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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他山之石

世界科技在朝多极化发展。随着世界经

济中心的东移，科技创新格局的重心也在东

移。从中国、印度、到巴西，新兴发展中国家

的势头迅猛，改变了以往美日欧独领风骚的

局面。

作为新兴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巴

西在近几年较以往更为重视科技创新。尽

管在 2012 年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经

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其经济增长的潜能尚

在，是以巴西仍在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实施

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在能

源、信息技术、航天、纳米等领域的规划和成

果，同时巴西保持着积极有效的国际科技合

作。可以预见，对科技创新的大力度扶植与

投入将在未来为巴西的经济增长带来源源不

断的动力。

以政策巩固科技发展
支柱地位

2011 年，世界经济可说仍身陷危机的泥

潭之中。巴西在这一年后，工业和出口受本

币升值影响较大，其制造业技术更新不够，产

业竞争力较弱的现状凸显。

但另一方面，为了尽快走出经济创新的

阴影，以占领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在全球范围

内，新一轮创新热潮正在兴起——各国均在

加强科技战略部署，大力推动创新加大科技

经费投入，投资科技和创新的热情未减。

世界科技仍在阔步向前。那么对巴西而

言，将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定位于“加强科

技创新”也是合情合理的。巴西科技主管部

门亦多次在强调这一点，2011 年 8 月，巴西科

技部正式更名为“科技与创新部”（简称仍为

科技部），进一步突出“创新”二字在国家战略

中的重要意义。

这是巴西罗塞芙政府上台的第一年，因

执政党其实并未更替，巴西总体政策的延续

性和稳定性相对较强。巴西科技部成立了

“巴西科学未来委员会”作为国家科技咨询机

构，在深入了解国内外科研现状的基础上，提

供有关政策建议；同时，为了建立全国技术创

新网络，在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架起桥

梁，巴西科技部还成立了“巴西工业创新研究

院”，投入了 3000 万雷亚尔（约合 1714 万美

元）助其启动；更决定从当年起的未来 3 年

里，耗资 32亿雷亚尔（约合 18亿美元）资助巴

西年轻人赴国外知名大学学习，也就是著名

的“科学无国界”留学生派遣计划，该计划被

认为是巴西科技部颁布的培养科技工程精英

的重要手笔。

到了 2012 年，受全球科技发展势头依

然 强 劲 的 影 响 ，同 时 不 可 避 免 的 看 到 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出现的曙光，巴

西也需要出台新战略，完善新政策以抢占

先机。

在这一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

西成功召开，会议满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核心关切，对巴西而言，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其

在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和

努力；巴西科技部进一步推进“科学无国界”

项目，计划举办“世界科技论坛”，并由联邦政

府启动一项扶持微型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

计划。在年末，巴西国家科技委员会做出了

一项重要决议——通过《国际科技创新战略

规划 2012-2015》，明确了该国科技创新优先

领域为：信息通信、医疗卫生、石油天然气、国

防航天、核能、生物、纳米、绿色经济、可再生

能源、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海洋海岸、社会

发展等等。

以重点领域启动未来
经济增长点

对于本国的科技创新优先领域，巴西一

贯将其发展视为重中之重，并积极推动与国

外合作。

巴西大力扶持软件开发及信息服务企

业。巴西的“国际通信技术和设备展览会”是

拉美通信行业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最具影响

力的通信展。而巴西科技部曾预计，在 2020

年，巴西 IT 业产值将达到 2000 亿美元，其中

10% 来 自 出 口 。 巴 西 政 府 已 决 定 在 2012

年—2015 年间，投入 5 亿雷亚尔用于“壮大信

息产业”计划，并以此吸引国际人才。

巴西对航天领域的重视已受世所瞩目，

而巴西也善于将对航天领域与气候变化的关

注结合在一起。2011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访问巴西，巴

西促成了其与巴西航天局（AEB）签署了一系

列气候、臭氧层研究领域的合作协议。巴美

双方还协议共同出资完成一项卫星研发计

划，用于观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除此之外，巴西倾向于向国际市场推出低成

本实验火箭，且正在独立自主开发卫星轨道

助推器。2012年，巴西成功发射两颗卫星，而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成功范例及其在国土资

源、森林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让这一项目

被誉为是“南南高科技合作的典范”。

巴西在生物能领域的成就，是 30 多年努

力的结果。现在的巴西，基本保持了全球最

大乙醇出口国和第二大乙醇生产国的地位，

2011 年 统 计 称 巴 西 生 物 乙 醇 产 值 约 占 其

GDP 的 1.5%。但乙醇的出口量同时也受多

重因素的制约——汇率浮动、糖类价格走高

等等，巴西科研人员在积极开发乙醇原料作

物的同时，也在加速研发纤维素乙醇，这种二

代乙醇的成熟，将结合一代产品大为提高乙

醇产量，增加市场灵活性。

巴西也看重核能，但 2011 年日本福岛核

电站的悲剧引起了巴西对核能未来发展的反

思。在激烈探讨之下，巴西在该领域发展的

大趋势仍未改变，但执行中须贯彻更为严格

的标准。而在太阳能方面，巴西拥有无可匹

敌的优越条件，因此在 2010 年，其太阳能收

集装置覆盖面积已达到了 624万平方米。

新材料——尤其是纳米技术，是巴西不

能放弃的战略领域之一。巴西的纳米技术在

拉美地区遥遥领先，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可排

进世界前 20 名之内，政府对该领域不但财政

投 入 较 多 ，且 非 常 看 重 与 多 国 合 作 研 发 。

2012年，巴西科技部与中国科技部建立“中巴

纳米创新研究中心”，发展两国纳米技术在农

业和气象上的应用；同年，其与西班牙签订了

纳米领域研究、发展与创新备忘录，提供对等

资源并支持技术人员交流，共同提升两国应

对全球挑战的科技实力。

新兴国家不可小觑的
科技指标

从数字上看，巴西在研发投入上呈稳步

上升的势头。2010 年时巴西研发（R&D）总

投入为 435.695 亿雷亚尔（约合 248.969 亿美

元）比 2009 年增长 7.5 个百分点；到了 2012

年，R&D 总投入则约合 300 亿美元，占本国

GDP 的 1.25% ,比 2011 年 的 275 亿 美 元 ，占

GDP的 1.2%均有所提高。

在 2011年，巴西科技部预算为 79亿雷亚

尔（约合 45亿美元），2012年则为 88亿，当年 9

月公布的 2013年科技预算投入达到 102亿雷

亚尔，比 2012 年增长超过 15%。巴西总统罗

塞芙倡导科技与创新预算的增长，并将其作

为政府的一个结构性变化，提高该国在国际

上的科技创新水平。

正因为研发投入的比例增大，巴西科研

人员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专利数量逐年上

升。据巴西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2011 年其

共接受本国专利申请 7764项，授予 725项；而

据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的数据，巴西

2010 年在该局申请使用专利 568 个，被授予

专利 219 个，较 2009 年申请 464 个、授予 148

个有明显增长。同时，这一数字基本保持在

墨西哥的 2 倍、阿根廷的 3 倍的水平，稳坐拉

美第一的位置。同时，2011年，巴西在科技期

刊上公开发表论文 46933 篇，超过拉美地区

发表总数量的一半，占世界发表论文数量的

2.28%。

金砖国家的科技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

全球经济在悬崖边“蹒跚前行”，科技竞争却

愈演愈厉，作为传统“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

其政策、研发趋势、追踪热点乃至最终呈现的

科技指标，都表明其相当确定并奉行一个道

理，那就是：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现代产业

体系、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最重要力量。

巴西：以科技创新链条驱动经济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伦敦5月7日电 （记者刘海英）
英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维持胚胎干细胞多

功能性的关键蛋白 Oct4在其水平下降时会诱

发胚胎干细胞进行自我更新，从而使干细胞数

量保持在一个均衡状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细胞—干细胞》杂志上。

作为维持胚胎干 细 胞 多 能 性 的 关 键 蛋

白，Oct4 控制着胚胎形成早期的基因表达，

在保证多功能干细胞数量方面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过去科学家一直认为，一旦这

种蛋白水平降低，就会使得新生干细胞的数

量随之下降。

在最新研究中，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

发现，当 Oct4水平下降之后，其会与干细胞中

的基因绑定得更加紧密，使可导致多功能干细

胞再生的关键基因得到更有效的表达，进而促

使干细胞自我更新。

这一最新发现不仅增进了科学家对细胞

分裂、增殖过程的理解，也有助于改进实验室干

细胞的培养方式，对干细胞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Oct4蛋白可助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
新华社罗马5月 7日电 （范士达）意大利

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装置，它可以用来获取神

经元活动情况的信息，为研究神经元的活动提

供了新手段。

意大利媒体近日报道说，这一装置叫做

“有机细胞刺激和传感晶体管”，由透明的有机

微晶片构成。这种微晶片可以刺激神经元并

记录其活动时的电信号，因而可以了解神经元

的活动详情。

这一装置是由意大利科研委员会的纳米

材料研究院、有机合成和光敏研究院等机构科

学家合作研制成功的。主持研究的米凯莱·穆

奇尼说，由于这种装置具有生物相容性，可以

长时间同神经元接触而不会对神经元造成伤

害，因此比现有的其他技术更为有效。

他说，这一装置应用前景广阔，将来有可

能用于研究大脑受伤、患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

疾病后周围神经组织再生的情况，以及用于诊

断和治疗癫痫病等。这一研究成果已在《自然

材料》杂志发表。

神经元数量庞大、结构复杂，是构成神经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能感受刺激和传

导冲动而产生反应。研究神经元对了解人的

大脑功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装置可观测神经元活动

今年春季，中国再度出现禽流感疫情。与

流行多年的 H5N1病毒不同，这次的“主角”是

H7N9病毒。H7N9病毒到底有何特点？人们

究竟应该如何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诺贝

尔奖得主等国外专家解答了这些疑问。

问：H7N9 禽 流 感 病 毒 与 此 前 流 行 的

H5N1禽流感病毒和 H1N1甲型流感病毒有何

异同？

答：H7N9、H5N1、H1N1都属于甲型流感

病毒，但有明显区别。其中 H7N9 和 H5N1 主

要在动物中传播，偶尔感染人类。世卫组织发

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说，H5N1 对禽类有高

致病性，但 H7N9 在禽类中引起的症状较温

和，因此更不易被发现。H1N1 病毒则有两种

类型，一种通常感染人类，另一种通常在动物

中传播。

问：为何 SARS（非典）和 H7N9 均在中国

暴发，为何中国多次暴发禽流感？

答：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得主、美国加州

理工学院前校长戴维·巴尔的摩说，禽流感病

毒与十年前的 SARS 病毒是完全不同的病毒，

但它们都可在动物体内存活，并可以传播给

人。SARS和 H7N9均在中国暴发有其特定原

因。SARS 来自贩卖活动物的市场，这种市场

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比较多见，而在美国等国

家则没有。禽流感病毒由鸟类传播，通过猪传

染给人。中国不少农户混养猪和家禽，这使病

毒传播给人以及引发传染病的风险更大。

问：H7N9病毒有哪些新特点？

答：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世界流感中心主

任 约 翰·麦 考 利 说 ，基 因 测 序 结 果 显 示 了

H7N9 病毒一些新特点，比如在血凝素基因

中，从负责绑定细胞和感染细胞的蛋白质来

看，病毒并不会在禽类中造成严重疾病，但病

毒与人类受体结合的能力似乎更强，这有可能

是人类对这种新病毒更加易感的潜在原因。

H7N9 病毒基因测序还显示，人类患者身

上分离出的病毒与从鸟类身上分离出的病毒

几乎相同，这或许意味着病毒的血凝素基因尚

未进化出更易与人类受体结合的能力，但从与

核糖核酸（RNA）基因组复制有关的 PB2 基因

来看，人类体内的病毒复制能力更强，这或许意

味着新病毒进入人体后已经开始了基因调节。

问：可不可以放心地食用鸡肉？

答：各国专家的答案是肯定的。由于烹调

时使用的正常温度能够使流感病毒灭活，只要

使食物所有部分达到 70 摄氏度即可，因此吃

正确制备及烹饪的肉，包括禽类和鸟类，都是

安全的。在出现疫情的地区，只要肉类产品在

制备过程中正确烹调和处理，也可安全食用，

但食用生肉和未经烹调的含血肉制品高度危

险，应该避免。

问：如何预防 H7N9禽流感？

答：民众减少与活禽接触、勤洗手、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对预防禽流感十分重要。到有

疫情报告地区的活禽市场时，应避免直接接触

活动物和动物接触过的表面；如果有家养的

猪、鸡等动物，应确保儿童不要接触患病或死

亡动物，还要尽量将不同种类的动物隔离开；

动物患病或死亡后，应立即向当地有关部门报

告；不应宰杀和食用患病或死亡动物。

（执笔记者李雯，参与记者吴陈、郭爽、刘
石磊）

国外专家如何看 H7N9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华盛顿5月 7日电 （记者林小春）
睡眠不好会让人精神不振，注意力无法集中，

但睡眠不好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一项最新研

究显示，睡眠不好或许还会增加男性罹患前列

腺癌的风险。

冰 岛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7 日 在 美 国《癌 症

流 行 病 学 、生 物 标 志 和 预 防》期 刊 上 报 告

说 ，睡 眠 问 题 损 害 健 康 已 成 为 现 代 社 会 的

普遍问题。比如，此前有研究发现，睡眠不

好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高。但科学家

并 不 清 楚 睡 眠 问 题 与 男 性 前 列 腺 癌 之 间

的关联。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以 2100 多名

67 岁至 96 岁的冰岛男性为对象，研究睡眠对

前列腺癌风险的影响。他们首先调查了这些

研究对象的睡眠质量，发现其中 14.4％的人存

在严重或非常严重的睡眠问题，包括难以入

睡、夜间易醒、晨醒过早等。这些人参与研究

时均未患前列腺癌，但跟踪研究 5 年后，其中

6.4％罹患前列腺癌。

在考虑了年龄等影响因素后，研究人员发

现，睡眠不好的人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是没

有睡眠问题者的 1.6 倍到 2.1 倍。研究人员表

示，如果这一结果得到进一步研究的验证，那

么要降低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睡眠也许是一

个潜在的干预目标。

睡眠不好或增前列腺癌风险

新华社柏林5月 7日电 （记者郭洋）德国

气象局 7 日说，2012 年全球虽未创出高温纪

录，但温度也超过了长期以来的平均值，气候

变暖趋势依旧可能会让花粉过敏患者或老年

人承受更大负担。

以德国为例。2012年，德国再次经历了温

暖的一年，全年气温平均值达到 9.1摄氏度，明

显超过多年来的平均值 8.2摄氏度。虽然没有

出现极端高温，但这一年仍属于 1881 年以来

第 16 个最暖的年份。气象局分析结果显示，

过去 30年中有 24年“太暖”。

气象局专家认为，尽管部分年份并未创出

高温纪录，甚至出现个别寒冬，但这些都无法

成为气候变化减缓的证据。专家表示，气候变

化是人类和自然长期影响的结果，眼下虽无法

确定影响气候的具体因素，但长期来看，人类

将对全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

专家预计，德国到 2100 年平均气温还将

上涨 1.5 摄氏度至 4 摄氏度，老年人和花粉过

敏者的健康负担也将进一步加重。

“气温升高将令老年人首当其冲，”气象局

副局长保罗·贝克尔说，“一名 35 岁的健康人

或许可以挺过高温，但一名 88 岁的老者就不

一定了。”因此，气象局专家呼吁提前做好预防

措施，例如尽快建立精确的高温预警系统。

随着气候变暖，花粉过敏患者的日子也会

更难过。气候变暖不仅可使部分花粉更早、更

长时间传播，还可能带来更多新的过敏原。

德国气象局：2012 年也太暖美得州公布化肥厂爆炸“元凶”
据新华社休斯敦5月7日电 （记者张

永兴）据美国得克萨斯州消防部门 7 日公

布的初步调查结果，存放在工厂里的硝酸

铵是导致上月该州中部小镇韦斯特一家化

肥厂发生爆炸的罪魁祸首，但具体爆炸原

因还有待确定。

该州消防队长办公室发言人蕾切尔·
莫雷诺当天说，被炸出 90英尺宽（约合 27.4

米）大坑的地方正是该厂硝酸铵的存放地。

不过，由于导致硝酸铵发生爆炸的原因尚不

清楚，因此最终调查结果还有待查明。

美国得克萨斯州麦克伦南县的小镇韦

斯特一家化肥厂4月17日晚发生爆炸，迄今

已造成14人死亡、60人失踪、约200人受伤。

又一痴呆症药物试验失败
新华社华盛顿5月7日电 （记者林小

春）阿尔茨海默氏症（早老性痴呆症）治疗

研究再度受挫。美国百特国际有限公司 7

日宣布，其产品 Gammagard 在三期临床试

验中未获预期疗效，将停止相关研究。这

是一年来第三种阿尔茨海默氏症药物试验

宣告失败。

百特国际当天发表声明说，在针对

390 名轻度到中度痴呆症患者、为期 18 个

月的三期临床试验中，使用该公司免疫球

蛋白产品 Gammagard 和安慰剂的两组人

群在认知功能衰退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统

计学意义上的明显差别，“研究没有实现主

要试验指标”。

百特国际表示，鉴于上述结果，将停止

Gammagard 相关研究，并“重新考虑”公司

的痴呆症药物研发计划。

去年 8 月，强生与辉瑞两家公司合作

开发的痴呆症药物 Bapineuzumab、礼来公

司的药物 Solanezumab，在治疗轻度至中度

患者的三期临床试验中均以失败告终。不

过礼来公司表示，Solanezumab对轻度阿尔

茨海默氏症患者或有一定疗效。

欧亚语言或“同根同源”
新华社伦敦5月7日电（记者刘石磊）

从英语、葡萄牙语到日语、乌尔都语，这些被

欧洲和亚洲数十亿人使用的语言可能“同根

同源”。英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公布了这一最新研究成果。

英国雷丁大学研究人员报告说，如今

欧亚各国使用的语言都可溯源至大约 1.5

万年前的欧洲南部，那时该地区人们使用

的语言经过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一个原始

的超语系欧亚语系。但由于该地区语言

演变很快，约一半词汇每隔 2000年至 4000

年就会更新一次，所以学界对欧亚语系的

存在一直持有争议。

雷丁大学进化生物学家马克·帕格尔

领导的团队发现，在这一超语系中，一些

常用的代词、数词和副词上万年来基本没

有变化。他们先通过计算机模型找到一

些可能因为历史上变化较少所以在该地

区不同语言中仍有类似发音的词汇，然后

在语言学家重建的原始语言词库中查找

这些词，发现有很高的吻合率。

帕格尔说，这一发现为印证欧亚语系

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助于了解语言

的构成机制和历史演进过程。

巴西附近大西洋底
可能存在“失落大陆”
据新华社东京5月8日电（记者蓝建

中）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日前说，其研究

小组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大西洋海底

发现了大量花岗岩。由于花岗岩是构成陆

地的主要岩石，研究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远

古曾经存在的陆地沉到海底后留下的痕迹。

从 4月下旬到本月 2日，研究小组利用

日本“深海6500”号载人深潜器，与巴西研究

机构一起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之一是里约热

内卢东南约1500公里的海底高原“里奥格兰

德隆起”。研究人员在水下约910米处发现

了高和宽各约10米的悬崖。经影像分析，他

们确定这是花岗岩。花岗岩是构成陆地的

主要岩石，而海底岩石都是玄武岩。

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这处悬崖周边

存在大量海里无法形成的石英砂。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在其著作《对

话录》中提到，大西洋上曾存在名叫亚特

兰蒂斯的大陆有高度文明，但是在距今约

1.2万年前的大地震和洪水中，亚特兰蒂斯

一夜之间沉入海底。

不过，日本研究人员认为此次发现的

“失落大陆”是 5000 万年前就存在的，比人

类出现要早得多，因此并非传说中的亚特

兰蒂斯大陆。

岐阜大学教授川上绅一认为，南美和

非洲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大陆，随着板块的

漂移而分开，此次发现的花岗岩，也许是

大陆分裂时留下的陆地痕迹。今后有必

要采集这处悬崖的岩石样本，分析其化学

组成是否与南美和非洲的岩石一致。

5月 8日，在泰国碧武里府差安县，两
名来自新加坡救援队的救援人员在房屋
倒塌救援演练项目中救助一名“伤员”。

东盟地区论坛第三次救灾演练 7 日
在泰国碧武里府差安县开幕，来自 26 个
成员的民事和军事人员近 1000人参加。
中方共派出12人参演。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摄

东盟地区论坛
第三次救灾演练在泰国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