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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学界经年探索的课题，“王老吉”

说自己搞定了。12 月 5 日，广药集团董事长

李楚源表示：“国家 863计划研究结果表明，喝

王老吉可延长寿命大约 10％。”

“在我们医药圈来看，是个笑话。”一位不

愿具名的药企负责人说，“对照组的大鼠是喝

白开水的吗？那喝糖水也能长寿。”

仅凭 567只大鼠的实验数据，就得出寿命

延长10％的结论，不科学。究竟不科学在哪呢？

以“寿命”为目标的动
物实验不存在，搞错靶子
“王老吉”方发表的论断依据是 2010年立

项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生

物和医药技术领域中名为“功能食品安全性

评价与功能因子关键检测技术”的项目。据

国家科技报告系统显示，“研究针对功能食品

安全的核心问题”，安全性评价是该项研究的

目标，而并非广药宣传的“延长寿命”。研究

团队借用了药物安全性评价中的动物实验环

节，这才有了“被长寿”的 567只大鼠。

“进行动物实验等都必须有明确的‘适应

症’目标。”ISPE（国际制药工程协会）法规委

员会委员、蒲公英论坛版主夏赟解释，就是要

树一个靶子，比如治疗肿瘤，建立一个有人类

肿瘤的动物模型，研究用药的作用。“每种‘适

应症’都有严格的实验标准指南，但是根本不

存在‘延长寿命’这一可以研究的适应症。”

借 863、FDA 等发挥，
搞错立项初衷

项目为什么瞄准食品安全性呢？这源自

中国南方的“靓汤”“凉茶”等饮食习惯。

“凉茶中含有的中草药成分，如夏枯草，

单独看是有毒性的。”夏赟说，中草药进入食

品界很严格，必须在国家卫计委发布的《药食

同源原料目录》中。

古老的课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定

性、定量研究，这从该项目的相关成果展现中

可以了解一二，例如发表了《生物活性肽的安

全性评价研究进展》《黄芪甲苷的急性毒性和

致突变性研究》等系列论文。

至于符合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

准方面，“广药的回应，只能说明实验过程有

数据记录、质量控制等‘合规’的制度或研究

环境，无法说明长寿的结论会得到 FDA 认

可。”夏赟说。

长寿是个综合题不是
单选题，搞错题型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长寿？正如“躺枪”的

华大基因 CEO 尹烨回应的：人类寿命延长是

个综合课题，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单一因素能

形成如此显著的差异。

单选“王老吉”的长寿思路有违于科学研

究的结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在 12 月 5

日召开的生命科学园生物医疗大健康论坛上

介绍了多个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寿命相关

研究新发现——“衰老表现为低水平的炎症

状态，炎性细胞因子等会活跃起来，”刘德培

说，“降低这些因子活性的行为会延长寿命。”

此外 DNA 损伤是造成衰老和疾病的重要因

素，“尽管基因有调节能力，但多次损伤会积

累在基因组中，目前明确发现端粒变短与寿

命变短成正相关”，他表示长寿与否和体内的

综合环境相关，在细胞、基因水平均有不同表

现，在日常行为方面，建议给生命做“减法”而

不是“加法”，不要只关注吃喝了什么能长寿。

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认为，健康

地活着更体现生命质量。“过去以平均寿命衡

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健康水平，”王陇德

说，新时期应该以健康期望寿命为衡量指标，

“欧美等国已经开始测算国家居民健康期望

寿命，而我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初

步研究表明北京 18岁年轻人的健康寿命平均

为 40.17 个剩余年。该指标可使得提高生命

质量更被关注，这不是喝个凉茶就能解决的

问题。 （科技日报北京12月7日电）

“长寿奇效”：老王卖茶自卖自夸
本报记者 张佳星

12月 7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的钳工（右图）在展洽会现场展示用钻床
给鸡蛋打孔，打掉蛋壳并保持蛋膜不破
（下图）。

当日，由中国国防邮电工会、中国国
防邮电职工技术协会主办的 2017国防
邮电产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展暨创新成
果洽谈会在北京开幕。据了解，为期 3
天的展洽会吸引了近百家企业参展，展
区总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集中展示
1000余项创新成果。

新华社记者 张铖摄

“归根到底，农作物收获的是表型，而

不是基因型。现在急需弄清楚作物表型与

基因型、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日前举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作物表型组学研究”国际论证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盖钧镒等国内外 23 位专家共

同建议，希望国家作为紧急事项批准建设

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施。

表型，顾名思义是指作物基因型和环

境决定的形状、结构、大小、颜色等生物体

的外在性状。表型组学就是在基因组水平

上系统研究生物或细胞在不同环境条件下

所有表型的学科。

数十年来，特异基因资源的发现及利用

成为农业育种的“武功秘籍”，但是，随着多数

代表性植物全基因组测序的结束，科研人员

越来越认识到植物表型研究的重要性。

“在农作物育种研究中，通过基因型进

行测序、选择、定位等工作，其实是间接的，

转了个弯回来，最直接的还是表型。”盖钧

镒说。

“比如说，同样的作物、同样的基因在

不同的环境下，生长出来可能就不一样。”

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说。

专家们认为，基因组学正在加速基因

的发现，但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建立基因

功能和开发新基因型，如何将基因组数据

用于作物改良，都需要通过表型组学，研究

表型与基因、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未来的国家竞争中，种质资源作为一

种战略性资源，争夺将更趋激烈。而表型组

学作为挖掘种质资源利用广度和深度的有

效手段，起跑的发令枪已经鸣响：欧洲、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先后建立作物

表型组学研究机构，我国在这一领域还缺乏

大型基础设施和资源统筹的举措。

“虽然我国创造了以不足 7％的耕地

面积养活了全球近 1/5 人口的奇迹，但是

良种对我国作物增产的贡献率仅占 35％

左右，与国际上优良品种占 50％左右的贡

献率存在较大差距。”丁艳锋说，这与我国

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对作物重要性状形成

机制解析不深入，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组编

辑等育种新技术创新不足等有密切关系。

“过去，对作物表型性状的获取，大部

分是在田间‘一把尺子一杆秤’地手工操

作，粗放而且不精准。”盖钧镒说。随着生

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和整合生物学等的

兴起和发展，使得大规模、高通量基因资源

的挖掘与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有助于

加速了解作物性状的控制机制、筛选优良

的作物种质、确定和利用关键控制基因并

实现分子的精确、高效设计育种。

目前，我国保存的种质资源已达45万份

（约2300个物种），如何用好这些种质资源必

须重视起来。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农作

物种质表型和基因研究设施建设，探索基因

组学理论和各种基因组学技术方法，为种质

资源表型鉴定及有效保护提供新手段。

目前，南京农业大学已经建立了一个

跨学科的作物表型组学交叉研究中心，涵

盖了植物表型研究的所有相关领域。接下

来，该校还将建设四个子设施，涉及田间和

室内高通量作物精准表型鉴定，作物生长

环境精准模拟控制，用于整合多级别组学

（包括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表型组学等）的

大数据中心等。

记者了解到，“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施”

已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

五”规划》。专家认为，在表型组学研究领域，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几乎同步，而且我国有

庞大的农业体系和市场需求，如能加速建设

重大基础设施，必将促进相关的表型研究，

中国将很快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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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7日电 （记者操秀
英）7 日出版的《自然》增刊“2017 自然指数—

企业科研”表明，随着企业日益缩减内部科研

活动，为了分担科研重负，他们与学术和政府

科研机构的合作在激增。

此前有研究表明，与研发投入减少同

步，企业科研产出呈长期下滑状态。1980

年至 2006 年之间，美国企业在基础和应用

研 究 上 的 投 入 占 总 体 研 发 资 金 的 比 例 由

26％降至 22％。

虽然企业整体科研产出在下降，但自然

指数数据显示，过去 5 年，该指数所追踪的企

业与学术或政府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数量增

加了 1倍以上，由 2012年的 12672次增至 2016

年的 25962次。同期，自然指数所追踪的企业

论文有近 90％都有来自学术或政府科研机构

的合著者。

增刊指出，随着产业—学术合作的上升

之势，学术机构本身也日益关注应用研究。

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量在增加，由 1996 年的

2266 件增至 2014 年的 5990 件。美国大学孵

化的初创企业数量也几乎翻了一番，由 2001

年的 400家左右，增至 2013年的近 760家。与

十年前相比，有更多的专利引用了科学和工

程文献，但被引论文仅有少部分为企业作者

所著。

自然指数 2012 至 2016 年期间的数据显

示，在指数所追踪的全球企业科研成果中，

美国企业贡献了近二分之一，日本位居第 2

位，其后为英国、中国和德国。从全球高质

量科研产出数量看，华大基因位居全球第

12 位，是中国排名最靠前的公司。此外还

有 4 家 来 自 中 国 大 陆 的 公 司 位 列 全 球 100

强，分别是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烽

火科技集团。

自然指数显示：产研合作随企业外包科研激增

科技日报昆明12月7日电 （赵汉斌）
土栖白蚁因对有机质的选择、搬运、分解、

摄取等方式，极大地改变着土壤的物理结

构、化学性质和水文特性，而被称为生态系

统的“工程师”。最近，研究人员发现，这些

小精灵在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固定、再分配、

物质循环过程中，还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态水文

研究组研究人员以橡胶林为例，选取原生、

遗弃、次生等不同类型的白蚁堆为研究对

象，对其周边土壤环境的物理、化学性质进

行重复对照实验。结果表明，在白蚁种群

利用深层土壤颗粒营造原生白蚁堆的阶

段，白蚁堆中有机碳、氮的含量显著小于周

边的浅层对照土壤，而与深层对照土壤的

差异不显著。原生白蚁堆的 NH4+、NO3-

则显著大于浅层的对照土壤，是由于白蚁

种群的大量分泌物富含蛋白质，从而增加

了土壤的微生物。

此外，在因周边环境改变、种群自身因

素等所导致的白蚁堆遗弃阶段，苔藓及其

它类植物入侵使白蚁堆中有机碳、氮的含

量显著增加，NH4+、NO3-的含量显著下

降。在遗弃白蚁堆重新启用阶段，其顶部

新鲜土壤的营养元素含量与周边土壤环境

的差异显著、与原生白蚁堆的土壤相近，而

其侧面原位土壤的营养元素含量与遗弃白

蚁堆的相近。这表明，广泛分布、不同演变

阶段的白蚁堆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系统土壤

养分的时空稳定性、再分布格局，白蚁在森

林生态系统养分固定、再分配、物质循环过

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白

蚁堆在热带自然林、人工林，尤其是橡胶林

内的分布十分广泛。大量的研究表明，白蚁

堆可提高土壤碳、氮、粘粒、可交换性离子等

的含量，但有关不同演变阶段白蚁堆对土壤

养分时空分布影响的研究还很少。

此项成果近期已发表在土壤学著名期

刊《土壤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上。

白蚁堆影响土壤养分的时空分布格局

科技日报讯 （记者盛利 通讯员李翠
影）记者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

研究所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发、口径为 450

毫米的全球最大口径爆破阀，日前顺利完

成热态开阀试验。这也标志着 CAP 系列

三代核电站用爆破阀全部通过鉴定。

爆破阀属于第三代压水核电站特有安

全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CAP 系列核电

站中难度极高的关键技术之一。它可在核

电站遭遇严重事故时，通过开启阀门触发

爆破单元，产生高压气体推动阀门，实现非

能动泄压，最终向反应堆注入冷却水实现

冷却堆芯，从而有效缓解和预防严重事故，

确保核电站安全。

中物院化材所副所长、项目负责人习

彦说，爆破阀由药筒驱动装置和阀门本体

两部分组成，本次开展的热态开阀试验是

验证爆破阀可靠性的关键步骤，即验证爆

破阀在管道内存在高温蒸汽压力的真实工

况下，药筒驱动装置正常作用并实现开阀

功能的能力。

此次开阀试验采用的药筒驱动装置，

由中物院化材所历时 6 年研制成功，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期间该所充分发挥军

工科研单位在火炸药领域的核心技术积

累，在火工药剂选取和验证上采用全新的

途径，在爆破阀阀体及驱动装置的结构和

参数匹配设计方面，通过模拟计算、自主设

计等进行了多点创新。同时，通过军民合

作研发，该所还与大连大高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实现

爆破阀原理样机研究、工程样机设计等多

项技术突破，目前已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我国核电站爆破阀全套技术。

全球最大口径核电站爆破阀驱动装置研制成功

（上接第一版）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新

的阶段，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

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

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

能化加速跃升，由此产生的新技术不断催生

新的产业，创造新的需求，为新经济发展提供

强大的动力。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也持有相同

观点，他认为，当前技术更新和成果转移转化

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不断催生

新经济快速发展。从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

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加快发展新经济，做大做

强新经济，是我国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一

个重要思路和发展路径，对于我国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战略

性重要作用。

事实上，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北

京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主阵

地，中关村一直引领全国科技创新的潮流，新

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据统计，2017年 1—10

月中关村新创办科技型企业 2.4 万家，全国

42.9%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在这里诞生，目前

已经聚集了 91 所高等学校，400 余个国家级

科研院所，300 多家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涌

现了百度、联想、京东、小米、紫光、滴滴、今日

头条等一批世界级领军企业，上市公司总数

达到 318家。

点赞创新者：从中关
村走向世界

经过几十载的积淀，数以万计的优秀创

新企业在中关村拔地而起，一批又一批优秀

创业者在这里诞生，中关村已成为中国全球

化创新的代名词。

“连接和智能是未来的两大趋势，在这个

趋势下，科技企业越来越具备规模效应，越来

越具备平台属性，这些特征是科技企业独有

的特征。”在今日头条创始人兼 CEO 张一鸣

看来，中关村的创业企业除了从中关村出发，

从北京出发，在全国提供信息服务之外，更要

走向世界。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新经济

发展论坛暨 2017 盛景全球创新大奖 TOP21

颁奖典礼”同样受到全球创新者的关注。盛

景网联董事长彭志强告诉记者，2017 盛景全

球创新大奖关注医疗大健康、前沿科技、新能

源新材料、泛消费娱乐、企业级应用五大热门

领域，聚焦全球 A 轮到 C 轮市值未超过 10 亿

美元，最有潜力的独角兽企业，目前已有数千

亿元基金深度参与，创造了全球创新大奖的

新纪录。

“2018 年将迎来中关村园区成立 30 周

年，进入新时代，中关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扬帆再起航，加速打造‘中关村升级版’，

为北京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提供有力支撑。”翟立新说。

中关村成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

（上接第一版）用 Vagelos时，连他本人都感到

奇怪。默克告诉他，我们就是要你的原创，不

在乎你没有药厂经验。Vagelos 没有辜负期

望，带领 Merck 通过原创性药物造福人类。

Vagelos还与深圳有关，他任 Merck总裁时，决

定送深圳一个制造乙型肝炎疫苗的工厂，在

中国经济还不是很好的阶段，他为降低中国

肝炎和肝癌发病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有过原创领先的历史

我国的现代化学药物从依赖进口到主要

进行仿制，但也有原创。

20 世纪上半叶，陈克恢在美国获得两个

博士学位，期间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两

年，研究麻黄素。麻黄素首先是由日本科学

家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来的化学分子，但其

药理作用不清楚。在协和期间陈克恢揭示

了麻黄素的药理作用，并使麻黄素变成迄今

为止在全世界由中药衍生单体应用人群最

多、时间最长的化学分子。陈克恢回到美国

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担任过礼

来药厂研发总管，担任过美国药理毒理协会

理事长，但他的麻黄素研究是经典。在中国

研究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地

做出了经典工作。

张昌绍于 1940年回国到重庆的上海医学

院，短短几年时间，他与化学家合作从中药常

山获得治疗疟疾的常山碱和常山新碱，是从

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单体的先驱。屠呦呦等在

1970 年代从中药青蒿发现青蒿素，是大家更

熟悉的故事，她们的工作不仅造福中国病人，

也拯救了全世界被疟疾所困扰的人们。张昌

绍在 1940 年代的工作，实际有美国科学家参

与竞赛，中国科学家居然在条件恶劣的情况

下领先。屠呦呦等 1970年代的工作也是领先

世界。如此不可思议，说明我国科学家可以

做出世界领先的工作。

1971 年到 1973 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

亭栋明确了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可以治

疗特定的白血病亚型 APL，这是中国第一次

推出治疗白血病的化学单体分子。1980 年

代，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王振义在国外科学家

提出 13 顺维甲酸可以治疗 APL 白血病的基

础上，发现全反型维甲酸才是治疗 APL 的有

效药物。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维甲酸成

为全世界治疗 APL 首选药物，这是中国科学

家对人类的贡献。

深圳具备优势和实力

原创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将在中国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愿深圳成为原创性科学

支撑新型企业推动经济的中国第一。

近年深圳创立了南方科技大学，同时吸

引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在深圳建立校区。它们会为深圳带来具备

原创能力的科学家，推动高新技术在深圳的

诞生。深圳应该对它们加大支持。我个人判

断：千里之外长期办分校不可想象，分校最后

很可能会被深圳完全拥有，只是时间问题。

现阶段的分校很可能是过渡时期全国高校支

持深圳的一种模式。

除支持高校人才培养、人才集聚之外，深

圳在高科技、生物医药方面也进行了部署。

虽然有些城市在生物医药先走一步，深圳已

奋起直追。

在广东，深圳也与东莞竞争。例如东莞

有 IT 的血汗工厂富士康，深圳也有生物技术

的血汗工厂华大基因。因为富士康能够生

产精密仪器，而华大基因基本停留在使用仪

器、粗糙加工信息的阶段，富士康对这种比

喻不是很高兴，但应该宽容有耐心等后者迎

头赶上。

在经济积累、人才积累、科技积累的基

础上，深圳有理由更上一层楼。希望在新的

时代，深圳能催生如陈克恢、张昌绍、屠呦

呦、张亭栋一样的原创性科学家和技术人

员，在深圳产生和转化其成果，推动深圳发

展，造福人类。

（作者系《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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