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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或可缓解人体器官短缺难题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项新研究称，科

学家发明了一类新型合成组织，能够被培
育为任何人体部分。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研发
了一种新型化合物，可模拟DNA使细胞
分化为不同组织的指令。利用该方法，科
学家可让这些细胞自动分化出不同的结构
和颜色，正类似于早期胚胎发育过程。

“人们经常谈到3D打印器官，但该技
术其实和天然器官的发育方式截然不同。
想象一下，如果要你把一个个细胞仔细安
置到位、再用胶水黏上，用这种方法打造
出一个人类，那该有多难。”温德尔·利姆
博士表示，“要打印出一个完整的器官、

确保它和血管及身体各处联结无误也同样
困难。”

该研究的共同作者、利姆博士实验室
研究院科勒·罗伊巴尔博士研发了一种名
为 SynNotch 的技术，让科学家们可以对
细胞进行编辑，使其能够相互沟通、协
作，从而发育为成熟组织，为医生们省去
培育组织的繁琐工作，比此前的器官培育
技术进步了许多。

就算器官能长到可用于移植手术的大
小，手术过程也将面临重重风险。医生需
要将器官与必要的血管和神经相连，确保
器官能够发挥功能。

“如果我们能在患者体内直接培育出

新器官，让它们自己长到合适的位置上，
岂不很好？”利姆博士表示。

在该团队开展的实验中，SynNotch技
术可向胚胎细胞传输指令，使其分化为胚
胎的三层组织层。这些细胞不仅能遵从指
令、立即分化特定形状和颜色的组织，还
能像真正的胚胎一样，慢慢地自己长大，
自己解决各种细节问题。

如果能够通过这种程度的控制创造复
杂生理组织，意味着科学家也许不久便可
弃用3D打印、改用这种更加自然的方式
培育人体器官，全世界所面临器官短缺问
题或将迎刃而解。

（科文）

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
之际，我们济济一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温习近
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和今年两
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实际
行动庆祝科技工作者自己的节日，
纪念中国科协六十华诞。在这里我
谈几点体会：

第一，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
伟大思想指引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
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
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洞
察当代科技变革，鲜明提出“六个坚
持”方略，明确科技创新部署。这是
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方法论和行动指
南，更是新时代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
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在这一伟
大思想的指引下，海内外科技工作者
必将进一步迸发创新创造热情，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再鼓征
帆、再铸辉煌。

第二，弘扬伟大精神，铸就科技
丰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精神气

质涵养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深刻指
出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发展和人类文
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阐明爱国、
创新、求实、协同、甘为人梯等精神
要素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百余年
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科学
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激荡中，一
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投身创新报国实
践，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者、践
行者和塑造者。“航天之父”钱学森
曾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
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孙家栋表示“国家需要，我
就去做。”前辈科学家以对党和人民
的赤胆忠诚，为共和国托起无数星
辰。“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西迁精神”等彪炳史册、光
照千秋。

这些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科学
家，拥有共同的精神品质；他们身
在不同的行业，却有共同的价值取
向；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奋斗，共同
的追求是祖国的强盛。他们身上折
射出科技工作者品质之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之美、中华民族精
神之美。

可以说，中国科学家汲取着世
界科学文明的养分，而同时他们身
上镌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烙
印，传承了中国革命红色文化基
因，承载历史并昭示未来，是中华
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
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的时代观照。

第三，接力精神火炬，奋进新
的长征。在改革开放和创新型国家

建设中，伟大的精神以其强大感召
力薪火相传并愈加焕发出勃勃生
机。黄大年、南仁东、钟扬等当代
科技工作者，接过前人的精神火
炬，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突破战
略高技术瓶颈和重大工程难关，以
丰硕的创新争先成果，诠释了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的浓烈情怀。“只要
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黄大年
以战士般的豪情，展示出和平年代
创新者的英雄气概。“苦干惊天动地
事，甘做隐姓埋名人”，黄旭华 30
年“水下长征”无怨无悔。“太行愚
公”李保国扎根山区30余年，用生
命书写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的人民情怀。我们更欣喜地看
到，刘自鸿、嵇晓华、孙强和张强
等作为青年科研和创业代表，正在
自觉践行知识分子当以报效祖国和
人民为抱负的理想信念。

（下转第二版）

科技工作者应以铁肩担国家兴盛之责科技工作者应以铁肩担国家兴盛之责
□□ 怀进鹏

6月4日，历时三周的2018国际科技政策与科普人才研修班顺利结业，20多位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研修班的学员随后在北京参观学生实验室并与优秀创客深入交流。

科技时报讯 6 月 6 日，中国科普产学研创新联
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共建
共享新时代，建好用好新平台，实践实现新科普，
积极为培育和提升大众科学素养和国家创新能力服
务。百余家科普联盟创始成员出席大会，中国科协
表示祝贺，两院院士科普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出席
大会。

在成立大会上，中国科普联盟理事长，中国产
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秘书长，科普联盟基地校
代表，科普联盟成员单位代表，科普联盟院士顾问
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代表，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科普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中国
科协等有关方面领导先后发言和讲话。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走进了新时代的中国前程
似锦，联盟之新平台的目标可望可及，新时代新科
普的定位鼓舞人心。联盟要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国家创新发展总体布局和科普
事业总体规划中，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以及各级教科文卫和科协、工会、共
青团、妇联、关工委等政府部门和组织的关心支持
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满怀信心地耕云播雨，
有所作为，大有作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
绘到底，努力成为国家信任，大众认可，盟员依恋
的优秀联盟之一和国家科普事业的新兴而重要的推
动力量之一，为国家创新发展多做贡献。

大会宣言指出：新时代新在创新发展，新平台
新在产学研合作创新。通过新平台凝聚力量，前瞻
布局，务实行动，共享成果，让科普产业有发展，
高校院所有作为，中小学校有提升，每个盟员都有
不同凡响的舞台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新科普新在: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是创新发展的两翼，科学普及
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新定位。新在公益先导，产
业跟进，发挥市场在科普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让企业、机构、学校、社区、人才、设施、资金都
充分活跃起来，形成科普的强大合力，促进科普产
业化和大众化。

联盟方面表示，要和各方面的科普组织和志愿
者合作，更多地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服务科
普大众化和大众化科普，着力和各级各类学校合作。

科普联盟是经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和
中国化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青年
创新促进会、中关村二小、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千方科技集团等百余家单位共同发起，由
致力于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我国科学普及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科普机
构和社会团体、组织等单位，以及热心于科普事业
的专家、学者等个人自愿参与组成的。

应邀出席大会的有关领导和嘉宾为联盟成立揭
牌，向联盟首批院士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颁发聘书，向联盟首批科普联盟基地校和联盟成员
单位代表颁牌。

据悉，共有 24 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应邀担任联盟首批顾问委员会委员，有500多名来自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高校等的专家学者应邀
担任联盟首批专家委员会委员，有 40 所各地中小学
成为联盟首批科普基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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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 ““科普北京科普北京””实践经验实践经验
传播到传播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沿线国家

□□ 科普时报记者 华 凌

6月4日，北京艳阳高照。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日本、俄罗
斯、南非、马来西亚、泰国、墨西
哥、匈牙利等7个国家，任职于政府
机构、高校、研究院所、科技园
区、科技服务机构的20名科技界人
士，欣喜地取得了“2018 国际科技
政策与科普人才研修班”的结业证
书。

这次研修班历时三周，由北京科
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主办，是落实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具
体举措，旨在通过开展一系列政策讲
座、专题案例分析、参观座谈和研讨
会等活动, 多角度介绍国家和北京市
的国际科技合作政策、科技创新发展
经验和北京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探索实践，着力搭建科技创新管理经
验和科普工作的分享交流平台,促进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
技交流，提高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的国际化水平。

研修班主办单位围绕中国科技

战略与政策、科普发展历程与科普
国际化、科普政策法规及其制定与
实施、科普场馆建设与科普作品赏
析、科普特色活动与市场化运行经

验及“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等
九大方面，精心策划了政策讲座、
专题案例分析及研讨会等一系列课
程，为相关国家代表搭建来华交流
合作提供平台。

马来西亚科技部科技创新发展
服务与普及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尤
索夫·萨德表示，通过这一段在北
京的科技政策和科普研修，深切感
触到中国建立了很好的科技创新生
态系统，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社会公
众的科学素养，如今已把有益的科
普活动涵盖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建立了非常好的科普基础。印象深
刻的是，在中国很多创新活动是在
年轻人创办的机构中产生，成果落
地可以获得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
研修班结束后，我将把学到的做法
和经验运用到我们的国家，以促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 并且，希望未
来有更多机会与中方合作。

（下转第四版）

5 月 30 日，在中国科协成立 60 周年百名科学家、百
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上，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作了 《中国科技工作者
之责任》的发言。今日本报刊出发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