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 年克隆羊多莉的诞生点燃了人们对

克隆技术造福人类健康的巨大热情，然而该

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受到人类卵母细胞来源的

限制及对胚胎破坏带来的伦理制约。今年 8

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教授和赵

扬博士带领的研究团队，用一种非常简单且

更加安全的方法，将体细胞制成多潜能性干

细胞。这一技术手段避免了上述风险，将极

大地推动治疗性克隆的发展，即克隆组织和

器官以用于疾病治疗。该成果今年 7 月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

此前，通过借助卵母细胞进行细胞核移

植或使用导入外源基因的方法，哺乳动物体

细胞被证明可以进行“重编程”获得“多潜能

性”。这两项技术共同获得了 2012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邓宏魁团队的方法则更简

单和安全。他们仅使用 4 个小分子化合物的

组合对体细胞进行处理，成功地将已特化的

小鼠成体细胞诱导成为可以重新分化发育为

心脏、肝脏、胰腺、皮肤、神经等多种组织和细

胞类型的“多潜能性”细胞，并将其命名为“化

学诱导的多潜能干细胞”。在实验中，他们利

用这种新方法，将成年小鼠的肺部成纤维细

胞培育成健康小鼠。

邓 宏 魁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该 团 队 于

2008 年开始启动这个课题。当时诱导体细

胞 重 编 程 至 少 需 要 向 体 细 胞 转 入 4 个 基

因。经过两年努力，他们成功地用小分子化

合物替代掉了其中 3 个基因，仅使用 Oct4 这

一个基因就完成了体细胞重编程；并且在 3

个基因存在的情况下找到了小分子化合物

来替代 Oct4。

然而，这些小分子的组合并不足以诱导出

多潜能性干细胞。“我们为此设计了很多种研

究方案，并且开展了大量的化合物筛选的工

作。直到 2011 年年底，我们终于拿到第一株

化学小分子诱导的多潜能性干细胞系，并且在

2012 年完成了所有课题的所有后续工作。随

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小分子化合物诱导体细

胞重编程这一过程的分子机制。”邓宏魁说。

他 表 示 ，该 成 果 将 为 未 来 细 胞 治 疗 及

器 官 移 植 提 供 理 想 的 细 胞 来 源 ，极 大 推 动

人类“克隆”组织和器官治疗疾病的医学研

究。这一重大发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

细 胞 命 运 决 定 和 细 胞 命 运 转 变 的 机 制 ，使

人类未来有可能通过使用小分子化合物的

方法，直接在体内改变细胞命运。这样，治

疗疾病所需要的细胞功能或许可以直接通

过小分子化合物来重塑。如果这一目标得

以 实 现 ，很 多 难 以 治 疗 的 疾 病 将 会 得 到 新

的 解 决 方 案 ，整 个 再 生 医 学 领 域 也 将 会 发

生新的变革。

他透露，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优化小分

子化合物诱导细胞重编程的方法，获得符合

临床应用标准的多潜能性干细胞，并将其诱

导定向分化为胰岛细胞、肝脏细胞等功能细

胞，为这一技术的临床应用铺平道路。

化学小分子或开启治疗性克隆新时代
我科学家实现体细胞重编程技术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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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8500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用使命和担当作出的战

略抉择。

这是 13亿中国人民以智慧和力量写就的改革宣言。

2013 年 11 月 12 日，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北京，

人民大会堂。

下午 3 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举行闭幕会，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经表决,一致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宣布《决定》通过时，会场上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书，对中国走什么

路、向何处去这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作出了

旗帜鲜明的回答：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努力开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这是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蓝图，对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

新，在实践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勾勒出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航船，沿着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正确航道，又一次扬帆起航。

肩负伟大使命 回应时代要求——
确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
深化改革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的坚定意志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处，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中国共

产党，引领着拥有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华民族，继往开来，接

力奋斗，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征程。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

键还在于落实文件，真正把全会精神转化成改造现实世界

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沉着雄浑的话语，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

整整一年之前，也是深秋初冬的季节。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人民、向世界

庄严承诺——

“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

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

的功劳簿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35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搏击风浪，创造出

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立

足于“三步走”战略，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前人孜孜以

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 7年！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 35年，今天距离实现第二个百年

目标也大致还有 35年！

时不我待。今天，中国航船领航者肩负的使命，重大

而紧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重大课题，党

内外、国内外都极为关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

当代中国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当今世界处于格

局演变的重要阶段。

放眼世界，国际体系酝酿深刻变革，综合国力竞争空

前激烈。

审视自我，重要战略机遇期稍纵即逝，机遇和挑战并

存。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其复杂性、艰巨

性、敏感性前所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经受现实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激发更大活力。

党的十八大结束不到一个月，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

书记第一次到外地调研，就来到了广东深圳。8日上午，莲

花山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习近平

总书记坚定地表示，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

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

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

人接力干下去。 （下转第三版）

让改革旗帜高高飘扬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 秦 杰 徐京跃 霍小光 华春雨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

一年，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从中

央到地方，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

管理、健全创新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新一

轮科技体制改革渐入佳境。一系列事关

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为经济

转型升级和社会改革攻坚提供了有力支

撑。本报从今天起特推出“科技这一年”

栏目，旨在回顾一年来，科学技术领域取

得的辉煌成就，记录科技发展在中华民

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科技这一年

科技日报讯 （记者常丽君）据物理学

家组织网 11 月 18 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执行最新火星任

务“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的“专家号”

（Maven），定于当地时间 18 日 18 时 28 分发

射，2014 年 9 月到达预定轨道，随后围绕火

星对其上空的稀薄大气进行为期一年（地

球一年，火星半年）的详细检查。

研究人员希望“专家号”能名副其实。

“‘专家号’是个可信任的专家。”NASA 太

空科学主管约翰·格伦斯菲尔德说，它将给

科学家和未来到火星去的人类探索者讲述

一个火星大气的故事。

早期的火星有一层厚厚的大气，足以

保持水分和汽云。事实上，火星上确实曾

经有水流动，也很可能有微生物存在过。

但这些水到哪儿去了？火星大气为什么变

成了现在看到的寒冷、干燥的样子？这一

直是个谜。最大的怀疑对象是太阳，它可

能在几十亿年时间里，一个分子、一个分子

地把水从火星大气中夺走。

“‘ 专 家 号 ’将 集 中 研 究 火 星 大 气 历

史，它的大气是怎样随时间而变化，又怎

样影响了火星表面的演化和潜在的宜居

可能——至少对微生物来说。”科罗拉多大

学博尔德分校大气与空间物理学实验室研

究主管布鲁斯·雅可斯基说，它还将观察来

自太阳和其他宇宙源的辐射有多少，哪种

类型以及这些辐射对火星上层大气造成了

怎样的影响。

根据欧洲“火星快车”和 NASA“好奇

号”收集的数据，科学家对这一过程已略知

一二，但还不能同时勾勒出火星的大气和

空间环境。NASA 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火

星科学家潘·康拉德说，现在能有一个窗

口，把大气数据和岩石证据结合起来，把火

星的整个历史拼在一起。

“专家号”有四方形的太阳能飞行翼，

重 2450 公斤，轨道高度 6218 千米，能深入

到火星大气层上方 125 千米处。到达火星

后将与其他 3 个飞行器（美国的“好奇号”

和“机遇号”，欧洲的“火星快车”）并肩作

战；此外，一个印度的轨道飞行器预计也将

同时到达。

理解火星当前大气的构成和动态演化

有助于人们将来更安全地登陆火星，而且

假如是乘飞船的话，还可以利用大气来刹

车。NASA 希望能在 2030 年前实现首次载

人登陆火星的目标。

这几天关于火星的新闻还真不少。先是

印度发射火星探测器；紧接着有人从“好奇”那

儿发现了“火星蜥蜴”；现在，“专家”也准备奔

赴火星了。或许有人诟病，科学家对这位太

阳系兄弟过于热情，到目前为止，人类对火星

的探测还未取得轰动性成果，而寄希望它成

为人类第二家园或许也会扑空。但实际上，

火星探测更靠谱的意义，是它极有希望成为

人类除地球外踏足的第一颗行星。而走向神

秘的外太空，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

必须迈出的一步。

“专家号”将为人类讲述火星大气的故事

11 月 18日，第五届海峡两岸现代农业
博览会·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在福
建漳州举办，共吸引海内外参展企业1200多
家，其中台湾展商近300家，展示农林牧渔业
及相关产品1.3万多种。图为来自中东的阿
萨夫博士（左）在介绍无土栽培技术支持的蔬
菜立体水培技术解决方案。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王贻芳声名鹊起。他主导的大亚湾实验，

去年成功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入选《科

学》杂志评选的当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这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最近和几位科学家入

选“万人计划”领军人物，一些媒体将其称为

“中国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冲击诺奖是标题党做的事，”在近期一次

集体采访中，王贻芳对媒体说，“大家期待中国

科学界出一两个诺贝尔奖，我理解；但这应该

是对科研管理部门的要求，而不是对科学家个

人的要求。”

王贻芳不想媒体拔高他个人：“不管是大

亚湾中微子实验、北京谱仪实验，还是将来的

江门中微子实验，都是几百个人的共同工作，

是团队的成果。”

如今不再是物理学家灵光一闪，高呼“发现

了”的时代。证实物理假说，必须依靠大型实验

装置，需要几百个人运转磁铁、制冷机、粒子探

测器、电路板和计算机。这是一项复杂工程。

王贻芳和同事们耐心地拼装大机器，处理

故障，积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数据，才可能解开

自然缠绕的线结。他们通过软件筛选有价值的

数据，希望在梳理中发现足够高比例的异常值。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王贻芳团队挖掘了

一个山洞，在释放出大量中微子的核反应堆附

近，安装几个巨大的检测装置。它们距离反应

堆远近不同，这样根据测得中微子数量的差

异，就可知有多少中微子在行进中从一个“亚

种”变成另一个。几百米厚的山体岩石，可以

尽量阻挡来自星空的粒子干扰。去年 3 月，大

亚湾实验凭借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在国际竞赛

中率先撞线。

12 年前，本想回国做中微子实验的王贻

芳，因为环境不具备，首先加入北京谱仪实

验。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大亚湾实验靠的就

是北京谱仪锻炼起来的队伍。

王贻芳的个性优势，让他很适合领导粒子

物理实验。北京谱仪实验参与者、物理学家沈

肖雁是王贻芳的老同学，她认为王贻芳理解力

强，学新知识快。“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很少，

做探测器的只懂探测器，做电子学的只懂电子

学，做物理分析的只懂物理，而他都有深入的

了解，这就使得他有能力组织协调北京谱仪这

样 400多人参加的国际合作实验。”

高能所的党委书记王焕玉认为，王贻芳是

个多面手。“1992年在意大利认识他，当时觉得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很干练，回答问题果断。”

王焕玉说，“后来引进他到高能所的工作，我也

参与了。我认为他组织才能好、知识面宽，有

参加多个大型实验的经验。 （下转第三版）

王贻芳：大科学装置团队“包工头”
本报记者 高 博

□习近平接见全
军军事斗争后勤准
备工作会议代表

□习近平会见美
国前总统克林顿

□习近平就俄客
机失事造成众多人
员遇难向俄罗斯总
统普京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俄罗斯联
邦政府总理梅德韦
杰夫致电慰问

□李克强将出席
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会晤，并对
罗马尼亚进行正式
访问、出席在乌兹
别克斯坦举行的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总理第十二次会议

□张德江与科特
迪瓦国民议会议长
索罗举行会谈

□俞正声主持政
协十二届常委会第
三次会议开幕会，
会议主要议题是学
习贯彻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刘
云山作报告

□张高丽主持召
开南水北调工程建
委会全体会议时强
调，严把工程质量、
强化运行管理、确
保水质安全，充分
发挥南水北调工程
经济社会效益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记者林小春）国际TOP500

组织18日公布了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榜单，中国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以比第二名美国的“泰

坦”快近一倍的速度再度轻松登上榜首。美国专家预测，在一

年时间内，“天河二号”还会是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TOP500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在今年 6月的排行榜

上，“天河二号”以每秒 33.86 千万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首

次夺冠。让国际专家印象深刻的是，它不仅运算速度快，

而且整个系统大多是中国自主研发。

排行榜主要编撰人之一、美国田纳西大学计算机学教

授杰克·唐加拉对新华社记者说：“‘天河二号’是一个非常

强大的计算系统，其性能几乎是第二名‘泰坦’的两倍。它

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再占据一年时间，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当谈到中国发展超级计算机的主要挑战时，唐加拉

说，中国现在要做的是开发自主的芯片技术，“这样整个计

算机都将是用中国的零部件制造”。

在最新榜单上，美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

“泰坦”以每秒17.59千万亿次的运算速度位居第二。第三名

至第五名分别是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红

杉”、日本理化研究所的“京”、美国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的“米

拉”。整个前十名唯一的“新人”是瑞士国家计算中心的“代

恩特峰”，它以每秒6.27千万亿次的速度夺得第六名。“代恩

特峰”是欧洲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前十名中能效最高。

从整个榜单来看，美国进入前 500强的超级计算机从

上次的 253 个增至本次的 265 个，优势更加明显。中国大

陆则从 65个降至 63个，但仍占据第二名。日本以 28个位

列第三。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以 23 个、22 个和 20 个位

列第四至第六位。

超级计算机是国家科研的重要基础工具，在地质、气象、

石油勘探等领域的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是汽车、航空、化

工、制药等行业的重要科研工具。TOP500是对全球已安装

的超级计算机“排座次”的最知名排行榜，从1993年起，由国

际TOP500组织以实测计算速度为基准每年发布两次。

中国“天河二号”蝉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比第二名美国的“泰坦”快近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