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已经过去了几天，在这段

时间里，二军医大长征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分昼夜进行

着抢救生命的接力战。截至 1 月 3 日 18 时，长征医院

收治的 18 名伤员中，8 人已康复出院，住院治疗的 6 名

重症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子夜与死神搏斗争分夺秒

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距离现场较近的长征医院

承担了最重的抢救任务。为此，长征医院迅疾成立了

由院长郑兴东为组长的救治指挥小组，启动应急预案、

调集所有急诊急救医护人员、抽调 30 多名专家教授及

近百位医护人员、开辟专属抢救区、启动备用物资调用

机制……建立了一条抢救生命的“绿色通道”。

“90 后”施晓雷是参与此次抢救任务的一名年轻

医生。1 月 1 日中午，他在 QQ 空间发表了一篇描述

此次抢救“生死时速 8 小时”的文章，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

“那篇文章是我的亲身经历，主要是说我们长征

医院医生抢救伤者的故事”。长征医院影像科医生施

晓雷采用了平铺直叙的方式，叙述了从自己接治长征

医院首个伤者开始，与同事们连续奋战 8 小时完成的

“艰苦一战”。

事实上，当晚的长征医院就是一个“战场”。此起

彼伏的警笛送来一批又一批伤员，抢救室里挤满了平

车、伤员和忙碌的医务人员。CT、超声、心电图、检验

等辅助科室全部开辟专窗。专家教授充分发挥军队

卫勤救治的组织优势，对批量送至的伤员立即展开检

伤分类、分类救治、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对危重伤

员畅通气道、建立静脉通道、实施多学科会诊。

“迅速判定生命体征！”1 日 0 时 57 分，一名处于昏

迷状态、全身多处出血点的极重度伤员被送至医院，

急救科副主任单红卫迅速指挥身边医务人员展开急

救。量血压、吸氧、输液、监护心电……一个个动作紧

张有序地展开。

与此同时，医教部副主任陈羽中迅速组织赵学

维、单红卫、李文放、黄承光等 6 个科室专家进行会

诊。经过 4 个多小时紧张救治，这个叫张世宏的 18 岁

小伙生命体征终于趋于稳定。专家们又马上开始看

另一位伤员…… （下转第三版）

抢救，抢救，还是抢救
——二军医大长征医院救治上海外滩踩踏事件18名伤员纪实

通讯员 汪玉成 方梅兰 本报记者 唐先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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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体改革进行时

■直击大洋 34航次科考③

科技日报武汉1月 4日电 （刘曙甲 陈
凌 记者刘志伟）记者 4 日从湖北工业大学

获悉，新年前夕《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在线发

表了该校博士苏正定及团队的论文《一种高

效 恢 复 癌 细 胞 中 P53 蛋 白 活 性 的 双 抑 制

剂》。评审专家认为，该研究设计的“H109”

双功能抑制剂先导化合物是开创性的。该

杂志副主编、国际著名蛋白质专家本杰明·
F·葛拉瓦德教授认为该研究为治疗癌症提

供了一种全新高效的候选药物。

苏正定介绍，过去一般认为，癌蛋白

Mdm2 的过表达使癌基因抑制因子 P53 失

活是引起细胞癌变的主要原因；最新研究

表明，癌蛋白 MdmX 细胞的过表达也是癌

症形成的重要原因，约 48%的癌变与它们

的过表达直接关联。因此仅使用针对癌蛋

白 Mdm2 的抑制药物，疗效并不理想。在

目前的临床研究中，表现效果好的小分子

抑制剂 nutlin-3a 对 Mdm2 具有亲和力，但

与 MdmX 的结合力微弱。因此，能够找到

一种 Mdm2、MdmX 双抑制的化合物，是全

球专家的目标。

苏 正 定 团 队 与 美 国 圣 犹 达 医 疗 儿 童

研 究 医 院 癌 症 研 究 中 心 合 作 ，通 过 改 造

nutlin-3a 分子，优化出 10 多种对 MdmX 有

较高亲和力的化合物，筛选出 6 种高亲和

力 双 功 能 抑 制 剂 先 导 化 合 物 ，其 中 的

“H109”化合物，对上述两种癌蛋白具有高

度专一性和最高成药性，他们已申报发明

专利。

苏正定介绍，这种双功能抑制剂，目前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若能临床运用，

对多型癌症尤其是肝、肺、胃、神经内分泌

瘤、乳腺等癌症的靶向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新型化合物为治疗癌症提供候选药物

科技日报毛里求斯路易港 1月
4日电 （记者刘莉）“前后甲板缆绳

全部收回!”随着船长曹业政一声令

下，执行中国大洋 34 航次科学考察

任务的“大洋一号”科考船离开毛里

求斯路易港，于当地时间 4 日 16 时

（北京时间 20 时）再次起航，向西南

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进

发，执行第二航段任务。

当天天气少云、风力4—5级，能见

度40公里，对航行而言是个好天气。

第一、二航段首席科学家、国家

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李怀明副研

究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了第二航

段“大洋一号”将进行的主要工作。

第二航段预计持续 40 天时间，海上

35 天，工作时间 26 天，走航 9 天。第

二航段将继续对多金属硫化物合同

区进行工程化、系统化的勘探，将在

合同区内一个新区块进行工程勘探

要求的综合热液拖体异常探测调

查，寻找矿化异常区。

与第一航段相比，将增加近底电

磁法、磁法、声学等新的考察手段和

设备，记录硫化物合同区内更详细的

海底资料。“很多新设备都处于试验

性应用阶段，希望这些设备的加入为

下一步海底资源评价提供支撑。因

为我们对整个热液区的了解并不充

分，所以希望获得更多综合数据，这

些宝贵的数据对热液区的基础科学

研究至关重要。”李怀明说。

第二航段的另一个亮点是，“大

洋一号”将与搭载“蛟龙”号深潜器

的“向阳红 9 号”在同一作业区共同

作业十几天，这是“大洋一号”与“蛟

龙”号第一次在一起进行工作调查。李怀明介绍说：

“两艘船互为补充、互相支持。‘蛟龙’注重定点突破，

‘大洋一号’是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面上调查。”

据了解，多金属硫化物是海底热液活动的主要产物，

因其富含铜、锌、铅、金、银等贵金属元素成为一种潜在的

海底矿产资源，备受关注。2007年以来，中国大洋调查航

次在西南印度洋脊开展了5个航次共计12个航段的海底

热液活动调查，发现了10余处热液区。在此基础上，2011

年，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

署了西南印度洋脊10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

同，为期 15年。合同期内，我国将享有该海域专属勘探

权，但需每年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供相关考察报告，合同

期满后将可获部分海域的专属开采权。此次大洋34航次

科考的主要目的即按照合同要求进行相关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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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4 日发布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

战 略 行 动 计 划（2014—

2020 年）》，要求加强知识

产权运用，促进经济提质

增 效 升 级 。 业 内 人 士 认

为，行动计划具备三大亮

点，对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三大亮点
引人关注

截至 2013 年底，我国

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 3 年

位居世界第一，商标注册

申请量连续 12年位居世界

第一，作品和软件著作权

登 记 量 等 均 创 下 历 史 新

高。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知识产权大国，但还算

不上知识产权强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申长雨表示，行动计划有

三大亮点引人关注，一是

首次提出了“建设知识产

权强国”的新目标。其中，

在体现一个国家自主创新

能力的国际通用指标“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

要求从 2013 年的 4 件提高

到 2020 年的 14 件，达到欧

美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强调提高知识产

权成果转化率，集中资源

解决知识产权多而不优的

矛盾，增加核心专利、知名

品牌和版权精品数量，并

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三是要求发挥知识产

权的保障服务功能，通过

支持银行、证券、保险等机

构 参 与 知 识 产 权 金 融 服

务，引导企业拓展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范围。同时，

拓展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助力企业“走出去”。

将知识产
权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知识产权关系着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两个重要

问题。一个是创新的“原

动力”问题，另一个是创新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

“桥梁”问题。

行动计划提出，要更加注重知识产权质量和

效益，在产业集聚区实施专利导航试点项目，在关

键技术领域形成一批专利组合，构建支撑产业发

展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专利储备，不断提高专利

成果转化率。

针对专利创造层出不穷但运用瓶颈难破的现

状，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专利导航为着力点，强化专

利运用能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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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先进适用的农业科技成果层出不穷，急需

落地转化；一面是地处大山深处的农民期盼科技。

如何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海

南省通过大力实施中西部市县科技副乡镇长派遣计

划，搭建起良好的科技服务、示范和科学普及平台，推

动农民成为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

者，走出了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农业科技推广之路。

着眼：突破中西部地区加快
发展的瓶颈

连绵起伏的大山，安静地横亘在海南中西部。

大山深处，350亩的山竹园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五

指山市毛道乡是全国最大的山竹种植基地，以往由于技

术原因，山竹挂果率很低，老百姓的种植积极性很低。曾

在海南保亭四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的陈华锋

2011年到乡里挂职担任科技副乡长后，不信邪、不畏难，

没事就到果林转悠，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攻克了山竹催

花技术难关，使挂果率提高到80%以上。

在陈华锋的带动下，一大批种植户掌握了技术，提

高了经济收入。“这样的乡长，多派十个我们也欢迎。”

一位种植户道出乡亲们的心声。

大山深处之变，缘于“海南省中西部市县科技副乡

镇长派遣计划”。

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的经济版图，如同

中国经济的缩影：东部地区强，占据着全省经济近 60%，

中西部较为落后。而海南中西部，是黎族苗族群众较

为集中居住的地区——这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

不便、信息闭塞、农业生产水平低下，长期以来经济、社

会发展落后，农民收入远低于全省平均线。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支撑点在哪里？

“能不能破解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直接决定着

海南能不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普惠落后地区群众。”

海南的决策层透过层层迷雾，清醒而坚定地对海南发

展的整体形势作出判断。

均衡发展需要新创举。

2010年9月，海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实施中西部市

县人才智力扶持行动计划的重大决策部署——从 2010

年至2020年，通过实施科技副乡镇长派遣计划等十大子

项目，对中西部市县实施“造血式”扶贫，依托人才发展破

解长期困扰中西部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作为十大行动项目之一，科技副乡镇长派遣计划

由海南省委组织部和省科技厅等部门联合实施，主要

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西部市县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高

中西部市县科技管理水平，为中西部农业科技推广道

路增幅，促进海南省农村科技进步均衡发展。”海南省

科技厅党组书记叶振兴说。

决策引领未来，方向决定出路。

一场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的“科技风暴”开始在海

南中西部掀起。

探索：实现科技资源和人才
的有机结合

海南“农业科技 110”，一个享誉全国的农业科技服

务品牌。 （下转第三版）

打通农业科技下乡“最后一公里”
——“海南省中西部市县科技副乡镇长派遣计划”实施纪实

本报记者 江东洲

2014年河北省港口通过能力突破9亿吨，稳居全国第三位，吞吐量突破9亿吨，创历史新高。图为1月4日轮船靠泊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装货。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1月4日，宁夏银川IBI育成中心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正式揭牌。该创业孵化基地通过打造专业的孵化
工作团队，帮扶中小、微小企业发展，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和发展的平台。图为示范基地一家电脑设计公司工作人
员在试验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新华社南极中山站 1月 4日电 （记者白阳）天空

中，携带精密测绘仪器的飞行机器人呼啸而过，自动

拍摄下一幅幅高清冰川照片；地面上，漫游机器人威

风凛凛地前进着，探冰雷达不断扫描着几千米的冰

下情况……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而是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考极地机器人团队的作业场景。

在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考中，由固定翼飞行机器

人、旋翼飞行机器人和冰盖漫游机器人 3 员“大将”

组成的机器人兵团承担着中山站附近两处内陆冰盖

的探测任务，这也意味着中国极地科考机器人首次

从实验阶段转入应用阶段。

两架飞行机器人主要承担冰面观测任务，其搭

载的航空相机、红外辐射计、激光测距仪等设备，能

对冰盖地形地貌、冰面温度、冰面粗糙度等进行观

测；而冰盖漫游机器人则主要负责冰面下状况探测，

里 面 装 有 我 国 自 主 研 发 的 探 冰 雷 达 ，探 测 深 度 达

4000 米，可获得冰盖底部地形、内部结构等数据。

目前，低空固定翼飞行机器人航拍图片近 4000

张，超低空飞行旋翼机器人获得 10 公里精度达厘米

的冰面粗糙度测量数据，冰盖漫游机器人已完成自

主驾驶试航。

据项目现场执行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梁建宏介绍，南极内陆常年刮着 6 至 7 级大风，伴着

细沙状的小雪，形成频繁的大风白化天气。在这种

天气下，人眼无法分辨地面与天空，容易失去方向；

而大风夹带的雪粒容易进入设备内部造成破坏；被

扬起的积雪在大风过后迅速沉积形成雪丘，不断变

化 的 地 貌 更 增 加 了 机 器 人 在 户 外 作 业 的 难 度 。 为

此，研发人员特地为机器人设计了高科技“秘密武

器”。

飞行机器人采用双点火系统设计，能有效降低

空中熄火的风险，且能经受 9 级大风的考验；冰盖漫

游机器人“身上”则佩戴了激光雷达，能够自动探测

前方的障碍物和冰裂隙，独创的三角履带比一般雪

地车的一体化履带转向更加灵活。与一般机器人相

比，极地机器人能耐受零下 40 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中国极地科考机器人兵团亮相南极内陆
承担中山站附近两处内陆冰盖的探测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