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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简报

为您导读

“我非常兴奋！我们的国家充满希望！”一周过去了，

但一提起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调研的场景，大基医疗董事

局主席孙启银仍然难掩激动。

“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调研，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提振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信心。”年过花甲的孙

启银话语中透出十足的干劲，“中国企业要行动起来，满怀

创新激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拼搏。”

9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把“课堂”搬到

了中关村，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询问了设备治疗原理、价格、注册

等细节问题，对于癌症的诊断和治疗非常关注。”孙启银

说，“我向总书记汇报说，我们利用 45MV 的 X 线制造

PET-CT 使用的放射性药物，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

为我国尖端医疗设备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我

们的两项国际专利技术填补国际空白。高能加速器和

PET-MR 已经销售到美国费城癌症中心等国际著名医

院。这说明，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中国医疗设备就能像高

铁一样，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对此，大北农高级副总裁宋维平也有同感。“我国农业

科技的整体水平和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比如玉米亩产

量不到美国的60%。不过，在研发上坚持投入，大北农在分

子育种领域取得了突破。去年，我们的科技投入达到了

3.26亿元，今年的投入将会超过这个数字。总书记一直关

注中国粮食的持续增长问题。大北农汇报了这些年农作物

精准生物育种的研究成果。总书记对科技创新寄予厚望。”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

实施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在中关村产生了

共鸣。 （下转第三版）

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集体学习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 韩义雷

科技日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10 月 7 日
电 （记者王江 李学华）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7 日在印度尼西

亚巴厘岛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

表重要讲话，阐述对当前世界经济的看法，

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亚太经济

金融稳定，推动各成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

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和发展开放

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

复苏方面发挥引擎作用。

第一阶段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全球经济形

势下亚太经合组织在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方面

的作用。与会领导人围绕议题交换意见，共商

世界经济大计，共谋亚太合作未来。

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主持会

议。他致开场白后，请习近平首先发言。习

近平随即发表了《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

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

习 近 平 表 示 ，当 前 ，世 界 经 济 形 势 总

体 朝 好 的 方 向 发 展 ，但 不 稳 定 不 确 定 因 素

依 然 突 出 ，实 现 世 界 经 济 全 面 复 苏 和 健 康

成 长 仍 然 面 临 严 峻 挑 战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应 该 展 示 勇 气 和 决 心 ，发 挥 引 领 和 协 调 作

用 ，维 护 和 发 展 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推 动 亚

太 地 区 继 续 在 世 界 经 济 复 苏 方 面 发 挥 引

擎作用。

习近平就此提出 3 点建议。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携手推

动亚太共同发展。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精神，推动形成亚太地区政策协调、

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发展格局。

第二，客观判断形势，沉着应对挑战，全

力维护亚太经济金融稳定。我们要防范风

险叠加造成亚太经济金融大动荡，以社会政

策托底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

政治社会问题。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倡导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10月 7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播放的幻灯片展示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詹姆斯-E·罗斯曼(左)、美国科学家兰
迪-W·谢克曼（中）和德国科学家托马斯-C·苏德霍夫。 新华社发（石天晟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

称，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经过评定，于北京时间 10 月 7 日 17

时 30 分宣布将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2 名美

国科学家詹姆斯-E·罗斯曼、兰迪-W·谢克曼和 1 名德国

科学家托马斯-C·苏德霍夫，以表彰他们在细胞囊泡的运

输与调控机制方面所做的贡献。

每个细胞都可看做是一个生产和输送分子的工厂，这

些分子被包装在“囊泡”中，再运输到周围的细胞。这种运

输系统背后的分子机制，指导着如何在细胞内把分子于正

确的时间运送到正确的地点。如果缺失了这个过程，细胞

内部将变得一片混乱。而当细胞运输系统出现异常时，也

会对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导致出现诸如神经系统疾病、糖

尿病、免疫失调等症状。

分享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名科学家，即

是发现了细胞组织自身运输系统的奥秘。

这其中，兰迪-W·谢克曼发现了囊泡传输所需的一组

基因；詹姆斯-E·罗斯曼则阐明了囊泡是如何与目标融合

并传递的蛋白质机器；托马斯-C·苏德霍夫具体揭示了信

号是如何引导囊泡精确释放那些被运输物。他们突破性的

研究成果，共同解释了蛋白质和其他物质是怎样在细胞内

和细胞间进行转运的，同时有助于解释胰岛素是如何释放

到血液当中的，其发现也能帮人类更好地认识神经细胞之

间的信号传递过程、病毒感染后细胞的变化方式。

詹姆斯-E·罗斯曼，1950 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

哈佛希尔，1976 年，于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后

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博士后，并于 1978年前往斯坦福大学

开始研究细胞囊泡。与此同时，也在为普林斯顿大学、纪念

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工作。2008 年

起，他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系担任

教授与系主任。

兰迪-W·谢克曼，1948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

保罗。曾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随后接受阿瑟·科

恩伯格（1959 年诺贝尔奖得主）的指导，并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任教，兼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

究所研究员。其曾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主编，1992 年

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2 年与詹姆斯-E·罗斯曼因

对细胞膜传输的研究获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托马斯-C·苏德霍夫，1955 年出生在德国的哥廷根。

就读于乔治-奥古斯特大学并获得了医学博士与神经化学

博士学位，1983 年他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担任博士后研究工作，与迈克·布朗及约瑟夫·戈德斯坦

（1985年诺贝尔奖得主）共事。1991年其成为霍华德·休斯

研究所研究员，自 2008 年起，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分子和

细胞生理学教授。苏德霍夫以研究突触传递知名，2013 年

和理查德-舍勒共同分享了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美德三科学家分享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每个细胞都是一个生产和输送分子的工厂。例如，细

胞会制造出胰岛素并让其进入血液中；名为神经递质的化

学信号从一个神经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神经细胞等等。科

学家们已经知道，这些输送过程由一种被称为“囊泡”的微

小结构所介导。

那么，这些囊泡内的“货物（分子）”是如何在正确

的 时 间 被 递 送 到 正 确 的 位 置 的 呢 ？ 这 三 名 科 学 家 正

是因为揭开了这一谜题，从而摘得了 2013 年诺贝尔生

理 学 或 医 学 奖 的 桂 冠 。 最 新 研 究 将 为 生 命 科 学 研 究

提供更加详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大量疾病提供新的治

疗思路。

强强联手厘清分子输送机制

兰迪-W·谢克曼发现了一些小囊泡在运输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基因；詹姆斯-E·罗斯曼揭示了使囊泡同其目标

对象相融合从而实现“货物”输送的蛋白质机制；而托马

斯-C·苏德霍夫则阐释了信号如何指导囊泡精准地释放

其“货物”的原理。

通过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做出的发现，这三位科学家

携手向人们揭露了对细胞“货物”的传输和递送进行精确控

制的系统。如果这一系统受到干扰，将会对有机体产生有

害影响，并导致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和免疫失调等病症。

囊泡递送细胞内的分子

在一个庞大而忙碌的港口，为了保证正确的货物在合

适的时间被发送到合适的位置，需要多套系统。拥有不同

细胞器的细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细胞会产生多种分子：

荷尔蒙、神经递质、细胞因子和酶等等，这些分子也必须在

绝对正确的时刻，被递送到细胞内的其他地方或者细胞外。

递送时机和位置决定一切。微小的像泡泡一样的囊

泡被细胞膜所包围，在细胞的细胞器之间来回运送“货

物”或同细胞膜的外部相融合，并将其运载的货物释放到

细胞外。 （下转第三版）

为 什 么 是 他 们 ？
——三位诺奖得主揭秘细胞内交通控制系统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7日电 （记

者刘晓莹）国庆假期结束后，很多天文

爱好者摩拳擦掌开始准备迎接本月的

天象了。平淡了近两个月的天象，10

月还是有一些看点的。

马上到来的9日天龙座流星雨，由

于赶上无月光干扰，一些网站相传zhr值

（在最佳状态下每小时天顶流星数）大约

在10—20之间，“观测条件尚可”。对此，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由于今年不是其母彗星回归年份，

因此流量会比较小，不推荐观测。”

同一天还将迎来本年最后一次水

星东大距，一些天文爱好者希望可以

在日落后的西方天空寻找到它，但朱

进表示：“由于赶上日落时水星地平高

度很低，因此也不推荐观测。”

19 日的半影月食，“时间刚好是

在清晨月落的时候，北京只能看到开

始，但西部地区天亮得较晚，有望看到

大部分过程。”朱进说，“由于月亮比较

低，大气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月亮有可

能呈现出红色，对于喜欢拍照的天文

爱好者而言，可以拍到漂亮的照片。”

22 日的猎户座流星雨极大。“这

是一个流量比较稳定的流星雨。”朱进

说，“但是今年正好赶上满月，月光影

响严重。假如天气特别好，大家可以

在 23 日前后两天的凌晨碰碰运气；如

果天气一般就不用去看了。”

有“百年最亮彗星”之称的艾森彗

星在下个月底会到达近日点。“这是一

个令所有天文爱好者都十分期待的天

象，北半球还是比较好的观测方位。

当‘艾森’达到最亮时的前后一两周，

在观测条件好的情况下，普通人用肉

眼就可能观看到，事实上，现在拿一些

设备就可以看到它了。”朱进说。

10月天象：

月亮“抢风头”
“艾森”来敲门

□习近平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工商领
导人峰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对中国经
济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共建引领世界
惠及各方造福子孙
的美好亚太

□习近平会见韩
国总统朴槿惠

□习近平会见俄
罗斯总统普京

（均据新华社）

○国际新闻
趣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 （2版）
○科技改变生活

国庆长假北京雾
霾为何依旧严重？

（4版）
○科报视点

长 假 纠 结 拼 凑
更需科学宜人安排

（5版）
○解读生命

被看重却没被看
清的食品保质期

（6版）

10月7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印尼总统苏西洛和夫人为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
成员领导人夫妇举行的欢迎晚宴。这是晚宴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与各成员领导人夫妇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