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电动汽车制

造商特斯拉 CEO 伊

隆 ·马 斯 克（Elon

Musk）日 前 表 示 ，无

人驾驶汽车的实现难

度并不大。

“我们认为这不

是 问 题 。 我 们 知 道

该做什么，几年后就

会 进 入 这 个 领 域 。”

马 斯 克 在 Nvidia 的

图形芯片大会上说。

他认为，全自动汽车的安全性比人类驾驶的汽车高很多，而且

“难度比你想象的容易很多”。“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可能会认为人类

驾驶员不合法。你不能让一个人来操纵重达两吨的死亡机器！”

马斯克曾经表示，特斯拉计划成为第一家为用户提供自动巡航

功能的汽车公司。“我认为，在你真正会购买的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特

斯拉将会成为领导者。”他说。

Nvidia专门开发视觉计算技术，该公司为特斯拉的 17 英寸多媒

体显示屏和其他车载功能提供处理器。

Nvidia CEO 黄仁勋当天在大会上与马斯克一同出席了问答环

节。黄仁勋表示，新的机器学习技术将对无人驾驶汽车市场产生重

大影响。

Nvidia去年 5 月面向汽车厂商和研究人员推出了无人驾驶汽车

开发平台。

马斯克：
未来人类驾驶汽车或将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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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 禾 通讯员 周建国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眼

科专家瞿佳针对目前“看病难”问题，呼吁建立全

科医生“国标省统、县管乡用”队伍建设模式，引

发了与会代表们的共鸣。

瞿佳今年提交了近 20 个议案和建议。他

是个“忙人”“能人”：博导、主任医生、大学校

长、中美视光学高等教育人才资源委员会中

方主席、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和眼视光学组组长……仅国家级以上就达十

余个。

中等身材，温文儒雅，和他谈话时，他的话里

颇能显示科学家的严谨。无论是作为一个学者、

医生抑或高校管理者，瞿佳在各领域中所取得的

成就让人敬佩。

一本国际享有很高权威的视光学学术杂志

曾刊发一幅中国地图，上面仅标出 3 个城市：北

京、上海、温州。该杂志解释说，北京是中国政治

中心，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而温州是中国视光

学研究的中心。这个中心就设在温州医科大学，

由瞿佳担纲领衔。

瞿佳：首创眼视光学“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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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在深圳

举行的中国 IT 领袖峰

会上，联想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杨元庆指责某

些互联网公司“以安全

的名义”“以管家的名

义”来“绑架、劫持我们

的客户”。

杨 元 庆 在 发 言 中

称：“跟传统的互联网公

司，我们也要提个醒，我

们未来要实实在在真正拥有我们的客户，不是像过去我们只是做硬件的

时候，我们卖出一个产品，客户再跟你接触就是产品出问题的时候。未

来可能不会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拥有客户，拥有更多的月

活客户和日活客户。”

他表示：“所以互联网公司你们也别轻易绑架、劫持我们的客户，不

管是以安全的名义，是以管家的名义，我们不会轻易地把我们的客户交

出去了。因为我要让我的设备拥有最好的安全，拥有最好的管家服务，

拥有很方便的应用下载平台。”

杨元庆发言后，马化腾作了一些补充发言，杨元庆对他说：“你心里

应该很清楚，我指的不是你。”

旁边坐着的李彦宏顺口接了句：“也不是我吧？”

马化腾是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是百度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杨元庆：
别“劫持”我们的客户

谷歌执行董事长埃

里 克 · 施 密 特（Eric

Schmidt）日前表示，谷歌

会继续研发备受争议的

谷 歌 眼 镜 （Google

Glass）。因为这种技术太

重要了，以致于谷歌无法

放弃。

施密特说：“对于谷

歌而言，谷歌眼镜是一个

大型、基础性平台。我们

结束了探索者（Explorer）项目，有媒体就认为我们放弃了整个项目，但事

实并非如此。谷歌喜欢冒险，相关调整并不意味着我们将结束该项目。”

谷歌今年1月宣布停止接受谷歌眼镜订单，关闭其探索者（Explor-

er）软件开发项目。此外，谷歌眼镜团队也搬出 Google X 部门，在艾

维·罗斯（Ivy Ross）的领导下独立运作，向智能家居部门 Nest创始人

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汇报工作。之前，人们对谷歌眼镜在大众市

场的普及已经表示出强烈质疑。而谷歌的该决定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

种怀疑，甚至有人认为谷歌眼镜项目已经失败。

施密特还称，与自动驾驶汽车一样，谷歌眼镜是一个长期项目。他

说：“这就好比说：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令人失望，因为它还没有载着我上

路。这是需要时间的。”

施密特：
不会放弃谷歌眼镜项目

日前，国际知名杂志《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

学》刊发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单革教授的一篇文

章，他的实验室发现了一类新型环状非编码

RNA，并揭示了其功能和功能机理，相关成果得

到了新华社、中科院官网等媒体关注。

记者了解到，在 2012年 9月，《自然·通讯》也

在线发表了单革的研究成果，那次他发现了曾被

认为是“垃圾”的非编码 RNA 参与了物种间的

基因调控。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四年时间发表

了两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还都是唯一通

讯作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听到这样的评价，单革告诉记者：只能说，挺

不容易吧。

非编码RNA（核糖核酸），是一大类不编码蛋白

质的RNA。最早的研究认为，非编码RNA不编码

蛋白质，属于“垃圾”RNA。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

发现，其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是生命体中有待探索的

“暗物质”。目前已发现很多非编码RNA具有重要

生物学功能，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系列重

大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非编码RNA调控失衡相关。

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又在美国师从 RNA 酶

的共同发现人、RNA世界的共同提出人、1989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主西德尼·奥尔特曼做博士

后，单革一直坚持着独立创新严谨治学的信条。

继 2012 年首次发现细菌利用自身产生的非

编码 RNA，以类似 RNA干扰的方式来调控秀丽

线虫的基因表达之后，单革教授实验室此次发现

了一类新型的环状非编码 RNA，在这类环状

RNA中，内含子没有被除去、而是被保留在环形

RNA 当中，因此这类 RNA 被命名为“外显子-

内含子环形 RNA（EIciRNA）”。

尽管一系列的术语与英文词汇使其研究听

起来非常“玄妙”，但细心的单革向记者解释道：

“这离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这类新的 RNA

分子，很有可能会跟一些健康、疾病问题有关联，

给生命科学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新角度。”

有的学者预测，非编码 RNA 研究将成为一

种防治疾病的新型工具，单革实验室发现的这种

环状非编码 RNA，有望对探索生物复杂调控提

供新的视角，在国际学界属于“前沿水平”。

2010 年，单革来到中国科技大学执教，“白

手起家”，从零开始建设实验室。

单革回忆说，由于 PI 制（研究组长负责制）

实验室的负责人完全独立，“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申请经费到实验室建设，再到人才培养，完全

要自力更生，“刚开始学生什么也做不了，培养两

三年才能做些东西。”到这，记者才体会到，单革

所说的“挺不容易”出自这里。

当然，单革表示也得到了来自学校和各方的

帮助，几年里，其实验室已经渐渐成型，五六名博

士，七八名硕士，再加上两位实验员，这是其心目中

较为理想的人员配置。也正是在这样与学生一起

的成长过程中，单革拿出了这两份沉甸甸的成果。

“实验室也承担了一些科研项目，但经费额

度并不大。”因此，从投入和成果两端看，单革实

验室的“性价比很高”。

现在看来，单革实验室各方面早期建设已经

结束，初步成形，而且已经开始产出好的研究成

果，且基本上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目前，应用研

究方面的工作也已经发展起来。”

单革：非编码 RNA的探索者

瞿佳是我国眼视光学高等教育的主要开创

者之一，他将传统眼科与现代光学结合，于 1988

年在温州医学院（现“温州医科大学”）创建了国

内首个眼视光学系，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眼视光

学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并成功推广，帮助、指导

国内多所医学院校建立眼视光学专业。在温州

创办了国内首家眼视光医院。

瞿佳研究的领域之一是近视眼，关系亿万老

百姓的健康，其关于近视的发生、发展研究以及眼

镜、低视力助视器等的研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在 1978 年恢复高考机制前，瞿佳已工作数

年。街道、工厂、政府机关、农村工作队、学校等

很多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瞿佳说，“我拉过板

车，生产过螺丝钉，销售过钢板，下过乡也教过

书，现在温州街上，很多人看见我还称呼我为‘瞿

先生’。”高考恢复后，瞿佳考上了温州医科大

学。本科毕业后，瞿佳师从我国著名眼科专家、

“对数视力表”和“五分记录法”的发明者缪天荣

教授攻读眼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7 年，瞿佳与王光霁教授在深圳召开的

国际眼科学术大会上，受国外视光学专家演讲

的启发，认定“依眼科，傍光学，视在中间”的视

光学正是他们想要创建的品牌。1988 年，他们

在温州医科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眼视光学专

业和学系，将视光学和眼科学两大学科相结

合，将眼睛健康研究从单纯的治疗眼科疾病延

伸到完善视觉功能、保护视觉健康的领域，形

成了新的现代眼视光学模式。这是世界上第一

个将眼科和视光学成功结合的眼视光学学科，

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眼科学与视光学之间难以

融合的学科壁垒，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眼视

光学高等教育体系，被海外誉为眼视光学教育

的“中国温州模式”。

鉴于瞿佳对中国乃至全球眼科和视光学发

展的贡献，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视光学院——新英

格兰视光学院于 2002 年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2013 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视光学院以同样理

由，再次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迄今为止西

方国家视光学界对东方亚裔眼视光专业人士的

最高荣誉褒奖。

瞿佳的成就来自他的聪慧，更来自于他的勤

奋。每天，无论多么繁忙，无论是否是节假日，只

要在温州，晚上他都会在温医大学院路校区的办

公室做他的学术工作，直至深夜。白天干行政，

晚上干科研……几十年来，瞿佳一直保持着这样

的工作规律。

破解学科壁垒，融合眼科学与视光学

作为一所地方性的医学院校，如何突破发展

局限，为国家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作贡献？

瞿佳给出的答案是，在办学过程中坚持“顶天立

地”“以特色创优势，以创新求发展”。

“作为一地方院校，必须找准突破口，发挥出

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别人做鱼翅、做大菜，我们

就做拌黄瓜这样的小菜，但要做到全国第一！”瞿

佳总这么说。

地方院校的财政投入、资源分配有限，那就

要集中力量，找准目标，错位竞争，以特色发展，

打造亮点、特色学科等。“顶天”指坚持科技创新，

发展特色，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点上力争达到国内

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立地”是指积极服务地方经

济，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全面融入地方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实践。在瞿佳的带领下，温医大眼视

光学科建设和发展就是一个成功例子。目前温

医大在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已处全国乃至世

界领先，许多科研成果都达到中国第一甚至世界

领先。

“温医大眼视光学的特色，是开创了‘前店后

厂’模式和‘三位一体’理念。”瞿佳说，“前店”指

医院，“后厂”是实验室。医生通过门诊案例开展

研究，将科研成果再应用到门诊病例治疗中去；

“三位一体”即基础研究、临床应用、学校教学三

位一体，形成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模式。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目前温医大眼视光学专

业建设成具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博士后、7 年制本硕连读眼视光学教育体系。这

一模式也被学界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视光

学教育模式之一”。作为国内首家集眼病诊疗和

视觉功能矫治为一体的眼视光医院，温医大附属

眼视光医院开创和推行了一系列临床新技术，并

跻身“全国医院百强之列”。

在科研领域，瞿佳领衔的科研团队承担并完

成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等 40 余项。2010 年，瞿佳以首席科学家身份

主持国家“973”项目，他的科研成果先后获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7项、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书

4 个，其领衔主持的两个科研项目分别摘得 2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组织编写出版了眼视

光学国家“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系列教材和

国家医学规划教材《眼科学》，分别获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精品课程等。

发挥特色，做全国第一的“拌黄瓜”

作为学者，瞿佳在他的研究领域成果显

著，将近视防治等问题带入一个全新时代，帮

公众解决了许多视觉和眼病方面的问题；作

为 医 者 ，他 积 极 推 进“ 明 眸 工 程 ”“ 幸 福 微

笑”、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公益医疗慈善项目，

让众多贫困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唇腭裂患者

再现笑容、血液病者重获新生；作为医科大学

的校长，他在学校教育中倡导“知行并重，弘

德善医”，强调医术之上是医德，努力培养优

秀的医学人才。

今 年 是 瞿 佳 担 任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的 第 三

个 年 头 。 每 年 在 参 加 全 国“ 两 会 ”前 ，他 都

会 在 自 己 熟 悉 的 教 育 和 医 疗 领 域 深 入 调

研 ，认 真 准 备 议 案 和 建 议 ，并 积 极 建 言 献

策 ，传 递 民 声 民 情 。 除 呼 吁 建 立 全 科 医 生

“国标省统、县管乡用”队伍建设模式，解决

全 科 医 疗 人 才“ 下 不 去 ”和“ 留 不 住 ”的 问

题 ，瞿 佳 还 提 出 进 一 步 加 大 老 年 人 白 内 障

防 治 力 度 ，由 政 府 主 导 ，整 合 资 源 ，加 大 投

入 ，分 阶 段 逐 步 全 面 实 施 我 国 60 岁 以 上 老

人 免 费 筛 查 眼 睛 、70 岁 以 上 老 人 实 施 免 费

白内障手术政策；

针对频频发生的医疗暴力及恶性伤医现

象，瞿佳建议将医院划入公共场所管理，在医院

设立警务室，统筹指导医院内部安保，及时处理

发生在医院的治安、涉嫌刑事犯罪案件；

鉴于我国现行申领驾照视力标准过高，尤

其对单眼视障者不允许申领驾照的现状，他建

议参照国际及各国通行做法，以人为本，单眼

者只要达到一定视力和一定视野标准，经检查

和适当培训后，应给予合法驾驶和申领驾照的

权益；

……

“当一个人的所学能够改变其他人命运，

为社会谋福祉，那是多么令人振奋和鼓舞。”

瞿佳说。

坚守己任，努力造福社会

瞿佳，著名眼科专家。温州医科大学校长，国家眼视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卫计委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瞿佳领导的科研团队多项研究成果处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两项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温医大附属眼视光医院已位居全国眼科前五，科技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二。

“艾滋病毒很复杂，变化很快。未来十年内，

还不可能会有疫苗，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科学研

究来帮助我们认识它。”一提到艾滋病，国际著名

的艾滋病专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创始人、美

籍华裔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何大一就显

得十分谨慎。在他看来，在与艾滋病的战争中，

“我们只是赢得了一场战斗，战争还没有结束。”

近日，因在艾滋病研究和治疗方法上的巨大

贡献，何大一获得了由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

体和机构评选的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提名。

何大一是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首

任科学研究主任和首席执行官，是世界上最早认识

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首先阐

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科学家之一。由他开

创的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自1996年使用以来，有

效降低了艾滋病人死亡率。基于此，何大一被美国

《时代》周刊评选为1996年度风云人物，评价他是

为人类对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英雄。2010

年，被《时代》杂志称为“打败艾滋病的人”。

如今，何大一已经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的最前

沿工作了 33 年，他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研究联合

抗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这种疗法的

原理是选用多种抗艾滋病药物组成一个组合，是

目前最常用的、效果最显著的艾滋病治疗方法之

一，其中组合的策略与调制鸡尾酒过程类似，故

被称为“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疗法”虽然不能完全治愈艾滋病，但

它是目前阻断艾滋病进攻的最有效办法。然而，

何大一并没有躺在荣誉簿上，而是疾步前行。

2014年 3月，何大一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其实验

室的最新突破——长效型抗艾滋病药物 GSK

744LA 的研究。这种药物注射进人体后，可维持

3 至 4 个月药效，能有效帮助高风险人士降低感

染艾滋病机率，有望成为艾滋病疫苗问世前的过

渡方案。2014 年 11 月，GSK 744LA 已准备进入

第三期临床试验。

何大一坦言：“每年还有 200 多万的新感染

者，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已经赢了，这个病毒真的很

厉害，变得很快……由于‘鸡尾酒疗法’的发明，很

多人以为艾滋病从此即被攻克，但事实上，艾滋病

感染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正因如此，何大一的活动空间不仅仅局限于

实验室。他把艾滋病研究与防治工作扩展到了

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

2002年，何大一以1美元象征性的价钱，把他

与艾伦戴蒙德中心所拥有的疫苗制造专利技术转

移给中国政府，以支持对中国内地艾滋病防治事

业。据他介绍，有些疫苗已在云南等地批量制造，

未来可望降低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2003

年，何大一发起和领导了“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

（CAI），致力于减少艾滋病的破坏性与蔓延。此

前，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母亲向婴儿传播艾滋病

的几率达35%，“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开始以后，

几率降低至1%以下。2007年，他又与清华大学合

作建立“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任中心主任，为中

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科研研究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失败和困难更

是家常便饭。“但是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对于目标

许下最坚实的承诺。”何大一说，“也许我们每个

人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和长

辈的影响，但我们一定要忠实地做自己，坚持自

己的信念。”

这也许就是 33 年来，支撑何大一向艾滋病

发起一次次进攻的科学精神与研究信念。

何大一：再赢一场抗艾战斗
文·本报记者 张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