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4日电（记者吉黎）俄罗斯

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 24 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军

事技术合作是两国发展特惠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双方当天会晤后以《实现互信迈向新的合作》为

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普京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俄印军事

技术合作问题，表示俄印联合制造“布拉莫斯”导弹

是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标准模式”，俄罗斯将为印

度大批量生产反潜导弹，双方不久还将讨论多功能

歼击机和多用途运输机的设计方案。普京说，双方

一致认为，两国定期举行“因德拉”海陆空演习非常

重要。

普京说，俄罗斯正在帮助印度建设库丹库拉姆

核电站，其中一号机组已于 2014 年 6 月投入商业运

营，二号机组将在几周内投产。三、四号机组将于

2016 年开工建设，计划 2020 年至 2021 年完工。五、

六号机组还在谈判中。

普京当天在与莫迪举行会晤时表示，俄印将全

面发展特惠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在政治问题、经济等

各个方面开展合作。

莫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莫斯科之行

“时间短暂，但成果丰富”。他说，印俄两国正在反恐

领域进行合作。

莫迪 23 日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天

的访问。

俄 印 联 合 声 明 重 视 军 事 技 术 合 作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4日电（记者吉黎）俄罗斯

战略火箭兵新闻处 24 日通报说，俄罗斯当日成功试

射一枚“白杨”RS－12M 洲际弹道导弹。

通报说，俄战略火箭兵战斗编组于莫斯科时

间 24 日 20 时 55 分（北京时间 25 日 1 时 55 分），在

靠 近 里 海 的 阿 斯 特 拉 罕 州 卡 普 斯 京 亚 尔 靶 场 试

射一枚“白杨”RS－12M 洲际弹道导弹。卡普斯

京亚尔靶场是试验洲际导弹弹头的良好场所，它

的 综 合 设 施 能 够 测 试 未 来 可 突 破 反 导 防 御 系 统

的弹头。

通报说，此次发射的目的是试验这种洲际弹道

导弹在未来可能使用的弹头，训练用弹头准确命中

哈萨克斯坦境内“萨雷－沙甘”靶场预定目标。

“白杨”RS－12M 洲际弹道导弹于 1983 年首

次 发 射 ，1985 年 开 始 服 役 ，设 计 服 役 期 为 10 年 ，

现 已 大 大 超 出 最 初 设 计 使 用 寿 命 。 俄 罗 斯 媒 体

曾 报 道 说 ，俄 军 计 划 继 续 延 长 这 种 导 弹 的 服 役

期，届时用更先进的“白杨－M”型洲际弹道导弹

取而代之。

俄战略导弹部队目前拥有约 500 枚不同型号的

洲际弹道导弹，其中包括约 300 枚“白杨”RS－12M

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为三级固体燃料火箭推

动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重量 45 吨，射程达 1 万公

里。它飞行速度快，抗干扰和突防能力强。近年

来，俄军多次进行“白杨”RS－12M 洲际弹道导弹

发射试验。

俄成功试射“白杨”RS－12M洲际导弹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刘园园）据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官网消息，该校科研团队近日研发出

一种强度极高但重量超轻的新型金属。

这种新型金属——精确地说是金属纳米复合材

料——由加入纳米碳化硅粒子的镁构成，可以用来制

造轻型的飞机、宇宙探测器、汽车等等，并有助于提高

这些设备的燃料效率。研究结果 12 月 24 日发表在《自

然》期刊上。

镁的密度只有铝的三分之二，是最轻的结构性金

属。碳化硅是一种超硬陶瓷，在工业制造中多用于切

割刀刃。科学家认为纳米陶瓷粒子可以在不破坏金属

可塑性的同时增加它们的强度，然而由于微小的粒子

具有相互吸引的特性，纳米陶瓷粒子在加入液态金属

后更倾向于凝聚在一起，而不是均匀地分散开。此前

没有科研团队能够成功将陶瓷纳米粒子分散在熔化的

液态金属中。

该校亨利·萨缪理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的科研人

员找到一种新的途径使纳米粒子稳定地均匀分散在液

态金属中。为了制造这种新型金属，科研人员将纳米

陶瓷粒子分散在液态的镁锌合金中，使它们依靠自身

动能分散并避免了相互凝聚。它们还使用了一种高压

扭转技术进一步增加金属的强度。凭借这种方法，研

究人员将大量小于 100 纳米的碳化硅粒子均匀地加入

到镁当中，增加了镁的强度、刚度、可塑性和耐热性。

这种新型金属所展示出的比强度和比模量均打破

了纪录。所谓比强度即材料断开时单位面积所承受的

力除以其表观密度，比强度越高表明达到相应强度所

用的材料质量越轻。而比模量即材料的模量（指材料

在受力状态下应力与应变之比）与密度之比，是衡量材

料承载能力的重要指标。

“通过将物理学和材料加工学相结合，我们的方法

使纳米粒子均匀而密集地分散在金属中，为提高不同

金属的性能以使它们满足当今社会提出的能源和可持

续性方面的要求铺平了道路，”该研究负责人李晓春

（音译）说：“新型金属家族具有颠覆性属性和功能，我

们的研究结果只是揭开了其潜在价值的面纱而已。”

新型金属强度极高但重量超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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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5日电 （记

者华凌）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创

建了一种新型荧光染料，不仅能带来

前所未有的清晰图像，还可快速被排

出体外，对于医学诊断和外科手术来

说具有极大应用价值。相关论文发表

在最新一期《自然·材料》杂志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生采用荧

光染料来查看皮肤下的病变，而许多

研究人员则致力于研发一类荧光染

料，这类染料在受到刺激后能发出接

近红外波长的光，给更深处组织更清

晰成像。但这些染料大多存在安全

隐 患 ：它 们 由 碳 纳 米 管 或 量 子 点 制

成，完全排除体外需要数天甚至几个

月，期间可能会对肝脏和脾脏造成副

作用，这个缺点阻碍了其在人体中的

应用。

如今研究人员称已经解决这个问

题。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新的分

子荧光染料是一种第二近红外窗口

（NIR-II）荧光染料，其发出的光中有

一定比例在近红外范围内。近红外光

的波长较长，血液和组织对其吸收和

散射幅度更小，因而对活体组织具有

更强的穿透力,能为体内组织更清晰地

成像。更重要的是，新分子荧光染料

能在 24 小时内随尿液排出体外，这一

进步将使得荧光成像技术在人体中运

用更安全。

研 究 人 员 在 论 文 中 详 细 阐 述 了

NIR-II 荧光成像技术对外科手术所

具有的潜在价值。通过这种技术可

以 生 成 体 内 组 织 的 实 时 图 像 ，与 层

析成像技术相比优势明显,后者可能

需要几分钟至几小时才能完成一次

扫描。

该研究团队领导者，斯坦福大学

化学教授戴宏杰（音译）表示，新型荧光染料的出现可能

使荧光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

诊断和手术来说意义重大。

美
研
制
出
可
快
速
排
出
体
外
的
荧
光
染
料

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革新、生物医学分析

技术的进步以及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精准医疗的

时代已经到来。精准医疗是一种定制医疗模式。它

以人体基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

相关内环境信息，为患者量身制定出最佳治疗方案，

以期达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

解读基因检测数据不可或缺

巴西圣保罗市卫生厅罗德里格斯研究员向科技

日报记者介绍说，近年来，巴西联邦及各州、市政府

对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不断加大投入，巴西民众的健

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也在

不断提高。但是现代医学的诊疗手段主要建立在解

剖学、细胞病理学及影像学检查的基础上，对于患相

同疾病的不同病人，医生通常会给病人开出标准剂

量的同一类药物，而没有考虑到不同患者会对药效

及副作用产生不同的反应，从而形成了当前的不精

准临床用药现状。

以肿瘤防治为例，肿瘤是一种基因组疾病，它

是正常细胞中基因突变的不断积累而导致的细胞

恶 性 增 殖 。 每 种 癌 症 都 有 自 己 的 基 因 印 记 、肿 瘤

标记及不同的变异类型。圣保罗市肿瘤医院佩德

罗主任介绍说，癌细胞非常的“狡猾”，它们会在一

定时期内“伪装”成正常细胞，逃避人体免疫系统

的 监 视 ，并 且 癌 细 胞 的 突 变 过 程 具 有 多 样 性 和 高

度 异 质 性 ，这 是 癌 症 治 疗 中 容 易 出 现 耐 药 性 的 关

键 因 素 。 在 精 准 诊 断 方 面 ，医 院 会 对 病 人 临 床 信

息资料、生物样本进行收集整理，并通过基因测序

技 术 对 病 人 分 子 层 面 信 息 进 行 整 合 ，由 此 医 生 可

以 早 期 预 测 肿 瘤 的 发 生 和 可 能 的 发 展 方 向 。 因

此 ，基 因 检 测 数 据 的 解 读 是 精 准 用 药 的 基 础 。 对

于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以及黑色素瘤和白血病

患者而言，基因检测已成为诊疗、预后判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基因检测有助于医生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案，同时也有助于提示患者疾病风险，进而整

体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靶向药物治疗精准且伤害最小

在肿瘤治疗领域，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病情，一

般推荐手术治疗，中晚期患者可以考虑其他治疗方

式。但具体的治疗方式可能会受到患者个人身体情

况、病情进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不同，医生会建议采取个体化治疗方案。佩德罗介

绍，所谓的个体化治疗，是根据肿瘤的病理和分子生

物学特征，为患者选择适当的治疗，使其获得尽可能

长的生存期。按照过去的治疗方式，医生根据经验判

断患者属于哪种类型，有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患者用药

无效。

运用靶向药物治疗，它的原理就是考虑每一个

个体健康的差异，制定个性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其优势在于，治疗药物可以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选择

结合点，干扰肿瘤细胞的生长，将其置于死地，而不

会波及周围的正常细胞。因此，相对于化疗等常规

治疗手段，靶向治疗不仅精准，还可以减少对患者身

体不必要的伤害，减轻痛苦，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以

延长寿命。

精准诊疗需为患者建立完
整数据库

在佩德罗看来，精准医疗的核心就是个性化的

治疗。肿瘤的个体化治疗应基于规范治疗，结合患

者的个体情况，选择更适合的治疗方法及药物。“即

便患同种癌症，患者之间也存在个体差异，况且肿瘤

内部同样有差异。正是由于个体差异性大，决定了

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同样的疾病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

不同效果。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治疗不足及过度，

我们急需精准医疗的出现。”佩德罗指出，常规化疗

的有效率为 70%，仍有 30%无效。在治疗前，医生无

法区分哪些病人可以从常规化疗方案中获益，也无

法提前预测药物的副作用。实施精准治疗之后，医

生可以在用药前，就知道病人是否可以从药物治疗

中获益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从而为病人提供精准

的医疗服务。

圣保罗肿瘤医院已经在医院内部建立起了一套

完整的患者数据库，以及规范化的生物样本采集、存

储系统。佩德罗对记者说，以上这些体系的建立与完

善，其目的就是为了向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诊断与治

疗，一方面可以把握住病人的最佳治疗时机，另一方

面也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佩德罗告诉记者，个体化治疗是未来癌症治疗的

方向。未来的个体化治疗将多方面考量患者各种信

息，包括个人情况（如性别、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等）、

影像、病理、基因等，更准确判断病情，针对患者的主

要基因变化进行治疗。

（科技日报圣保罗12月24日电）

精准医疗开启癌症治疗新篇章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左图为纯金属变形后所得样本，右图为新型金属纳
米复合材料变形后所得样本。两图中间的微型柱体直
径约为4微米。

12月24日，由泰国民联厅主办的“东盟文化节：走进东盟共同体”活动在曼谷开幕。活动将持续至12月26日，以文化展览、特色彩灯展览等形式展示东盟十个成
员国文化的多样性，并以此为契机，迎接年底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图为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文化节活动中，人们与东盟主题彩灯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24日电 （记者林小春 刘
劼）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 23

日和 24 日遭遇一连串龙卷风与暴风雨袭击，造成至

少 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密西西比州紧急事务管理局证实，该州已有7个郡

受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40余人受伤。另据美国媒体

报道，两天来，已有至少14起龙卷风袭击密西西比州。

由于恶劣天气仍在持续，密西西比州州长布赖

恩特 24日上午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布赖恩特在

一份声明中说，该州紧急事务管理局与公共安全局

正在向受灾地区调拨紧急救援物资。

田纳西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在 24日中午的最新通

报中说，该州有 3 人在与恶劣天气相关的事故中死

亡，分别是一名 22 岁男子、一名 70 岁男子和一名 69

岁女性，另有 10余栋民房受损，但没有发生大范围停

电事故。

在阿肯色州，一棵大树 23 日被大风连根拔起并

压倒民房，房内一名 18 岁女性死亡，另有一名 18 个

月的婴儿受伤。

美国国家气象局 24 日说，风暴正向美国东部地

区转移，但强度已经减弱。不过，美国南部地区局部

仍有可能有强烈的雷暴雨。

美国南部地区遭风暴袭击至少10人死亡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常丽君）喜爱甜

食的现象非常普遍，但驱使我们追求甜味的生理机制还

不太清楚。美国爱荷华大学（UI）一个研究团队在《细

胞·新陈代谢》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通过转基因小鼠

实验发现，肝脏产生的一种激素能抑制对甜味的偏爱。

这一发现有望帮助糖尿病或肥胖患者改善饮食。

这种名为 FGF21（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的激素

会抑制单糖的摄入。肝脏产生 FGF21 是对高水平碳水

化合物的响应，然后 FGF21 进入血液，向脑部发送信号

抑制对甜味的偏爱。

论文共同高级作者、UI 卡弗医学院药理学副教授

马修·波特索夫说，这是目前知道的第一种由肝脏产生

的专门调节糖摄入的激素。

以往研究解释了其他器官产生的激素怎样影响食

欲，但这些激素并不调节任何特殊营养（如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人类全基因组研究发现，特殊 DNA 变

异与人类某些特殊营养的摄入有关，这些变异中有两个

位于 FGF21 基因附近，UI 团队决定探索 FGF21 在调节

特殊营养偏好中的作用。

他们给正常小鼠注射了 FGF21，让它们在正常食物

和富糖食物间进行选择。他们发现，小鼠虽没有完全停

止吃甜食，但吃的只有正常情况的 1/7。在完全不产生

和过量（是正常情况的 500 倍）产生 FGF21 的转基因小

鼠中，前者吃的甜食多而后者吃的少。

根据这些结果，研究小组认为 FGF21 能降低甜食

欲望，减少糖摄入，但对不同糖类（蔗糖、果糖和葡萄

糖）的效果不一样，同时它也不影响复杂碳水化合物

的摄入。

为何爱吃糖，答案在肝脏

肝脏产生一激素调节甜食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