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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7日电 （记者聂翠

蓉）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12 月 26 日刊登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唐俊楠博士和沈德良

副教授为第一作者、张金盈教授和美国北卡

罗莱纳州立大学程柯副教授为通讯作者的一

篇论文：用聚合物合成出干细胞。与天然干

细胞相比，这类干细胞不仅具有相同疗效，还

具有降低致癌风险、提高保存稳定性等诸多

优势。新技术还适用于合成其他类型干细

胞。该研究向开发出真正实用的干细胞产品

迈出重要一步。

干细胞疗法通过分泌蛋白质和遗传物质

等因子加速受损组织自我修复，且疗效已获

得广泛证实，但相关试验显示它会对人体造

成潜在危害，比如会诱导肿瘤快速生长和免

疫排斥反应等，而且天然干细胞自身还具有

易碎性、难保存性以及提取过程复杂等缺点。

而这次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简单实用的干

细胞合成技术。他们用生物降解性和生物兼容

性聚合物乳酸—羧基乙酸合成细胞模拟微粒

（CMMP），再向微粒内加入天然心脏干细胞中

提取的蛋白生长因子，用心脏干细胞的细胞膜

将微粒包裹起来最终获得人造心脏干细胞。

体外实验和对心脏病小鼠试验均证明，

CMMP与天然心脏干细胞在促进心肌细胞生

长方面疗效相当。程柯解释道，CMMP内不含

细胞核，不会复制而引起肿瘤，包裹它们的细胞

膜能绕过免疫系统直接与心脏组织结合进行修

复，从而规避了干细胞疗法两项最大风险。

张金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CMMP 成功研发意义重大，心血管疾病已成

全世界患者死亡首因，目前药物和手术治疗

效果有限。而合成干细胞拓宽了干细胞疗法

的领域和方式，具有临床实用性。

中美科学家人工合成心脏干细胞

科技日报华盛顿12月 26日电 （记者刘海英）美

国斯坦福大学和能源部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利用金刚烃制出直径只有

3 个原子粗细的电线。这一技术在制备新型发电纤

维、光电设备等方面具有广泛用途。相关研究发表在

26日的英国《自然·材料》杂志上。

金刚烃是碳骨架构成类似于金刚石晶格结构的笼

状碳氢化合物，在医药、化学、聚合物和纳米技术等领

域有很大应用价值。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以金刚

烃为组装工具，将金刚烃与一个硫原子和一个铜离子

绑定后构成的硫族化物相连，形成制造纳米电线的基

本构件，随后其放在配置好的溶液中。这些构件会在

范德华引力的作用下相互吸引，像乐高积木一样一点

一点自组装，“成长”为硫族化物在中间、金刚烃包裹在

外的线状结构。该结构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中间的

硫族化物作为导电线芯，金刚烃则可充当绝缘层。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存在的自组装技术不少，但能够

将固态晶核组装成具有很好导电性的纳米线，他们的新

方法还是第一个。金刚烃是一种很好的制备工具，该研

究小组已经用金刚烃制出了一维的镉基、锌基、铁基和银

基纳米线，其中最长的纳米线不用显微镜就能看到。

研究人员指出，一种材料若十分微小，只是一维

或者二维结构，与大体积三维结构相比会具有非常不

一样的特性。他们开发出的这一“乐高式”组装方法，

让科学家能以原子精度组装材料，创建出具有独特电

子特性和物理特性的新型材料，应用潜力巨大。

我们迟早会生活在纳米电路上，就好像生活在棋盘方

格的小区里。化学家与电路制板师将合作出能放进耳朵

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我们的思想和财富都将寄托于方寸，

传之于后世。或许三十年后，

我们回头看智能手机时代，就

好像现在回头看电报时代，即

便最高端的手机到那时也会

笨重到无法忍受。

把原子像乐高积木一样“搭”起来

新法制出直径仅三个原子的电线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2 月 26 日至 27 日召开民

主生活会，以深入学习领会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主题，围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要求，重点对照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联系中

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作风建

设的实际，联系自身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进行自

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加强党

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

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前，有关方面作了准

备，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落实加强作风建设

措施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就

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在

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同有关负责同

志谈心谈话，重点围绕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开

展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接受

监督、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

查摆，撰写了发言材料。

会议首先审议了《关于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措施

的情况报告》。随后，中央

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

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中央

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认识深

刻，体会真切，查摆严格，意

见坦诚，交流充分，进一步

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

凝聚了力量。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

言 ，把 握 和 体 现 了 4 个 重

点。一是对加强和规范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党内

监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

识，自觉以身作则、为全党

全社会作出示范。二是对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认

识，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自觉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

央权威，扎扎实实贯彻落实

好党中央决策部署。三是

对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做到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认识，加强对党和国家工作

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的调查研究。四是对中央政治局

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带头自律和接受监督、保持清

正廉洁政治本色的认识，对个人廉政情况作出报告，坚

持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

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关系党和人民

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关系党中央权威、关系全党团结

和集中统一的大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

大事。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是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赢得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

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

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目的。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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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7日电 （记者高博）27 日，由

科技日报社主办，部分两院院士、资深科技记者和网友

共同评选出的 2016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入选新闻囊括了一年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技术

突破和科技领域公共事件。

入选的 2016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是：大亚湾

实验测得最精确反应堆中微子能谱；《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印发；我国科学家领衔绘制全新人类脑图

谱；“探索一号”首次万米深渊科考；中国发射多颗先进

科学卫星；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神舟十一号

与天宫二号对接；FAST 望远镜启用；大火箭长征五号

首飞成功；“神威·太湖之光”两度摘得世界超算冠军

（以新闻事件发生时间为序）。

入选的 2016 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是：人类首

次实现火箭海上回收；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击败人类

围棋高手；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人类胚胎基因

编辑实验首获许可；“薛定谔猫”首次实现同处两地；中

国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用；量子计算机首次成

功模拟高能物理实验；“朱诺”号探测器成功进入木星

轨道；距太阳系最近恒星系发现类地行星：比邻星 b；首

例纺锤体核移植技术“三父母”男婴出生（以新闻事件

发生时间为序）。

（2016年国际、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详见今日
二、三版）

科技日报2016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日前，据俄罗斯塔斯

社报道，中俄之间关于

苏-35战机的订购大单进

展顺利。未经官方证实的

消息显示，本月 25 日，首

批 4架苏-35战机已经抵

达河北沧州飞行训练中

心，引发公众关注。

被称为“俄制最强战

斗机”的苏-35 到底强在

哪？有了四代机歼-20，

我们为什么还要购买定

位“ 三 代 半 ”的 苏 -35？

军事专家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我

国空军来说,引进苏-35

可以快速形成战斗力，此

外该机型的矢量发动机

等多项核心技术值得我

们学习借鉴。

发 动 机
三维矢量喷
管成就超强
机动性

2014 年，苏-35 首次

亮相珠海航展，在飞行表

演中展示“眼镜蛇机动”，

其极强的机动性令全场

震惊。“眼镜蛇机动”是

苏-27 的经典动作，而对

于 最 大 起 飞 重 量 达 到

34.5 吨的苏-35 来说，完

成这个动作相当于把特

技表演的“小轿车”换成

了“大卡车”。

苏 -35 采 用 两 台

117S 可变推力矢量涡扇

发动机，单台最大加力推

力 142 千牛，比苏-27 系

列高出 16%。军事专家

张召忠在接受央视采访

时曾表示，大推重比的发动机达到了“大马拉小车”的效

果，让苏-35具备了短距离起飞及超强机动性的优势。

苏-35 实现高机动性的另一个关键是其发动机配

备的矢量喷管。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前罗尔斯·罗伊

斯公司航空发动机技术专家王光秋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117S 使用的矢量喷管可实现 360 度变

向。他解释说，这种技术可以让飞机发动机的尾喷口转

动，增加战机的机动性和失速状态下的控制能力，三维

矢量喷管就是发动机尾喷口可以 360度转动，而美国的

F-22战机使用的是二维矢量喷管，只可以上下转动。

基于三维矢量喷管，苏-35可完成各种“匪夷所思”

的高难度动作，其机动性令 F-22 都相形见绌。专家指

出，矢量喷管技术未来甚至可以改变人类的飞行方式。

“雪豹-E”相控阵雷达炼就火
眼金睛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张乃千

介绍，作为苏-27 的升级版，苏-35 的另一大优势是具

备了“火眼金睛”——“雪豹-E”型相控阵雷达。

“苏-27 也具备较强的高空机动性，但几个筋斗下

来，它的‘眼睛’就花了，而苏-35 解决了这个问题。”张

召忠指出，由于装备了大型相控阵雷达，苏-35 在完成

机动动作后仍能锁定并命中目标，提升了战斗力。“就像

一个人在翻了几个跟斗后，耳不鸣眼不花，拿起枪仍能

打出十环。”他解释说。

取其精华推进国产高端战机
自主研发

目前，我国周边海空安全压力非常大，而距离自主

研发的新一代战机服役及批量列装形成空中覆盖能力，

还将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时期，若装备苏-35 战机，将

起到一定的“补位”作用。张召忠指出，从三代机到四代

机，可以说苏-35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渡的“小台阶”。

此外，专家认为，苏-35 设计中的先进经验也有许

多值得我们学习。王光秋指出，矢量喷管是俄罗斯航空

发 动 机 的 技 术 精 华 ，其 成 熟 度 甚 至 优 于 美 国 ，引 进

苏-35，在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材料制备等方面将带

给我们很多启示，对于我国相关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结合国情和具体需要的基础上，学其精华，同时对不

足加以改进，才能推进国产高端战机的自主研发。”王光

秋说。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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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讲武堂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7日电 （记者刘艳）27 日，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以下简称《战略》）。作为指导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战略》明确了九项关键任务。

国家网信办发言人表示，《战略》经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网络

强国战略思想，阐明了中国关于网络空间发展和安全

的重大立场和主张，明确了战略方针和主要任务，切实

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指导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进

步，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在网络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之时，围绕网络空间资源控制权、规则制定

权、战略主动权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网络空间军备竞

赛挑战世界和平。

《战略》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网络空间

安全工作的战略任务是坚定捍卫网络空间主权、坚决

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加强网络文化

建设、打击网络恐怖和违法犯罪、完善网络治理体系、

夯实网络安全基础、提升网络空间防护能力、强化网络

空间国际合作等 9个方面。

《战略》要求，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贯彻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增强风险

意识和危机意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

全两件大事，积极防御、有效应对，推进网络空间和平、

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实现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

《战略》强调，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坚持尊重维护网

络空间主权、和平利用网络空间、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统筹网络安全与发展，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

积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共同维护网络空

间和平安全。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发布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付毅飞）国家航

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在国务院新闻办 27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十三五”期间我国将迈出探月工程的“第

四步”，包括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以及对月球南北极

的探测。

吴艳华说，国家航天局已经明确，将在 2017年底发

射嫦娥五号探测器，实现月球软着陆以及采样返回，完

成中国探月工程“三步走”的最后一步。

对未来月球探测，该局已经进行了规划。吴艳华

说，2018 年，我国将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实施世界首

次到月球背面的巡视探测。同时我国将向地月拉格朗

日 2 点发射一颗中继卫星，作为中继通信数据传输所

用，为月球以及后续深空探测提供服务和支持。

2020 年左右，我国计划发射嫦娥六号探测器。它

是嫦娥五号的备份，计划实施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

务。另外，我国还设想在未来五年、十年，开展两次以

机器人为代表的月球南北极探测。“这 4 次任务归纳起

来，就是探月工程四期。”吴艳华说。

吴艳华透露了我国未来15年内将实施的“深空探测

一期工程”计划。该计划包括对火星、小行星和木星的

探测。2020年左右，我国将发射首个火星探测器。在此

次任务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将实施第二次火星探测任

务，进行火星表面采样返回，开展火星构造、物质成分、

火星环境等科学分析与研究。5年内，我国还将进行一

次小行星探测。此外还要规划一次对木星和行星的探

测。“这4次任务，我们总体论证为‘中国深空探测一期工

程’。未来我们还将开展二期、三期工程。”他说。

当日，国新办发表《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吴

艳华说，按照白皮书规划，除了深空探测工程，未来我

国还将实施多项重大工程。

吴艳华介绍，拟命名为“长征九号”的我国下一代

重型运载火箭，目前正在开展方案深化论证和关键技

术攻关，将作为新的重大工程启动实施。其首飞时间

初步计划在 2030年左右。

吴艳华还表示，未来十年，我国计划发射超过 100

颗卫星，建立比较完善的空间基础设施。

我国“十三五”将启动探月工程四期
未来 15年探测火星、小行星和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