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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鼻咽癌研究成果多项写入美国权威教科书
科技日报讯 （钟轩）由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马骏教授课题组完成的“鼻咽癌个体

化治疗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提高远处转移

的预测及诊断效能，创建全新的鼻咽癌个体

化调强放射治疗体系，确立鼻咽癌患者的综

合治疗模式等措施，提高了鼻咽癌的生存率，

降低了严重的放射性损伤。截至目前，该项

目已有 6 项研究结果被 2012 年欧洲头颈肿

瘤/放疗/化疗协会、2013 年加拿大安大略肿

瘤 协 作 组 和 美 国 国 家 癌 症 综 合 网 络

（NCCN）的临床治疗指南采用，8 项研究结

果写入美国权威教科书《Perez & Brady放射

肿瘤学原理与实践》（PPRO）。在即将召开

的广东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该项目将被授

予 2014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据介绍，在远处转移的预测方面，项目组

发 现 特 定 的 一 组 miRNA 标 签 及 EB 病 毒

DNA可以作为筛选高转移风险患者的分子指

标。首次提出了PET-CT检测鼻咽癌远处转

移的适应症，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阐明了鼻

咽癌局部侵犯和淋巴结转移的规律，提出了

鼻咽癌调强放疗靶区设计的原则。首次通过

Ⅲ期临床试验发现同期化疗能够提高中期鼻

咽癌的疗效，证实辅助化疗不能提高晚期鼻

咽癌的生存率，避免了过度治疗。发现了吉

西他滨和吉西他滨联合长春瑞滨 2种对复发

转移鼻咽癌有良好疗效的新型治疗方案。

项目共发表论著 165 篇，其中 SCI 收录

论文 77 篇。研究成果已经在新加坡国立癌

症中心、香港癌症研究所、香港大学玛丽医

院、台湾台中荣民总医院、澳门镜湖医院、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和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等海内外 89家医疗机构应用 2年以上。同

时入选 2012年“国内医学十大新闻事件”，并

被教育部评为 2012 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

技进展”。

倾听春天的声音
科技日报讯 （李运花 刘雯）“哭声骂声

欢笑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寻常事事事上心”

这些铁路春运中特有的声音，每天以近 2 万

个电话的形式，汇集在广铁集团 12306 客运

客服中心，232 名客服代表每天都在用心在

倾听着旅客们的酸甜苦辣。

大年初一，盈尺之台的广铁客服代表坐

席，“滴滴嗒嗒”的键盘声和低声柔和的应答

声交相呼应。突然，一个身影向洗手间冲去

并伴着一阵压抑不住的哭泣声。同事邓露一

看，原来是小陈。心想：“这 20岁的小姑娘平

时总是笑眯眯的，今天怎么了？小陈抽噎着

说，刚才接到在东莞打工的父亲电话，要小陈

买张当天回家的票。小陈说自己也买不到

票，父亲“唉”一声长叹挂了电话。无可奈何

的长叹声像针一般刺进小陈的心。小陈想着

自己每天从早忙到晚，跑步上厕所，接上百个

电话，协助无数旅客买票，却不能帮自己父亲

买一张票。心念至此，内心的委屈随眼泪霎

时涌上心头。

与此同时，不远的另一位客服代表江丹

妮却沉浸在幸福之中。下班路上，一想到老

太太的“多喝热水哦”，心里就暖烘烘的，窗外

行人与鲜花更显得喜气洋洋，掏出手机写上

“有史以来接到最温暖的电话——回答完后

不小心咳嗽了两声，然后旅客说了一句多喝

热水哦。心里暖暖的。”配上一张笑容可掬的

儿童照片和 4个笑脸发在朋友圈里。

微信发出后，回复众多。丹妮动情地说：

“虽然行业很累，但是如果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我想我们会得到很多快乐。小伙伴们，加油！”

同样是微信，许先生要感谢的是来自铁

路工作人员的微笑服务。“不只是一句谢谢，

武广高铁广州站和长沙站的各位，用心的帮

助、贴心的服务。高铁的帮扶服务，应该让更

多的人知道。真心赞，暖人心，正能量。也希

望爸爸能早点康复。”当在深圳跑销售的许先

生含泪在朋友圈发出这条微信的时候，他刚

做完重大手术的父亲已经在广州南站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平安地坐着广州南开往北京西

站的 G70次列车踏上了回家之路。

许 先 生 是 广 铁 集 团 2014 年 1 月 开 通

12306 特殊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以来，得到帮

助的第 500位旅客。广铁管内已有广州站等

8 个车站率先开通了此项服务，所有行动不

便、或靠辅助器具才能行动的特殊重点旅客，

都可以通过拨打 12306 进行预约。许先生激

动地说，抱着试试的心态，拨打了 12306 客服

热线：“没想到客服人员说我爸不仅可以坐高

铁，还能帮我们登记办理特殊重点旅客预约

进站服务。而且到长沙南站后，那边也会安

排我爸他们从绿色通道顺利出站。”“真是太

感谢了，铁路有这项服务，应该加大宣传，让

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样能帮助更多异地就

医的旅客！”

其实他不知道，比拨打 12306 更便捷的

是，春运首日正式上线的“广州铁路”APP，是

广铁集团在全路率先推出的旅客服务端。旅

客陈天浩那天用手机扫描“广州铁路”APP二

维码并下载安装好，点击“正点晚点”栏目，查

询到自己乘坐的广州南至武汉 G1006次列车

正点、13 站台入口，高兴地说下载了“广州铁

路”APP 后，再也不用拖着行李箱四处问人

了，遇到问题还可以就在手机上投诉、咨询、

建议……“铁路服务越来越先进方便了。”通

过他的话语，我们仿佛听到，铁路客运服务的

脚步声。急促有力，不断前行……

2月 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

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审议通过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

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份被广东科技界誉为具有“极高含金量”的

文件将在近日召开的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正

式出台，这对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广

东犹如当春好雨，必将为南粤大地的改革创

新注入新的持续动力，为加快广东创新驱动

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常态需要新思路

《意见》的制定恰逢广东人均 GDP 首次

突破 1万美元的关键历史节点。根据国际经

济发展经验，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是一个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越过这一“分

水岭”后极易遇到产业转型“有增长无发展”

的局面。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广东早已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该网络集聚了各类极富活

力的优势创新资源，是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

前沿。只有继续主动面向这一创新网络进行

战略布局，广东才能获得更加主动的产业竞

争优势。

从国内环境看，广东与全国一样进入了

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较长时期全省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

态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换挡，面对不断

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

质量提升需求和难以为继的重大资源消耗，

广东必须更加注重释放经济增长的内在动

力，必须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这

一思路，是广东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创新先行

者的重要保障。

新思路呼唤新动力

当前，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制约着

广东经济转型的加速度，源头性重大核心技

术不足、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不高以及高层次

人才的结构性缺失，都不利于广东的创新发

展。从目前广东的阶段性省情特征看，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支撑新常态下新思

路的关键所在。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先要

让 市 场 在 创 新 资 源 的 配 置 中 起 决 定 性 作

用。因为科技创新是整个经济社会最活跃

的发展因子，只有让这些蕴含在市场中的

创新要素自发地进行深层次的调整，才能

引发所谓的“熊彼特动力”，为经济增长提

供新的活力源。

同时，有鉴于全球经济发展经验，每一次

的科技创新都往往意味着对各种常规发展方

式的颠覆，这些深度的调整仅仅依靠市场单

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要让市场发挥更好的

作用，还需要政府这个“增进型”力量的推动

和护航，尤其是在产业出现重大密集式创新

的时候。

如果把那些在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创新主

体比喻成一个个登台亮相的“特技演员”，政

府就应该是那束照向舞台的“追光灯”，它的

作用是为这些主体营造出“靓丽的舞台环

境”，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展示出自己的创新活

力和创新特质，而不是生硬地“上台”去“扶上

一把”。

所以，一方面我们既要充分尊重市场规

律，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体系为整

个社会构建起良好的创新环境，如此形成合

力才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强大引擎。

新动力激发新活力

近年来，广东不断优化自主创新环境，

率先出台了全国首部地方性自主创新促进

条例，并加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去年 6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又制定出台了《关于全

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的 决 定》，这 是 自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国内省市首个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纲领性文

件。时隔半年多，广东又将出台的这份《意

见》，是广东贯彻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让市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的关键举措，也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以良好的政策环境激发创新活力的生动

实践。

正如胡春华书记在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

全会上所强调的，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就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和“凤凰涅槃”，把创新驱动发展摆

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作为“主战略”和“总

抓手”。

《意见》抓住当前广东科技创新的若干

“痛点”，鼓励引导企业普遍建立研发准备金

制度，开展科技创新券补助政策试点，以政府

购买制度激励科技创新，对加快科技企业孵

化器和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出台一揽子扶持

政策，还全面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

自主处置权，并以多种途径解决高层次人才

安居问题。一系列政策条款将发力打通广东

科技体制机制的桎梏，也将为广东的创新土

壤带来一场“及时雨”。

从“腾笼换鸟”到“凤凰涅槃”，这是广东

在新常态下积极转段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

择。在全省上下满怀信心地大步迈向创新驱

动发展春天的时刻，《意见》的及时出台，将为

广东提供满满的创新活力，有力支撑广东经

济的加速转型。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写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即将出台之际

□ 刘 毅

科技日报讯 （沙鞠）由中大肿瘤防治中

心研究者基于鼻咽癌遗传学及流行病学最新

研究成果开发的全球首个鼻咽癌风险预警芯

片，日前在该中心正式投入临床试用。

鼻咽癌是我国十大恶性肿瘤之一，发病

年龄大多在 40—60 岁，男性发病率比女性高

2—3 倍。鼻咽癌的发病具有明显的地方特

性，每年全球鼻咽癌新发病例约有 40%在中

国，其中华南地区占全国的比例约 70%。广

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海南等省以及我国

香港、澳门特区都是鼻咽癌高发区，其中又以

广东省的发病率为最高，故鼻咽癌又有“广东

癌”之称。目前，早期鼻咽癌的治愈率已达

90%以上。因此，在鼻咽癌高发区尤其广东省

进行鼻咽癌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十分必要。

1997 年，曾益新院士课题组结合我国资

源优势，对鼻咽癌进行了大样本、全方位、多

层次系统的病因学研究，并开始建设鼻咽癌

样品库。后曾益新科研团队与新加坡科学家

合作，研究发现了一些鼻咽癌易感基因点位，

并确认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基因与鼻咽

癌发病风险有关。该项成果发布于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并被作为该杂志研究

亮点之一（highlighted）进行推荐。随后，利用

广东地区人群大样本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完

全独立样本验证研究，最终确立了 11个和鼻

咽癌发病密切相关的基因位点。

鼻咽癌的发病包括遗传、环境、EB 病毒

感染等因素，大规模的病例对照研究还发现

存在一种与鼻咽癌发生密切相关的 EB 病毒

特殊亚型，该特异 EB病毒亚型携带者较非携

带者鼻咽癌发病风险高 5.39倍。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开发了可同时对 11 个鼻咽癌易感位点

和 EB病毒亚型进行检测的技术平台，并且是

以唾液作为分型检测的样本，受检者可自主

采集，具有无创和简便等优点。

据了解，鼻咽癌发病风险预测芯片以鼻

咽癌易感基因位点、EB病毒分型检测结果为

基础，科学地整合了鼻咽癌家族史、生活方式

等关键鼻咽癌危险因素，实现鼻咽癌发病风

险的综合评估。针对高中低危人群，结合其

自身各项风险暴露情况将提供鼻咽癌防治的

咨询和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健康意识，调整

生活习惯，定期体检，分别给予个性化建议及

随访,包括检测 EB病毒抗体,鼻咽纤维镜检查

和头颈部磁共振检查等。

来自中大肿瘤防治中心官网的统计数据

显示，该芯片预测鼻咽癌准确度为 93.19%，

敏感度为 66.25%，特异度为 93.20%。该综合

预测模型可应用于高危人群的预警，使鼻咽

癌的针对性预防更有目标性，具有较高的公

共卫生及社会意义。

据介绍，该检测项目目前在受检者自理

检测费用且具备心理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自愿

申请进行。该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受

检人群的检测结果，中心工作人员将长期进

行跟踪随访服务，以对受检者进行鼻咽癌发

病风险的长期监测及管理，同时确保受检者

隐私和数据的绝对安全。

全球首个鼻咽癌发病风险预测芯片投入临床试用

科技日报讯 （李诚斌）广东省微生物研

究所日前传来喜讯，由该所领衔承担的两项

科研项目——《包装饮用水微生物污染和消

毒副产物溴酸盐控制新技术》与《热带亚热带

微生物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共享利用》双双通

过公示，在即将召开的广东全省科技创新大

会上将被授予 2014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包装饮用水微生物污染和消毒副产

物溴酸盐控制新技术》项目在系统调查全

国代表性地区包装饮用水生产和产品中主

要致病菌及消毒副产物溴酸盐污染状况的

基础上，建立起包装饮用水污染微生物菌

种资源库、风险识别数据库和溯源数据库，

揭示了包装饮用水中致病菌的分布规律、

风险水平、可能污染途径以及主要的基因

型，掌握了溴酸盐的形成条件；首次系统研

究包装饮用水包装材料双酚 A 和塑化剂迁

移问题，为饮用水中包装材料的安全评估

及国家制定相关的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

建立了铜绿假单胞菌和粪链球菌的 LAMP

快速检测新技术，研制出粪链球菌显色培

养基，开展了诺如病毒 RT-PCR 分子检测

技术的标准化研究，缩短了检测时间，提高

了灵敏度和特异性，实现了大批量水样的

快速检测。发现臭氧对矿泉水中致病菌铜

绿假单胞菌和粪链球菌的细胞性损伤新机

制，攻克了包装饮用水污染微生物控制技

术，并研制出回收桶专用清洗剂、消毒剂和

自动添加系统，以及消毒剂浓度和残留的

快速检测产品，全面实现了清洗消毒剂浓

度和残留的在线监测，较好地解决了微生

物污染问题。

项目发表论文 79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7 篇；授权专利 19 件，其中发明专利 13 件，实

用新型专利 6 件；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和广

东省专利金奖各 1 项；主持国家和地方标准

制修订 4 项；经省级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100.68 亿元，新增利

润 6.35亿元，新增税收 9.35亿元，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热带亚热带微生物资源的发掘、保护

和共享利用》项目围绕微生物资源科学研

究和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创新微生物

资源研究核心技术着手，建立了微生物资

源分离、筛选和保藏技术体系；并致力于发

掘和整合功能微生物资源，增加资源的数

量、特色和功能；拓展研究了微生物资源的

功能，发现新菌种、新基因、新活性物质和

新机制；进而通过创新公共科技服务体系，

开发产品，为社会提供共享服务，取得了显

著的效益。

该成果有效地突破了传统技术的瓶颈，

提升了我国微生物资源研究的国际竞争力；

提供微生物操作技能专题培训服务 50000 人

次，提升了行业总体水平；所分离筛选获得的

菌种在农业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涉及单位

5000 多家，实现新增产值 28.7 亿元，新增利

税 1.6 亿；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9 项；制定

国家标准 4项；发表论文 38篇，其中 SCI收录

13 篇。建立的菌种保藏中心由于突出的业

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为国内第三家国

家专利菌种保藏机构。2013 年 12 月，由 5 位

院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成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广东微生物所“双喜临门”

科技日报讯（杞人）伴着羊年新春的洋

洋喜气，地处粤东的广东绍河珍珠有限公司

又将获得一份殊荣，在即将召开的广东全省

科技创新大会上，由该公司与广东海洋大学

共同完成的《河蚌有核珍珠培育技术体系研

究与应用》项目，将被授予 2014 年度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该公司董事长谢绍河，自上世纪 70 年

代末就跟随“中国现代珍珠之父”熊大仁教

授从事珍珠研究至今已有 30 余年，是目前

国内外珍珠行业中唯一既掌握海水珍珠养

殖核心技术，又掌握淡水珍珠养殖核心技术

的著名专家。

谢绍河介绍，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人

工养殖淡水珍珠的国家，然而由于缺乏核心

技术，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淡水无核珍珠占

世界珍珠总产量的 95%，而总产值仅占 8%。

《河蚌有核珍珠培育技术体系研究与应

用》科研项目，其前期技术《淡水有核珍珠大

面积养殖技术》成果，于 1994 年由广东省科

委组织专家现场鉴定，确认为“世界首创”的

技术成果。攻克了世界珍珠强国日本研究

了 100 多年也无法突破的技术瓶颈，生产出

“淡水有核珍珠”打破了世界只有“淡水无核

珍珠”的单一产品现状。1995年时任国务委

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视察养殖基地

时，将谢绍河研究生产的“淡水有核珍珠”命

名为:“绍河珍珠”。

此后，经深化课题研究 20 年，逐步形成

了技术体系，诞生了“淡水有核珍珠”、“定型

无核珍珠”、“再生有核珍珠”、“附壳造型珍

珠”、“外套膜造型珍珠”、“内脏囊造型珍珠”

和“内脏囊大珍珠”，以及“南海大珍珠”八大

专利技术成果产品。目前，系列珍珠已由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授权广东绍河珍

珠有限公司起草制订国家标准。

2014年 1月 11日，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

局组织国家贝类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张国

范研究员等 7 位体系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

对《河蚌有核珍珠培育技术体系研究与应

用》进行鉴定，结论为：成果世界首创，技术

“国际领先”。

截至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取得国家发明

专利 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4 件；起草国家计

划标准 2项，制订广东省农业地方标准 8项，

汕头市农业地方标准 9项；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其中 SCI 2篇），完成著作 3部。

该项目的示范推广，带动了全国淡水珍

珠产业持续发展；改变了淡水无核珍珠质量

差、效益低的现状，使生产无核珍珠（直径

6—8mm）每公斤从 300 元转产为有核珍珠

每公斤 3000—5000 元，第二代内脏囊有核

珍珠每公斤价值 1 万元以上，第三次内脏囊

植核培育的大珍珠（直径 18mm 以上）每公

斤价值 10 万元以上，大幅度地提高了淡水

珍珠养殖效益；其次，促进珍珠加工、珍珠核

加工、网笼制作、物流运输以及珠宝、旅游等

相关行业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及农村

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统计数据表明，自 2001 年以来，全国应

用谢绍河淡水有核珍珠专利技术生产淡水

有核珍珠的养殖户 1万多家，从业人员 10多

万人，养殖面积 40万亩，年产量高达 500吨、

原珠产值 10 亿元以上，12 年累计总产量约

5000 吨，原珠产值 100 多亿元，包括深加工

增值 2—3 倍，总产值在 200 亿元以上，创税

利达 100亿元。

除此之外，由谢绍河领衔的科研项目还

有两项骄人成果：

其一是曾荣获 2011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的《附壳造型珍珠和优质海水

珍 珠 养 殖 及 加 工 技 术 的 研 究 与 应 用》项

目。该成果独创新型复合模核，解决了模

核与育珠蚌外套膜、模核与贝壳珍珠层相

吸附的关键技术，开发出各种“文化造型珍

珠”。2008 年，北京奥组委授权将“造型珍

珠”生产成“第 28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

特许商品”。

另一《大珠母贝印尼群体繁育、养成及

育珠技术研究与应用》科研项目，解决了上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大珠

母贝养成技术”难题(原有技术繁育的贝苗

下海生长至 2cm 后基本死亡)，首例将繁育、

养成至 12cm 的大珠母贝应用于植核生产，

培育出我国首批“南海大珍珠”。该技术成

果将为推动我国海水珍珠产业转型升级，开

辟南中国海环礁岛养成大珠母贝、培育优质

高值的“南海大珍珠”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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