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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和之前

的系列文件一脉相承，但它又是

更高层次的部署，是对创新驱动

发展的顶层设计。”科技部火炬

中心党委书记翟立新表示。

5月 19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纲要》，提出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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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走”

目标，并做出具体部署。

翟立新参与了《纲要》前期

调研和制定工作。在他看来，

《纲要》体现了当前与长远的结

合、改革与发展的结合、全面与

重点的结合。

“《纲要》提出了‘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指引了中国未来

几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份

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

部长吕薇表示。

令吕薇印象最深的是《纲

要》对改革的表述。《纲要》提

出，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

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强化

科技与经济对接，遵循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规

律，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

障碍和制度藩篱，构建支撑创

新驱动发展的良好环境。“以前

我们总是就科技论科技，但创

新需要综合政策的支持，有效

的创新必须从市场获得认可，

研发只是创新的一部分。”吕薇

说，《纲要》部署的系列政策措

施体现了综合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副

主任朱道本院士则评价：“这是

一份科学、务实的文件。如果只

是喊口号，起不到实际效果，但

《纲要》对具体任务作了科学部

署和安排。”

朱道本印象较深的是文件

里强调要营造崇尚创新的文化

环境。《纲要》提出，倡导百家争

鸣、尊重科学家个性的学术文

化，增强敢为人先、勇于冒尖、大

胆质疑的创新自信。“如果我们

还是觉得落后于别人，始终跟着

别人走，想要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是不太可能

的。”朱道本说，科研人员和管理者都需增强自信心。

朱道本还特别关注《纲要》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提出

“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是《纲要》的一大亮点。“新

兴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基础研究提供动力，科技发展的最

终目标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纲要》再次明确了这一观点，

将对我国前沿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朱道本说。

翟立新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实践证明，企

业转型升级，没有技术突破不行，关键核心技术也买不

来，这个就要靠自己突破。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包

括新兴产业的培育，都需要雄厚的基础研究积累和量

大面广的探索性研究。

在翟立新看来，特别重视企业和企业家在创新创

业中的作用是《纲要》的亮点之一。《纲要》提出，大力倡

导企业家精神，树立创新光荣、创新致富的社会导向，

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和财产权，培养造就一大

批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创新型企业家。

《纲要》在“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创造发展新优

势”里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智能

绿色制造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现代能源技术、资源高

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智

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技术、健康技术、现代服务技术、引

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十大技术。

“这最后一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当前各学

科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看得明白

的趋势我们做了相对清楚的描述，将‘能引领产业变

革的颠覆性技术’写进来，是符合科技发展趋势的。”

翟立新说。 （科技日报北京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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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巴士、人形机甲、燃氢跑

车……5 月 19 日开始，北京科博会

的展览上，一些抢眼的新机器赚足

人气。部分高精尖展品更是首次

公开亮相。

海洋机器大放异彩

就 像 电 影 里 的 作 战 机 甲 ，潜

水员钻进高大的人型装备，仿佛

是放大了的宇航服，在海底运动

“ 四 肢 ”。 海 洋 科 技 展 区 里 ，2 米

多高的可内装一人的潜水装备吸

睛无数。据工程师介绍，这款装

备是用于海底维修和救援的——

由“蛟龙”号研制单位 702 所开发

的“单人常压潜水装具”，最大下

潜 深 度 可 达 500 米 ，普 通 的 潜 水

装备则不超过 300 米。同类潜水

装备的关节部位一般是球状，容

易漏水；中国版则改为上下两段

的新密封办法，保证水压越大咬

合越紧。

此次海洋展区不光有 4000 吨

级“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海上核电

平台船，还有各种工作船舶的大模

型展示。现场还请来了几款小巧

可爱的潜水机器人，外形有点像常

见的旋翼无人机，只是更加敦实。

它们依靠旋翼游弋浅海，一般用来

拍摄和监控。

中船重工研制的 UUV（无人

水下航行器）也原样搁在展区里，

它长达 5米，水桶粗细，尾部有推进

器，好像一枚加长的鱼雷。它能够

在水下搜集各种数据，执行一些复

杂任务。

极端环境下的探索者

在高 3.4 米，长 8.2 米的原样大

小复制的“蛟龙”号模型前，观众排

起了队，要挤进去瞅瞅。模型如同

一只敞开肚子的鲸鱼欢迎观众到

来。厚厚的金属壁内部，是能容纳

3 人的舱室，里面有操作台和仪表

盘。幽幽的蓝光提醒人们已经置

身海底。“蛟龙”极端抗压能力能让

它创纪录地在 7000 米深的海下操

作机械臂。

不远处，是正在月球上服役的“月兔号”原样模

型。参展人员介绍说，中国自己研发的这辆月球车

为太阳能驱动，能耐受月球表面真空、强辐射、摄氏

零 下 180 度 和 摄 氏 零 上 150 度 极 限 温 度 的 极 端 环

境。它还具备 20 度爬坡、20 厘米越障能力，配备了

测月雷达、全景相机、红外成像光谱仪等探测仪器。

此外，月球车的轮步平台底盘的实物，也被研究所带

到了科博会现场。

可能会改变生活的交通工具

科博会首日，“巴铁”的展台前就挤了个水泄不通，

凑热闹的好奇观众围在巨大的城市模型周围，缩微的

道路上不光跑着小轿车，还有一种下部犹如隧道，上部

是载人舱的交通工具，不时从头顶上越过小轿车。

这种交通工具既像地铁，又像巴士，正在国内几家

城市试建设。几年前它在科博会上首次露面曾被国际

上的媒体关注。据介绍，它着眼于替代地铁和 BRT，有

地铁的运载量，而造价则低得多。工程师期待它能减

少三分之一的城市拥堵。

还有一种奇怪的交通工具：它是全封闭的窄版

汽车，但和摩托车一样只有两个轮子。这款中国人

研发的两轮电动轿车，应用了平衡车的陀螺仪技术

来稳定。它的电池能插拔，可以高速行驶，而能耗比

现在的电动跑车低得多。还能横向行驶，原地转弯，

方便在城市里停车和掉头。据介绍，开发团队已经

拿到了投资。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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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

平5月2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

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各地区各

部门要把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上

重要位置，坚定改革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加强分类指导，

注重精准施策，提高改革效应，放大制度优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

化建设的意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

见》、《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关于发

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各地区以改革举措落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

会议指出，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对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

义。要针对突出问题，在合理规划城乡义务教育学校

布局建设、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筹城乡

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稳定乡村生源、保

障随迁子女就学、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等方面推出

务实管用办法。要加大对乡村特别是老少边穷等地区

义务教育扶持力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都有机会接

受公平、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要注意结合地方实际，因

地制宜选择发展路径。

会议强调，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要着眼于完

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构建完备的执法制度体系、

规范的执法办案体系、系统的执法管理体系、实战的执

法培训体系、有力的执法保障体系，实现执法队伍专业

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管理系统化、执法流程信息

化，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要增强执

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严格执法监

督，解决执法突出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

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会议指出，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坚持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为出发点，以能力建设为基础，以建

立健全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增强法律保障为重

点，积极扶持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形成布局合理、管理

规范、服务完善、充满活力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要把

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重点放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

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方面。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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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刘海英）美国卡

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可大规模

制备间充质干细胞（MSCs），并在不使用转染剂的情

况下对其进行标记和磁共振成像。这一成果或将推

动 MSCs在细胞疗法和再生医学中的应用。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科学报告》上。

MSCs是干细胞家族的重要成员，可分化为脂肪、

骨、软骨、心肌等多种组织细胞，在修复骨骼、软骨及

受损心脏细胞，治疗炎症和免疫系统疾病方面具有很

大潜力。然而，目前在美国使用 MSCs 进行临床治疗

的数百个病例中，结果喜忧参半：有的病人反应良好，

有的病人则没有反应。要弄清其原因，研究人员需要

在这些细胞进入人体后对其进行跟踪，看它们是否被

移植到了合适位置。而要做到这一点，需利用超顺磁

性氧化铁对比剂对细胞进行标记，并用磁共振成像技

术对病人成像。

纳米氧化铁（Ferumoxytol）是目前唯一被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使用的超顺磁性氧化铁对比剂，但

其需要转染剂对细胞进行标记，这会改变细胞的生物

学特性，抑制其功效，并不可取。此外，培养可用于临

床的大量 MSCs 也很困难，当前方法会导致培养出的

细胞大小不同，功能也存在差异。

卡内基梅隆大学发布的新闻公报称，该校生物科

学教授何乾（音译）及其同事开发出一种“生物模拟”方

法，可大规模培养 MSCs。他们通过传统方法从骨髓中

提取细胞，将 MSCs与其他细胞分离，然后通过引入骨

髓中其他类型细胞，在培养皿中创造出一个与体内极

其相似的环境，培养并扩大MSCs群。这样培养出来的

MSCs会保持合适的大小和较强的再生能力，并能内化

纳米氧化铁。这样，研究人员无需通过转染剂对细胞

进行标记就能更安全有效地对细胞进行跟踪观察。

公报称，MSCs能力出众，利用这种新方法可以制

备更多的原生细胞，将会极大推动 MSCs 在细胞疗法

和再生医学中的应用。

间充质干细胞（MSCs）目前有两方面应用——

修复组织和器官损伤，以及用于制作人工组织和器

官的种子细胞，而“如何获得充分量的 MSCs”位列尚

需解决的关键系列问题之首，“如何保持长生命期”

紧随其后。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新思维在于，

将 MSCs“送回”它本该依附的熟悉环境（培养皿模

拟）中，又减少了一道影

响其发挥全部作用的程

序（转 染 剂 标 记 细 胞）。

细胞疗法再向前迈进一

步，众多病患终将成为受

益人群。

新型生物模拟法能制备间充质干细胞
无需转染剂即可对其标记并成像

在北京科博会的展览上，海洋机器大放异彩。上图 用于海洋石油勘探的新型水下巡航器。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左下图 用于超深渊科考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比例模型。本报记者 董志翔摄 右下图 用于海底维修和救援的“单人常压潜水装具”。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科技日报杭州5月 20日电 （通讯员夏
平 周炜 记者宦建新）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

生物工程学院邢华斌实验室与爱尔兰利莫

瑞克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

校的合作者制备出离子杂化多孔材料，用于

分离乙炔和乙烯，在达到高分离选择性同时

获得很高的吸附容量。相关研究论文 20 日

由《自然》杂志在线发表。

气体分离过程中普遍存在选择性和容

量难以兼具的现象，选择性和容量就像坐

“跷跷板”，一边高了另一边就低了，很难达

到平衡。邢华斌实验室最新的进展打破了

“跷跷板”这一限制。

乙烯生产的技术水平、产量和规模标志

着一个国家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水平，乙炔

则被誉为“有机化工之母”。两者都从石油、

页岩气或者煤炭裂解而来，需要分离才能提

纯。工业生产线上百万吨级的乙烯装置约

要消耗 85万吨标准煤。

“我们使用的材料不但‘专一’，而且‘胃口’

很大。”邢华斌与合作者首次提出了用离子杂化

多孔材料吸附分离乙炔和乙烯的方法。“当乙烯

和乙炔混合物通过这种材料，乙烯可以顺利通

过，而乙炔就被吸附到材料的孔壁上。令人惊

讶的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每四个乙炔分子可以

手拉手，形成团簇，这样材料的‘胃口’就更大

了，可以‘吞下’很多乙炔分子。”邢华斌说，这一

方法的吸附容量是目前已知最佳材料的5.7倍。

文章第一作者崔希利博士向记者展示了

实验室中分离过程：将离子杂化多孔材料装

填入吸附柱中，混合气体以一定流速通入吸

附柱，乙炔被完全吸附，得到高纯度乙烯。整

个过程简单、高效、节能。邢华斌介绍，相关

方法还可用于二氧化硫、硫化氢吸附等。

高效分离乙烯乙炔的新型材料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