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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嫦娥“奔月”

为您导读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李胜瑭）武汉邮电科学

研究院、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了国内首个单光源 3.2Tb/s

2087公里标准单模光纤超长距离实时光传输系统实验。该

系统测试结果得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信息产业部光通信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光通信领域专家及工信部标准

组织专家认可。该项实验成功意味着仅使用一个光源（激

光器），就能在一对光纤上实现1.14亿人同时在线通话。

当今全球宽带业务的增长，网络传输带宽需求呈现

爆炸式增长，100G 传输网和相关设备已规模化商用，

400GE的标准化进程也已正式开启。但从互联网业务与

网络流量发展趋势来看，400G 仍然不能满足未来带宽持

续增长的需求，以太网速率会进一步演进到 T 比特量级

是业界的共识。因此，基于超级信道的 T 比特光传输技

术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本次实验基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100G

光收发模块，采用多频带密集复用技术、奈奎斯特滤波技

术，结合 PM-QPSK调制技术和数字相干光接收技术，利

用先进的高速数字信号处理（DSP）算法和超强的软硬判

决结合的纠错编码（FEC）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

了单通道 3.2Tb/s 2087 公里 G.652D 光纤上 24 小时无误

码实时传输，并且保有相当大的裕量。据推算，该实验系

统最远传输距离约为 3600公里，为业界先进水平。

自国家973项目“超高速超大容量超长距离光传输基

础研究”2010年立项以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针对超高

速、超大容量、超长距离光传输中的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理论研究，通过大量的数学推导得出了完整的传输模型。

我国光通信“高速公路”有望再提速

一个光源一对光纤可供 1.14亿人同时通话

新华社北京 12月 5日电 （记者吴晶晶）
全国政协 5 日下午在京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建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

讲话。

座谈会充分肯定了我国这些年来科技创

新的成就和科研人员的重大贡献。全国政协

委员程津培、马大龙、王光谦、齐让、朴英、寿子

琪、田中群、王晶、张德兴、黄强、李朋德、辛颖

梅、王梅祥、万建民和刘若鹏等专家，围绕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就科

技投入管理、科技资源配置、创新环境建设、科

技成果转化、创新需求与科研活动、科研人才

培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

提出建议。委员和专家建议，发挥市场对科技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

构和科技资源配置，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比例，

摈弃不利于原始创新的限制，为原始创新提供

政策保障。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着力改善科

研环境，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建立更适应个体

创新特点的人才制度和管理机制，提高企业、

产业技术联盟进行原始创新的参与度，大力支

持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建议实施“西部人才计

划”，缩小东西部地区的人才和智力差距，推动

区域创新发展，创新农业科技体制机制。座谈

会气氛热烈，大家思考深入，发言踊跃，积极建

言。俞正声边听边记，时而就科技热点与大家

交流，时而就创新问题与大家探讨。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万钢也作了发言。

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介绍了我国

科技改革和创新的有关情况。科技部、中国科学

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与委员协商交流，发表意见。教育部、财政部、

中国工程院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张庆黎、苏荣出

席座谈会。

全国政协座谈会充分肯定科技创新成就
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科技日报北京12月5日电（记者杨雪）记

者今天从科技部获悉，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

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进一步发挥财

政资金对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杠杆效应，财政

部、科技部日前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及专项

资金后补助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

现有财政支持模式基础上，对科技部归口的国

家科技计划及专项经费管理引入后补助机制。

所谓“后补助”就是“先实施，后拨款”，是对

现有国家财政科技经费资助方式的有益补充。

《规定》明确了后补助的三种资助方式：事前立

项事后补助、奖励性后补助、共享服务后补助。

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以

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的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具有比较明确的量化考核指标，由科

技部发布项目申报指南，企业提出申请，经过

立项程序签订任务书后自行投入资金开展研

发活动，通过验收后获得补助。

“相较于事前补助，事后补助更加注重多

种验收方式，例如进行用户评价和第三方机构

检测，将项目成果价值作为判断是否通过验收

的重要标准，对验收环节提出更高的要求。”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起全认

为，在中期管理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将享有

更多自主权，同时也承担更多责任。

“这种方式面向结果，简化过程管理，将企

业需求与国家目标相结合，在调动企业自主投

入和研发积极性的同时，也节约了科技管理成

本。”财政部教科文司有关负责人指出，同等条

件下，采用后补助的企业可优先获得支持，增

加了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机会，还有利于有创

新能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奖励性后补助的对象主要是，对解决国家

急需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利益或

重大产业技术问题等发挥关键作用的相关原

创成果。经项目实施单位申请，按照规定程序

审查通过后，给予补助。

共享服务后补助主要针对面向社会开展

公共服务取得绩效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在通过科技部、财政部绩效考核后，对其给予

相应补助。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有关负

责人指出，共享服务后补助旨在推动科技条件

资源整合和高效利用，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

促进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提高服务绩效，为

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更好的环境，支撑其

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自 2009 年起，财政部、科技部先后选择了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 计划的部分项目以及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进行了后补助试点，对

浙江、云南、湖北、山东等地方科技计划后补助

实施情况开展了调研，并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地

方财政、科技主管部门及企业共 115 家单位征

求了意见，最终形成了《规定》。

财政部科技部发布规定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引入“后补助”

11 月 11 日，在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2013 年市校联席会议上，安徽省委常委、合

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提出，建设中科大先进技术

研究院，是着眼于合肥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

时期的发展，希望中科大先研院成为合肥新一

轮转型发展的引爆点。目前尚在建设的中科

大先研院，究竟会聚集怎样的“引爆能量”？

“四不像”的混合体

合肥是全国知名的科教城市。安徽省、合

肥市谋划借鉴国外高科技园区的成功经验，建

成一个新的国际化科技交流开放平台，使之成

为区域创新集群。

2012 年 7 月，按照“政府支持、企业参与、

市场运作”的新体制，“省院合作、市校共建”的

协同创新模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

究院孕育而生，目标定为：通过“四个融合”“四

个对接”，建成“两个中心、两个基地”。

“四个融合”，即科技与教育融合、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融合、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融

合、成果转化与金融投资融合。“四个对接”，就

是先研院建设实现与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对接，

与中国科学院系统先进成果对接，与中国科技

大学海内外优质科教资源对接，与国际前沿先

进技术对接。“两个中心、两个基地”，就是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的高层次人才聚集中心、高科技

产业孵化中心和先进技术成果研发基地、转化

基地，而其主要特征就是国际化。

中科大先研院是“无编制、无预算、无级

别”的“三无单位”。这里既不是大学，也不是

孵化器，也不是产业园，而是介乎于企业、大学

和产业园之间的“混合体”，中科大先研院期望

这种“混合体”可以打破政产学研“各拉各车”

的现状，以一种全新的机制体制，接续断裂的

创新链条。

“中科大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不仅

要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也要为国家

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一流贡献。”中

科大校长侯建国院士说，这是中科大先研院成

立的初衷。“我们该怎么做？是让大学直接去

开发市场、做产品、办企业吗？在我看来，这些

都是大学越俎代庖，做了研究机构和企业应该

做、擅长做的事情。”在侯建国看来，接续这个

断裂，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构建一个桥梁、通道

和创新链条，让技术和人才可以无障碍传送，

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通道。

中科大先研院的建设，创造新的体制机

制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一年时间内，中科大

先研院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群，出台了

包括《院长办公会制度》《研究生教育工作条

例》《项目支持暂行办法》《共建研发机构管理

办法》等规章制度，并形成了一整套创新发展

工作套路。 （下转第三版）

接续断裂的创新链条
—中科大先研院为成果转化探路

本报记者 吴长锋

承载着国人的梦想，嫦娥三号探测器已踏

上前往月球的征途。在期盼、牵挂的同时，也有

人心存不解：花那么多钱往月亮上跑有什么用？

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

示，不能仅以当前利益衡量，更要着眼于未

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叶培建

说：“我们既要关心眼下，也要看到将来。当前

的问题固然需要有人解决，将来人类可能会遇

到新的问题，也需要现在开始着手准备。”

探月工程高级顾问栾恩杰表示，如果用能

不能马上得到现实应用来判断该不该进行科

学探索，往往会贻误科学技术的发展。

围绕探月乃至航天工程的意义，专家从探

索太空对人类进步的推动、月球资源的战略意

义，以及航天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方

面进行了阐述。

好奇心驱使人类在探
索中进步

为什么要探索太空？许多科学家的第一

个回答是：满足好奇。

这话乍听挺虚幻，其实很现实。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0年在 NASA（美国航

空航天局）召开的 21 世纪太空探索会议上说：

“太空探索将再次激发新一代的好奇心——燃

烧激情、开创事业！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追求

发现之路奋力向前，我们就放弃了未来。”

“好奇是人类的本性，正是一次次好奇驱

使人类在不断探索中进步。”探月工程二期副

总设计师孙辉先说，探索未知的太空，最重要

的意义正在于此。

然而对太空的好奇仿佛离地上的生活遥

不可及，因此多年来，不断有人对航天事业的

意义提出质疑。

1970 年，赞比亚一位名叫玛丽·尤肯达的

修女给 NASA 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科学副总

监恩斯特·史都林格写了一封信，问道：“目前

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孩子吃不上饭，你们怎么能

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史都林格很快作出了诚恳的回复，他说：

“通往火星的航行并不能直接提供食物解决饥

荒问题。然而，它所带来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方

法可以用在火星项目之外，这将产生数倍于原

始花费的收益。若希望人类生活得越来越好，

除了需要新的技术，我们还需要基础科学不断

有新的进展……太空项目是科技进步的催化

剂，它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的实践机

会，包括对月球和其他行星的研究、物理学和

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等学科，有它，科学

界源源不断出现令人激动不已的研究课题，人

类得以窥见宇宙无比瑰丽的景象；为了它，新

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

这封表达了无数航天事业工作者心声的

回信，后来被 NASA 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

标题发表。

月球能源具有广阔的
开发前景

自古以来，人类对月球寄予了太多梦想。

如果说古人的向往是因为它美丽、神秘，现代

科学则证明，月球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

探月工程高级顾问欧阳自远介绍，地球上

的石油、煤、天然气等资源终究要耗光，而月球

则蕴藏着丰富的能源。 （下转第三版）

我 们 为 什 么 要 探 月 ？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5 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嫦娥三

号探测器目前飞行状态良好，原定于今天进行

的第三次中途修正被取消。

12月 3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顺利完

成了该探测器第二次中途修正，并对首次使用

的 7500 牛发动机进行了精准标定。鉴于发射

嫦娥三号探测器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入轨

精度较高，嫦娥三号探测器的前两次中途修正

也非常精准，可以满足近月制动和后续轨道控

制的要求，同时，嫦娥三号探测器飞行控制方

案具有较好的适应性，经研究决定，不再进行

第三次中途修正。

据介绍，第二次中途修正实施标定的 7500

牛发动机是我国首台变推力发动机，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负责研制，可实现推力从 1500

牛到 7500 牛大范围的连续变化，具有性能高、

适应性强、燃烧稳定、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等显

著特点，它是嫦娥三号探测器近月制动、动力

下降的主用动力。

截至 12 月 5 日 18 时，嫦娥三号探测器已

正常运行约 88小时，飞行近 35万公里。

“嫦娥”飞行状态良好
取消第三次中途修正

科技日报多伦多12月5日电 （记者冯
卫东）据《自然·医学》网络版报道，加拿大多

伦多玛嘉烈医院癌症中心的科学家发现了

一种新方法，可通过消除在干细胞中驱动自

我更新的基因来治疗结肠癌，而这些基因正

是导致结肠癌、形成治疗抗性和病情反复的

根源。

结肠癌是西方国家中第三大与癌症相

关的致死疾病。项目首席研究员约翰·迪克

称，此项研究成果朝临床应用癌症干细胞生

物学以控制癌细胞生长，推进持久治疗方法

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在临床前实验中，研究小组在小鼠体内

复制了人类结肠癌，以确定特定靶向干细胞

是否具有临床相关性。研究人员首先发现

BMI-1 基因是结肠癌干细胞的关键调节器

及自我更新、增殖和细胞存活周期的驱动

器。接下来，他们利用现有的小分子抑制剂

成功阻断了 BMI-1，从而证明了这种方法

的临床相关性。

论文主要作者安托尼贾·克莱索博士表

示，抑制自我更新调节器是控制肿瘤生长的

有效途径，为将干细胞自我更新的临床相关

性作为靶向治疗的生物学过程提供了强有

力证据。迪克博士解释说，阻断 BMI-1 通

路，干细胞就无法自我更新，从而对肿瘤生

长造成长期的、不可逆的损伤。换言之，癌

症被永久关停。

研究报告共同作者、外科医生兼科学博

士凯瑟琳·奥布莱恩说，这项研究为结肠癌

的靶向治疗描绘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因为大

约 65%的结肠癌患者都有 BMI-1 生物标

志，其临床应用前景令人兴奋。

关闭一个基因就治愈了癌症，传说中的

灵丹妙药不过如此。肿瘤细胞跟干细胞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借助在干细胞领域的试

探，科学家不经意间摸索出了清除癌细胞的

捷径。当然，一个基因或许既有害又有利，

关闭它的副作用还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此

种靶向治疗的前景鼓舞人心。或许未来在

肝癌和胃癌等东方人易患癌症的治疗上，也

会研发出类似的绝招。

消除干细胞中自我更新基因可治结肠癌
“基因敲除小鼠，小鼠中的战斗鼠。”一对

用于科研的基因敲除小鼠，如今在国内售价
大约 18 万元人民币，而这些价格不菲的小
鼠，大部分都出自沈月雷之手。

沈月雷是海归博士，倚仗自己学到的知
识和科研成果技术，他开始做起小鼠生意。

基因敲除小鼠究竟是什么？沈月雷解释
道，小鼠有很多种，小白鼠只是其中一种，通常
普通的小白鼠多被药厂用作临床试验，而基因
敲除的小鼠，则用于更尖端的生物医学研究。

右图 沈月雷和基因敲除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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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中的“战斗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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