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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20 世纪的三大科学计划之一

“人类基因组计划”被两个研究团队：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私人公司——塞莱拉

基因公司同时完成。该计划不仅开启了生物

医学研究的新时代，还成为崛起的公司与国

立的研究所科研角力获胜的典型案例。

两个团队竞赛破译人类基因组的故事，

告诉人们开展大科学项目的新模式——“三

化”：工业化、团队化、开放化。如今，各国纷

纷上马大科学项目，如精准医疗计划、脑科学

计划等，这种模式是否仍可以借鉴呢？

人类基因组计划：公
司领先研究所

1998 年 5 月，人类基因组计划起草者之

一、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被

一个“坏小子”搅得夜不成寐。曾在 NIH 工作

8年之久的克雷格·文特尔宣布创立一个私人

公司塞莱拉基因技术公司，将与人才济济的

国立卫生研究计划小组进行竞争，绘制人类

全基因组图谱。

当时，沃森的担忧并不多余。分布在全

美 9个研究中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全力以赴

执行了近一半时间，但仅有 3%的基因组序列

被测序出来。而文特尔认为，人类基因组计

划项目时间太长，费用太高，应该在开始阶段

集中精力进行技术攻关，而不该用现有的低

效率方法测序。他领导的塞莱拉公司，很快

研制出短片段快速测序和用先进的计算方法

进行全基因组组装，大大提高了测序效率，使

国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核心成员感到了恐

慌：这不仅会让国家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国际

上出丑，还可能使得整个人类基因组信息掌

握在一家私人公司手里。

“克雷格想占有人类基因组就像希特勒

想称霸全世界，”沃森曾尖锐地批评道。塞莱

拉的出现，不仅倒逼了国家人类基因组计划

科研技术提高效率，同时也让他们团结一致，

加快研究速度以及经费投入。2000 年 6 月 26

日，经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协调，塞莱拉和国

家人类基因组计划一起向全世界宣布人类基

因组测序草图完成。

但是很多人知道，在这场竞争中，NIH 的

人类基因组计划显然是落后了，把项目分散

在不同的实验室，在协调以及工作效率上，难

以与塞莱拉公司抗衡。而塞莱拉这样的小公

司在新技术研发上往往有一定的优势，且在

决策、运营、人才激励、成果评估方面，公司也

有一套做法。特别是对于高科技偏工程的项

目，工业化的流水线流程更有效率，成本更

低，还更省时间。

艾伦脑研究所：再现
大科研工业化模式

数年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仍未从

与塞莱拉公司一役中吸取教训，或者说，这也

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所囿。关于脑科学中

的分子库研究，NIH 再次输给成立不久的艾

伦脑研究所。当时 NIH 发布分子库建立项目

指南，目的是要将数百个基因在小鼠大脑中

的表达定位。 （下转第三版）

公司VS研究所：工业化做大科研优势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3月 24日上

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三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

推进改革，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善始

善终、善作善成，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

亲为、抓实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出席会议。

这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就有关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抓改革

落实听取了汇报，汇报的人员既有全面深

化改革专项小组组长、重大专项改革领导

小组组长，也有地区和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会上，马凯就抓好国有企业改革调研、

孟建柱就司法体制改革推进落实、韩正就

抓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尹蔚

民就推进有关制度创新、陈吉宁就扎实推

进环保领域改革、韩长赋就推进农村改革

工作、赵克志就抓好重点改革任务落实、夏

宝龙就抓好全省改革工作、尤权就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陈敏尔就抓实扶贫改革、

许勤就深化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方面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关于

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会议审

议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善贫困地区

孩子上学条件、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

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解决无户口人

员登记户口问题、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全面推行河长制等民生领域改革落实情况

的督察报告。

会议指出，主要负责同志要抓思路，统筹

各项改革任务，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

路子、开对方子，对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

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要亲自上手、负

责到底。要抓调研，既搞清楚改革要解决什

么问题，又善于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拿出来的方案要有底气、接地气，

对改革实施过程要注意跟踪、掌握实情。要

抓推进，把推进改革的道理讲清楚，同时注

意解决执行中统一思想的问题，凝聚改革共

识，形成改革合力。要抓落实，注重协调解

决落实中的困难，及时了解重大改革落地情

况，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破除阻力。

会议强调，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

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只要符合党

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就

要坚决改、大胆试。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

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提出的措施要有

针对性。对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要旗帜

鲜明抓落实。要把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落

实的责任明确下来，对责任不到位、不担当、

敷衍塞责、延误改革的，要严肃问责。

会议指出，主要负责同志要做好实化

细化工作，对症下药，推动改革精准落地。

要一竿子抓到底，从抓改革方案制定入手，

一直抓到部署实施、政策配套、督察落实。

要加强改革协同，突出抓重点难点，配套推

进其他改革。要处理好难易关系，有的时

候要从易处着手，有的时候要下决心先啃

硬骨头，根据改革任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灵活把握。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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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通讯员许天颖 记者张晔）
面对不良环境，植物会启动自身的免疫反应，

这主要依赖于一种叫作茉莉酸（JA）的植物激

素。但伴随生物进化，有的植物对这种激素

不再敏感，单纯地依赖茉莉酸无法激发自身

的免疫反应。

记者 3 月 23 日从南京农业大学了解到，

该校最新研究发现，植物无法激发自身免疫，

是因为茉莉酸信号途径中的关键 JAZ 蛋白发

生变异，导致蛋白的功能发生变化。这扇影

响植物防疫机制重要“闸门”的揭示，对于改

变传统植物病虫害防控思维，以及新技术的

研发提供了重要依据，该研究结果于近日刊

登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我们的工作就是从原子水平上探究植物

体内分子互作的精密世界。”该论文第一作者，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张峰告诉记

者，关于茉莉酸这一重要植物激素的信号传导

途径，科学家们研究了将近半个世纪，研究报

道了植物体内关键的茉莉酸脱敏蛋白复合物

能够在 JA信号激活后调节植物重新建立激素

的平衡，防止JA信号失去控制。

“传统的病害防控思维，认为应最大限度

地激发植物启动防御反应，但实际上植物启动

防御过程中会伴随着自身大量的能量损耗，结

果便是，病害遏制了，植物也长‘颓’了。”论文

通讯作者，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周明国

教授说，此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部分”

地发挥防御反应的抑制功能，在植物的“防御”

与“生长”之间达到很好的平衡。

面对不良环境，植物如何启动自身免疫反应——

植物防御机制“闸门”找到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毅飞）在距地面

750 公里太空飞行的卫星，能监测亚厘米

级地面沉降，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不可思

议？我国高分三号卫星做到了。

记者 25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获悉，该集团五院高分三号卫星总指挥兼

总师张庆君带领团队，联合武汉大学地球

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英国纽卡斯

尔大学李振洪教授团队，近日在合成孔径

雷达干涉测量（InSAR）研究领域取得重要

成果，获取了高质量重轨干涉合成孔径雷

达（SAR）试验数据，生成了我国第一幅卫

星干涉 SAR 影像，并从影像中提取到亚厘

米级地面沉降信息，实现了我国卫星 SAR

影像干涉测量零的突破。

InSAR 是一种通过合成孔径雷达干涉

相位信息，获取地表三维模型和地面沉降

信息的差分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同

一 卫 星 在 不 同 时 刻 获 取 同 一 地 区 两 幅

SAR 影像，进行差分处理，去除地形起伏

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获取地表形变信息。

这些信息既能用于地震、火山等地质灾害

的快速响应，也能广泛应用于地壳运动、冰

川、滑坡、城市或矿区地面沉降、建筑物稳

定性等长期监测。长期以来，我国相关研

究完全依赖国外卫星。

张庆君表示，高分三号卫星的姿态控

制精度、轨道控制精度、系统标定精度都达

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水平，为获取亚厘

米级干涉测量精度提供了保障。该卫星干

涉测量的成功实现和应用，开启了我国自

主雷达卫星 InSAR形变监测的新进程。

“高分三号”在太空监测亚厘米级地面沉降
“一年来，项目管理专业机构较好推进了

《专业机构改建工作方案》确定的主要改建任

务，完成了 4 个重大专项和 42 个重点专项的

申报受理、评审论证以及立项拨款等管理工

作，有力支撑了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3 月 24 日，专业机构建设暨廉政风险防

控第二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科技部副部长

黄卫说，过去一年，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取得决

定性进展，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初

步建成，新的五类科技计划布局初步形成，支

撑改革的配套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专业机构

建设和廉政风险防控成效显著。

“专业机构建设的好坏是衡量科技体制

改革进展、政府职能转变实效的重要标尺，直

接关系到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成败。”黄卫

说，按照改革任务要求，专业机构要加快建立

健全内控制度，依法合规管理运行。从中期

评估结果看，改建工作稳步推进，正在稳步实

现建设规范廉洁高效专业机构的目标。

科技评估中心完成的《项目管理专业机

构改建中期评估报告》显示，专业机构管理制

度体系初步形成，高水平专业化管理队伍逐

渐壮大，探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新制定、

修订管理制度 221 项；7 家专业机构项目管理

团队近 500人，从事科研项目管理 5年以上人

员占比达 68%，高级职称人员逾 40%。

“专业机构完成了 2016 年度项目管理工

作，实现了任务‘接得住’”，黄卫称，4 个试点

重大专项采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开展项

目管理，受理项目 501 项，立项 130 项，国拨经

费 32 亿元。2017 年度项目申请受理工作正

在进行，拟支持项目数超过 1000个，国拨经费

概算超过 200亿元。

项目承担单位由专业机构遴选，任务实

施进程需专业机构监管，项目结题需专业机

构验收，成果应用示范由专业机构推进……

专业机构改建进入倒计时，社会各界尤其科

技界仍存疑虑，边改建边管理项目可不可

行？承担了管理任务，到底能不能管得好？

对此，黄卫并不避讳问题，“与发达国家相

比，目前我国专业机构管理人员总数较少、管

理条件还不完善、配套制度规范不够健全、专

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尤其在新旧科技计划交替

过程中，实现项目精细化管理难度较大。”黄卫

指出，要紧盯项目立项、专家选用、过程管理等

关键环节，研究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措施，让

项目管理的权力在笼子里运行；要开展专业机

构改建验收评估，检验各机构改建工作成效。

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组长王宾宜要

求，专业机构的党组织书记是主体责任的承

担者和第一责任者，要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

的责任，把专业机构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

任落到实处。王宾宜强调，越是深化改革，越

要强调纪律意识，改革创新不代表党组织可

以不抓纪律，要通过抓纪律，提高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王宾宜指出，在科技领域“放、管、

服”的过程中，不能放松管理，要防止廉政风

险转移，要“盯住人”“看好事”。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指出，2017年是科技计

划管理改革三年过渡期的收官之年，是专业机

构三年改建的决胜之年。要围绕项目管理专业

化下功夫，加快出台配套制度文件，建立完善决

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制约的运行机制。

“专业机构既是受监督的对象，也是开展

监督工作的主体，廉政风险防控永远在路上。”

黄卫强调。 （科技日报北京3月26日电）

让项目管理权力在制度笼子里运行

专业机构改建进入倒计时

几天前，中储粮郑州直属库代储粮库中

牟县八岗粮管所一批含有红籽的小麦被运往

面粉厂，引起社会关注。

小麦为何会变红？这样的小麦是否可以

被加工成食品？在小麦生产以及粮食储存过

程中又该如何避免出现变红？科技日报记者

带着这些问题，分别采访了苏豫两省从事小

麦育种、栽培、深加工等方面的专家。

“红籽小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扬州大

学研究小麦遗传与栽培生理教授、江苏省作物

学会小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专家组成员朱新开认为，所谓“红籽小

麦”，很有可能是感染了赤霉病，使籽粒发红变

质所致。小麦赤霉病是一种典型的气候性真

菌病害，由禾谷镰刀菌引发，主要通过风雨传

播，雨水作用较大，集中发生在麦穗上，造成部

分籽粒变质甚至整穗腐烂。著名小麦育种家、

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许为钢也对此表示认同。

“尤其在小麦开花期多雨和潮湿天气下，

病穗会产生粉红色霉状物。这种病害将会造

成部分籽粒干瘪并伴有白色至粉红色霉，降低

小麦千粒重，影响小麦产量与品质。去年

4—5月我国中南部地区由于持续降雨，刚好是

小麦扬花期，造成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

江冬小麦区的小麦赤霉病发病率较高，影响了

小麦的产量，更影响小麦的品质，很多小麦籽

粒可能会带有赤霉病毒素。”朱新开说。

类似“红籽小麦”加工成面粉，人吃下去

有没有危害？河南工业大学教授王若兰认

为，小麦感染赤霉病会影响到小麦产量和品

质。在给小麦的产量造成损失的同时，还产

生 以 脱 氧 雪 腐 镰 刀 菌 烯 醇（即 呕 吐 毒 素

DON）为主的真菌毒素，对人畜都有较大的

危害，食用病麦会引起眩晕、发烧、恶心、腹泻

等急性中毒症状，严重时会引起出血，影响免

疫力和生育力等，直接对人畜健康和生命安

全构成威胁。江苏一位多年从事粮食深加工

技术研究的专家认为，要检测籽粒中的毒素，

发红小麦可能受红色霉菌、赭曲霉菌、杂色曲

霉等污染，容易产生橘青霉素、赭曲霉毒素以

及杂色曲霉素等，这三种毒素都有强烈的肾脏

毒性。国际上有严格的限量标准，我国部分产

品有标准。按照我国粮食收购的要求，“红籽

小麦”数量在 3%以上，就不应该收购了，更不

能把变质发霉的小麦直接作为原料加工成面

粉。我国《粮食卫生标准》（GB 2715-2005）规

定，小麦及其成品粮中感染赤霉病籽粒中的真

菌毒素(主要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DON)

不能超过1000ug/kg。 （下转第三版）

过量“红籽小麦”不宜食用
专家称对人畜都有较大危害

本报记者 过国忠 乔 地
通 讯 员 沙爱红

本报记者 刘 垠

叶水送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的青岛国际院
士港是国内首家以院士创业为服务内容的高
端园区，通过引进世界级水平的院士及其团
队，充分发挥院士技术、品牌和资源优势，构
建以高端人才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区域
创新体系，带动国际国内领先科技成果的转
化及产业化，并促进人才优势转化为科技创
新优势。目前，青岛国际院士港已与26名国
内外院士签订了合作协议。

左图 3月 26日，青岛国际院士港内展示
的院士墙。

下图 3月 26日，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
心入驻院士港。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青岛国际院士港

为院士创业服务

最新发现与创新

上海地区GF-3卫星雷达干涉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