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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转基因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9日电 （记者张梦然）美国

《大众科学》杂志在线版 18日发文称，美国航空航天制

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将在 12年内发射一艘载

人飞船前往火星。该船已被命名为“火星大本营”

（Mars Base Camp），其将组建成一个实验室，搭载 6名

宇航员并于 2028年进入环火星轨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已发布人类登陆

火星的“几步走”计划，正在建造一个重型火箭太空发

射系统（SLS），并与洛·马公司共同构建“猎户座”载人

飞船。火箭和飞船将于 2018年进行首次无人测试，本

世纪 20 年代将携带宇航员进入人类未曾造访过的太

空深处。

从月球到火星这段遥远的旅途对人类充满了未

知，正式着陆火星也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鉴此，

NASA 迄今流露出的计划仍稍显模糊。而洛·马公司

民用太空探索首席技术专家托尼·安东内利表示，人

类在登陆火星之前先进入火星轨道是一个必要过程，

对此 NASA已有他们的计划，而洛·马公司负责为细节

“着色”。

“火星大本营”计划并非由 NASA委托建立。在该

计划相关飞船中所使用的技术，全部来自目前已经实

现或正在研发且中、短期内即可实现的技术。据悉，

“火星大本营”将与两艘“猎户座”飞船对接，形成更大

的栖息和实验室模块，组合前往火星。其中一艘“猎

户座”飞船将负责提供导航与通信；另一艘备用的“猎

户座”将在宇航员遇到麻烦时提供逃生途径。

SLS 重型火箭将分几次将“火星大本营”飞船发

射，并在月球轨道附近完成组装。功能模块添加完成

之后的 10 到 11 个月的时间，“火星大本营”飞船将抵

达火星轨道，这些模块将可协助宇航员登陆火星、返

回轨道上的“火星大本营”飞船以及最后回归地球。

一 个 环 绕 在 火 星 轨 道 的 空 间 实 验 室 ，除 了 能

为 宇 航 员 找 准 登 陆 地 点 ，还 可 能 让 前 去 的 科 学 家

有直接寻找火星生命的机会——土壤样本可以在

轨 道 实 验 室 里 就 地 分 析 ，远 比 从 火 星 车 向 地 球 传

数 据 的 间 接 方 式 更 为 敏 锐 精 准 。 届 时 ，科 学 家 们

在火星表面及轨道驻留

短短数月间所完成的科

学 项 目 ，将 比 过 去 40 年

里人类所有派往火星的

机器人完成项目的总和

还要多。

在上月球前先绕月飞行，这一程序也将适用人类登陆火星……

美公司计划12年内将人送往火星

科技日报北京5月 19日电 （记者唐先
武 通讯员俞莹）军事医学科学院 307 医院

刘兵课题组联合北京大学汤富酬课题组、中

国医学科学院袁卫平课题组，高效捕获稀有

的造血干细胞前体，从而在单细胞功能及分

子层面揭开了其发育过程的神秘面纱。“中

国造血干细胞之父”吴祖泽院士称之为“全

球造血干细胞发育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重大发现”。19 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

这一研究论文。这是我国血液学研究者首

次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

“前体”是体外造血干细胞再生的关键

节点，具有深入挖掘价值和研究意义。然

而，其在胚胎发育时期数量极其稀少。以

小鼠为研究模型，每个胚胎主动脉区域存

在数十万个细胞，而其中真正的前体不足

10 个。因此，想要精确识别并分离目标细

胞，犹如大海捞针。刘兵课题组得益于长

期在造血干细胞发育及再生领域积累的丰

富知识和经验。为挖掘干细胞发育过程的

“金矿”——分子调控机制，刘兵课题组与

北京大学汤富酬课题组合作，从单个细胞

水平揭示了整个造血干细胞发育连续阶段

的单细胞转录表达谱。他们从中发掘出富

集前体的新标志，以及造血干细胞特化的

信号通路、转录因子调控网络、发育过程中

细胞增殖特征等。此后，刘兵课题组与中

国医学科学院袁卫平课题组合作，利用条

件敲除技术发掘出特异性调控造血干细胞

发生的信号通路。最后，通过组间比对，挖

掘出极有价值的造血干细胞前体的“特征

基因”。这些基因对于识别造血干细胞的

特化过程以及指导体外再生，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指导意义。

造血干细胞前体神秘面纱揭开

科 技 是 国 家 强 盛

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

之魂。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

兴起的时代大潮，引领经

济发展新常态、决胜全面

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以深邃的历史眼

光、宽广的全球视野，作

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前

途命运的重大决策，把创

新发展理念置于新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必须坚持

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我

国科技创新翻开了新的

篇章。

日前，党中央、国务

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

这是我国创新发展进程

中具有纲领性、标志性的

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

创新驱动的一系列重大

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进一步阐述了创新驱动

是什么、创新驱动为什

么、创新驱动怎么干等重

大问题，为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顶

层设计和根本遵循，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创新驱动符合历史

发展的演进逻辑。从历

史的深处看未来，创新强

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

殆。古代中国长期走在

世界前列，发达的科技文

明曾为世界作出重大贡

献。近代中国落后挨打，

根子就在科技落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要求我们真正用

好科学技术这个最高意

义上的革命力量和有力

杠杆。

创新驱动符合大国

之间的竞争逻辑。16 世

纪以来，世界发生了数次

科技和产业革命，每一次

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

格局。当前，世界范围内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孕育突破，科技

创新的“奥林匹克”赛场

硝烟四起，我们在创新驱

动发展上不能等，也不能慢。

创新驱动符合我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我国十几亿

人口未来要进入现代化，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高消耗资

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

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关键要依靠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为此，《纲要》将视距投向本世纪中叶的中国，擘画

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到 2030年

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

奠定坚实基础，进而到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形势要

求我们把创新发展理念更好树立起来，把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更好落实下去，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

轮”驱动，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培育各类主体协

同互动和各类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创新生态，加

快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和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

动为主的战略转变，为我国未来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创

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

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新路。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我们的任务就是——

创新，创新，再创新！

改革，改革，再改革！

实干，实干，再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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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美国国

家 科 学 、工 程 和 医 学

学 院 在 发 布 的 题 为

《转基因作物：经验与

前景》的报告中称，市

场上的转基因作物不

仅 安 全 ，而 且 对 人 类

和环境还有好处。这

份长达 408 页耗时两

年的报告，由 20 名来

自大学与研究机构的

专 家 共 同 完 成 ，这 再

次印证了科技界许多

支持转基因研发的科

学家观点。

实 际 上 ，随 着 对

转基因技术的深入了

解 ，近 年 来 国 外 对 转

基因食品和作物的态

度 大 有 转 变 ，开 始 更

为理性。

转基因作
物可安全放
心食用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

工 程 和 医 学 学 院 专

家 组 称 ，他 们 分 析 了

过去 30 年中约 900 项

基 因 工 程 技 术 的 研

究 报 告 ，听 取 了 3 场

公 开 听 证 会 和 15 场

网 络 研 讨 ，并 吸 纳 了

超 过 700 条 公 众 意

见 ，撰 写 成 了 这 份 报

告 。 报 告 认 为 ，未 发

现 转 基 因 食 品 比 其

他 食 品 更 不 安 全 的

明显证据。

研究得出的主要

结 论 包 括 ：转 基 因 食

物对人类健康没有明

显 负 面 影 响 ；抗 病 虫

害或抗除草剂转基因

作物不会破坏植物或

昆 虫 多 样 性 ，而 且 可

减少杀虫剂使用，对人类有利；基因漂移不会对附近传

统作物造成危害等。

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不仅可以放心食用，而且不

会造成环境问题。

转基因作物能解决粮食问题

报告认为，总体而言，种植转基因大豆、棉花与玉米

对农民有积极的经济影响。实际上，它也是目前解决粮

食短缺问题的重要手段。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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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19日电（记者唐婷）日前，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纲要》围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明确了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部署、任务和保障措施等，

提出了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 2030 年跻身

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

“三步走”战略目标。

《纲要》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

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

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

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作为顶层设计文件，《纲要》突出战略性、思想性、

系统性。《纲要》提出，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纲要》

提出了四条基本原则，包括紧扣发展、深化改革、强化

激励、扩大开放。

《纲要》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

署，强调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

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双轮驱动

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

续发力。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六大转变

就是发展方式、发展要素、产业分工、创新能力、资源配

置、创新群体的一系列转变。

在部署战略任务方面，《纲要》提出，一是推动产业

技术体系创新，创造发展新优势；二是强化原始创新，

增强源头供给；三是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

增长极；四是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创新互动；五是壮大

创新主体，引领创新发展；六是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

程，实现重点跨越；七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筑牢创

新根基；八是推动创新创业，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

《纲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从体制

改革、环境营造、资源投入、扩大开放等方面加大保障

力度。具体从改革创新治理体系，多渠道增加创新投

入，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完善突出创新导向的评价制

度，实施知识产权、标准、质量和品牌战略，培育创新友

好的社会环境等 6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纲要》见三、四版）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印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5月19日，第十九届北京科博会展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集中展示了前沿优秀科技成果。其中,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VR)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纷纷登场。图
为展会上展出的巴铁智能交通系统。 本报记者 董志翔摄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近 日 印 发《国 家 创 新 驱 动 发

展战略纲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 19 日接受新华社

专访，权威解读纲要出台的背景、目标、部署、任务和保

障，深刻剖析如何在“四个全面”统领下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以及科技创新与全面创新的关系等。

创新发展是大势所趋、国运
所系、形势所迫
问：请您介绍纲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王志刚：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

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创新驱动发展

是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战

略，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

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契合我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

实逻辑。

创新发展是国际竞争的大势所趋。当前世界范围

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只有努

力在创新发展上进行新部署、实现新突破，才能跟上世

界发展大势，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创新发展是民族复

兴的国运所系。国家实力归根到底是由创新能力决定

的。必须真正用好科学技术这个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

量和有力杠杆，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创新发展是我国发展的

形势所迫。未来 5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

性阶段，能否成功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看能否依靠创新打造发展新

引擎、培育增长新动力。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国家科改领导小组

组织协调下，科技部会同 20 多个部门认真开展创新驱

动发展顶层设计，起草形成了纲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纲要是新

时期推进创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对于指导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事业发展都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下转第八版）

依靠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 培育增长新动能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权威解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新华社记者 余晓洁 吴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