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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五十而知天命。刚刚年过半百的裴端卿知自己的“天命”，更知别人的

“天命”。他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但会笑嘻嘻地说:请您撒泡尿吧。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卿高高地举起一杯

尿液说，能从您的尿液中提取诱导多能干细胞（简称“IPSC”），经过进一步

的研究编程，将您自己的 IPSC 来源的细胞输入到您身体有病受损的器

官。这一过程能够将任何一个阶段，甚至是高龄老人的细胞恢复到只有早

期胚胎才具备的多潜能阶段，让您的组织器官“返老还童”。

因为此项成果，裴端卿领军的 IPSC研究领域，备受国内外关注。

两千五百年前，老子曾问：“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两千五百年后，端卿笑答：“能。”

赴美17年，就为了这一天

笑嘻嘻的裴端卿假如将两鬓的数根白发染黑，那红润的脸上无论如

何都看不出“年已半百”。记者和他相识数年，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的笑容

感染。什么是“再生医学”？就是让人“返老还童呵……”接着就是一串

朗笑，那般纯净、那般青春、那般欢愉、那般开朗……笑到酣处还以掌抚

额前后摇晃。

1984年，19岁的裴端卿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毕业，通过中美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收国家公派留学生项目（CUSBEA）的考试后，1985

年到美国留学。17 年后，裴端卿已经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副教授并获

得终身教职，却选择了回国，受聘于刚刚组建的清华大学医学院。这期间，

他有诸多机会可加入美国国籍，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挥一挥衣袖，不带

走一片云彩”。

裴端卿说，我生在湖北农村，爷爷是勤勤恳恳的生产队长，爸爸是兢兢

业业的乡村小学校长。我 5 岁读书，15 岁上大学，19 岁本科毕业。赴美留

学 17年，从走那一天，就是为了回来。

学则学尽 登则登顶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子读了 6年细胞与发育专业博士学位，在密

西根大学做了 5年博士后研究。之后就在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癌细胞。

裴端卿在美期间主要从事基质金属蛋白酶（MMP家族蛋白）与肿瘤侵

蚀转移关系的研究，已经代表相当高的水平，在美国“到了学科的天花

板”。学则学尽，登则登顶。爸爸也从湖北农村打来电话，“孩子回来吧。”

思归，当归，此时不归，更待何时！

回国却将在美国的研究领域抛在身后，另起炉灶，开中国 IPSC 与再生

医学之先河。从致人死命的邪恶癌细胞，到使人重生的正能量干细胞。裴

端卿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来了个“改邪归正”！投入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基础

研究。基于干细胞的再生医学有望带来继药物和手术治疗以来的第三代

医疗技术革命，其研究团队就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建立的。

当年组建清华医学院的赵南明教授告诉记者，裴端卿是清华医学院第

一个签约的海归教授。赵南明说，那时和今天引进人才的优越条件和待遇

不同，回来就是做个教授，生活和家庭安排等条件，基本没有，“他的家人还

在美国，回国后很多方面要重新开始，他什么也没提就答应了”。

还是那句老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赵教授回忆，2003年“非典”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开始组建

由中科院、广东省、广州市三家共建的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面向全球招聘院长。第一任院长、著名艾滋病疫苗专家陈凌博士，也是与

裴端卿一道出国留学的同学。陈凌到任后就诚邀裴端卿加盟担任常务副

院长。与此同时，赵南明看到了新建科研机构的平台与管理机制的优势与

潜力。从此，赵南明也成为了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的常客，

裴端卿带来了清华大学的学术“血缘”。2008年 8月，裴端卿正式担任该院

院长。 （下转第三版）

裴端卿:尿液里找到“不老泉”
本报记者 左朝胜

裴端卿在实验室。

编者按 中国人里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躲进实验室成一统，竭尽一生磨一剑；他们不忘国忧，百折不挠，落实国家战

略，破解民生难题；他们直面市场，中流击水，成为创新创业的弄潮儿……

这就是科技工作者。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推出 18位科技领域典型人物，他们研究领域有的阳春白雪“高大上”，有的下里巴人“接地气”；他

们有的已入耄耋之年，有的年富力强，还有的则是 80后“小鲜肉”。这些差异而鲜活的面孔组成了中国的科技群英谱。如果您想了解这些科技专

家或创业者背后的故事，从 5月 22日至 6月 8日，科技日报与您天天有约！

禽 流 感 、SARS、结 核

菌，甚至埃博拉病毒，如果

这些微生物跑出实验室，会

不会对周围居民健康和环

境造成重大伤害？深圳华

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一

个建设项目，周边居民因担

心可能受到不利的环境影

响，将通过项目环评审批的

当地政府部门告上法庭，希

望借此阻止项目上马。而

居民的一个担忧就是项目

的 实 验 室 微 生 物 逃 逸 风

险。就此，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

专家介绍，其实，最早

担忧实验室微生物“逃逸”

的正是一些从事基因工程

研 究 的 专 业 人 士 。 早 在

1970 年 代 初 ，科 学 家 将

DNA片段在体外拼接，制造

出 重 组 DNA，再 将 重 组

DNA送入大肠杆菌中，使得

大肠杆菌产生新的性状或

者制造出科学家想要的蛋

白 质 。 当 时 实 验 所 用 的

DNA 片段有不少来自于抗

生素抗性基因和肿瘤病毒

的基因。科学家开始担心，

携带有肿瘤病毒基因的大

肠杆菌会不会从实验室“逃

逸 ”出 去 ，使 人 患 上 癌 症 。

也有人担心，一旦经过基因

工程改造过的细菌出现在

实验室以外，它们携带的抗

生素抗性基因是否会传递

给其它细菌，导致不惧怕抗

生素的超级细菌出现。

1975 年，旨在探讨基因

工程安全性的学术会议在

美国举行，包括生物学家、

医生、律师、媒体工作者数

百人参加。会上科学家决

定开始建立一个完善的系

统 将 研 究 用 微 生 物 给“ 禁

锢”起来，让它们为科研服

务，但不会逃出去危害人类

健康和自然环境。

深圳微芯生物首席科

学家鲁先平告诉记者，实验

室中所用的微生物，各国根据危险程度一般划分

成四个级别，从基本没有危险的一级到最危险的

四级。第四级微生物以病毒居多，比如埃博拉病

毒。针对这四级微生物所设立的四个实验室防

护级别，从简单到最严密，分成 P1、P2、P3 和 P4 四

级，这其中的 P 就代表物理屏障 Physical Con-

tainment。针对不同等级的微生物，物理屏障必

须做到保护操作人员不受到微生物的危害，同时

还要防止微生物“逃逸”到实验室以外。以常见

的 P2 级实验室为例，操作人员需要穿着实验服，

戴手套，在生物安全柜中对微生物进行处理，以

避免直接接触微生物。P2 实验室的废弃物必须

经过高压灭菌后才能丢弃，以保证微生物不会

“逃逸”。而要求最高的 P4 级实验室中，从穿着正

压防护服保护操作者，到完全独立的建筑及配套

设施来隔离微生物，所有配置都以最危险的微生

物为“假想敌”——实验室都是负压的，连空气都

出不去。 （下转第八版）

居
民
住
在
﹃
华
大
基
因
﹄
周
围
安
全
吗
？

—
—
科
学
家
详
解
实
验
室
的
微
生
物
逃
逸

本
报
记
者

刘
传
书

科技日报讯 （蒋家平 记者吴长锋）壁

虎能够爬墙是因为脚掌上的微纤毛可产生

很强的黏附力，孔雀羽毛五彩斑斓是因为

羽毛表面不同的微纤毛能反射不同波长的

自然光。然而由于现有微纳米加工手段的

缺陷，人类至今还很难有效制备出如此微

小尺度的仿生功能结构和器件。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有望解决这

一难题。

该校工程科学学院微纳加工研究团队

及其合作者，利用飞秒激光微纳米打印结

合可控的毛细力驱动技术，实现了多种类

型的微纳米尺度组装体的可控制备，并将

其成功应用于微小物体的选择性捕获和释

放。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

5 月 18 日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 比 如 猫 头 鹰 飞 起 来 一 点 声 音 都 没

有，这与其羽毛的微纳结构有关，如果我

们能够制备出类似猫头鹰羽毛的仿生结

构来，就可以有效地实现噪声控制。”论文

第一作者胡衍雷博士介绍说。中国科大

研究团队提出的一种激光打印结合毛细

力驱动自组装的方法，在高分子材料中制

备出一系列结构尺寸、力学常数和空间分

布高度可控且一致性极高的微纤毛阵列，

并通过人为控制液体与这些微纳结构之

间的表面张力，可以高精度自由调控这些

微纤毛阵列，从而实现制备大面积多级结

构自组装的目的，同时实现对微物体进行

选择性捕获或释放。专家表示，这一技术

为在微纳米尺度上制备仿生功能结构或

器件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也为微纳米尺度

下粒子的筛选、捕获和转移提供了一种新

颖的技术手段。

类似猫头鹰羽毛的仿生结构制备有望实现

5月 21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在重庆发布市场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约 5.7

万台，较上年增长55%，约占全球销量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其中，国内企业销售

16945台，比上年实际增长76.6%；外资企业在华销售约4万台，较上年增长47%。应用方面，外资产品主要集中在

汽车、电子制造等领域；国产机器人则加快拓展应用市场，已广泛地服务于国民经济67个行业中。图为重庆永川

区某智能装备生产企业制造的国产工业机器人在生产车间内接受控制程序写入和调试。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然）发现

于肯尼亚的一组古老石器，竟可追溯至 330 万年前，

比现已知的最早人属（包括现代人类在内的属）出现

的还要早。在 21日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考古学

论文中，科学家详细描述了这些石器，表明人科制造

工具的历史要比此前认为的更早，也就是说，人类祖

先在智人出现之前的几十万年，已经能够制造工具

了。不过，这些工具的“主人”是谁，目前仍难下定论。

根据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文物证据，已知最早的和

人属相关的石器文化可以追溯到 260万年前，是在最

早的人属化石——能人遗骸附近发现的工具，属于奥

尔德沃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之后，考古学家也曾依据

一些痕迹的发现，推测工具制造技术的出现应该比

“260万年前”这个数字更早，但由于当时没有真正发现

具体的制造工具，因而引起了争议，也不能作出结论。

此次，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索尼娅·哈曼

和她的研究团队新发现的工具，是从肯尼亚图尔卡纳

湖附近洛姆奎3号考古遗址挖掘出来的。古地磁技术

对埋藏石器工具的沉积层进行测年分析显示，其比奥

尔德沃工具还要早 70万年。这些工具包括砧、石锤、

加工过的石块和石核（为生产石片所使用的石料）。尽

管它们要比奥尔德沃文化中的工具更为原始，但研究

团队认为，制造洛姆奎工具的生物表现出抓握力很好

的特点，也具备良好的动作控制能力，这就给了解人类

早期亲属的认知水平提供了潜在的重要线索。

新发现表明，工具制造应在智人诞生之前便已出

现。不过究竟是人科当中的哪个物种制造了这些石

器，目前仍有待确认。这些工具的形状和上面的记号

显示，它们曾被用来大力地砸东西或者生成锋利的石

片。研究人员认为，完成这些举动所需要的手臂和手

部动作，可能更接近于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打破

坚果的动作，而不像奥尔德沃文化使用工具的动作。

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

可以这么说，人类劳动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从用手

操纵的石木工具、金属工具，到工具机、动力机和传动装

置组成的机器，再到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自控装置，

生产工具日益复杂化、精良化，不断推动着社会生产力

的高速发展。文中的新发现，让我们对自己的老祖宗更

加刮目相看，而当下

能做的除了更好地应

用现有生产工具外，

就是更好地改进工具

为人类服务了。

330万年前的古老工具重见天日
由人类祖先制造 比智人更早出现

2015 年 1 月 9 日，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当天下午，刘延东副总理

邀请部分获奖代表到中南海座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叶培建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等 12 位

获奖代表出席了座谈会，代表们围绕科技创新战略规

划、科技体制改革、重大专项、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

设等提出了建议，主要观点摘录如下：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叶培建院士：国家设立重大

专项非常必要，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干一些大事，这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经验。以探月工程为例，专

项开始就设计非常好，制定了从本世纪初“两个三步

走”的发展规划，目标非常明确。从实践来看，既推动

了各项事业发展，带动了相关领域创新，又培养了一

批年轻人。为此，建议：一是科技创新要有团队，而且

团队中要有年轻人。作为一个团队，人人要讲团队精

神，要从小事做起，集小事而成大事。同时团队中一

定要有年轻人，年轻人想法比较多，受条条框框约束

少，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比较强，我们的很多问题都是

靠年轻人来解决的。二是要继续支持空间事业。我

们在深空探测方面仅仅走了一小步，将来的路还很

长，国家要加强顶层规划设计和持续投入。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在考虑国

计民生、国防安全等基本问题的同时，应该支持一部

分人不断探索太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队伍，具备一

定的基础。如果持续搞下去，对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

能力、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都将大有好处。一个民

族，如果没有人仰望星空，将是没有出路的。

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今年中医药获奖项

目比较多是必然的结果。一是厚积薄发。近 20年，国

家通过“863”、“973”和重大专项等计划支持中药现代

化，到了收获的季节。二是多学科协同创新。中药专

项共计十几个学科的专家参与，紧紧围绕创新药物和

大品种二次开发这个中心进行协同创新，擅长什么做

什么，真正做到了强强联合。三是产学研结合。直接

带着企业的问题搞科研，研究成果出来马上被企业转

化成生产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有重大需求，离不开国

家的支持，长期稳定的支持是取得成绩的根本。为此，

提出 3项建议：一是把中医药纳入国家战略，做好顶层

设计和总体谋划。巩固和发挥我国中医药在国际上的

引领作用。这需要一个大平台、大战略的支持，吸引国

内多学科、多领域的人员共同研究参与。二是加强中

医药法制体系建设，推进中医药法立法进程。中医药

法经过20多年的反复修改，还存在一点争议，就是叫中

医药法还是叫传统医药法，实际这是一个误解，中医药

包括各民族传统医药。 （下转第八版）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刘延东副总理与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座谈

本报记者 陈 磊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1日电 （记者陈
瑜）全国智慧能源公共服务云平台（www.

ioe1888.com），19日正式上线。

据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天地互连董事长刘东

介绍，云平台是基于 ISO/IEC/IEEE 18880

标准打造的智能化能源管理平台和数据

中心，以实现整合全国能源数据，组织公

共资源，提供数据存储、实时监控、可视化

管理、数据分析、风险控制、能效分析等功

能。

对能源行业本身来说，云平台的最大

作用是将原本分散的能源数据统筹分配、

合理协调，通过对来自于各能源企业的数

据进行统一分析比较，为行业发展方向提

供数据支持，并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对

于节能行业公司来说，充分使用大数据及

互联网技术，能加大节能力度，凸显透明

度，对于融资、运营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于

政府单位来说，可以为能源监管提供便

利，提高效率，为政府的能源决策提供依

据；对于能源单位来说，可以将企业纳入

到整个行业当中，并从数据中得出清晰明

确的分析报告。

有关专家表示，“能源互联网”，主要

是在明确它的特征及功能定位基础上，实

实在在做事情。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首

席专家冯庆东表示，构建行业级的应用和

服务平台十分重要，互联网是数据为王，

掌握大量数据并进行更多分析，才能提供

更多服务，管理能源消耗，真正发挥数据

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苗韧也从政府的角度强调了能源数据的重要

性，并表示要想实现能源互联网，就必须对能源数据进

行统计、交易和服务实现信息共享。

全国智慧能源公共服务云平台，还分别与普天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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