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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天津 7月 12日电 （记者孙玉
松）是否可以植入一种神奇的“可降解”的人

工血管，用它诱导体内组织再生，最终重建出

具有正常生理功能的血管组织，造福心血管

病患者？记者 12 日获悉，南开大学与英国伦

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联合研究团队，在上述设

想的关键环节——人工血管再生机制研究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

一期心血管领域国际权威期刊《Circulation

Research》上。

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植入人工

材料或器械已十分常见，但小口径人工血管

由于“再狭窄”发生率高，目前尚未有成功的

临床应用。研发可促进血管再生的新型植入

材料，已成为世界范围人工血管研究的热点

领域。

南开大学心血管生物材料团队与英国伦

敦大学国王学院血管生物学研究团队，利用

一种血管再生重构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蛋白

Dickkopf 3（DKK3），构建了具有递送 DKK3

功能的人工血管，并通过体内血管移植模型

考察了这一蛋白，在诱导血管祖细胞（VPC）

定向迁移和促进组织再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该团队首次提出了 DKK3 通过与血管祖细胞

表面的 CXCR7 受体结合激活下游相关信号

通路，从而诱导 VPC 迁移的机制。此外，科

学家还发现，血管祖细胞中的组蛋白去乙酰

化酶 7（HDAC7）的 mRNA 可以选择性翻译

产生一个含有 7 个氨基酸分子的多肽。这个

多肽能够诱导 VPC 的迁移和向血管内皮细

胞方向分化，从而有效促进人工血管的内皮

化形成。这一研究也将大大提速“可降解”人

工血管的开发与临床医用进程。

“可降解”人工血管能“再生”血管组织

2018 年 7 月 1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

康奈尔大学联合发布了新一年的《全球创新

指数报告》，瑞士连续 8年蝉联第一，中国则首

次在该榜单中跻身前 20位，位居第 17位。

应该说，这一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

国创新成果，即中国的创新既在近年来不断

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又没有达到领先和领

跑世界的地步。第 17 位的排名，与中国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院在 2017 年 8 月发布的《国家

创新指数报告 2016—2017》中显示的中国的

位置完全吻合。与此同时，彭博社今年 1月发

布的创新报告中，中国名列第 19位，也是首次

进入前 20 位；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今

年 5月发表的涵盖更多非科技因素（但科技指

标仍然占据很大权重）的《2018年世界竞争力

报告》中，中国的排名则从去年的第 18位上升

到第 13位。

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外科技与创新政策

研究领域，对中国创新体系在世界范围的排

名情况，有普遍共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榜

单的设计，为了公平衡量不同体量的国家，很

多指标都用到了均值，还有不少指标小国会

明显占优（比如科研人员中外籍科学家的比

例），所以榜单的排名，与我们很多常识性的

认识并不相同。比如，在各个榜单中，美国很

少进入前几名，在彭博社今年的榜单中，甚至

跌出了前 10 位，这不能说明美国就不再是世

界科技界的领导者了。

这些研究报告或指数分析比较恰当地反

映了中国的创新现状，也反映了学界的普遍共

识。那就是中国牢牢占据了世界创新领域第

二方队的首位，并不断向第一方队进军。虽然

中国创新力在各个榜单中都难以进入世界前

10位（但在各单项排名中，却有不少名列前茅，

如科技投入、专利数和科技论文发表等指标），

但就中国已经超越了包括澳大利亚和大多数

欧盟国家等发达经济体而言，我们的成就已经

相当显著。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国民

甚至包括某知名国情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科技

创新能力，做出了不太符合现实的估计，各种

“厉害了，我的国”的说法，取代了严肃认真的

分析，如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成

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等，这反而会对我国的科

技发展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创新状况？

尤其是该如何看待我们在国际期刊发文、专

利指标以及科研投入上的迅猛进步和在若干

核心元器件及其技术上“受制于人”的这种迥

异状况呢？

合理区分各项创新元素

要做出对这些看似矛盾现象的客观分

析，首先要合理区分创新所涉及的各项元素，

也要区分不同领域创新的不同特点，还要看

到，不同元素和不同领域，其创新的表现并不

相同，而且各有自己的生态系统，不能一概而

论。

首先，无可否认的是我国科学家在国际

学术期刊上发文量的突飞猛进。在大多数学

科，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发表量（包括以顶尖期

刊衡量的优秀论文的发文量）已经牢牢占据

了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把交椅。那么，是否

这些发表的论文就如同最近坊间一些评论所

指出的那样，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呢？

（下转第三版）

如何合理评估中国创新

贾鹤鹏

记得当年刚投入张盖凡教授门下学习时，

老先生给我出的第一道考题就是：当官、发财、

做学问，人生的这三条道路，你选哪一条？

我当时回答：终身做学问。这样的回答

是基于“军队教育科技工作者”身份所作的庄

严选择。军人的使命通过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来完成，而科研本身就是要育人。

如今，回望这样的选择和初心，时刻提醒

自己为什么出发，因什么而来，要干点什么。

一、不忘初心，就是要聚焦需求、做科技
兴军的推动者。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科技创新和武

器装备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

兴党强国雄心和治国理政方略，让我们有了

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不能只盯商场、忘

了战场，要聚焦备战打仗需求，提高科技创新

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这些年，我们在选择

科研课题时，始终强调“顶天立地”：“顶天”就

是站在国际科技最前沿，选择关系国防科技和

装备发展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立地”就是结

合实际装备需求，让研究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我们始终秉承一个信念：只要军队发展需

要，再大的风险也要去闯，再硬的骨头也要去

啃，再重的担子也要去挑。我们的大多数课题

最初都不是上级安排的，没有立项也没有经

费，有些甚至一时还得不到理解，但只要军队

建设需要，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

装备研发过程中，我们既面临突破技术

难题的压力，也面临各种利益纠葛的阻力。

有人说：这样困难的项目，你们还要强攻硬

上，是不是疯了？还有人说：你们这样干是破

坏行业划分规则，会得罪人。

但我想，搞科研就得担风险，军队建设急

需的，多大的风险也要干，不合理的规则就要

破！我们顶住压力、自筹经费，不断创新，使

我国电磁能武器装备获得井喷式发展，实现

了我国电磁能技术研究领域由跟跑、并跑向

领跑的跨越。

二、不忘初心，就是要勇于超越、做自主
创新的实践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

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张盖凡教授生前常告诫我们：科研起点

要高、眼光要远，要走自主创新的路子。这些

年，我们坚持自主创新，不搞跟踪模仿，始终

以领跑者的姿态，在与世界强手的较量中，把

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率先提出“电力集

成”技术思想，当时电机界普遍认为，这是天方

夜谭。但我们认准方向就马不停蹄地开展攻

关，最终成功研制出三代集成度不断提高的新

型舰船发供电系统，以及涵盖交直流、低中压、

中高速、百千瓦到数十兆瓦级范围的多种新型

发电机系统，实现了从集成创新到自主原始创

新的重大跨越，确立了我国在舰船发供电系统

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下转第二版）

搞科研不能没有使命担当 “过了日喀则就没公路了。我们的解

放牌卡车沿着被军车压出的路，慢慢往前

晃，最怕过河。”86 岁的孙鸿烈院士声如

洪钟，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着近半个世纪

前、他所经历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考。“过河时很容易陷在河里动不了，全车

人就得下河推车。要穿着鞋，否则扎脚，

上岸后只能湿着冻一天，晚上住下了，再

用热水烫烫脚。”

从 1973年到 1976年，从西藏东部的林

区到西部的荒漠，孙鸿烈已经记不清在哪、

推了多少次车。回忆起野外考察的 4年时

光，他甘之如饴。他说，当时科学院系统对

探索青藏高原这片未知土地有着热切的向

往，一说上西藏，大家都很兴奋，争着去。

去年 8 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部启动。习

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科考队发扬老

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

的精神。几十年来，正是这种精神，感召着

几代青藏科考人，在缺氧、高寒、恶劣的环

境下，甘做科学研究的苦行僧。

苦中有乐，勇攀世界屋脊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网站上的所长

致辞里有这样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但

科学家有祖国”。

孙鸿烈院士介绍，青藏高原占我国国

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

对其在科学层面的认识一片空白。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我国科学家曾在青藏高原开

展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非常有限。

“当时，能查到的文献都是零零碎碎

的，而且都是英国的。国际上高度关注青

藏高原，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多少工作。”

孙鸿烈说，“为了给国家争光，给民族争气，

1973 年，中科院组织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队，由我主持工作。”

野外工作，啃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

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晚上跟老乡买点

牛粪烧火做顿饭，然后搭好帐篷，钻进鸭绒

睡袋，就是一觉。野外考察最好的归宿是

能住到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上，“一

个大房间里有双层大通铺，大家把自带的

鸭绒被往上一铺，一个挨一个就这么睡了，

一层能睡十几个人。”孙鸿烈院士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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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C919 大型客机 102 架
机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历经 1 小时
46 分的飞行，平稳降落在山东东营胜
利机场，顺利完成首次空中远距离转场
飞行。这意味着C919大型客机项目进
入密集研发试飞新阶段，正式开启多地
同步试飞模式，未来将接受各种复杂气
象条件的考验和系列高风险试飞科目
的挑战。

此次转场东营试飞基地的 102 架
机主要承担动力装置、电源系统、环控
系统等地面试验验证和试飞科目。

图为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起飞。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C919进入密集

研发试飞阶段

7月12日，“大风起兮云飞扬——洛阳西汉画像砖拓片展”在北京开展。画像
空心砖是西汉时期主要的建墓材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洛阳地区出土了数以
千计的画像空心砖，大部分是 1930年前后盗掘出土的，极少为科学发掘所得。本
次展览有几十幅作品展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展览将持续至8月15
日。

图为观众在北京恭王府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西汉画像砖拓片在京展出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2017年亚太

地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占全球的 10%，

比 2016 年增加了 3.34%。”7 月 11 日，在“农作

物生物育种产业化高层研讨会·2018”上，国

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全球作物生物

技术知识中心主任罗德拉·阿尔德米塔博士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近

日发布的最新《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

商业化发展态势》年度报告：2017年亚太地区

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其

次是巴基斯坦、中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缅

甸、越南和孟加拉国。

罗德拉·阿尔德米塔介绍，2017 年印度、

巴基斯坦和缅甸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增加，

澳大利亚转基因棉花和油菜种植面积增加，

越南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增加，孟加拉国转

基因茄子种植面积也显著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农民们喜欢转基因这项

生物技术。转基因为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和

孟加拉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节省了劳动

力成本；为巴基斯坦和缅甸带来了更加透明

的监管指南和新的转基因棉花品种。”罗德

拉·阿尔德米塔说。

2017年在菲律宾，由于假冒、非法种子的

有效性不足，使用寿命也不理想，农民失去了

对转基因技术的信任。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

减少了 21%。

“ 生 物 技 术 对 于 满 足 到 2050 年 增 加

50％的食物需求量依然重要。”罗德拉·阿

尔德米塔特别强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21

年来，预计使超过 1500 万的亚太地区发展

中 国 家 农 民 受 益 ，据 测 算 ，1996—2016 年

各国来自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收益超过 478

亿美元，仅 2016 年的经济收益就达到 32 亿

美元。

亚太地区去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10%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2日电 （张文科 齐
晓君 记者付毅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副

院长史平彦 12 日在湖南长沙透露，该院正加

速建设可重复使用空间科学试验平台，将助

力农业、微生物产业、制药、新材料等多个产

业取得新突破。

作为我国空间事业主力军，五院不断推

动航天技术、资源和能力向社会开放以及应

用转化，传统航天和商业航天协调发展，持续

打造良好的商业航天产业创新生态。

史平彦在当日举行的湖南商业航空航天

航海装备论坛上介绍，五院已启动“鸿雁”系

统建设，这是由数百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全球

卫星通信星座，以星间链路实现卫星空间组

网 ，计 划 于 2018 年 发 射 首 颗 卫 星 ，预 计 在

2023年建设骨干星座系统。同时该院积极参

与全球导航天基增强系统建设，未来“鸿雁”

星座将在 5G 物联网、移动广播、导航天基增

强、航空航海监视等场景中，为全球任何地区

的任何人与物实现移动通信保障与宽带通信

服务。此外，五院自 2015年开始建设“16+4+

4+x”布局的 0.5 米级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

系统，将为全球用户提供高分辨率遥感数据

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

我国正在建设可重复使用空间科学试验平台 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上

从事科学研究，是受着一种

精神的感召与鼓舞的。几十

年来，这种青藏精神到底是

什么，并没有具体、统一的提炼和总结。个

人以为，青藏精神，从科研人员的科学人生

来看，是一种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为国争

光的精神。他们扎根青藏高原，研究青藏

高原，为心中的“中国科学梦”而奋斗。

从科学认识论来看，对青藏高原的科

学研究是中国科学家自己走出的一条“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是一条

求真务实的科学道路。中国科学家把青藏

高原视作“地球村”的一部分，即地球第三

极，来研究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

的作用，为地球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点评人：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
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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