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新闻热线：010—58884061
E-mail：kjrbchenmeng@126.com

■责编 陈 萌2015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二 KE BAO SHI DIAN 科报视点

■图说

■时评
文·魏英杰

■第二看台

■延伸阅读

2015 台湾设计展于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6 日在

宜兰中兴文化创意园区举行。本届展览以“设计、

精造”为主题，展示台湾精湛的设计工艺与巧思创

意。图为孩子们在 2015 台湾设计展巨竹设计展

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台湾设计展展示巧思创意

近日，我国首条跨淮河流域特高压工程“淮

南—南京—上海”1000 千伏特高压工程江苏段项

目建设竣工。

“淮上线”特高压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重点输电通道之一，全长 759千米，横跨

安徽、江苏、上海三省市，计划于 2016年投运。图

为技术人员在“淮上线”特高压输电工程江苏淮安

盱眙县境内的线路上进行验收作业。

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淮上线”江苏段建设竣工

近日，受大风降温天气影响，山东青岛胶州湾

跨海大桥以北海域出现海冰。海冰以初生冰和冰

皮为主，暂未对海洋养殖和渔船作业带来影响。

图为山东青岛胶州湾的初生海冰。

新华社发（俞方平摄）

山东胶州湾初现海冰

资本青睐干细胞产业“蓝海”
科技日报讯（记者胡兆珀）近日，新日恒力股

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新日恒力以 15.66亿元并购

博雅干细胞 80%的股份，博雅干细胞成为新日恒

力的控股子公司。

新日恒力是一家上市 17年的老牌上市公司，

原主导产品是钢丝绳。近几年，行业受到了煤炭、

钢铁整体行业不景气及金属制品行业竞争加剧的

各种影响。此次重组，新日恒力联手北大博雅控

股集团，共同致力于健康产业的发展。

博雅干细胞作为国内干细胞领域的领先企

业，是一家干细胞全产业链公司，从事从上游的干

细胞存储到中下游的干细胞临床应用，在实验室

运营、产品质量管理和干细胞临床应用等方面都

具有行业领先的实力。

据介绍，中国的干细胞产业市场巨大，每年新

增 1600 多万新生儿，以发达国家和地区 10%—

15%的存储率水平，仅中国干细胞的储存即高达

480—720 亿元的市场规模。相对于干细胞存储，

干细胞的下游应用市场更为巨大，仅地中海贫血

就有近 3000亿的治疗市场。

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对干细胞产业的支持

不断加强。973 计划、863 计划、重大新药创制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先导计划等国

家级项目中均设置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方向。

2015年 2月，国家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干细胞与转化医学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稿），2015年 7月，国家卫计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CFDA）联合发布了《干细胞临床研究

管理办法（试行）》和《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

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产业政策的支持为干

细胞行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简讯

日前，由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室、中国烹饪协会和联合利华饮

食策划共同调研完成的《2015 年度餐饮食品安全（供

应链管理）报告》（简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

我国餐饮业各环节均存在不小的安全管理问题。

餐饮行业供应链管理问题凸
显，亟需完善

《报告》对我国 12 个省份不同地域、不同业态的

餐饮服务业原料使用和采购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

总结。《报告》显示，在供应链管理方面，餐饮企业在供

应商的选择、管理以及原材料的采购、验收、加工、存

储等诸多环节仍有很多问题有待完善。

食品生产和加工的任何环节都可能因为没有达到

消除或有效降低食品的危害因素，或者引入新的有害

因素而带来食品安全问题。纵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重

大食品安全事件，几乎涉及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从食用农产品的生产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包括种

植、养殖到加工、储藏、流通等都可能发生食品安全问

题，表明食品安全是全产业链的问题，食品安全的控

制必须进行“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控制。其中，发生

在食品加工环节和种养殖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最多，

分别占 15/37 和 11/37，表明这两个环节是食品安全

控制的重点环节。而原料控制，恰恰是目前餐饮业面

临的难题。

《报告》强调通过供应链管理，控制餐饮业原料的

食品安全质量，是可行且有效的保证餐饮食品安全质

量的控制方法。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范蓓建议，

餐饮企业应建立原材料的风险等级管理意识，根据高

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的不同原料，分别进行有针对

性的控制。

而要保证原材料的品质，选择和管理好供应商是

根本。“餐饮企业需明确了解，价格肯定不是选择供应

商的唯一理由。优质的供应商也并不意味着需要付

出更高的成本，因此能否找到价廉物美、符合企业条

件需求的供应商成为餐饮成本控制以及食安管理的

关键。与供应商形成共同发展的长期、稳定的合作，

建立互信互利的诚信体系，这也有利于原材料的稳定

供应。”联合利华饮食策划中国区副总裁陈意星在接

受采访时如是说。

超过 95%餐企设置食安管理
人员，但以兼职为主

针对企业设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问题，新《食

品安全法》做出了明确规定，设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是餐饮业取得餐饮服务许可所必需的条件。是否设

置专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可以反映食品安全管理

的专业水准。

《报告》显示，我国中型规模及以上中餐餐饮企业

绝大多数都设置了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超过 95%的餐

饮企业具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其管理人员以兼职为

主，约占 57.8%，包括行政总厨、总经理、采购员、品控

主管、质检主管等。

此外，不同业态的中餐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的设置情况存在差异，低消费的中餐单店和火锅店的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设置低于其它业态，这也意味着

我国未来需加强低端消费中餐单店和火锅店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指出我国中餐餐饮企业的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新《食品安全法》实施日期的知

晓率不是很高，仅有 78.74%知道实施日期。对于新

法的设施，企业更愿意选择不增加成本或少增加成本

的方式应对，如增加食品安全培训、增加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购买有溯源标示的原料等。 （张瑜）

餐饮供应链调查显示：安全管理漏洞多

提到“克隆”，很多人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这样

的景象：一群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摆弄着

各种瓶瓶罐罐。

近日，全球最大的“克隆工厂”落户天津，建成后，

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动物克隆实验室流水线、最高标准

的克隆动物中心、生物多样性基因资源库以及科教展

示中心。消息传出，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极大关

注。围观的小伙伴们纷纷表示：本以为克隆技术还停

留在实验室阶段，没想到已经发展到商业化应用的阶

段了。

“克隆工厂”落户天津

三问动物克隆三问动物克隆

“你吃草莓吗？你吃香蕉吗？木瓜你吃不吃？其

实这些水果很多都用到了植物克隆技术，即植物的无

性繁殖技术。现在超市里几乎很难找出一种水果，不

是用植物组织培养，或者植物克隆技术进行生产的。”

“克隆工厂”投资方博雅控股集团董事长许晓椿博士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其实克隆技术的应用离我们并不

遥远，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已经接触到了克隆技

术，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就连我们经常吃的大

米也是克隆的产物——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也运

用了植物克隆技术。”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孟山都、先

正达、Pioneer等规模化、产业化的植物克隆工厂。

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比植物克隆技术晚了将近

30 年。从 1996 年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到如今

的 20 年间，动物克隆技术正在由实验室走向商业化

应用。

动物克隆是怎么一回事儿？许晓椿介绍，克隆技

术不需要雌雄交配，只需要从被克隆的动物身上取一

个普通的体细胞，甚至可以只是一根毛发上的毛囊，就

足以获得全部的遗传信息，然后将该体细胞的细胞核

移植到去掉细胞核的卵母细胞中，再将该卵母细胞移

植到代孕母亲子宫内，就可以培养出完全相同的复制

品。过去动物克隆技术无法进入商业化应用的核心原

因是产出效率低。“给你一个细胞，你有多大可能把它

克隆出来？过去的成功率只有10%—15%。而现在，起

码在犬类领域，博雅的技术已经能保证 90%的成功

率。技术条件成熟了，才敢谈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问题一——
“克隆”离我们远吗？

植物克隆让我们吃上了味道鲜美的水果，那么动

物克隆技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许晓椿介绍，动

物克隆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而低价的食物。“我们都

知道，最好吃的牛肉是和牛、韩牛，而中国很缺乏优质

牛肉，这种情况靠传统畜牧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

变。此外，我国顶级奶牛的量产很低，中国的牛奶品

质不高也一直饱受消费者诟病。”许晓椿表示，“克隆

工厂”未来的主要项目之一就是大量克隆生产优质肉

牛和奶牛，目前计划一期将实现每年生产 10万头牛，

二期将实现每年生产 100万头牛，以满足市场对优质

牛肉、牛奶的需求。“未来，老百姓将会在超市中看到

我们提供的牛肉。”

除了让老百姓吃上优质的食物外，克隆动物还可

以用于保障社会安全、医药实验研究以及保护濒危动

物等。

许晓椿举例说，利用克隆技术可以“克隆工具

犬”。所谓“工具犬”，主要是指警用犬、搜救犬、导盲

犬等特殊用途犬类。这些工具犬往往都是百里挑一

的优秀品种，它们要比一般的小狗更加聪明伶俐、善

于学习、肌肉强健、反应灵敏，而在服役过程中，其淘

汰率也是很高的。“相较于培育和训练，克隆是更高效

的做法。”

人类疾病的发展十分复杂，科学家进行医药研究

多基于小鼠进行试验，但从小鼠到人，种属跳跃巨大，

很多药给老鼠吃没问题，给人吃却不见得安全有效。

“今后，我们希望能克隆更多更近似于人类疾病情况

的动物模型，以加速新药的研发。”许晓椿说。

他表示，从更长远的角度说，动物克隆技术将为

保护濒危动物、地球物种多样性做出实际贡献。他把

动物克隆技术比作“诺亚方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

面临严峻的生态考验，生物多样性正在迅速下降。我

们的‘克隆工厂’里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生物多样性

研究和基因保存资源库。它可以用来拯救濒危动物，

甚至可以恢复一些近期已经灭绝的动物。”

——问题二——
动物克隆到底有啥用？

尽管博雅控股集团对克隆动物技术的前景信心

满满，但建立“克隆工厂”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如果超市里销售优质而低价的克隆牛肉，你

会买回家吃吗？”——记者在 3 个微信群里发起了一

个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人对

克隆技术并不了解，一提到克隆食品，多数人表现

出拒绝甚至恐惧的态度。不仅是国人，记者的调查

对象还包括了 30 位来自美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问题三——
克隆动物是否存隐患？

埃及、古巴等四大洲 8 个国家的留学生，其中 15 人表

示坚决不吃克隆肉类，13 人表示“可以等等看”，表示

“非常欢迎”的只有 2 人。由于不了解克隆技术而产

生的“不安全感”，是 90%的受访者共同提到的拒绝克

隆肉的原因。

对 此 ，许 晓 椿 表 示 ，美 国 食 品 与 药 物 管 理 局

（FDA）曾发布过一份 968页的“最终风险评估”称，健

康的克隆母牛、猪或山羊及其后代生产的肉类和奶类

没有安全风险。该报告说：“从克隆牛、猪、山羊产生

的食品比之源自同类的性繁殖动物食品，并不构成更

多的风险。”另外，英国新型食品与加工程序顾问委员

会（ACNFP）也曾发布过一份 140 页的关于克隆牛及

其后代的肉和奶制品与普通牛肉、牛奶没有区别的报

告。报告指出，“克隆（无性繁殖）动物生产的肉类和

奶制品可以安全食用。”

除了食品安全性问题，有关克隆动物的伦理与其

自身健康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韩国首尔大学兽医学

教授吴熙钟认为，克隆动物比一般正常动物老得要

快，且容易得病。欧洲社会至今仍不允许克隆农畜，

而当年诞生克隆羊“多莉”的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也

已不再从事动物克隆研究。今年 9月，欧洲议会高票

通过禁止克隆农畜和销售克隆牲畜，理由是克隆的后

代比常规繁衍的动物有更多健康问题。对此，许晓椿

回应：“如果中国大规模克隆高端肉牛，那么欧洲的高

端肉牛市场必将受到一定冲击。可以肯定地说，欧洲

禁止克隆农畜和销售克隆牲畜是从贸易保护和政治

需求的角度出发。”

中科院生物所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表示，

中国目前没有法律条文禁止动物克隆技术应用于商

业化，而且在博雅天津项目之前，国内的华大基因就

开始推进克隆猪的商业化项目。“从国际上来看，美

国、韩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没有在法律上禁止动物克

隆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尤其是韩国，已经有克隆牛的

商业化应用了。”

尽管如此，仍有忧虑的声音认为，不仅克隆动物

被人食用的安全性仍未得到充分验证，克隆动物的经

济性也值得怀疑。专家分析称，现在的克隆技术所消

耗的费用仍然较高，其操作完全依靠科学家人工完

成，单从经济因素来考虑，克隆动物的肉类价格可能

要远高于正常家畜动物养殖的费用。对此，许晓椿则

表示，克隆动物的成本取决于产量，未来，当克隆动物

用于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之后，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例

如与目前的饲养牛相比，“克隆牛让我们可以花同样

的钱，吃到更好吃的牛肉”。

鲤鱼
1963 年，一条亚洲鲤鱼被成功克隆；10 年之后，

中国科学家童第周又克隆了一条欧洲鲤鱼。

母牛
“诺托”和“卡加”这两头母牛是在 1998年被成功

克隆的，随后科学家又克隆了数千头母牛，这项技术

也为生产出更好的肉质和牛奶做出了巨大贡献。

猕猴
2000 年，科学家首次成功克隆了一只叫做“特

拉”的猕猴，后来科学家们又陆续克隆了多只猴子，这

些猴子可用于测试糖尿病等病症。

老鼠
2000 年，科学家在美国夏威夷成功克隆出一只

老鼠，这只老鼠被命名为“库姆利纳”，它一直存活

了两年 7 个月。据悉，这在克隆研究领域是一项重

大突破。

猫
一只名叫“科毕”的猫于 2001 年成功克隆，从此

开辟了宠物克隆市场，并最终形成了克隆宠物的国际

性行业。

骡子
骡子是不能生育的，除非采用克隆技术。2003

年，美国爱达荷州研究小组成功克隆了一只名叫“格

姆”的骡子。据悉，它不仅是第一只被成功克隆的马

科动物，而且也是第一只被克隆的无法生育的动物。

狗
2005 年，韩国科学家利用干细胞移植手术培育

出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并将这只克隆狗命名为“史

努比”。

狼
2005 年，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宣布成功克隆了两

只灰狼，这是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有效措施。

那些年我们克隆过的动物

全球最大克隆工厂落地天津滨海新区，明年上半

年将正式投产。按照规划，一期将实现每年生产 10

万头克隆牛胚胎。

克隆动物技术目前仍处于国际科技前沿，克隆工

厂落地于中国，或表明国内对该领域的积极发展心

态。该项目由国内企业、研究机构和韩国技术团队共

建，虽然技术力量主要来自韩国，相信对国内进一步

研究与掌握克隆技术应有裨益。

但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克隆动物基地横空出世，

公众难免也会感到困惑。你看，在相关消息发布前，

多数人都对该项目一无所知。人们既不知道这家克

隆工厂是怎么获批的，也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对项目

进行充分论证。据了解，国内对克隆动物及其商业化

并无专门法规，但天津这家工厂目前却已完成了 80%

的建设。对于这类可能影响物种生态和人类安全的

商业项目，难道只要地方政府开绿灯，就可以允许其

直接进入商业领域？难道不该事先让公众知情，征询

公众意见吗？

更何况，国内公众还将被迫面对吃还是不吃克隆

牛肉的选择。据悉，这家工厂生产的克隆牛肉制品，

大部分将供应给国内市场。有必要指出，这家企业规

划一期年产 10 万头克隆牛胚胎，而不是 10 万头克隆

牛，这其中有很大区别。克隆动物的成本昂贵，能否

实现如此大规模量产，也是一个问题。但不管这家企

业有没有吹牛，最后能培育出多少克隆牛，将克隆动

物商业化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克隆牛肉的生

产规范和安全标准是什么，在销售过程中又是否该加

以标识或进行消费提示？这些问题，若在法律与监管

上都还是空白，怎能让公众安心？

由此可见，天津这家克隆工厂从审批到正式落

户，缺少了公众沟通这一过程。或者说，目前国内法

律和监管机制尚未准备好，国内公众也还没准备好。

在国外，对待克隆动物技术及其商业化，都采取

非常谨慎的态度。不久前，欧洲议会刚通过一项禁止

克隆所有农场动物以及出售克隆动物食品的报告。

在美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禁止出售克隆动物食

品，但食品生产行业一直“自愿性禁止”销售克隆动物

食品。调查显示，80%的欧洲人反对产业化的动物克

隆。有人认为，克隆动物不仅残忍而且危险，也有人

干脆把克隆食品视为“怪物食品”。还有一种观点认

为，即使这项技术是安全的，也不意味着社会就要接

受它。这说明，人类对克隆动物及其商业化仍然存在

着严重分歧。

国内也有必要对克隆动物及其商业化保持谨慎

态度。在法律规范和安全监管上，不能落后于克隆动

物研究与商业化进程。克隆技术代表着先进科技，但

克隆动物食品却未必能让人类进入更加现代化的生

活。研究指出，克隆动物多数存在先天缺陷和健康问

题，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基因特质未经充分安全评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转基因农作物，在研究上

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对于克隆动物食品，也应

抱这种态度。

动物克隆商业化如何让公众安心？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陈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