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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3月2日电（记者聂翠蓉）
法国研究人员在 2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基因疗法成功治

愈身患镰状细胞贫血的 15 岁男孩，该疗法在

其他 7 位患者身上也显示出惊人疗效。这是

基因疗法首次用于治疗常见遗传病。

基因疗法概念已经提出 30 年，首要目标

是用来治疗极罕见疾病。2012 年，首个基因

药物 Glubera获得上市许可，可治疗严重威胁

生命的胰腺炎，第一次被判断为“对人类临床

使用安全有效”；2016 年，另一种治疗儿童严

重免疫性失调的基因药物获准商业应用。

全世界镰状细胞贫血患者达数百万之多，

仅美国就有 10万人深受其苦。该病因患者体

内负责β珠蛋白合成的基因发生变异，造成血

红蛋白不能正常完成运氧功能，而是堆积起

来，使得红细胞扭曲成镰状并将全身血管堵

塞。目前常用输血疗法可清除让人疼痛难忍

的血块和预防再次堵塞。骨髓移植也能治疗

该病，但只有10%病患能找到匹配捐献者。

这次研究中，巴黎内克尔儿童医院玛丽

娜·卡瓦扎纳带领的研究团队证明，基因疗法

或可用来治疗所有镰状细胞贫血患者。他们

在被治愈男孩 13 岁时取出其骨髓干细胞，向

干细胞中嵌入能编码β珠蛋白的基因片段，

β珠蛋白能干扰错误蛋白形成，从而阻止其

在血管内堆积。当将经过基因处理的干细胞

重新输回男孩体内 3个月后，大量功能正常的

血红蛋白开始形成。两年来，他已经停止之

前所有常规治疗，因血管堵塞造成的疼痛状

况也基本缓解，阿片类止痛药也停止服用。

所有血检结果表明，该男孩已被成功治愈，另

7名患者也在同期治疗中显示出惊人效果。

新研究显示出治疗常见性疾病的潜力，

一旦大规模临床试验获得成功，其应用领域

将大大拓宽。

早在几十年前，基因疗法就被认为能治

愈包括癌症和囊肿型纤维化等几乎所有疾

病，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一点点“兑现承

诺”。但他们都是针对罕见性病变研发的，

只有少数罕见病患者从中受益。卡瓦扎纳

团队的新研究意味着，基因疗法成为治愈常

见遗传性疾病的主流手段，也并非遥不可及

的梦想。

基因疗法首次治愈常见遗传病

全国人大代表、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

师胡浩 2 日向媒体透露，计划于年内实施

的嫦娥五号任务目前处于正样研制阶段，

任务从发射到返回预计要一个月左右，其

中在月面采样大约耗时两天。

胡浩说，嫦娥五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

程“绕、落、回”三步走的最后一步，将在月

球上采集样品，并把这些样品带回地球。

他表示，嫦娥五号由着陆器、上升器、轨道

器、返回器四部分组成，是我国目前最复杂

的航天探测器，带来了许多技术挑战；任务

中有许多环节对我国而言是首次实施，难

度很大。

一是在月面上采样。胡浩说，嫦娥

五号进入月球轨道后，着陆器将带着上

升器在月面降落并采集样品。为了得到

多种样本，研制人员设计了两套采样系

统，一是利用钻取器在月面打钻，取得月

面一定深度下的样品；二是用机械臂，获

得月球表面具有独特信息的样品。两种

样品大概比例为 1∶3。他表示，月球环境

特殊，又是无人采样，可能会遇到很多未

知的问题。

完成采样后，上升器将带着样品从月

面起飞。胡浩说，在地球发射火箭，有完

善的发射场系统和保障团队，但在月球要

实 现 自 动 发 射 ，要 保 证 可 靠 性 ，难 度 很

大。同时他表示，我国已对嫦娥五号计划

着陆的区域进行了详细勘察，但那仍是范

围较大的区域，最终会落到哪个点上，目

前无法预知。月面崎岖不平，探测器的落

点平整度如何，着陆后倾斜角度多大，都

会影响上升器起飞的状态，需要去适应和

克服。

如果能顺利起飞，上升器将回到月球

轨道，与等候在那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

体交会对接。胡浩表示，这与载人航天在

地球轨道交会对接有很大区别。载人航

天交会对接距地面仅 300 多公里，而月球

距离地球 38 万公里，对测控精度提出了

很高要求，包含了很多要突破和解决的关

键问题。

对接完成后，上升器中的样品将转移

到返回器后分离，轨道器护送返回器回到

地球附近后也与之分离，由返回器将样品

带回地球。胡浩说，样品转移过程步骤很

多，十分复杂。不过从月球轨道返回地球

的技术，我国已通过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进

行了考核验证。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了

解到，嫦娥五号从发射入轨到返回再入，共

有 11个飞行阶段。为顺利实现任务目标，

五院研制团队需攻克探测器系统总体设

计、月面采样封装、月面动力起飞上升、月

球轨道交会对接、地球大气高速再入、器上

产品轻小型化六大方面的关键技术。截至

目前，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即将开展正样

热试验以及采样封装专项试验等多项大型

试验。

按计划，嫦娥五号将带回约 2 千克月

球样品。这些样品怎么用？胡浩表示，国

内一些科研机构、大学的很多专家学者对

此非常感兴趣，需求很大，届时将首先满

足国内要求。

（科技日报北京3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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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 2日电（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于萌 陈鑫）一部手机放置在不同的

WiFi 环境中会出现“这边信号好，那边信号

差”，或者信号时有、时无的现象。这可能缘于

无线局域网（WLAN）标准各异造成的带宽、网

速等的不统一。由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牵

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移动、联通、

电信三大运营商等 22 家单位编写的《GB/T

32420-2015 无线局域网测试规范》及时解决

了此类标准空缺的问题。据了解，这是我国自

主编制的第一部无线测试类国家标准。

城市 WiFi 全覆盖是“智慧城市”的重要

标志，对城市各区域无线网络的功能、性能等

指标进行测试是“智慧城市”验收的必须条

件，但无线网络配置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

务，包含许多不可见和不可预测的变量因素，

“WLAN 布好了，验收成了难事，你用什么标

准衡量 WLAN 是否部署到位？”山东省计算

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科研人员、第

一起草人周鸣乐说，因为之前国内一直没有

统一的无线局域网测试标准，行业内测试更

多依靠层次不齐的设备商“自说自话”，导致

许多无线网络交付使用后存在各种问题，达

不到当初的设计功能。“这一标准的发布便解

决了这一问题。”周鸣乐说。

据了解，新编写的无线局域网测试规范

规定了无线网络工程和设备的测试条件、测

试方法、测试步骤和判定标准等内容，在我

国无线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对规范无线工

程建设质量，提高无线设备研发、制造水平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标准目前已经在

“智慧潍坊”建设中得到实际应用，促进了便

民、利民的上网服务。

我国首部WLAN测试国标面世

“我们强调‘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

不敢作为，而是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要

有所进取，以‘进’来促‘稳’。”2 日，在人民大

会堂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

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强调，中国的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在这场拉开今年两会序幕的新闻发布会上，

“改革”“经济”依然是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

王国庆说，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当今世界

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凸显，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同时，国内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多种矛盾叠加，

各种风险交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强

调‘稳中求进’”，他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

步伐不会放缓，而是将会走得更加稳健。

中国经济也在“稳中求进”。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 GDP 增速为 6.7%。虽

然这是 26年来的新低，但王国庆表示，在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我国去年 GDP 突

破 70 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增速又重返世界主

要经济体之首，“可以说，我们实现了‘十三五’

的良好开局，用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回应

了中国经济‘悲观论’”。同时，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2016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33.2%。

对于 2017年经济形势，王国庆认为，当前

我国经济总体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各项工作正在扎实

推进，改革的红利也在不断释放，所以我国经

济仍然具有强劲的动力和持久的耐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中

国经济仍将是世界经济最强劲的‘发动机’。”王

国庆自信地表示。

他介绍，本次大会将组织三次大会发言、

11 次小组和界别联组讨论，举行三场有关经

济、民生、文化的记者会，举办一次以“农民增

收”为主题的提案办理协商会。

（科技日报北京3月2日电）

王国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改革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嗒嗒嗒，嗒嗒嗒……

情报来了！

送 来 情 报 的 不 是 谍 战 片 中 的 收 发 报

机 ，而 是 江 苏 天 弓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 月

26 日 上 线 的 商 业 竞 合 情 报 平 台“ 情 报 嗒

嗒”，用户只需输入关注的企业或技术等关

键词，就可搜到市场新动向和创新最前沿

的信息。

“我们要解决的是企业研发创新之前的

事情，比如全球的竞争态势、同行的研究进展

等。”天弓信息董事长程军锋说。

像天弓这样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苏州

高新区已有近 80 家。他们没有工厂、不耗资

源，却是企业技术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侦察

兵”“护卫队”“月老红娘”，并创造了巨大的隐

性财富。

竞争情报让创新路上
无“雷区”

创新路上哪里堵、哪里畅，是创业者最想

知道的事。曾经从事过科技金融业的程军锋，

深谙“创新那些事儿”。他认为，创新前期一定

要了解最新的技术趋势在哪里、潜在竞争对手

在干嘛。为此，天弓信息利用国家知识产权专

利审查江苏中心等权威数据资源，在全球范围

跟踪客户竞争对手情况，形成了一份量身定制

的竞争信息情报。 （下转第七版）

苏州高新区：知识产权服务玩转企业创新“朋友圈”

又是一年春风绿，又是一年两会时。来

自全国各地，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带着人民的重托，带着最新的成果，

带着创新的思维汇聚京城。本报记者探访代

表委员驻地，采访中深深感受到他们带来的

最新气象。

唐一林代表：让玉米
变身“超级电池”

这次两会，人大代表唐一林带来了一块

“超级电池”——世界上第一块用玉米粒做成

的电池。他把这块电池摆在桌子上，又拿起

一个装有黑色粉末的瓶子，向科技日报记者

展示，“超级活性炭”是“玉米电池”的核心。

“今年要是再见到总理，这块超级电池便

是我带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我会向总理汇

报，‘我完成了您交代的任务’。”去年，总理到

山东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轮到唐一林

发言时，这位圣泉集团董事长当场展示了公

司用玉米秸秆研发的石墨烯内暖服饰，此举

引来总理兴趣。总理说，现在国家玉米储备

多、价格低，如果将它作为石墨烯产品的原

料，做成新产品那就更好了。

这番话，算是交给了唐一林一项任务。

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唐一林和中科院化学所

一道，将“玉米淀粉→葡萄糖→石墨烯改性电

容碳材料→干法电极工艺→电容功率特性、

电池能量特性的‘玉米电池’→新能源绿色客

车”的产业链展现在人们面前。

杨元喜委员：让更多
人用上北斗系统
“今年的计划是发射 4 到 6 颗‘北斗 3 号’

卫星。”在北京会议中心，来报到的中科院院

士杨元喜委员向科技日报记者透露了行业动

态，他把 2017年称为北斗全球系统的开局年。

根据北斗系统“三步走”战略，我国计划

在 2018 年完成 18 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为

“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提供服务。“到

2020 年完成 30 颗左右的卫星发射之后，中国

的北斗就可以满足全球用户的需求了。”杨元

喜说到这里难掩兴奋。

可能很多人还没注意到，我们的导航仪、智

能手机的信号来源已经从GPS“易主”为“中国

制造”的北斗系统。据《移动智能终端北斗定位

白皮书（2016）》，截至去年 8月 31日，支持北斗

定位功能的手机有 759款，占申请进网手机的

21%。其中，小米手机已经全部支持北斗定位。

“更重要的还是核心基础设施建设要用自己

的卫星导航系统，例如国防、科技、交通等，不应

把自己的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对此，杨元喜

提过相关提案，目前已经开始落实。

朱建民委员：让“双
创”更上一层楼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提供了很好的‘基本面’，还需

要在‘点’上继续下功夫。”全国政协委员、辽

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谈到

“双创”的话题时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下转第三版）

北京进入两会时间
——本报记者见闻代表委员驻地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杨 雪
刘园园 陈 莹 张 晔

3 月 2 日下午 3 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
发布厅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向中外媒
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图为新闻发布会会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举行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本报记者 张 晔

3月 2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的京外代表团已经全部抵京，大会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在各代表团驻地，
住宿、就餐、车辆、会议室等各种安排已
经就位。

图为青海代表团乘飞机抵达北京。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人大代表团全部抵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