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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房琳
琳）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 20 日发

布了一份在未来 10 年中，应对包括小行星和

彗星在内的“近地天体”的风险计划报告。这

份战略和行动报告称，目前没有已知的此类

“近地天体”会给地球带来严重风险。

小行星如果直径超过 140 米，就可能对

地球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等机构预计，目前存在 25000 颗达

到该规模的小行星，但到 2033 年，被发现的

此类小行星的数量可能都不到实际总数的

一半。

此外，直径接近或超过 1000 米的天体，

可 能 引 发 具 有 全 球 性 影 响 的 地 震 、海 啸

等灾难。NASA 目前已经掌握了所有此规

模小行星的轨迹，但自太阳系外来的大彗

星可能对地球造成影响，只容许有数个月

的预警期。

报告列出了 5 个目标，包括提高发现与

追踪能力、提高预警能力、开发推离和摧毁

技术、增强国际合作和建立应急规则等。其

中，推离和摧毁技术包括飞行器直接撞击、

核 爆 破 和 重 力 牵 引 等 。 报 告 认 为 应 由

NASA 牵 头 ，以 对 地 球 不 存 在 实 质 威 胁 的

“近地天体”为目标，进行系列飞行试验和技

术验证。

报告还强调，国际合作是防范“近地天

体”风险的最有效方式，但美国应做好“在各

个阶段展开独立行动”的准备，以保护美国在

这一领域的利益。

美发布战略报告呼吁——

加强国际合作 防范“近地天体”冲击地球

近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下一个 7年

（2021 年到 2027 年）的科研资助框架——“欧

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据悉，该项目

的临时预算约为 1000 亿欧元，是欧盟历史上

最大手笔的科研资助费用，重点关注三大领

域：基础研究、创新和社会重大问题。

而且欧盟委员会表示，“欧洲地平线”首

次对所有国家（包括脱欧后的英国）开放，符

合特定条件的国家可以通过谈判参与。

千亿欧元聚焦三大使命

据《自然》杂志报道，6 月 7 日，身处比利

时布鲁塞尔的欧盟立法人员发布了“欧洲地

平线”框架的首份详细提案，临时预算接近

1000 亿欧元（1170 亿美元），而这一资金池并

没有囊括来自英国（将于 2019年脱离欧盟）的

捐款。

据悉，拟议的预算比目前正在进行的“地平

线2020”（从2014年持续到2020年）高出约330

亿欧元——排除英国的捐款。当然，新框架的

预算可能会在未来两年的谈判磋商中缩水。

“欧洲地平线”的三大使命分别为：为基

础研究提供服务；促进创新；解决社会和提升

工业竞争力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此框架

下，基础研究部门将不再为新兴技术提供专

门的资金，而且社会和创新潮流也将出现重

大转变。

其中，超过一半的资金（527亿欧元）将用

于应对社会挑战，重点资助健康领域，创建包

容而安全的社会；数字和工业；气候、能源和流

动性；食物和自然资源5大领域的研究计划。

据欧盟委员会研究与创新专员卡洛斯·
莫代斯介绍，在应对社会挑战方面，欧盟委员

会 将 拨 出 50 亿 到 100 亿 欧 元 ，创 建“ 登 月

（moonshot）”式的研究任务，解决全球挑战，

也希望更多公民能够参与其中。

目前提交的文件没有列出这类任务的确

切重点，公众、欧洲议会、专家和其他国家，都

在设计这些任务方面拥有发言权，这些任务

也将制定明确的目标和完成期限。比如，以

前的目标包括到 2030 年将 100 个城市变成碳

中和城市、将海洋中的塑料减少 90%等。

而且，莫代斯表示，所制定的科学任务需

要获得公众的理解。“纳税人不知道你为什么

要投入 10 亿欧元来绘制大脑图谱，但如果你

告诉他们，你要借此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等，

他们就理解了。”

代表欧洲研究资助者的游说团体“科学

欧洲”（Science Europe）政策主管懋德·伊娃

瑞德表示，这些任务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绝佳

的机会，但由于监管和政治因素，研究人员能

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任务还是个未知数。

资助创新“根本性改变”

该提案还对欧盟委员会如何资助创新进

行了“根本性改变”。莫代斯表示，现有的自

上而下的创新体系不起作用，只会带来渐进

式发展。

相反，“欧洲地平线”将鼓励创新者自己

提出想法。拟议的预算中，将有超过 100亿欧

元流入新成立的欧洲创新委员会（EIC），该委

员会的使命就是将开创性的新技术推向市

场。目前，EIC 已经作为“地平线 2020”的试

点计划开始运行，将为研究人员和企业提供

资金，资助他们进行基础科学研究。

EIC 还将投资创业公司，帮助他们扩大

“混合融资”（部分来自捐款、部分来自贷款）

的规模。这一机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克服

“死亡谷”问题——即欧洲国家擅长做出重大

发现，但很难将其转化为创造市场和就业岗

位的产品。

不过，欧洲大学联合会研究和创新主任莉

迪亚·博雷尔-达米安认为，为公司提供融资不

一定能确保公司正确合理地使用研究资金。

此外，欧洲研究委员会的预算将增加 26

亿欧元，达到 166亿欧元，这一增幅与“欧洲地

平线”预算的整体增幅一致。但博雷尔-达米

安指出，欧盟资助个人科研最高奖项之一、旨

在增强欧盟科研人员竞争力的计划——“玛

丽·斯科多斯卡-居里行动”计划的预算并没

有跟上整体增速的步伐。“玛丽·斯科多斯卡-

居里行动”计划将获得 68 亿欧元，仅比“地平

线 2020”中的 62亿欧元略高一点。

首次对所有国家开放

“欧洲地平线”提案计划首次向所有国家

开放，因此，英国在脱欧后也能参与。

现行规则只允许与欧盟有特定贸易关

系的国家、欧洲大陆东南部近邻国家或试

图加入欧盟的国家参与，而新协议将允许

任何符合特定标准的国家参与。现在提出

的标准包括拥有良好的科研实力，且致力

于创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市场经济”。

不过，该提案称，这些参与国不会获得任何

“决定权”。

英国上个月明确表示，它愿意付费参与

欧盟委员会的研究和创新项目，但希望投入

与获得要相当。

“欧洲地平线”的提案和预算将进行冗长

的谈判和磋商，参与方包括欧洲议会和各国

部长理事会。

（科技日报北京6月21日电）

欧盟提交七年科研计划——“欧洲地平线”
重点关注基础研究、创新、社会问题三大领域

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刘 霞

欧盟委员会研究与创新专员卡洛斯·莫代斯介绍提案。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20日发表了一项癌

症学最新成果：美国科学家揭开了胰腺癌

患者组织消耗的机制。研究表明，胰腺外

分泌功能的改变，很可能是胰腺癌患者脂

肪组织和骨骼肌消耗的原因。

癌症隐藏在免疫系统的“视线”之下。

当癌细胞出现时，身体的天然肿瘤监控程

序应当能够监测到并攻击它们，只有当这

些防御系统都失效时，癌症才能茁壮成

长。科学家此前研究曾发现，细胞代谢的

变化，是各种形式的癌症的症状。而外周

组织消耗与胰腺癌的关联尤其紧密，这种

代谢综合征会降低生活质量，也被认为会

降低癌症患者的生存率。组织消耗有多种

成因，但可惜的是，人们一直难以确定其准

确的基础机制。

此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马修·
范德·海登、美国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科学

家布莱恩·沃尔宾及他们的同事，使用小鼠

胰腺癌模型发现，脂肪组织和骨骼肌消耗

发生在疾病发展的早期，而且引起外周组

织消耗的是胰腺肿瘤的生长，而非其他部

位的肿瘤生长。

与此同时，研究团队还发现，胰腺外分

泌功能下降会推动脂肪组织的损耗，补充

胰腺酶可以缓解周边组织消耗，但不提高

小鼠的生存率。

在癌症中，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

高，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的消化道恶性肿

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在明显上升

中，因为胰腺癌早期的确诊率不高，手术死

亡率较高，治愈率也偏低。而且胰腺癌的

病因迄今尚不十分清楚。研究人员表示，

此次在 782 名胰腺癌患者中，有 65%在诊

断时出现骨骼肌消耗的症状。然而，脂肪

组织和骨骼肌消耗与患者生存率降低没有

关联。因此，胰腺癌早期发生的外周组织

消耗，可能正是该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但

未必与生存期较短有关。

“癌中之王”让人闻之变色。这主要是

因为胰腺癌的早期确诊率不高，而手术死

亡率较高，治愈率偏低。医学界一直尝试

对不同特征的胰腺癌人群进行分子分型的

深入研究，以探索这一疾病的发生发展机

制，从而为临床寻找新的干预靶点。围绕

胰腺癌还有很多人类所未知的，其探索必

然漫长，但在这一领域的所有努力前行，都

将造福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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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表的一项

神经科学研究，美国科学家团队发现，大脑

中的蛋白质磷酸化水平可能驱动着睡眠欲

望。该研究揭示了睡眠需求的分子基础，强

调了与睡眠有关的疗法的潜在分子靶点。

同时，也让人们距离揭开睡眠的奥秘又近了

一步。

昼夜节律可以使我们感知到地球自转

所引发环境的改变，确保了我们的睡眠，但

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人类为何需要睡眠。理

论认为，睡眠可以调节神经元的连接强度。

果蝇实验曾显示，睡眠对其神经元活动有密

切关系，睡眠被长时间剥夺的果蝇，其细胞

对重复刺激的响应能力一致降低。但是，这

种睡眠需求的分子基础仍然不为人知。而

且，尽管果蝇和哺乳动物有共同的基础睡眠

特征，这一点仍然没有在哺乳动物身上得到

验证。

科学家此前认为，在哺乳动物中，所谓的

“睡眠—觉醒”周期，应由一种平衡睡眠需求

和实际睡眠时间的体内平衡机制驱动。鉴于

此，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研究团

队，分析了睡眠剥夺和嗜睡（Sleepy）突变小鼠

模型的脑蛋白磷酸化水平。研究中他们发

现，总体磷酸化水平与睡眠需求相关。睡眠

降低磷酸化水平，而长时间觉醒导致过度磷

酸化和高睡眠需求。

研究团队鉴定了 80 个蛋白（主要为突触

蛋白），其磷酸化状态根据睡眠需要而发生改

变。研究人员表示，这很引人深思，因为突触

可塑性也与睡眠有关。根据突触平衡假说，

睡眠使突触有机会从其日常活动中恢复过

来，维持平衡状态。因此，突触蛋白的磷酸化

可能是维持突触平衡和“睡眠—觉醒”平衡的

关键。

鉴定 80个蛋白 揭示分子机理

睡眠相关疗法潜在分子靶点出现

科技日报江阴 6月 21日电 （记者过国
忠 通讯员梅士强）记者 21 日从江阴高新区

管委会获悉，在中瑞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该区经过一年的对接与筹备，日前已在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正式设立了中瑞生物医药

海外孵化器。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参赞戴钢说：“这

是江苏省在北欧国家设立的首个多功能海外

离岸孵化器，大使馆将全力支持双方科学家

及企业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使

海外孵化器成为中瑞国际科技人才合作的桥

梁和典范。”

江 阴 高 新 区 管 委 会 副 主 任 赵 志 军 介

绍，瑞典是国际蛋白质分离分析技术发祥

地，乌普萨拉大学是全球蛋白质领域人才、

项目密度最高的大学；生物医药是江阴重

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为集聚海外优质创新

资源，探索科技成果海外研发孵化、国内转

移转化的新模式，从去年 5 月开始，江阴市

高新区以股权投资形式，重点支持江阴中

瑞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在瑞典建设中瑞生

物医药海外孵化器。

据了解，中瑞生物医药海外孵化器包括

乌普萨拉大学蛋白质和材料研发中心、卡罗

琳斯卡医学院抗炎药品研发中心和 GE 生物

医药中试基地。

目前，蛋白质和材料研发中心实验室

已启动了两个基因工程蛋白项目研发；卡

罗琳斯卡医学院抗炎药品研发中心启动了

5 个新药研发，并申请了 5 个国际 PCT 的专

利，其中一个在今年 11 月份前将完成临床

前研究。整个海外孵化器在瑞典注册了运

营公司，组建了一支管理团队，聘请了药品

注册顾问和知识产权顾问，已进入实质性

运营。

除此，海外孵化器还引进了瑞典皇家工

程院副院长 Maria Strömme 教授的纳米多孔

吸附材料项目，在江阴合资成立了江苏迪思

瑞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来 3 年内，将

引进 10 个瑞典生物医药项目到江阴高新区

落地转化，引领江阴乃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

的创新发展。

中瑞生物医药海外孵化器在瑞典设立

2015年11月，中国政府决定在加纳6个省832个村庄援建1000眼水井，以解决加纳农村
地区的饮用水困难。项目由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2015年12月开工。目前项目
进入收尾阶段，整个工程比计划提早半年完成，据估计，项目将惠及50万加纳民众。图为在加
纳东部省古阿由兹村，学生从中国援建的水井打水。 新华社记者 赵姝婷摄

中国援建水井惠及加纳民众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房
琳琳）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已经

用小鼠模型，将冷接触的感觉映射到其大

脑中。研究结果发表在日前出版的《比较

神经病学》杂志上，它提供的实验模型，能

推动对感冒和过敏的研究，并有助于继续

揭示触觉在大脑中呈现的多种方式。

“触觉本质上是多方面的，当你挑选

某物时，它可以同时呈现温暖、平滑和沉

重，你的大脑将这些触觉分解成不同的

感知，了解它如何做到这一点，可以告诉

我们，大脑如何适应并学习触觉反应，以

及这些途径的变化如何导致了疼痛和疾

病。”卡内基·梅隆大学/匹兹堡大学神经

认知基础中心生物科学教授艾尔森·巴

特说。

触觉是一种由温度、质地、重量和压力

等不同要素组成的复杂感觉。这些触觉

“组件”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标识在大脑的

不同部分，比如，苏打水罐的多重平行信号

将激活大脑多个区域中的神经元，让人难

以理解它们的对应关系。

冷热感觉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神经

通路被认为与疼痛重叠，慢性疼痛病症

通常与异常的温度敏感性有关。尽管科

学家已经识别出有关触觉的脑图，例如，

在人类大脑皮层内可见对疼痛和低温的

反应，但是其它动物是否也如此，仍是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 。 如 能 解 决 这 个 关 键 问

题，就有望在动物疾病模型中开发和测

试新的疗法。

研究人员认为，啮齿动物的脑区不太

复杂。在新实验中，他们寻找小鼠大脑响

应冷接触的部分，结果显示，啮齿动物的脑

表现出的冷触觉，与人类的脑区有着惊人

的对应关系。因此来自实验小鼠模型的冷

触觉脑区映射，为人们理解感冒和过敏提

供了参考。

大脑对冷触觉反应的小鼠模型建成
可用于开发测试对抗感冒和过敏新疗法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房
琳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日前宣布 2018

“地球卫士青年奖”决赛选手名单，来自全

球的 35名青年才俊入围，其中包括两名来

自中国的参赛者。最终获胜者每人将获得

15000 美元的种子基金和来自行业专家的

指导，一批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也将帮助

获胜者将创意转化为现实。

据 了 解 ，该 全 球 性 奖 项 旨 在 发 现 、

支 持 并 表 彰 对 环 境 保 护 和 修 复 有 大 胆

创 意 的 杰 出 青 年 。 入 围 者 从 760 名 参

赛 选 手 中 脱 颖 而 出 ，他 们 大 胆 创 新 了

应 对 各 种 亟 须 解 决 的 环 境 问 题 的 方

式 。 例 如 ，一 位 参 赛 者 提 出 通 过 建 立

陆地珊瑚农场，以拯救全球各地濒临死

亡的珊瑚礁；另一个方案则建议通过养

殖高脂肪昆虫，以替代棕榈油作为生物

质燃料来源。

来自中国的参赛者王淼，她提出的

创意项目为“更好的蓝色”，希望能发动

潜水员以及潜水从业人员科学参与海洋

保育实践与教育项目，为全球最大的潜

水教练培训体系 PADI 及会员提供公益

咨 询 和 设 计 服 务 ，让 海 洋 生 态 更 平 衡 。

而另一位选手唐冠华来自青岛，他倡议

建立中国第一个环境友好型公识社区，

社区将采用可持续且环保的技术制造建

筑、能源、食品、日用品等，创造更可持续

发展的环境。

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

海姆表示：“‘地球卫士青年奖’彰显了在未

来环境中，年轻人对这个话题是如此有创

意、有担当和有追求。这些决赛入围者对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鼓舞，告诉我们只要

通过刻苦努力和积极展望，即使是为所有

人创造可持续发展世界这样的宏伟目标，

也有可能实现。”

“这是科思创连续第二年支持‘地球卫

士青年奖’评选，对此我们深感自豪。”科思

创首席执行官施乐文博士说，“科思创致力

于可持续性材料的开发，是全球最大聚合

物生产商之一，我们非常荣幸能与联合国

环境署携手，共同鼓舞和激励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

贡献。”

据悉，全球评审委员会将参考公众在

网站投票的结果，于 9 月评选出最终的

2018“地球青年卫士”。

“地球卫士青年奖”决赛名单出炉
全球 35名青年入围 2名来自中国

NASA等机构预计，目前存在25000颗直径
超过140米的近地小行星。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