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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转基因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观察家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2日电 （记者张梦然）英国

《自然》杂志 12日在线发表的一项医学研究称，科学家

通过小鼠、果蝇和人类的研究数据显示，神经降压素

可直接促进脂肪吸收和肥胖发生。该项研究结果表

明，有着高水平神经降压素前体的中年人，在其接下

来的人生中发展为肥胖的几率是拥有低水平神经降

压素前体的人的两倍，因此神经降压素可能是肥胖预

防和治疗的潜在靶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发现一种生物活

性物质，其可以使小鼠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并使

皮肤血管扩张及血压下降。这种物质位于神经组织

内，同时兼有降血压的作用，被命名为神经降压素。

目前，虽然已有研究显示高水平神经降压素应和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及死亡的风险增加有关，但并没有确

切证据表明以上疾病和神经降压素的直接关系。

此次，美国肯塔基大学马克·埃弗斯和他的研究

团队发现，缺乏神经降压素的小鼠，在被喂食高脂肪

食物时，吸收的脂肪比它们同窝的野生型小鼠少。同

时，这些缺乏神经降压素的小鼠也免受例如胰岛素抵

抗增加这种高脂饮食相关症状的困扰。他们的研究

还显示，在小鼠和果蝇中，神经降压素抑制了一种调

节代谢的关键酶——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的

活性。这个调节通路在演化上得以保留可能是为了

保证有效地吸收摄入的脂肪。

研究人员对 4632个成年人进行的追踪研究显示，

神经降压素前体水平和体重指数与腰围尺寸之间有

显著相关性。非肥胖人士中神经降压素前体水平最

高的四分之一，后来成为肥胖人士的几率，是神经降

压素前体水平最低的四分之一非肥胖人士日后发胖

几率的两倍还多。论文作者指出，神经降压素前体的

水平是否可以预测到儿童和青少年未来的肥胖几率，

还需进一步研究。

研究人员表示，这也是首次证明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等症有神经降压素的“参与”。

神经降压素属于一种肽类物质，是科学家从牛

的 下 丘 脑 组 织 中 提 纯 P 物 质 时 意 外 发 现 的“ 副 产

品”，目前认为很多疾病都伴随了神经降压素的升

高，包括帕金森、神经分裂、疼痛甚至癌细胞生长。

加深这种肽与肥胖者之

间关系的认识，可以帮

助科学家们设计出更好

的药物来防治肥胖，并

发掘出它更广泛的生物

学作用。

神经降压素或是肥胖防治潜在靶点

“ 我 国 对 转 基 因 成

分 检 测 的 精 度 可 达 到

0.1％ ，也 就 是 说 如 果

1000 颗玉米中混杂了一

颗转基因玉米都能被检

验出来。”近日，在与科

技日报记者谈到转基因

安全时，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副院长黄昆仑

打了这个比方。

转基因安全一直牵

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

通过将人工分离和修饰

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基

因组中，转基因技术带

来更优的生物体遗传性

状，也带来对其安全性

的连绵争议。

“目前，我国转基因

重大专项中有 25％的经

费用于研究生物安全，

这个比例在所有的重大

研发计划中是最高的。”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

民看来，我国已经建立

了转基因国家安全监管

体系、安全服务体系和

平台，培养了一批掌握

技术的人才队伍，有能

力确保转基因产品产业

化的安全。

我国的
安全评价慎
之又慎、严之
又严
“ 任 何 新 技 术 的 应

用都可能存在风险。转

基因技术如此,人们熟悉

的杂交育种技术也是如

此。”中国农业科学院生

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

敏说，在各类生物育种

技术中，迄今只针对转

基因技术建立了系统的

安全体系，这足以克服

和避免应用转基因技术

带来的潜在风险。

在 转 基 因 安 全 管

理 方 面 ，我 国 早 在 10

多 年 前 就 与 发 达 国 家

接轨。1993 年，国家科

委制定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性文件。1996 年，

农 业 部 正 式 实 施《农 业 基 因 工 程 安 全 管 理 办 法》。

2001 年 5 月 23 日 ，国 务 院 又 颁 布 了《农 业 转 基 因 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将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从研究试验延伸到生产、加工、经营和

进出口各环节。”林敏说。

应用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涉及生态环境

安全、人畜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转基因安全性

评价包括食用安全性评价和环境安全评价，其中食用

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营养学、毒理学和致敏性评价等

内容。

“2009 年，转基因抗虫水稻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

转基因安全证书。在此之前，我国已对该品种转基因

水稻进行了长达 11年的安全性评价。”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说，我国对转基因水稻

的安全评价慎之又慎。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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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月前，一份网络匿名举报使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孙选中成为一名“疑似”学术不端者。5 月 9 日，中国

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回应称，孙选中教授涉嫌学术

不端调查启动近 7 个月仍无结论。一位学者深陷舆论

漩涡半年有余，无法自证清白也没人对他“宣判”，这让

人不得不追问，谁来监督学术监督机构？

七个月的时间，要证明一位学者是否有学术不

端行为，应该不是太难。即使校方暂时无法得出一

份客观、合理的最终结果，至少可以就调查的阶段进

展与公众进行沟通。可惜，七个月来，我们什么都没

看到。正如报道所说，中国政法大学校学术委员会

下设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就此事多次开会，始终没有

给出结论。

这样的情景与 6年前何其相似。2010年，上海大学

教授朱学勤被网络匿名举报。虽然对朱学勤以及上海

大学的批评之声甚嚣尘上，但校方却迟迟不肯按下学

术不端调查的启动键。直至朱学勤本人不堪舆论困

扰，自请升堂力证清白。

学术监督机构本是学术诚信的守门人，可是又该

谁来监督他们？朱学勤、孙选中的境遇并非偶然。在

过往对其他“疑似”学术不端者的调查中，总能瞥见相

关学术监督机构有些“惰政”的神情。他们是维护学术

诚信的“法官”，却更乐意见到“被告”与“原告”在众目

睽睽下冲突互殴，而不是举起正义的法槌明辨是非。

他们期待的也许是舆论的淡忘，而非涤清学术净土。

没有问责，何谈责任。本是学术诚信的守门人，如

今却成为视舆论缓急行事的“见风使舵”者，是时候对

学术监督机构也引入监督者了。

谁来监督学术监督机构？
徐 玢

5 月 11 日，美国内华达州干燥的沙漠中，一项时长

仅 1.9秒的测试引起世人瞩目。

在这里，美国创业公司 Hyperloop One（超回路 1

号）对超级高铁技术进行了首次公开测试。取得成功

后，该公司 CEO 自信地宣称，可能在 2019 年推出货运

超级高铁，并在 2021年实现客运。

于是，超级高铁迅速填充人们的想象空间，也很快

招来不少质疑之声。

超音速：简单测试，远大梦想

实际上，这项测试相当简单，甚至有些简陋。

当日，测试原型车以 2.4Gs的加速度启动，在预先铺

设的轨道上疾驶 1.9 秒后，冲进轨道尽头的沙子并停下

来，其时速大约为115英里，仅相当于一辆快速行驶的汽

车而已，无怪乎有媒体称这项测试有点“平淡无奇”。

不过，这项不足 2 秒钟的测试却包含 Hyperloop

One 的梦想，它的愿望是让高铁实现超音速行进，时速

达到 1125 千米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就能把北京

的乘客送到上海。

这个远大目标最初由 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提出，它与磁悬浮

列车类似，只不过列车除了悬浮，还要在真空管道中运

行，这样不但没有地面摩擦力，而且几乎没有空气阻

力，因此只需要非常小的动力就可以极快的速度行

进。由于马斯克忙于自己旗下的几家科技公司无暇顾

及此事，便将这一设想公开让有兴趣的人去开发。

马斯克的想法不但得到了响应，而且引起了竞

争。目前，除了 Hyperloop One，还有一家美国创业公

司为实现超级高铁的设想不遗余力。

准真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回过头来看这场测试，似乎与超级高铁相差甚远，

但媒体所言的“Hyperloop 的一小步，未来交通的一大

步”，也许并不夸张。

“技术层面是可行的。”中国中车唐山公司总工程

师孙帮成毫不犹豫地说：“超级高铁是符合物理原理

的。”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列车高速行驶过程中 70%以

上的阻力来自空气摩擦，而超级高铁就是要模拟出一

种高空环境，就像飞机在天上飞一样，阻力小很多。

孙帮成强调说，超级高铁的真空管道并非完全真

空，而是准真空。也就是说，还存在一定的空气阻力，

只是非常小，所以只需要很小的推动力就可以实现长

时间高速疾驶。在马斯克的设想里，这种推动力来自

列车车厢尾部的涡轮机。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真空管道也是超级高铁最大的

技术难点之一。孙帮成认为，真空管道之难，并不在于抽取

真空，而在于保持真空。毕竟真空管道很长，高铁运营环境

复杂，材料又有一定寿命，如何避免“漏气”是很大的难题。

高成本：致命弱点，推广难点

Hyperloop One确实惹来不少质疑之声，但矛头并

非指向超级高铁的技术原理，而是其推广成本。

美国南加州大学交通运输工程项目负责人詹姆

斯·穆尔二世指出，这一概念在成为现实并大规模应用

之前，会遭遇安全性、融资和土地所有权等诸多问题。

“没错。”提到推广成本，孙帮成表示赞同。他认

为，铺设磁悬浮轨道和真空管道成本很高，对真空管道

进行维护的成本也很高，而且由于现在超级高铁还处

于概念验证和技术测试阶段，其真正实现后所面临的

成本现在还难以估计。

“但是路面交通需要提速，而高铁通过磁悬浮克服

地面摩擦后，继续提速的唯一方法就是克服空气阻力，

这也是可以实现的方法。”孙帮成说，“超级高铁不但可

以让人们真正实现贴地飞行，而且还可以解决高耗能

和噪音问题。”

孙帮成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据他了解，目前国内已

有高校在研究超级高铁技术，只不过是通过小比例的

实验设备研究如何实现真空管道和列车驱动控制。

比飞机还快的超级高铁来了？
美“超回路 1号”公司称，2019年实现货运，2021年实现客运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科技日报杭州5月 12日电 （通讯员周
炜 朱原之 记者宦建新）山西忻州一块摩崖

碑持续了将近百年的“身世”之谜，5月 10 日

被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山西大学和山西博

物院破解。经确认，碑主是西晋使持节监并

州诸军事胡奋，这块碑是在他平定并州胡乱

获胜后的登高纪功碑，为迄今山西省境内发

现的第一块西晋碑。

浙江大学自主研发的高保真三维数字

化技术识别了仅靠肉眼无法识别的细节与

关键信息。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曹锦炎教

授介绍说，高保真三维数字技术首先用 3D

激光扫描仪为碑体做一个精度 0.2 毫米的

“全身”扫描；扫描图像导入合成及分析软件

后，原本石头的质地和纹理等干扰因素被移

除，分析软件调整观察碑面的角度和光线，

这一过程类似在实地用电筒照射碑面并用

肉眼观察辨认的过程，但更加纤毫毕现。

记者在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工作室看

到：地面上铺着一张长约2.9米，宽约1.3米的

拓印件。边上立着一块 55英寸显示屏，被高

保真三维扫描处理后的碑文图像在屏幕上放

大显示。拓印件上，靠近边缘的字迹就像一片

迷雾，完全辨识不清。即使用尽眼力，碑额上

第一个字只能看到三条淡淡的横线。是“奉”

字，还是“秦”字？当时意见十分不统一。转向

大屏幕，通过鼠标控制，屏幕上的这块碑可以

被无限放大，并任意调节角度及光照条件。当

调节到一个特定角度，发现三“横”边上还有两

“竖”——“应该是个‘晋’字！”。“解”出了“晋”

字，学者们迅速锁定了年代即为西晋。用同样

的方法，专家们继而识读出碑文中“奋字玄威”

等内容，确定了碑主就是胡奋的判断，并且能

与《晋书》等史料相印证。

百年摩崖碑“身世”之谜破解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建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

范 基 地 的 实 施 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系

统部署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工作。

《意 见》指 出 ，为

在 更 大 范 围 、更 高 层

次 、更 深 程 度 上 推 进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

加 快 发 展 新 经 济 、培

育 发 展 新 动 能 、打 造

发 展 新 引 擎 ，按 照 政

府引导、市场主导、问

题 导 向 、创 新 模 式 的

原 则 ，加 快 建 设 一 批

高水平的双创示范基

地 ，扶 持 一 批 双 创 支

撑 平 台 ，突 破 一 批 阻

碍双创发展的政策障

碍 ，形 成 一 批 可 复 制

可推广的双创模式和

典型经验。

《意 见》强 调 ，要

支持双创示范基地探

索创新、先行先试，在

拓宽市场主体发展空

间、强化知识 产 权 保

护 、加 速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加 大 财 税 支 持 力

度 、促 进 创 业 创 新 人

才 流 动 、加 强 协 同 创

新 和 开 放 共 享 等 方

面 加 大 改 革 力 度 ，激

发体制活力和内生动

力 ，营 造 良 好 的 创 业

创 新 生 态 和 政 策 环

境。

《意见》确定了首

批共 28 个双创示范基

地，包括北京市海淀区

等 17 个 区 域 示 范 基

地、清华大学等 4 个高

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

地、海尔集团公司等 7

个企业示范基地。

《意 见》明 确 ，要

以促进创新型初创企

业 发 展 为 抓 手 ，以 构

建双创支撑平台为载

体 ，分 类 推 进 双 创 示

范 基 地 建 设 ，并 提 出

了各类型示范基地的

建 设 目 标 和 建 设 重

点 ：一 是 区 域 示 范 基

地要以创业创新资源

集聚区域为重点和抓

手 ，重 点 推 进 服 务 型

政 府 建 设 ，完 善 双 创

政 策 措 施 ，扩 大 创 业

投 资 来 源 ，构 建 创 业

创 新 生 态 ，加 强 双 创

文化建设。二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要充

分挖掘人力和技术资源，促进人才优势、科技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重点完善创业人

才培养和流动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大

学生创业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双创支撑服务体

系。三是企业示范基地要发挥创新能力突出、创

业氛围浓厚、资源整合能力强的领军企业核心作

用，重点构建适合创业创新的企业管理体系，激

发企业员工创造力，拓展创业创新投融资渠道，

开放企业创业创新资源。

《意见》要求，双创示范基地所在地人民政府、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完善组织体系，出台有针

对性的政策措施，保证政策真正落地生根，进一步

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建立地方政府、部门政策协

调联动机制，为高校、科研院所、各类企业提供政策

支持、科技支撑、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等保障条件，

形成强大政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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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5月11日，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超回路推进系统”的一个金属测试装置沿铁轨加速疾驰。
左下图 5月11日，“超回路1号”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布·劳埃德（中）和两位联合创始人沙尔文·皮谢瓦尔（左）、布罗根·班布罗根（右）庆祝。
右下图“超回路推进系统”测试装置的模型。 新华社记者 郭爽摄

“超回路 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