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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王怡）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谢灿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对果蝇基

因组实验，发现了一种蛋白质复合体，可以在

磁场中定位方向，并在多个动物物种中找到了

这种蛋白基因。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磁感应

蛋白（MagR）。相关论文 17日在线发表在英

国自然出版集团的学术期刊《自然·材料》上。

在自然界，许多动物物种都有感知地球

磁场的能力。它们能感知磁场的方向、强度

或者倾斜度，并且把此类信息作为导航线

索。虽然早前已经存在多个生物化学模型

可以解释动物这样的能力，但是科学家对这

些能力背后潜在的生物学机制并不清楚。

谢灿及其研究团队通过用假定的生物

标准筛选果蝇基因组，发现了一种像聚合物

的蛋白质——磁感应蛋白。这种蛋白质会

和光敏隐花色素蛋白（简称 Cry）的组成部分

结合在一起，自发地和外部磁场对齐。研究

人员通过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的方法发现，

缺少光敏隐花色素蛋白的果蝇并不具有对

磁场感应的能力。这表明光敏隐花色素蛋

白是使果蝇产生磁感应能力的必要条件，然

而理论上只有光敏印花色素蛋白又不能形

成“指南针”的作用。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是

磁感应蛋白与光敏印花色素蛋白相结合才

使动物对地磁场具有感知能力。

研究人员发现磁感应蛋白与光敏隐花

色素蛋白复合体（MagR/Cry）稳定地存在于

鸽子、蝴蝶、大鼠、鲸鱼和人类体内。研究人

员表示，该蛋白质复合体感知磁场的机制尚

不清楚，但是发现这样如同指南针一般的蛋

白质复合体，使得磁感应蛋白在未来利用磁

场调控生物过程方面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动物能辨方向源于磁感应蛋白

人体是由 40—60 万亿个细胞组成的生物体。每

天，生与死一刻不停地在人体内上演，每分钟会有约 3

亿个细胞走向死亡。由谁来补充这些死去的细胞？

1868 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多细胞生

物体内有一类细胞能产生很多种类型的新细胞来修复

生物体。这便是干细胞。在历经 100 多年的争论与完

善后，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的这一假说性概念，已经演

变成一场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革命。

那么，在这场科学研究的竞跑中，中国科技界交出

了怎样的成绩单？

干细胞：科学界的宠儿

干细胞真正成为科学界的宠儿是在上世纪末。

1997年，克隆羊“多莉”出生。1998年，美国科学家在实

验室获取人类胚胎干细胞和人类胚胎生殖干细胞。生

命由此展示出逆生长潜能，干细胞看似无穷的转化能

力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各国纷纷对干细胞基础和应

用研究投入重金。在 1999年末美国《科学》杂志公布的

年度世界十大科学进展中，“干细胞研究的新发现”荣

登榜首。次年，干细胞研究再度入选《科学》杂志年度

世界十大科学进展。

在这场新兴的研究热潮中，中国没有缺席。2001

年，国家 973 计划在人口与生殖健康板块支持了 2 个与

干细胞相关的项目。次年，863专项“组织器官工程”启

动，布局干细胞及再生医学的技术研究。

“这是我国在国家层面支持的第一批干细胞项目，

也是 973 计划第一次在同一领域同时支持 2 个项目。”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钢说，这标志着我国

系统布局干细胞领域的基础与转化研究。

2005年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发布，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生物技

术，“基于干细胞的人体组织工程技术”被列为生物技

术的 5 个前沿方向之一。在随后公布的国家重大科学

研究计划中，干细胞研究作为发育与生殖研究专项的

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研究计划的四个专项中。2010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调整，干细胞研究脱胎于发

育与生殖研究专项，位列 6 个研究专项之一。2011 年，

中国科学院启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依托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网络的核

心研究力量开展集中攻关。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

累计支持干细胞相关的重大科研项目近 170项，支持经

费超过 24亿元。 （下转第三版）

从追赶到同行，中国没有缺位
—走近干细胞研究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徐 玢

编者按 16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试点专项2016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正式在科技部门户网站对外公

布，“干细胞及转化研究”名列其中。这标志着在十多年的探索后，我国干细胞研究有望从实验室走向病床。

我国干细胞研究发展的脉络怎样，在国际上处于何种地位，我国干细胞从基础到应用研究有哪些亮点及特色，

干细胞未来在伦理、临床等方面还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将如何进行科研布局。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门成立报

道小组，深入采访干细胞研究的一线专家，并从今天陆续推出“走近干细胞研究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常丽君）多年

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用高能激光加热材料，以求

能最终产生聚变能量。最近，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的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一种新的加热机制，通过高

能激光产生无对撞静电冲击波，能在 20 飞秒内把小

块固体材料加热到千电子伏特（千万度）级别，比太

阳中心温度还要高。相关成果发表在最近的《自然·
通讯》杂志上。

研究人员称，这是他们第一次提出这种方法，有

望为研究热核聚变能源开辟新途径——科学家们一

直在寻求如何模仿太阳产生清洁能源。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新方法的加热速度是目

前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聚变实验中

的 100倍。在大部分材料中，激光能量会首先加热材

料中的电子，再由电子去加热组成物质的粒子——离

子。研究小组的方法是利用激光诱导的静电冲击波

直接加热离子，因此比通过电子间接加热更快。

通常，当高强度激光照射到材料上时，产生的静

电冲击波会推动离子，使它们加速离开而无法被加

热。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材料中含有特殊的离子联

接，它们会通过冲击波获得不同的加速度，从而导致

摩擦，反过来使它们迅速变热。这种效果在含有两

种离子的固体（如塑料）中最强，只有一种离子时，就

没这种效果。此外，密度大也是加热速度快的原因

之一。冲击波通过高密度材料时，离子被挤在一起，

摩擦效果比低密度材料要大得多。

论文合著者、该校物理系博士马克·夏洛克说：

“两种离子就像火柴头和火柴盒，你两个都需要。一

根火柴自己是不会烧起来的。”

论文第一作者阿瑟·特瑞尔说，聚变研究中的问

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从激光中获

得能量。而这一方法让能量直接进入了离子。

我们都知道太阳温度非常高，而这一次英国的理

论物理学家可以把固态材料的温度加热到比太阳中

心的温度还要高，并有望成就强大的热核聚变能源。

换句话说，未来我们可能创造出许许多多的“人造太

阳”，为人类带来无限的清洁能源。事实上，各国的科

学家都在为了这一大胆的创想而探索。其中，世界最

大激光器——美国国家点火装置正距离这个目标越

来越近。希望英国

科学家的新研究可

以帮助人类早日实

现这个愿望，让多

年的梦想逐步成为

现实。

激光瞬间加热材料温度超过太阳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6 日电
（记者陈磊）日前，科技部发布了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试点专项 2016 年度

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6 个试点专

项包括“干细胞及转化研究”“数字

诊疗装备研发”“大气污染成因与控

制技术研究”“新能源汽车”“化学肥

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

和“七大农作物育种”。

《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明确规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面向事

关国计民生需要长期演进的重大社会

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

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

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

产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按照重点专

项的方式组织实施，加强跨部门、跨行

业、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提供持续

性的支撑和引领。

重点专项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组织实施的载体，是聚焦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围绕解决当前国家发展面临

的瓶颈和突出问题、以目标为导向的

重大项目群。重点专项下设项目，根

据项目不同特点可设任务（课题），指

南以项目形式进行征集。

此次发布的 6 个试点专项已经

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和

部际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记者从科技部门户网站上发现，

试点专项申报要求，项目（含任务或课

题）负责人限申报一个项目，973 计

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

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以下简称“改革

前计划”）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申报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试点专项项目；项目主要参加人员的申报项

目和改革前计划在研项目总数不得超过两个；改革前计划

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因申报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试点专项项目而退出目前承担的项目（含任务或

课题）。科技部将组织对项目申报人资格进行复查，如发

现违反以上规定者，取消申报项目，并纳入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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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晨，野生中华鲟“后福”从湖北荆州进京前往北京海洋馆进行“疗养”。这尾中华鲟全长3.41米，体重310公斤，是近20年来发现的个体最大的野生中华
鲟。图为潜水员在伴游刚入池的野生中华鲟“后福”，帮助它找到方向感。 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身着崭新的蓝色工装，王岩禄有点不太习惯，“领

导说我的衣服上有油渍，让今天接受采访时换身新

的”。

作为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电

机）产品设计部副部长，王岩禄经常出入的场所却是工

厂车间。在工件上爬上爬下是常事，衣服上沾染油渍

也是常事。

水轮发电机是哈电机的拳头产品之一，也是哈电

集团水电产品中的明珠。目前国际上具备高端水电产

品设计和制造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王岩禄就是打造

这颗明珠的设计师之一。

设计师应有点工艺知识储备

嘈杂的机械轰鸣，萦绕鼻尖的机油味。一走进熟

悉的生产车间，王岩禄就给记者当起了讲解员。工人

们开玩笑，“你怎么又来了？”

设计人员在与工人打交道时多少有点犯怵，甚至

可能遇到老师傅的“刁难”：“听不懂”“干不了”。

这是因为设计师总追求完美并希望有所创新，工

人则希望做简单和有把握的事。

王岩禄，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设计师,却能够找

到创新、质量和操作难度之间的平衡点。面对“刁难”，

他会靠自己的实力和一点“蛮横”降服对方：“装傻是

吧？这么干行不行？！”

这样的底气，源自他拥有 4 年车间工艺工作经历，

对工人是不想干还是不能干有着精准的判断。

哈电机水电分厂，是王岩禄 1996 年大学毕业入厂

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入厂三年，他就干了一件让老师傅印象深刻的“大

事”：向当时资深的设计师提出异议——按照图纸设计

的轴承挡油管无法安装。

（下转第三版）

王岩禄：水电皇冠设计师
本报记者 陈 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国梧）天津宁河区大沙窝村

农民苗建强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近年来在科技特派

员的帮助下，做起了水产养殖生意，今年毛收入有望达

到 100万元。在天津，像苗建强这样通过科技帮扶致富

的不是个例。

天津市科委梁传辉工程师告诉记者，近年来天津

市通过农业科技特派员进村实施科技帮扶，促进了困

难村产业发展，实现了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天

津市科委也由原承担帮扶 4 个村，拓展为面向全市 500

个困难村。

天津按照产业、区域分布，目前在全市 500 个困难

村建起了科技帮扶网络，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系统化+

网络化+规范化”的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到 2014 年

底，天津市农业科技特派员发展到 1375人，实施科技项

目 213个，建立示范基地 371个，带动示范户 1.8万户，领

办创办合作社 51 个，领办龙头示范企业 9 个，建立科技

特派员工作站 43 个，累计培训农民 10.62 万余人，确立

科技特派员创业链 29 个，产业规模达到 20 亿元，带动

近万名农民就业。

在科技帮扶工作中，天津构建了一个“产业+团队+

基地+农户”的帮扶体系。首先在 10个产业遴选技术水

平高、实践经验丰富、行业内有影响力的首席科技特派

员。由首席特派员组织 10 名左右骨干特派员，组成产

业核心团队，负责该产业帮扶工作的组织和推动。每

个骨干特派员再组织建立 10—15人的区域产业帮扶团

队。在组建团队的同时，天津市还建设了一批示范效

果好、产业链完整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给困难村

农民提供“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技术。同时鼓励

基地发挥技术、品种和销售的优势，采取“公司+农户”

的形式，组织困难村农户统一购进苗种、采购农资、集

中销售，降低困难村农户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提高农民收入。为满足不同层次农民技术需求，实

现更大范围的展示、咨询、交流与培训，天津市还建立

了科技帮扶信息服务平台，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及时帮

助困难户解决技术难题。

天津农业科特派进村帮扶促产业发展
建成“产业+团队+基地+农户”新体系

开栏的话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需要每一位基层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在今年中国科协“创新

力量”优秀企业基层科技工作者推选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企业一线科技创新的佼佼者。（详见今日 6 版）。

扎根企业科研生产一线，在创新实践中取得重要成果，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他们把青春和智

慧献给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是千千万万投身创新驱动发展的基层科技工作者的代表。本报今起推出

“企业一线创新力量”专栏，讲述他们的创新故事，展现他们的创新精神。

新华社土耳其安
塔 利 亚 11 月 16 日
电 （记者陈贽 吴志
强 李斌）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第 十 次 峰

会 16 日 继 续 在 土 耳

其 安 塔 利 亚 举 行 。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出

席并发表讲话，宣布

中 国 将 主 办 2016 年

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峰会，介绍明年峰会

总体思路和设想。

习 近 平 指 出 ，中

国将于明年 9 月 4 日

至 5 日在杭州举办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第

十 一 次 峰 会 。 基 于

当 前 形 势 和 各 方 期

待，中方把 2016 年峰

会主题确定为“构建

创新、活力、联动、包

容的世界经济”。中

方 将 从 创 新 增 长 方

式、完善全球经济金

融治理、促进国际贸

易和投资、推动包容

联动式发展等 4 个重

点 领 域 进 行 峰 会 筹

备工作。

习 近 平 强 调 ，二

十 国 集 团 是 每 个 成

员 的 二 十 国 集 团 。

中方将保持开放、透

明 、包 容 姿 态 ，同 各

成 员 加 强 沟 通 和 协

调，共同把二十国集

团 维 护 好 、建 设 好 、

发 展 好 。 相 信 2016

年 峰 会 将 呈 现 历 史

和 现 实 交 汇 的 独 特

韵味。

与会领导人对中

方 主 办 2016 年 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峰 会

表示支持，一致同意

中 方 提 出 的 会 议 主

题 和 筹 备 重 点 。 与

会 领 导 人 还 就 国 际

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税 收 、反 腐 败 、国 际

贸 易 和 能 源 等 议 题

交换了意见，呼吁尽

快 落 实 国 际 货 币 基

金组织改革方案。

关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改革，习近平

强调，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改革目标是提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

权。中方欢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近日报告

关于将人民币纳入特

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

建议。

关于反腐败，习近

平强调，中国坚持有腐

必反、有贪必肃，以零

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加

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中方支持二十国集团加强国

际追逃追赃务实合作。

当天，峰会闭幕，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安塔

利亚峰会公报》和《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关

于反恐问题的声明》。

汪洋、周小川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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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线创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