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需要用大量中国病人作为标本资源进

行研究时，由外国还是中国科学家主导，是一

个国家资源保护的原则性问题，还是科研实

力竞争的具体问题？这一话题 7月 19日在一

个拥有近四百位国内外华人科学家的群里引

起激烈的争论。

争论源于一篇有关汉族人群大规模遗传

数据研究的文章，该文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发

表在生物预印本网站 bioRxiv 上，标题为“A

comprehensive map of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world’s largest ethic group-Han Chi-

nese”。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东部人群和西部

人群的遗传特征以及人口特征。

事实上，在今年 2月 14日，《自然》杂志子

刊 Scientific Data也发表了一篇基于同一批数

据的研究论文，同样对中国人群的遗传及进

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的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均不是来自国内科研单位。

中国人遗传数据“遗
落”外国学者手中？

这得从 10年前开始的一项大规模中国人

抑郁症遗传项目说起。

当时，由牛津大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及

中国 50 多家医院共同参与，成立一个关于中

国人遗传数据的国际联盟（CONVERGE）。

该项国际合作研究的基地设在上海复旦大学

华山医院，该医院也是这一国际联盟的中方

牵头单位。

在项目官网上展示的领导该研究的 4 位

主要专家包括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及人类遗

传学家和牛津大学教授Jonathan Flint、牛津大

学临床试验和流行病学研究室高级研究员

Yiping Chen、弗 吉 尼 亚 联 邦 大 学 Kenneth

Kendler，以及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精神病科主任

施慎逊。他们从来自 23 个省份、45 个城市中

的58个省级精神卫生中心或综合医院精神科，

获得了 5303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全基因组数

据，对照组的5337名患者则主要来自国内综合

医院及社区医院曾经有过轻微治疗的人群。

2015 年 7 月，该项目里程碑式的科研成

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研究者发现了两个

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位点。这项研究公布

后，《自然》杂志新闻栏目专门刊载文章表示，

“没什么能比 Flint 教授发现抑郁症与遗传之

间的关联，更让人惊讶了。”

连 Flint本人甚至对这一成果都感到不可

思议。Flint和其合作伙伴 Kendler之所以选择

中国开展这项研究，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庞

大的抑郁症患者人群，而且他们未被诊断”。

中国学者未能主导的
国际合作？

这一研究在国内却引来异议，为何研究发

表到国际刊物上，而国内学者未能共同扮演主

导角色或共同主导的角色？ （下转第七版）

外国学者主导中国病人资源研究引发争议

本版责编：胡兆珀 郭 科

电 话：010 58884051

传 真：010 58884050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78

代号：1-5089

北京市科委赠阅

总第10992期 今日8版

扫一扫
关注科技日报

www.stdaily.com 2017 年 7 月 21 日 星 期 五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最新发现与创新

日前，四川农业大学官网上一则题为《学

校奖助陈学伟研究团队 1350 万》的消息引起

广泛关注。其中对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细

胞》发布论文的陈学伟和李伟滔研究团队进

行表彰，给予共计 1350 万元的奖励和支持经

费等内容，引发了舆论对“一篇论文值不值

1350万”的讨论。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论文？重奖的背后是

否有政策依据？千万级的奖励额度是否“头

脑发热”？7 月 20 日，科技日报记者专程赶往

四川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四川农大），对重奖

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

一篇论文揭示“水稻
癌症”防治新路径

6 月 29 日，全球顶尖学术期刊《细胞》在

线发布了以四川农大为通讯单位，该校研究

员陈学伟为通讯作者、副研究员李伟滔为第

一作者的论文《一个转录因子的天然变异赋

予水稻对稻瘟病的广谱抗性》，这也是该校乃

至整个西南地区高校首次在《细胞》主刊发表

论文。

对于论文的意义，李伟滔介绍，稻瘟病在

业界被称为“水稻癌症”，可造成水稻大幅度

减产。他们的研究团队发现了水稻天然变异

位点“编码 C2H2 类转录因子的基因 Bsr-d1

的启动子”，其作用是可以有效提高对稻瘟病

的抗病免疫能力。特别的是，该位点是水稻

本身存在的、纯天然的，而不是外在的导入变

异，非常罕见。

分管科研工作的四川农大副校长朱庆

说，如果把目前广泛使用的抗病基因方式比

作“服预防药式”防治，那么天然变异位点的

方式则可称为“提高免疫水平式”的防治。这

项研究成果若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可培育具

有广谱抗病能力的品种，将大幅度提高水稻

对稻瘟病的抵抗力，并将有效避免病原菌进

化导致的抗病能力失效的问题，从而减少农

药使用，非常符合生态绿色环保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细胞》杂志是全球生命科

学研究领域顶尖学术期刊，与《自然》《科学》

并列，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之一。其

2016年 SIC影响力收录因子达 30.41。截至本

次论文发表之前，我国在《细胞》主刊上发表

涉及植物研究的文章仅 8篇，该论文也是我国

水稻领域第 2篇在《细胞》主刊发表的论文。

李伟滔说，其团队从 2011 年开始进行相

关研究，花了近 6年时间，先后有国内外 20多

位研究人员参与，才发现了论文中提到的新

稻瘟病抗病分子。今年 2月，团队将研究结果

汇成论文，向《细胞》投稿，经过近 5 个月的投

稿与审查，论文终于刊登。

“这并非孤立奖助活动”

谈到此次表彰，朱庆说，学校已多次强调

1350 万元并非“奖励”而是奖助，即“奖励+资

助”。其中，仅有 50 万元作为作者奖励，其余

1300 万元均为该团队未来 5 年累计科研经费

资助，“我们还强调，此次奖助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学校长期以来对人才发掘、培养、鼓励形

成的综合性政策产生的累计结果。”

记者看到，在 6 月 30 日该校表彰会上由

朱庆宣读的《奖助决定》中，共 6 条，每一条款

均写明了奖励、资助的依据。前两条是依据

学校《学科建设双支计划》等进行奖励，发放

方式均为 5年累计，资助总金额分别为 300万

元、1000万元。第三条则依据《学校教职工奖

励办法》，“单列奖励论文作者 50万元”。其余

条款则包括提升作者级别，并为团队增配科

研助手等政策。 （下转第三版）

揭秘“1350 万元科研奖励”
——四川农业大学“重奖论文”事件调查

科技日报厦门 7月 20日电 （记者张建
琛 实习生翁舒昕）19 日，《自然》杂志发表

了 厦 门 大 学 林 圣 彩 教 授 课 题 组 的 研 究 成

果，他们发现了生理状态下机体感受葡萄

糖水平并调节代谢模式的机制，对开发用

于治疗肥胖症，乃至延长寿命的药物具有

深远意义。

生活中的生物体内，葡萄糖水平的波动

十分常见，睡一大觉、剧烈运动几个小时或者

太忙了没时间吃饭，都会引起葡萄糖水平的

显著下降。这时，机体能够触发一套有效的

过程应对这类“不利情况”，林圣彩课题组研

究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激活“代谢的核

心调节者”——AMPK。

此前研究认为，葡萄糖水平下降引起细

胞内的能量分子 ATP 含量下降，进而引起另

一 代 表 低 能 量 状 态 的 分 子 AMP 水 平 的 上

升，并由 AMP 直接激活 AMPK，维持新陈代

谢平衡。

无论在不含葡萄糖的细胞培养条件下，

还是在饥饿的低血糖的动物体内，都不能观

测到 AMP 水平的上升，这充分说明了机体有

一套不为人知的、独立于 AMP 的感应葡萄糖

水平的机制。林圣彩课题组进一步研究揭示

了这一完整过程：葡萄糖水平下降将引起葡

萄糖代谢物下降，并被糖酵解通路上的代谢

酶感应，后者启动激活 AMPK 的溶酶体途径

进而介导 AMPK的激活。

林圣彩教授进一步地把葡萄糖水平总结

为一种“状态信号”，以区别于传统的“能量信

号”。他介绍，生物体维持能量水平的稳定是

至关重要的，ATP水平的下降对机体的伤害是

巨大的，因此等到能量水平下降再作出应激反

应很可能为时已晚。“状态信号”的存在使得机

体能够“前瞻性”地应对复杂的外界条件和各

种应激压力，保证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

“葡萄糖感受机制”或可治疗肥胖症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者陈
瑜）记者 20 日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原子能院）获悉，该院微堆技术

团队日前成功完成加纳微堆低浓铀堆芯首

次临界实验，标志着加纳微堆低浓化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果。

加纳微堆是原子能院 1995 年设计建

成的一座高浓铀微型反应堆。2014 年，在

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下，由加纳、中国和美

国开始实施微堆低浓化工作，我国负责提

供技术支持。

2015 年，原子能院与美国阿贡实验

室签订了加纳微堆低浓铀燃料设计、加

工和零功率实验以及装料和装料后的调

试合同。2016 年 6 月加纳低浓铀燃料加

工完成，8 月微堆完成零功率实验，2017

年 6 月燃料被运到了加纳，7 月，原子能

院微堆技术人员前往加纳进行装料和调

试工作。

据了解，技术人员后续还要开展现场

零功率实验、低功率运行实验、满功率运行

实验、环境监测以及安全特性实验。

加纳微堆低浓铀堆芯首次临界

科技日报上海7月20日电（记者刘艳）20

日，联想集团在Lenovo Tech World（全球创新

科技大会）上首次发布人工智能战略及近十种创

新技术和应用，明确将重点围绕“设备+云”和“设

施+云”两大领域发力，并持续在智能设备、智能

云平台和智能服务三个技术方向加强投入。

虽然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表

示，联想赌上身家性命去押注 AI，但业界对联

想强推人工智能的前景依然颇多观望。

“从它所展示的一系列针对不同用户和

使用场景的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看，联想对

人工智能的布局是‘产业链式’的，看起来已

面面俱到。”信息产业观察者柏松的看法有一

定的代表性，“联想这些年不容易，我们希望

其中至少有几项能真正形成产品或应用，为

联想带来实际的改变和价值，而不是像过往

那样，热热闹闹发布后就杳无音讯。”

这些产品或应用主要包括：全球首款拥

有视觉识别功能的智能音箱 SmartCast+、联

想自主研发的 All-in-one混合现实智能眼镜

daystAR 晨星、可实现“刷脸”查看手机信息的

虚拟智能助手 CAVA 咔哇、联想服务机器人、

可与心脏“对话”的智能“心电衣”Smart Vest，

以及自主研发的全新 HPC集群深腾 8810等。

全球 PC 出货量连续 11 个季度下滑，让

联想处于舆论的持续担忧中。杨元庆说：“本

来联想可以靠卖电脑活得很好，如果这两年

不是针对包括移动、IDC、人工智能等‘第三

波’战略持续投资，联想可以交出漂亮的成绩

单。但是，联想没有犹豫，三年投入超过 12亿

美元。这是转型的代价，不脱几层皮就不叫

转型。”

联想赌上身家性命押注AI

99A 坦克、04A 步战车以及配套信息

化装备，在历次演习中，展现了强大的作战

能力；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运用雷场清

障车、机器人等先进的装备器材排除“雷

患”，扬威中越边境；新疆军区某装甲团的

某新型步战车，通过涉水场时高速冲入水

中，在荒漠戈壁上演“速度与激情”……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 90 周年

纪念日前夕，科技日报记者深入陆军部队

采访并了解到，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

的战略要求，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

正快速崛起。通过科技创新，中国陆军实

现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跨越。

今年 2月，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VT-4主

战坦克首次在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中亮相，

让我国坦克制造工业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而回顾历史，我国第一辆坦克——“功

臣”号是从由被俘日本人开设的机械修理

厂中“抢”来的。随后，我军第一支坦克部

队——东北坦克大队正式组建，“功臣”号

是唯一一辆坦克。

那时，距研制出世界一流坦克的目标

实在太远。为这个目标，科研人员历经 15

年的艰苦攻关。回忆此经历，99A 坦克常

务副总设计师李春明说，上世纪 80 年代，

他和同事靠手工在墙上绘制坦克设计图，

还“转行”干了两个多月的木工，才制成我

国第一辆三代坦克的模型……

而如今 99A 坦克配有先进的火炮、装

甲、动力以及火控系统，是我国目前主战坦

克的巅峰之作。随着陆军现代化建设的推

进，这种“新铁骑”逐渐成为了陆军装甲部

队的新主力。

有矛就有盾，这就是世界武器装备发

展的“食物链”。

1969 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暴露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的不足，在这种背景下我

国开始了“红箭”-73反坦克导弹的研制生

产。1979 年完成设计定型，此后开始大量

装备部队使用。这是我军“红箭”家族的第

一名成员。

在此基础上，“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

开始了迅猛发展，先后推出了“红箭”-8、

“红箭”-9、“红箭”-10、“红箭”-11、“红

箭”-12 等多款反坦克导弹。特别是“红

箭”-12 反坦克导弹真正具备“发射后不

管”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操作人员的生存

概率，代表了轻型反坦克导弹的发展方向。

“从‘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整体来说，

它们完胜世界第三代主战坦克是没有问题

的。”一位陆军专家如是说。

中国陆军在这一领域领先于世界各国

陆军，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陆军的从

“大”到“强”。

海湾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军数字化

部队的威力。在信息化部队建设领域，中

国陆军无疑是后来者。

中国陆军信息化建设试点，始于彭德

怀元帅 88 年前创建的中部战区陆军第 38

集团军某红军团。多年筚路蓝缕，他们从

编写信息化部队训练与考核大纲开始，逐

步探索出适合陆军部队信息化建设之路。

伴随着各种信息化装备陆续列装，部

队指挥模式、组训模式发生巨变：装配新型

信息系统的武器装备一键发射、百发百中；

通过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指挥员对装备部

署情况一目了然，指令可直达单车单兵。

“和平使命—2014”上海合作组织联合

反恐军事演习中，99A坦克、04A步战车以及

配套的一系列成建制、成体系的信息化装

备，在红军团官兵手中，充分发挥了信息化

部队情报多元获取、指挥控制高效、火力打

击精确等优势。军委首长称赞道：“这才体

现了信息化部队的新质作战能力。”

“无论未来战争形态怎么变，装备怎么

发展，决定胜负的关键依旧是人。”2015 年

12 月 31 日，陆军领导机构刚一成立，陆军

党委领导就坚决贯彻军委决策部署，在大

力发展特种作战和陆航、侦察预警和信息

保障、远程精确打击和防空反导等新型作

战力量的同时，尤其注重大抓新型作战人

才建设，实现陆军部队的跨越发展。陆军

坚持推进转型人才先行，启动“百千万”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建立联合作战指挥

人才专业化培养模式，为高素质新型作战

力量人才培养铺就了一条“快车道”。

陆军臂章上的图案是履带主动轮加一

双伸展的翅膀，寓意传统陆军插上机械化、

信息化、立体化翅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强大现代化新型陆军的建设方向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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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 利

叶水送 陈晓雪 邸利会

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0周年，为了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全民抗战 伟
大壮举——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0周年》
主题展览近日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举办。展览共展出各种图片286幅、文
物512件。大部分图片、文物、视频、史料为
近几年搜集拍摄，多数资料系首次向社会公
开展出。

图为参加暑期夏令营的学生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全民抗战展举办

多数资料首次公开

科技日报北京 7 月 20 日电 （记 者刘
垠）国务院近日印发我国第一个人工智能

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

本着“科技引领、系统布局、市场主导、开

源开放”的基本原则，《规划》提出“三步走”战

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

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

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

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第二步，到 2025年人工

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产

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第三步，到

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届时，预计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逾 1万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10万亿元。

同时，《规划》提出六大重点任务：构建开

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培育高端

高效的智能经济；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

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构建泛在安全

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前瞻布局新一

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

针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迫切需求和薄

弱环节，将形成以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

目为核心、现有研发布局为支撑的“1+N”人工

智能项目群。“1”是指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

技项目，聚焦基础理论和关键共性技术的前瞻

布局；“N”是指国家相关规划计划中部署的人

工智能研发项目，重点加强与新一代人工智能

重大科技项目的衔接，协同推进人工智能的理

论研究、技术突破和产品研发应用。

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将会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