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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27日，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科技

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公布“2018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基于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克

隆出猕猴——“中中”“华华”等 10项重大科学

进展，从 30 个候选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奖项
目介绍详见今日六版）

根据得票数排名，“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

大进展”分别为：基于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

克隆出猕猴、创建出首例人造单染色体真核

细胞、揭示抑郁发生及氯胺酮快速抗抑郁机

制、研制出用于肿瘤治疗的智能型 DNA纳米

机器人、测得迄今最高精度的引力常数 G 值、

首次直接探测到电子宇宙射线能谱在1TeV附

近的拐折、揭示水合离子的原子结构和幻数效

应、创建出可探测细胞内结构相互作用的纳米

和毫秒尺度成像技术、调控植物生长—代谢平

衡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将人类生活在黄土

高原的历史推前至距今 212万年。

如果说体细胞克隆猴的成功是该领域从

无到有的突破，将为非人灵长类基因编辑操

作提供更为便利和精准的技术手段，那么，创

建出首例人造单染色体真核细胞的研究则表

明，天然复杂生命体系能通过人工干预变简

约，甚至可以人工创造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

的生命。

“成功举办 14 届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评选，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是最重要的衡量标

准。评选活动坚持鼓励创新，弘扬甘坐‘冷板

凳’、敢啃‘硬骨头’、勇闯‘无人区’的科研精

神。”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刘敏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同时，传播科学知识、厚

植科学精神，让公众更加理解、关心和支持基

础研究，从而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加快发展，为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那么，近年来的入选成果呈现怎样的特

点或趋势？“大科学装置建设成效显著。‘墨子

号’‘悟空号’和 FAST望远镜等大科学装置相

继建成和投入使用，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刘

敏说，比如基于“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首

次直接探测到电子宇宙射线能谱在 1TeV 附

近的拐折，该研究成果入选 2018 年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此外，先进的科学实验技术和方

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前沿探索的利

器，助推我国科学家在一些科学前沿领域持

续取得突破。

在刘敏看来，围绕特色科学资源，我国已

在一些特色科学领域具有引领优势，如鸟类及

其飞行的起源、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人类起源、

青藏高原演化等。2018年，我国科学家“将人

类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历史推前至距今 212 万

年”的研究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疾病防治成为生命科学

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近年来入选成果凸显

的亮点之一。比如，2018年，我国科学家揭示

了抑郁发生及氯胺酮快速抗抑郁机制，不仅

阐明了抑郁发生的神经基础，而且识别出抗

抑郁的药物作用靶点，为最终战胜抑郁症奠

定基础；研制出用于肿瘤治疗的智能型 DNA

纳米机器人，代表了未来人类精准药物设计

的全新模式，为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治疗提供

了全新的智能化策略。

（科技日报北京2月27日电）

克隆猴等入围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专家：疾病防治成为生命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近日，有汽车生产厂商表示，其下属天

文兴趣小组 2 月 10 日发现了一颗小行星，

并于 22 日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申请用其

新款车型“星越”命名该星。这一事件在网

络上引发关注，并持续发酵。

对此，北京天文馆馆长、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委员朱进表示：“按

照小行星命名规则，有商业性质的名字是

不被允许的。”他指出，这颗“获得命名权”

的小行星很可能不存在，“企业所展示的申

请书也不具备学术上的证明力”。

小行星的信息可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小行星中心网站上检索到，下载临时编号

数据后，无法找到相关记录。朱进表示，如

果连临时编号都没有的话，就更谈不上命

名权。

“即便没有去专业网站查询临时编号，

从发现时间上看，也不太可能。”朱进解释，

即便这家车企的天文小组在 2月 10日确实

发现一颗小行星，22 日也无法申请命名。

根据规定，小行星命名前需多次观测，确定

其精确轨道，获得永久编号，还要核对历史

数据，一般而言，完成这些事情需要几年。

近年来，给小行星命名成为新时尚，前

有王俊凯星不被官方认可，后有香港艺人

命名小行星惹争议。针对以汽车型号给不

存在的小行星命名的这一营销行为，朱进

评价，“这件事情误导了公众，并且有可能

是一场骗局”。

那么，一颗不存在的小行星凭什么让

公众相信呢？

“图片的背景是丽江天文观测站的镇

站之宝，2.4米望远镜。”科学松鼠会成员刘

博洋说，车企宣传稿中的照片给了公众“暗

示”，图中还有中科院云南天文台丽江天文

观测站站长和寿圣、云南省天文爱好者协

会理事长苏泓等科研工作者，并声称小行

星就是在丽江天文观测站所发现的。

科学重器、科学观测、学者见证，这些

为这颗不存在的小行星提供了“科学背

书”。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和寿圣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在合影

时对小行星命名申请并不知情。苏泓则对

同行表示自己是临时被拉去合影的。

“天文台的工作人员被骗了，但后续的

传播行为已经形成了。”云南天文台台长白

金明表示，“虽然学术名誉一直被认为是只

与论文发表、研究成果等学术活动相关，但

遇到这种‘假借科学之名’的虚假宣传活

动，也要求科研工作者要提高警惕、具备分

辨能力。”同时他声明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

权利。

“活动主办方已承诺对其发布的所有

涉及云南天文台的不实报道进行修改或者

删除，并公开发布情况说明和致歉书。”和

寿圣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百度百科的词条中，

“星越”仍是小行星与汽车共用的名字。

（科技日报北京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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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面面观

商业公司想要参与科学研究进程并同

时宣传自己的品牌，可以理解也有先例。

美国利克天文台（世界第一座建于山顶的

永久性天文台），是美国商业大亨利克在

1876 年捐巨资兴建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天

文台硕果累累，150 年后大家还记得他；商

业公司若设立科学基金资助科学家研究，

既真正促进科学进步，又能起到宣传效果，

是两边都受益的事。

企业有心资助天文小组进行研究，是很

好的，但披露的“小行星发现”疑点重重，令人

遗憾。靠消费公众对天文的热情进行虚假宣

传，不仅不能真正帮助科学发展，在道义上也

应该受到谴责，并有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

专家
点评

叶泉志
加州理工学院行星防
御研究员

“公司 4年的发展变化都与大湾区的建设

息息相关，我们走出了一条香港起步，深圳成

长，面向全球的湾区科技协同新路径。”商汤

科技香港公司（以下简称商汤）总经理尚海龙

感慨道。目前公司在大湾区已经实现了技术

落地，覆盖从智慧城市到手机、机器人等 18个

行业。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的发展内容之一，而商汤无疑是个代

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穗港澳区域

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光南教授认为，大湾区经

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

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科技研发、转化能力

突出，创新要素吸引力强，有利于建成世界新

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

世界级产业集群。

大湾区创新要素集聚

手机可刷脸解锁，到肯德基消费可刷脸

支付，为我们带来便利生活的 3D 传感技术出

自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比中光）之手。这是亚洲首家、全球第四家量

产消费级 3D传感摄像头的厂商。

“技术发展离不开大湾区区位、经济实

力、创新要素、国际化水平等优势。”奥比中光

创始人兼董事长黄源浩表示。

在大湾区，有 20家世界 500强企业和约 4

万家国家级高企；除了传统制造业外，特色科

技产业突出，已形成新一代移动通信、平板显

示等 7 个产值超千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这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高端装备制造等先进技术与传统工业的

结合奠定了基础。 （下转第三版）

三个维度一个核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解读之三

日前，清华大学与某社交机构联合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

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呈现明显的人才净流

入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大特别行政区与

内地城市的人才交流仍存在较大的激活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坚

持新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和利用“一国两制”

制度优势、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

行先试优势，进一步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

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与世界上其他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

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

流通三种货币，制度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

不可否认，这些差异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机制难题。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

同的视角决定不同的风景。无可否认，粤港

澳大湾区制度性的差异，会影响到人流、物

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便捷流动，影响到协

同创新效率和市场深度融合。但是更要看

到，制度性差异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优

势所在，是其他湾区不具备的天然禀赋。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港澳地区有市场经

济成熟、国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发达、法治

公认度高、科研力量比较强等优势，广东具有

市场大、制造业发达、科研实力雄厚和政府决

策力、执行力强等优势。有差异就会产生互

补，有差异就能形成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将

粤港澳三地的优势进行组合叠加，把各自所

长在同一舞台展现，可以凝聚起优势互补、齐

头并进的磅礴之力，可以汇聚成力争上游、万

马奔腾的发展之势。

能站多高的位置，就能看多远的未来。粤

港澳大湾区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正以一个自信、

稳重的步伐款款走来，可以设想，这个备受瞩目

的大湾区，将会以自己的格局和定力，将优势不

断放大，将视野不断放宽，将合作不断推进，在

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不断书写精彩之笔。

站多高位置 看多远未来

科技日报北京2月27日电（记者陈瑜）国新

办27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2018

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国

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袭艳春在会上表

示，根据各部门上报情况并与人大、政协有关方

面核实，2018年全年，国务院各部门牵头办理全

国人大代表建议 6319 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3863件，分别占两会建议提案总数的 88.5％和

87％，已全部按时办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

办理工作满意或基本满意度均超过98％。

从承办数量看，2018年国务院各部门承办

的建议提案数量继续保持在高位。从各部门共

采纳代表委员所提意见建议近3200条，出台相关

政策措施1400余项，全年共公开建议提案办理复

文6300余件，其中全文公开5700余件，发表解读

文章数量230余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说，2018 年生

态环境部承办的大气污染防治的建议提案同

比下降 1/3。代表委员关注的问题、提出的意

见建议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今年陆续发

布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七大战役、四个专项

行动，都有代表、委员建议的很多内容。”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唐军介绍，

围绕代表、委员关心的“保健”市场虚假宣传、

违法广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等问题，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同 13 个部门共同开展了专项整

治。截至今年 2月中旬，全国共立案 2826 件，

案值29.1亿元，结案774件，罚没款1.59亿元。

2018年国务院各部门承办的建议提案全部按时办结

龙跃梅 叶 青

本报记者 叶 青 龙跃梅

2 月 27 日，北京梅地亚中心的
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在全
国两会期间，新闻中心将举行多场
记者会，并将为记者提供采访工作
相关服务。

据介绍，今年全国两会新闻中
心首次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记者
可以在通信网络服务室用特定电脑
体验5G网络速度。

右图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下图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科技日报苏州2月 27日电 （记者张晔）
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脑胶质瘤……在科

技发达的今天，人类对脑部疾病依然束手无

策。近日，由中国、意大利、美国学者组成的

研究团队，最新研发出一种三维石墨烯—碳

纳米管复合网络支架。这种生物支架能很好

地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结构，未来，将可用于药

物筛选或植入大脑帮助治疗脑部疾病。

该碳神经支架由我国率先提出并完成

材料制备。科学家用石墨烯模拟大脑内部

四通八达的三维框架，把体内正常的神经

干细胞移植到细小的碳纳米管中，增殖和

定向分化神经元细胞，从而构建出一个“互

联互通”的人造神经网络。科研人员发现，

相比在二维的培养皿中观察、培养神经细

胞，三维支架更接近脑部实际环境。而与

现有的胶原支架、水凝胶支架相比，碳神经

支架最大的优势在于导电性，可通过电刺

激实现神经干细胞的定向分化，分化效率

可提高 20％左右。

研究中，科学家将脑胶质瘤细胞“种植”

在构建的大脑皮层模型中，结合先进的成像

和分析技术，就能清晰看到肿瘤细胞的发展

进程。此外，他们还构建了药物模型，以观察

不同抗癌药物对肿瘤的抑制效果。

“这种支架需要 1—2 年可在体内降解

代谢，未来有可能移植到大脑，用于阿尔茨

海默症、帕金森病等疾病的治疗。”中科院纳

米—生物界面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程国胜说，

针对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医学界已

经提出移植神经干细胞的构想。三维碳神

经支架将是很好的载体，它能帮助医生将神

经干细胞精准放置到病变地点，并帮助其增

殖、分化，以实现干细胞替代治疗的目的。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先进

材料》上。

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支架可模拟脑神经网络

日前，山东烟台机
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积
极落实“放管服”要求，
及时科学调整人工通道
和自助通道设置比例，
加快推进自助通道升级
改造，有效提升了出入
境通关效率。

图为 2 月 27 日，旅
客 通 过 自 助 查 验 通 道
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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