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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胡定坤

2024 年 9 月底，金砖国家科技创新

部长级会议在俄罗斯举行。科技合作

已经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内

容之一。

近日，《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与

合作研究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

告”）出版，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巴西、俄

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的科技创

新政策与合作特点。2021 年以来，中

国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

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科技

政策，其他四国的科技创新政策也各具

特色、各有亮点。

巴西：出台系列战略

巴西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重

要的创新大国，科技水平居拉美各国之

首。近年来，巴西政府将科技创新视为

国家发展的核心，出台一系列的战略政

策，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2016 年 ，巴 西 政 府 出 台《2016—

2022 年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为落实

上述战略，2018 年，巴西科技创新部先

后发布石油天然气、战略矿产、可再生

能源、先进制造等细分领域的详细计

划 。 2020 年 ，巴 西 政 府 推 出《2020—

2030 年战略规划》，重申政府增强国家

科学能力、促进核技术及其应用、促进

创新创业和技术应用、完善科学体系、

促进数字化转型等战略目标。2022 年

11 月，巴西科技创新部又出台了《巴西

数字化转型 2022—2026》，“诊断”了巴

西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公布了新的

行动计划。

巴西既与美、英、日、欧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开展科技合作，又寻求进一步发

展与拉丁美洲、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

的战略关系。近年来，中巴两国在太

空、卫生健康、信息通信、新能源、农业、

科技园区、地质调查研究等技术领域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科技创新合作，成为中

巴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俄罗斯：首提“技术主权”

俄乌冲突发生后，面对欧美国家

的 科 技 封 锁 与 打 压 ，2022 年 6 月 ，在

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上，俄总统普京首次提出以“技术主

权完全独立”为核心的六项经济发展

原则。俄政府从资金、标准、政策、市

场等方面向本国科技研发机构与企

业倾斜，试图突破国际制裁与高端装

备封锁。

2022 年 12 月，俄罗斯将“技术主权

完全独立”列为国家首要发展目标。

2023 年 4 月，俄政府进一步明确航空航

天、石油天然气开采等有助于国家经济

结构调整的 13 个优先发展的科技领

域，并确定了每个领域内部需要重点攻

克的技术装备方向。目前，资金短缺是

掣肘俄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但俄研发

人员规模全球排名靠前，是其关键的创

新优势。

国际合作方面，近年来，俄 SCI 论

文发表数量有所下降，但合作发表论文

的占比却逆势上升。2022 年，俄合作

发表论文 2726 篇，其中与金砖国家合

作发表 720 篇。除与金砖国家积极开

展联合研究外，俄也在积极筹建金砖国

家框架内的科技交流平台。

印度：接连推出政策

近年来，印度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

高。印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研究和战

略技术发展，通过颁布相关政策法规，

旨在打造全球研发中心。

2023 年 4 月，印度发布《印度太空

政策 2023》，指出印度将专注于先进太

空技术研发，旨在推动印度在太空领域

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同年 7 月，印度政

府宣布创建新的国家研究基金会计划，

计划在未来 5 年内投入 60 亿美元用于

科学研究。

同月，印度政府发布《国家深度科

技初创企业政策》草案，支持深度科技

初创企业，为之创造有利的创业生态。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还推出“技术孵

化与创业发展”计划，推动金融科技、医

疗保健等科技领域的新兴创业公司发

展。同时，印度还通过“生产关联刺激

计划”等措施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减

少进口依赖。

印度重视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提升

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与美、德、英、

法、日等全球科技强国紧密合作。多

年来，中印两国合作遍布物理、农业等

诸多领域。

南非：制定全面规划

南非政府制定了全面的科技发展

规划，为深化与金砖国家的科技合作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

2021 年 3 月 ，南 非 内 阁 批 准

《2021—2031 年科技创新十年规划》。

该规划重点领域涵盖循环经济、数字

经济、面向未来的教育、可持续能源、

未来社会、健康创新、高科技工业化、

ICT 与 智 能 系 统 、营 养 和 水 安 全 等 。

其系统性目标包括构建国家创新体

系、良好的创新环境、面向未来的人力

技能、改造的研究体系和国际化的科

技创新等。

该规划不仅是科技领域的规划，

还是对整个南非具有广泛影响的规

划，更是面向社会、面向政府、面向大

学的规划，相当于整个南非的“十年计

划”。

近年来，南非与金砖国家、欧盟、美

国的科技创新合作日益密切，特别是与

中国在科技创新合作重点领域取得重

要突破。中南两国深入推动空间科学、

能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

作，取得显著成效。

各 具 特 色 的 科 技 创 新 政 策
——《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与合作研究报告（2023）》发布（上）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

者张佳欣）英国诺丁汉大学药学院和化

学工程学院合作，创造了一种基于血液

的新型“生物协同”材料。团队利用一

种在组织自然愈合过程中引导关键进

程的肽分子，开发出一种促进组织再生

的生物材料。该材料已成功修复了骨

骼，为进一步开发个性化再生血液产品

铺平了道路。这类产品有望成为修复

损伤和治疗疾病的有效手段。相关研

究 15日发表在《先进材料》期刊上。

人们身体中大多数组织都进化出

了再生能力，只要破裂或骨折的面积不

大，就能以较高效率进行再生。这一愈

合过程极为复杂。初始阶段依赖于液

态血形成固态的再生血肿，这是一个富

含生命的微环境，包含关键细胞、大分

子和因子，协调再生过程的进行。

团队开发了一种自组装方法，将合

成肽与从患者身上提取的全血混合，从

而创造出一种利用自然愈合过程中关

键分子、细胞和机制的材料。这种工程

化再生材料不仅能够模拟天然的再生

血肿，还能增强其结构和功能特性。

这些材料在保持天然再生血肿正

常功能，如具备正常的血小板行为、可

生成生长因子以及“招募”对愈合至关

重要的相关细胞的同时，可以轻松组

装、操作，甚至进行 3D 打印。通过这种

方法，该团队展示了使用动物自身血液

成功修复动物模型骨骼的能力。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合成方

法，试图重现天然再生环境，但该目标

一直难以实现。现在，他们采取了“生

物协同”方法，利用并增强了自然愈合

过程的机制，为开发再生材料开辟了新

途径。换句话说，该方法旨在利用进化

而来的再生机制作为制造步骤，来工程

化再生材料。

未来，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工具包，使其能够在临床环境中轻松获

取和使用，从而快速且安全地将患者的

血液转化为丰富、易获取且可调节的再

生植入物。

利用自然愈合机制——

科学家造出基于血液的“生物协同”材料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

者刘霞）英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电

化学反应器，能从天然盐水溶液中提取

锂。研究团队表示，这种方法不仅实现

了 97.5%的高纯度锂提取，还大大降低

了传统提取方法带来的环境风险，对推

动可再生能源储存和电动汽车技术发

展大有助力。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

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锂作为可再生能源储存和电动汽

车电池的关键材料，其需求量与日俱

增。但传统矿石开采锂的难度和成本不

断攀升，天然盐水（地热环境中发现的咸

水）已成为一种极具潜力的锂来源。

不过，天然盐水中还含有钠、钾、镁、

钙等离子。它们的化学性质与锂相似，

使得传统分离技术难以实现高选择性提

取，且能耗和化学废物显著增加。盐水

中的高浓度氯离子还可能在传统电化学

过程中产生有害的氯气，进一步加剧了

锂提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危险性。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莱斯大学团队

研制出一种新型三室电化学反应器，解

决了这些难题。

与传统方法不同，新反应器增加了

一个包含多孔固体电解质的中间室，能

通过控制盐水通过时的离子流，有效防

止发生不必要的反应。同时，阳离子交

换膜充当氯离子的“守门人”，阻止它们

到达电极区域，从而避免了氯气的产

生。位于电解槽另一侧的专用锂离子

导电玻璃陶瓷膜则能选择性地为锂“放

行”，同时拦截其他离子，显著减少了天

然盐水中钾、镁、钙等离子的干扰，实现

了高选择性锂提取。

该 反 应 器 提 取 锂 的 纯 度 达 到

97.5%，且极大减少了氯气的产生，使锂

提取过程更加安全环保，有望改变从地

热卤水等来源提取锂的游戏规则。

此外，研究团队观察到，钠离子容

易在膜表面积聚，这会影响锂的输送效

率并增加能耗。他们计划通过调整电

流水平、增加表面涂层等方法，进一步

优化反应器的性能。

新型电化学反应器从盐水中高效提取锂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西班

牙基因组调控中心（CRG）团队揭示，

一些在能量产生和核苷酸合成中扮演

关键角色的代谢酶，在细胞核内还承

担着意想不到的“第二职业”：负责协

调 细 胞 分 裂 和 DNA 修 复 等 关 键 功

能。这一发现不仅挑战了细胞生物学

中长期存在的生物学范式，而且为侵

袭性肿瘤的治疗开辟了新途径。两篇

独立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通

讯》杂志上。

生物学教科书一直把细胞功能划

分得界限分明：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

厂，细胞质是蛋白质合成的繁忙车间，

而细胞核则是遗传信息的保管者。然

而团队发现，这些细胞区域之间的界限

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明确。代谢酶

在其通常工作之外做“兼职”。

第 一 项 研 究 中 专 注 于 代 谢 酶

MTHFD2。传统上，MTHFD2 位于线

粒体，在合成生命的基本构建单元和促

进细胞生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

研究发现，MTHFD2 也在细胞核内“兼

职”，在确保细胞正常分裂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

在第二项研究中，团队将注意力转

向最具侵袭性的乳腺癌类型——TN-

BC。通常，过度的 DNA 损伤会引发细

胞死亡。然而，TNBC 倾向于让 DNA

损伤积累，而不产生后果，从而对传统

治疗产生耐药性。该研究解释了部分

原因：代谢酶 IMPDH2转移到癌细胞的

细胞核内，协助 DNA 修复过程。也就

是说，IMPDH2 就像细胞核中的机械

师，控制着本会杀死癌细胞的 DNA 损

伤反应。

这两项研究共同推动了利用癌细

胞代谢脆弱性来治疗癌症的新兴领

域。团队表示，代谢酶是科学家可以利

用的一类全新治疗靶点，在攻击癌细胞

时“双管齐下”，既破坏其能量产生机

制，同时损害其修复 DNA 和正常分裂

的能力。将这种策略与传统治疗相结

合，可能会减少癌症适应的空间，并有

助于解决常见的耐药机制。

代 谢 酶 有 了“ 第 二 职 业 ”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人类多能结肠细胞类器官上显示
的代谢酶 MTHFD2（红色）。
图片来源：西班牙基因组调控中心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5日电 （记者张梦
然）《科学》杂志 15 日发布了一项突破性研究

成果：美国斯坦福大学 Arc 研究所团队利用

人工智能（AI），开发出一种大规模基因组基

础模型“Evo”，翻开了生命的“密码全书”。该

模型采用先进架构，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

解析和设计从分子层面到整个基因组级别的

DNA、RNA 及蛋白质序列。其不仅能够预

测突变对细胞内部各个调控层级的影响，还

能设计出用于操控细胞功能的 DNA序列，这

或将彻底改变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路径。

科学家一直试图借鉴大型语言模型的成

功经验，让 AI 技术将 DNA 视为一种“语言”

来建模，但现有模型捕捉广泛基因组交互作

用的能力有限。

此次，研究团队开发了具备 70 亿参数的

Evo 模型，能够生成覆盖整个基因组的 DNA

序列。该模型利用 270 万来自进化多样性微

生物的基因组数据集进行了训练，并首次报

告了 DNA领域的缩放定律，这项发现与语言

和视觉领域已知的现象相呼应。实验结果显

示，Evo 在预测性和生成性的生物学任务中

均表现优异，无论是预测突变对细菌蛋白质

和 RNA的影响，还是在模拟基因调控机制方

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准确性。

此外，Evo还能够处理编码序列与非编码

序列之间的复杂共进化关系，支持设计包括功

能性 CRISPR-Cas复合体和转座子在内的复

杂生物体系。这是首次实现蛋白质-RNA和

蛋白质-DNA结构与语言模型协同设计的例

子。在全基因组尺度上，Evo 能够生成超过

100万碱基对的序列，其预测和生成能力涵盖

了从分子到基因组的多层次复杂度，极大推进

了人们对生物学本质的认识和操控能力。

团队认为，后续模型将进一步扩展至人

类及其他真核生物的基因组数据学习，通过

增加上下文长度来更好地捕捉大基因组间的

远程相互作用。这将为生物学研究开辟新的

视野，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的持续发展。

基因组序列的变化，其实有助于生物体适

应不断改变的环境条件，进而驱动物种进化。

随着DNA测序技术的飞跃进步，科学家已能够

在全基因组范围内绘制出基因组变异图谱。再

结合创新的AI算法，使得构建一个能深入理解

DNA、RNA和蛋白质功能及其相互作用的综

合模型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现在，人们拥有了

一个解码生命指令的基因组基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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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最新一期

《柳叶刀》杂志刊发的一篇论文称，2022

年，全球罹患Ⅰ型或Ⅱ型糖尿病的成年

人总数已超8亿，是1990年的4倍多。

这项研究由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

素协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开

展，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对糖尿病的

发病率和治疗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研

究人员从各国收集了 1000 多项研究，

涵盖 1.4 亿 18 岁以上人群的数据，并

利用统计工具，估算出了不同国家糖

尿病的发病率和治疗情况。

研究人员表示，糖尿病的诊断有两

个关键指标：空腹血糖（FPG）超过7.0毫

摩尔/升，或糖化血红蛋白（HbA1c）超过

6.5%。之前大多数关于糖尿病发病率的

研究仅依赖高FPG作为单一指标，这可

能导致对发病率的低估。他们的新研究

则同时考虑了这两项指标。

最新数据显示，从 1990 年到 2022

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糖尿病发病率

都翻了一番：男性从 6.8%增至 14.3%；

女性从 6.9%增至 13.9%。由于人口增

长和老龄化的影响，2022 年估计有

8.28 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比 1990 年

增加了约 6.3亿人。其中，超过四分之

一（2.12亿）糖尿病患者生活在印度。

研究人员称，尽管这项研究无法

区分成年人罹患的是Ⅰ型还是Ⅱ型糖

尿病，但此前证据显示，绝大多数成年

人罹患的是Ⅱ型糖尿病。肥胖和不良

饮食是Ⅱ型糖尿病发病率上升，及其在

各国之间造成差异的重要驱动因素。

鉴于糖尿病可能引发的致残和潜在致

命后果，通过健康饮食和运动预防糖尿

病对于改善全球健康状况至关重要。

世界糖尿病患者已超8亿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规律

的运动不仅能强健肌肉，还能增强骨

骼、血管和免疫系统。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工程师发现，运动还能在单个神

经元层面带来益处。当肌肉在运动过

程中收缩时，会释放一种名为肌动蛋

白的生化信号混合物。在这些信号存

在的情况下，神经元的生长距离是没

有接触肌动蛋白神经元的 4 倍。这表

明，运动可对神经生长产生显著生化

影响。相关研究 11月 12日发表于《先

进医疗材料》。

该团队此前的研究表明，肌肉活

动与神经生长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生

化联系。为进一步了解这种联系，他

们通过基因改造使肌肉在光刺激下收

缩，并利用新型凝胶垫支撑和锻炼肌

肉组织。

研究发现，锻炼的肌肉组织会分

泌更多肌动蛋白，这些生化物质对神

经生长有益。将肌动蛋白溶液转移到

含有运动神经元的培养皿中，可显著

促进神经元的生长和成熟。此外，即

使在没有肌肉释放的生化信号的情况

下，通过机械力来回拉伸神经元也能

刺激其生长。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运动的生化

作用和物理作用在促进神经生长方面

同样重要。团队计划利用这一发现，进

一步研究靶向肌肉刺激在生长和修复

受损神经方面的应用，为神经退行性疾

病患者恢复行动能力提供新疗法。

肌肉锻炼有助神经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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