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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4 月 11 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我国正式启动世界首批基于配型开展的多

能干细胞分化细胞临床移植研究项目。中

科院院士周琪说：“这表明中国的干细胞及

转化研究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以后，帕金

森病和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治疗将会

开启新的篇章！”

帕金森病和黄斑变性
常规治疗十分困难

这两项临床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与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开展。为了实现干细

胞临床治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干

细胞库已经做了长达 10年的准备。仅在胚胎

干细胞来源的神经前体细胞治疗帕金森病项

目中，他们在猴子身上已经进行了 5 年研究，

目前为止，实验数据显示该方案安全有效，没

有发现任何不良反应。

干细胞研究团队负责人周琪院士，现年

46 岁，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和中科院动

物研究所副所长。还担任中国科学院干细胞

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院长、干细胞与生殖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干细胞组

织（ISCF）主席等重要学术职务，在世界干细

胞研究领域无疑具有权威地位。

周琪说，我国之所以首选“人胚胎干细胞

来源的神经前体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及“人胚

胎干细胞来源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治疗干

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开展临床研究，是因

为这两种疾病均为老年人中多发和难治的重

大疾病，其中帕金森病是世界第二大神经退

行性疾病，与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在老年人

致盲因素中居重要位置。这些疾病晚期病情

难以控制，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方法。

强强联手，两项干细
胞临床研究落地中原

全国可以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的机构共

30 家，在国家卫计委和食药监总局近日完成

备案的首批 8项干细胞临床研究中，郑大一附

院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同时承担两项临床研究

工作的医疗机构，令全国瞩目。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资环生物

处处长任小波认为：“正是郑大一附院与中

科院干细胞团队的强强联手，高效整合、高

效协作，开启了全新的干细胞治疗研究领

域，赢得了在国家备案的 8 项干细胞临床研

究中的两项。”

此次临床研究的合作单位负责人、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医院院长许予明

主任医师介绍，郑大一附院是全国 30 家有干

细胞研究资质的机构之一，病源丰富，仅神经

内科每年门诊量就高达 17万人，住院人数 1.2

万人，河南省帕金森病患者近 30万人；该院有

133 名神经内科大夫，其中 39 名有高级职称，

是全国极少数拥有术中磁共振手术室等先进

医疗设备的医院之一。

中科院动物所北京干细胞库已经建立

200 余株人胚胎干细胞系，可以满足 70%汉族

人群的配型需求。郑大一附院主要依靠自己

的临床优势进行合作研究。

临床研究，病源是前提。在 4 月 11 日启

动仪式上发出招募令后，5天内报名的帕金森

病患者已有 50多位。

中国干细胞研究及转
化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
“与之前进行的干细胞移植不同，此次临

床研究采用的是取自人类胚胎的干细胞，是

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从医院临床捐献的胚

胎中获取的。”周琪说，如果可以通过配型找

到与患者匹配的供体细胞，就有可能大大提

高细胞的治疗效果。

周琪表示，国家首批备案的胚胎干细胞

临床研究项目在中国率先启动，体现了国家

在干细胞领域的系统布局和重要进展，表明

中国干细胞研究、监管及临床转化已跻身世

界前列。

多年来，我国在干细胞领域进行了前

瞻和系统布局，逐步明晰了干细胞领域的

创新方向和转化路径，并通过国家卫生计

生 委 和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联 合

备案的方式，在鼓励创新转化的同时强化

监管。

在即将开展的临床研究中，数百万个由

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来源的功能细胞经过免疫

配型后，将借助手术机器人被精准地移植到

帕金森病和黄斑变性病患者体内。在随后长

达数年的随访中，研究人员将系统评价新治

疗方式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获得预期结果

后，将进一步进行多中心试验。

（科技日报郑州4月16日电）

启动临床项目：我国干细胞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帕金森病”和“黄斑变性”治疗有望开启新篇章

本报记者 乔 地

4 月 16 日，2017 北京国际
长跑节暨北京半程马拉松在天
安门广场鸣枪起跑。本届长跑
节共设半程马拉松、家庭跑两个
项目，有两万余名选手参赛，其
中包括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
外籍选手73人。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半程马拉松
北京开跑

诞生十余年后，美军首次请出了地球

上威力最大的炸弹之一——“炸弹之母”，

而对象仅仅是躲在地道里的恐怖分子。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美军在阿富汗投下一枚 GBU-43/B 炸

弹，即著名的“炸弹之母”。

对此，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专家石海明

副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因‘萨德’系统部署和美韩一系列联合军

演的刺激，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加上美国刚

刚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过空袭，美国在此

时亮出仅次于核武器的‘大杀器’有明显的

‘秀肌肉’意图。特朗普也对媒体公开声

称，希望朝鲜能够察觉相关信息”。

记者了解到，所谓“炸弹之母”是由美

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研制的“大型燃料空气

炸弹”。这款炸弹主要采用 GPS 制导，重

9525千克，有 8164千克的装药。

2003 年 3 月 11 日，伊拉克战争即将开

始，美国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新型武器试

验：与以往武器试验遮遮掩掩的情况相反，

美国军方和国内各大媒体几乎都报道了这

次试验，并公布了武器试验的骇人景象。

这就是“炸弹之母”。通过公布其杀伤效

果，对伊军、甚至对基地组织都产生了极大

的军事威慑作用。

燃料空气炸弹在使用时，将装有挥发

性液体的燃料弹丸发射或投掷到目标上

空，在预定的时间内引爆容器、释放燃料，

与空气混合形成一定浓度的气溶胶云雾。

然后再将气溶胶云雾引爆，产生 2500℃左

右的高温火球，并随之产生区域爆轰冲击

波。瞬间的高温高压会迅速将周围的氧气

消耗掉，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导

致爆炸现场的氧气含量仅为正常含量的

1/3，而一氧化碳浓度却大大超过允许值，

使范围内人员吸入剧毒空气而严重缺氧。

遭受打击的人员往往窒息身亡，挣扎的惨

状令人目不忍睹，给其他士兵带来空前恐

惧。也因此，燃料空气炸弹一度被媒体称

为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武器之一。

“美国国防部建议将此类炸弹用于反

人员用途，曾在 2003 年作为‘震慑与恐吓’

战略的一部分，被用来配合对伊拉克的入

侵。”石海明介绍。

此次爆炸后，美国军方透露，该炸弹由

美军 MC-130 战机携带并投掷，以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IS）于阿富汗东部的一

处地下通道及该组织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

的武装分子。

有媒体对此提出疑问，称美国军队曾

针对同样的目标投下过成千上万枚炸弹，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需要用到如此大型的

炸弹。目前空袭的效果尚不清楚，因为“炸

弹之母”显然并不是为穿透洞穴、堡垒这样

的坚硬目标而设计的。

石海明却认为，由于“炸弹之母”的特

殊毁伤机理，其一般用于打击隐藏在城市、

密林、洞穴等复杂地形内的人员。“它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掩体的限制，直接对内

部的人员进行杀伤，从而起到其他类型炸

弹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因此，也有专家表示，“大型燃料空气

炸弹”在作战使用上不像核武器那样受到

限制，将成为未来战争中一种有效的威慑

手段和实用的打击力量。

“消灭 IS 极端组织是各国长期以来的

目标。然而，想要铲除 IS，并非使用什么

先进炸弹就可以达到目的，消灭部分极端

组织成员也仅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石

海明特别指出，“不难推测，美国此次使用

炸弹之母，除了在象征性打击恐怖主义的

同时‘秀肌肉’，以警告朝鲜，也有用实战

检验武器效能的考虑，以获得更多的武器

生产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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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再说管理的严苛。在英美最好的学校都

是私立学校，其管理之严苛，恐怕全中国没有

一个学校可比拟。在英国最好的中学——伊

顿公学里，在所有正式场合，获得各种荣誉的

学生，需要穿上专门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专用

荣誉服装，以示与普通同学的区别。在学校

里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个管理手段如果放

在国内会不会被家长投诉？更不要说在很多

的私立学校，打板子，抽鞭子，禁足等等都是

惩戒手段之一。体罚在中国已经禁绝，但美

国至今仍然有 19 个州在法律层面赋予了学

校体罚学生的权力。

望眼全世界，精英的成长无外乎两点：一

是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第二就是能更好地约

束管理自己。也因此，伊顿公学培养了 20 多

个首相，贵为英国第一中学学府。相信衡水

中学在这方面的要求不一定比上述这些学校

的要求多，但可能也有一些地方要求更高，但

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激烈地批判衡水中学而

不是伊顿公学？这与一个误导有关。

最近几十年，在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批判

中国基础教育的过程中，一些专家和舆论给

中国的家长与社会公众描绘了一个极其错误

和荒诞的观念与印象：在美国英国的学校教

育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强调个性与尊重

的环境中成长，快乐幸福地走进了名校，最后

还创造出巨大成就。这绝对是谎言！我们所

熟知的多数名人，从比尔·盖茨，到奥巴马、扎

克伯格，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基本都来自这类

私立学校与优质公办学校，他们的成就也都

是超常付出的结果。但是我们家长已经被这

种虚妄的言论误导，很多家长一方面希望孩

子有出息有成绩，另一方面却总觉得孩子太

辛苦，希望孩子能轻松快乐地有成就，这种分

裂的想法，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自己教育的

不满。这和做梦娶媳妇有什么区别？只是家

长是受害者，被误导者。

改变分数评价可杜绝
应试教育？

如果说衡水中学如此恶劣，毁人不倦，我们

的家长为什么还趋之若鹜，争抢着把孩子送到

衡水中学？我们到底应该批判衡水中学还是家

长？先不说石家庄的家长毅然放弃省会优越的

环境，把孩子送到衡水中学，远比衡水发达的浙

江，地方政府为什么还要引进衡水中学？

我们更应该质问和反思的核心是，应试

教育为什么会大行其道？

很多人说，就是高考这把选拔的尺子的

问题，因为高校就是看分数录取人的。新高

考改革方案已经对此作出重大改革，希望增

加更多的尺子，但这能改变应试教育的倾向

吗？恐怕最后难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浙江高考改革的 3+3方案，后面的 3是让

学生有更多自主权，尽最大可能展示自己。

但实际上，考生用尽田忌赛马的策略，算计的

是如何拿到最好的分数，让原来的设计走了

样。应试文化如此积弊深重，说到底，其实是

渗透在我们骨子里的一种结果导向的功利文

化在教育上的一种体现而已。你拿什么尺子

招学生，我就按需培训什么，所以当自主招生

成为高校的另外一把尺子后，针对各个高校

要求的培训马上就再次火爆起来，颇有小升

初的坑班的感觉。

也因为此，华人聚集的波士顿、旧金山和

多伦多，遍布培训班，仍然在搞应试，在追求

学区房，这似乎不会因为国别有任何区别。

近年，伴随小留学生的快速增长，美国的

“高考”与录取制度也备受中国应试文化的挑

战。大量的中介机构与培训机构，也到处推销

针对不同学校量身定做的包装计划。旧金山

一个华人公司，则根据大数据推算出一个考生

上好大学可能性，并根据难度收取不同费用，

做定制化包装，动辄费用高达数十万美金。

中国式的应试，其实不会因为是美国的

大学录取就不应试，只要你能带来我想要的，

我就一定去功利地追求，区别只是追求的东

西不同而已，和考试制度、录取制度以及国别

都没有关系。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应试教育，

绝不是教育部门一家就能解决的，更不是打

倒衡水中学就能解决的，也不是改变高考录

取中衡量人的尺子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应该批判谁？

衡水中学逆袭的意义

衡水中学的逆袭，从打破社会阶层固化

角度来说，有着积极的意义，综合评价本质上

也并不是一个更强调公平的录取制度，按分

数录取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中国，教育问题除了应试，还有公平的

问题。有跨地域的公平问题，也有阶层之间

的公平问题。很多地方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明

星学校，如黄冈中学。但是伴随城乡差距变

大，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能进清华北大一类

好大学的学生快速向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发达

地区的中学聚集，黄冈等大量基层名校消亡，

这也就是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在教育上

的表现，就是农村孩子上好大学越来越少。

但恰恰是在这个迅速固化的过程中，并

不占优势的衡水中学实现了逆袭，仅从上北

大清华的考生人数上来看，不仅大幅超越了

省会石家庄，也超越了北京上海，难道没有一

点积极意义吗？如果我们大量三线，四线甚

至五线城市的中学出现一批这样的学校，还

需要国家从清华北大每年招生计划中强制性

拿出 2%定向招收农村学生吗？

我们暂且就认为衡水中学是利用了大学

录取制度中惟分数评价的机会，强化训练，但

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了这种分数评价积极

的一面，给了我们很多穷孩子靠努力拼出一

方天地的机会。

我们现在推崇的美国多元评价录取制

度，基本形成完善于上世纪 60 年代。100 年

前的美国大学，也如今天的中国，基本以分数

为核心标准录取学生。后来为遏制犹太人占

据常青藤大学的趋势，逐渐改变了以分数为

核心的录取制度，其核心实际上是以一个“未

来可能更成功的人”的尺子去衡量考生，而非

公平。这种制度下，你的家庭背景，成长环

境，经济条件，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成

绩之外的诸多能力，是需要这些支撑才能具

备的。中国现在到了可以大规模采用这种综

合评价的录取制度的阶段吗？如果没有，如

果认知到这种尺子的隐性不足，我们是否需

要给分数，给衡水中学这类学校一条生路，也

就是给更底层的学生与家长一条虽然艰苦但

却可行的生路？

2016年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二天，全国 100

余所 211高校齐聚衡水中学，争相向衡水中学

学生推介，希望孩子们报考他们的学校。难道

这些著名高校都想要只有分数的怪物？显然

不是。前两天一个谣言帖说清华大学把衡水

中学列入劣质中学，清华大学旋即公开辟谣。

北大招办老师也在衡水中学说明会上说，衡水

中学毕业生在北大表现很好。这也从一个方

面印证了，以分数衡量人即使存在缺陷，但也

并不是舆论诟病的一无是处吧。

衡水中学绝不只是应
试这么简单

据说衡水中学现在成了全国中学“朝圣”

的地方，每年赴衡水中学取经的中学校长、地

方领导数以千计，很多地方与学校都在学习

衡水中学。衡水中学的“秘诀”如果简单到就

是高考工厂，怎么就没有培养出第二个衡水

中学，还需要请衡水中学过去？

衡水中学的争议，其实还有更深入的话

题可以探讨。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复

杂与丰富性，我们既有几乎赶上发达国家水

平的北京上海，我们也有温饱还没有彻底解

决的落后农村，必然需要教育的多样性去满

足、去适应，而不仅仅脱离文化与社会发展阶

段想当然地批判。

（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上接第一版）
“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对海底深度的估计

有些偏差。”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特

聘研究员林间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海底深度，这是关键信息，不能缺失。

不行，得再打。

于是，第二次尝试开始。

此时，古生物组已经行动起来。他们要

对拿到的岩芯样品进行定年。IODP 368 航

次中方首席科学家翦知湣教授介绍，鉴定出

化石群中生物属种，对照生物演化序列，就可

以判断地层的年龄。

“Core on deck!”

第二管样品于凌晨 1点 35分“出海”。然

而，同样的情况发生了——没有找到泥水分

界线，钻管还是下得太深。

继续，打第三管。

值白班的田丽艳和同组科学家交接好了

工作，回了房间。现在等待着样品的是南京

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李艳平和来自英

国阿伯丁大学的史蒂芬·鲍登。

根据前几次的钻探情况，钻探人员这次

将钻管往东边推了 10 米，并将其拉高至海平

面下 2834米左右。

然而，还是没有好消息——样品管内什

么都没有。前两次尝试，钻管下得太深；而这

一次，钻管又提得太高。

“Oh……”李艳平没有拿到期待中的样

品，她有些沮丧地坐回了实验室。

第四管钻管进入海底，此时已是凌晨三

点半。

翦知湣站在岩芯实验室，背着手，盯着屏

幕。屏幕显示的是钻井台的工作画面，左上

角有个数字，标示钻管下探深度。这个数字，

会先从 0 开始逐渐递增，意味着钻管正在下

行。到达一定深度之后，它会递减，则表明钻

管正在被拉上甲板。

数字终于到了零，样品管被拉出。有眼

尖的科学家立刻说道：“Water！”

“Core on deck！”虽然已经被提醒“可能

是空的”，但听到这三个单词，翦知湣还是立

刻戴上安全帽，走上操作甲板台。

前方等待着的技术人员查看了一下样品

管，又退了回来。他们耸了耸肩：空的。

凌晨 5 点半，第五次“core on deck”响

起。

这一次，等了快一夜的工作人员，终于发

现了泥水分界线——这一管样品，收获了 9.3

米的岩心和 0.2 米的黄褐色氧化层。海底深

度随之定出——海平面以下 2845.8 米，和最

开始的预测，相差了大约 25米。

李艳平终于开始了常规测量。她先取一

部分样本封装在试管内，在 75 摄氏度以上高

温加热 30分钟，测有机气体含量；然后将沉积

物和孔隙水在高压下分离，之后再将分离出

的 40ml孔隙水分成好几份，进行不同地球化

学组分的测定。

古生物组也有了收获。他们看了一夜的

显微镜，如同翻了一夜的南海沉积层历史

书。有孔虫是一类古老的单细胞动物，它不

像恐龙这种大型生物，名声在外，但它的小小

壳体，却可以反映出非常丰富的环境信息，被

称为“大海里的小巨人”。显微镜下的有孔虫

壳体就像贝壳，这些早已死去的生物，标记着

南海“生命之书”的页码。仔细看，你还能发

现密密麻麻的孔隙和一些表面的凸起。

钻管开始往更深处推进。几乎每隔一个

小时，“core on deck”的指令便会响起。钻井

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24 个小时轮班工

作，日夜值守，将南海“生命之书”细细翻阅。

（科技日报“决心”号4月16日电）

翻 开 南 海“ 生 命 之 书 ”
（上接第一版）

“中国科普任重道远。”周舒扬和李瑞

宏有同样的感触，“很多人儿时的梦想是做

科学家，但长大后发现，科学是如此冰冷，

甚至因此放弃梦想。这个奖让人觉得科学

原来也是很好玩的，会让人继续坚持。”

菠萝科学奖这些年也的确得到了社会

的认可。本届颁奖典礼就吸引了多家网络

直播平台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网民们也

对菠萝科学奖予以了好评，认为这是一个

充满了好奇心与想象力的科学奖项。

菠萝科学奖科学顾问、联合国卡林加奖

获得者李象益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正如美国未来科学家丹尼尔平克的《全新

思维》里所说，现在社会正从信息时代过度到

创意时代，因此需要培养全新思维的人。

“全新思维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力。”李

象益表示，培养创造力需要从青少年开始，

就应该关注世界潮流，启迪好奇心，培育想

象力，激发创造力。

菠萝科学奖的“向好奇心致敬”这个主

题，是符合当今世界科学最新的趋势和走

向的。“应该说，它为推动中国科普，提高全

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奠定了一个好的社

会基础。”李象益说。

科学普及本身就是要注重科学性、知

识性、趣味性。趣味性是激励公众求知欲

和探索欲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

“如果我们把科普节目搞得冷冰冰，只

是逻辑和推理，大众不会喜欢和接受。”李

象益呼吁，科普应该多办具有趣味性的节

目，走平民化和大众化路线，吸引更多人来

关注科学、关注科普。

（科技日报杭州4月16日电）

菠萝科学奖：用搞笑吸引你 用科学征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