞船飞行试验

之后，长征二号 F 火箭将神舟五号飞船送入太空。我

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从

无人到载人、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太空漫步到

交会对接……在载人航天工程中，长征二号 F 火箭用

11 次完美表现，将十艘神舟飞船、一个目标飞行器和

十名航天员成功送入太空，发射成功率为 100％。

在 我 国 探 月 工 程 中 ，长 征 火 箭 承 担 了 托 举“ 嫦

娥”一次次飞天的重任。在其“护送”下，嫦娥一号让

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开始成为现实；嫦娥二号在

国际上首次获取分辨率 7 米的全月立体影像，并实

现我国首次对小行星的飞跃探测；嫦娥三号圆满实

现月面软着陆，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月宫“飘扬”。

今年 10 月 24 日，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又将探月工程

三 期 再 入 返 回 飞 行 试 验 器 送 入 轨 道 。 此 次 试 验 成

功，标志着我国已全面突破和掌握航天器高速再入

返回关键技术，为确保嫦娥五号任务顺利实施奠定

了坚实基础。

此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功实现亚太区域组网

投入应用，高分工程助力中国卫星遥感进入亚米级分

辨率时代……我国航天事业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倾情托举。 （下转第二版）

44 载 “ 长 征 ” 路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射运载火箭200次的国家

本报记者 付毅飞 通讯员 杨宏鹏 宗兆盾

新华社北京12月 7日电 12 月 7 日，中

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地球资源卫星 04 星

在太原成功发射升空。当天，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巴西总统罗塞夫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中巴地球资源卫

星合作项目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在航天领域

开展合作的成功先例。多年来，中巴地球

资源卫星项目成果丰硕，为提高两国科技

水平，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04 星成功发射，恰逢中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第 200 次发射，展示了两国科技合作

最新成果和水平。希望双方积极落实中巴

航天合作十年计划，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进

一步充实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罗塞夫在贺电中说，不久前，我同习近

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里斯班峰会

期间会见，一致认为巴中地球资源卫星合

作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潜力。

我们秉承南南合作精神，将卫星图像免费

向非洲和拉美国家分享，具有历史意义。

04 星成功发射有力推动了巴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发展。巴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巴中地

球资源卫星合作。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罗塞夫互致贺电

庆祝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4星发射成功

12月7日11时26分，我国自主研制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记者 田兆运摄

1994 年，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例长期存活的肝

移植手术，让沉寂十年的中国肝移植领域为之喝彩，术

后病人存活了 11年；1998年，他组建我国第一个移植专

业学科，并开展常规肝脏移植；1999 年，他在国际讲台

上第一次报告了我国临床肝移植；2000年，他带领他的

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始了针对婴幼儿的肝移植手术，给

那些绝望的家庭带来希望，首例患儿目前已存活 13年；

他研究创立乙肝病毒相关性肝病肝移植后乙肝再感染

的综合防治体系，成为目前全国使用的标准方案，使移

植后乙肝再感染率从 80%以上下降到 5%以下，奠定了

我国肝移植的基础；他勇于挑战，突破肝移植某些相对

禁忌，受者年龄最大（81岁）、孕妇受者、艾滋病受者、造

血干细胞移植合并肝移植等……

2013年年底，在由中央电视台、中科院、科技部、教

育部、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等八个单位共同主办的

“科技盛典”颁奖典礼上，包括嫦娥三号任务团队、天宫

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研制团队等在内的 14个

获奖团队和个人中，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

教授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疗领域专家，上述获奖理由

正是对他学术造诣和成就的最高评价。

打破国内肝移植手术“禁区”

沈中阳从事肝移植的选择还得从 21年前说起。

器官移植是二十一世纪医学对人类最重大的贡献

之一，而大器官移植由于涉及的学科繁多，常常被用来

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医疗水平。肝移植是大器

官移植的代表，是治疗晚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措施。然

而，我国虽是世界第一肝病大国，肝脏移植技术却一度

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我国老一辈的外科专家们在上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中期曾尝试性地开展过人

体肝脏移植工作，但由于诸多原因没有一例患者获得

长期生存，最长的一例也仅仅存活了 264天。随后的 10

年中，肝移植成为全国外科医生的一大“禁区”，没有人

再尝试着开展该类手术。沈中阳那时一心要攻克这一

难关，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越是难题他越要去

尝试创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始了不断创新

肝移植术式的追梦人生。

1993 年，沈中阳在日本留学两年后回到天津第一

中心医院，他没带回一件当时广受追捧的日本电器，却

随身背回了 15 套手术管路，托运回整整 7 大箱与肝移

植有关的科研试剂、数十套器械和大量原版书籍。他

的目标只有一个，完成肝移植手术，打破“禁区”。

沈中阳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没有医疗实验设

备，他自己掏钱、借钱购置；没有病源，他反复跟晚期肝病

患者进行沟通，恳请他们给他一个创造奇迹的机会——

帮助他们重获新生。沈中阳回忆说：“那时候，所有人

都认为我是‘痴人说梦’，告诉我会失败，没有人愿意和

我一起从事这项专业。但是，我认为中国是乙肝大国，

肝移植的有效开展会挽救无数人的生命，这坚定了我

要走这条路的决心。”

在经历了最初艰难的试验探索后，在天津第一中

心医院领导的全力支持下，1994 年 5月 10 日，沈中阳为

一位反复 5 次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赵振海成功实施了

同种异体肝移植手术。 （下转第三版）

他把肝移植技术带入世界医学巅峰
——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教授（一）

本报记者 罗朝淑 李 颖 吴红月 冯国梧

编者按 全球目前约有 3.5亿人感染了乙肝病毒，而我国感染人数占到了 1/3，全国每年有 30多万人死于

乙肝相关性肝病。作为拯救晚期重症肝病患者生命唯一有效的肝移植方法，20年前在中国几乎还是一片空

白。今天，肝移植不但在中国成为了临床常规手术，在术式方面的创新已超越了国际同行，甚至在某些领域

成为全球先进技术的领跑者，而推动这一改变的人就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教授。为了探寻中

国肝移植第一人的创新足迹，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沈中阳和他的团队以及诸多被他挽救了生命的患者。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研究在一些省区市系统推进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形成几个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
的区域性创新平台。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
国政府间的旗舰合作项目。恰逢建区 20周年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新加坡总统时强调，双方要深化苏
州工业园区等旗舰项目合作。为了继续发挥园区中新
合作优势，为中新合作注入新内容，建议率先部署在苏
州工业园区开展创新改革试验，吸引国际国内高端创
新要素集聚，探索更具活力的创新模式，打造完整的国
际化创新体系，对内引领国内创新，对外参与全球创新
竞争，将园区建设成为全国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

的区域性创新平台和样板，使园区成为以高端制造业
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好地引领全国开发
区产业升级转型和创新发展。

率先开展创新改革试验意义重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全球科技创新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高科技产业
园区作为各国的创新前沿和核心区域，其创新水平是
决定各国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新的发展阶
段，根据国家战略需要，选择一些高科技产业园区开展
创新改革试验，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打造一批世界一
流科技园区，对我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苏州工业园区是苏南地区各种创新要素最为密
集、新兴产业最为集聚、对外开放始终走在最前列的地
区。苏州工业园区建立20年来，创新资源大量集聚，全
区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3.3%，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
51家、外资研发机构147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665 家、各类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
5000余家，人才总量居全国开发区首位，具有率先开展
创新改革试验的坚实基础。赋予园区率先开展创新改
革试验的新使命，意义重大。

一是有利于应对全球竞争的新挑战。创新资源向
优势区域集聚是国际科技发展的普遍趋势，苏州工业
园区区位优势突出，创新基础雄厚，国际化程度较高，
有利于吸引全球科技资源，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创新竞
争的代表之一。

二是有利于引领区域转型发展。全国各级各类高
新区、开发区普遍面临产业升级的严峻考验，园区开展
创新改革试验，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为其他区域
转型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三是有利于深化中新合作。利用新加坡国际合作
窗口，深化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与时俱进拓展
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有利于保持中新合作的持久活
力，探索更高层次开放合作新模式。 （下转第三版）

推 进 全 面 创 新 改 革 试 验
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

韩 俊 张丽平 吕 刚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王继荣 罗国金 记者蒋秀
娟）最近，中外专家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鉴

定出了中国人群中喉鳞状细胞癌（LSCC）的 3个易感基

因位点。其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遗传

学》杂志。

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明波、王嘉陵、

杨仕明团队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林东昕、吴

晨团队及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魏庆义团队等国内外十

余家单位合作完成。该课题由林东昕院士总体协调，

三十多位中外专家参与研究。

喉鳞状细胞癌是头颈部第二高发的鳞状细胞癌，

虽然吸烟、饮酒、喉咽返流等被考虑为其危险因素，但

喉癌病因至今尚不明确。尽管上述危险暴露因素在总

人群中有很高的发生率，但只有小部分个体最终发展

为喉癌，因此基因的作用可能参与了喉癌的发生。

为确定喉鳞状细胞癌的遗传标记物，研究者对中

国人群中 993 例喉癌患者和 1995 例无癌对照进行了全

基 因 组 关 联 研 究 ，并 鉴 定 了 11q12（rs174549），6p21

（rs2857595）和 12q24 （rs10492336）3个易感基因位点。

这是国际上首次通过 GWAS 对喉癌进行研究，其

结果将推进对喉癌机制的深入研究，对喉癌的早期预

警、早期诊断及分子靶向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喉鳞状细胞癌的 3个易感基因位点找到
对喉癌的早期预警、早期诊断及分子靶向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