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科学》杂志 12 月 22 日发表
对 2017 年科学展望的文章，认为有四
大主题值得关注。

第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和英国脱
欧公投对科研的影响。文章说：“对许
多科学家来说，大西洋两岸惊人的选
举（公投）结果可能是 2016 年度‘崩溃
’事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气候
变化问题态度消极，这不是好兆头。

研究人员还担心，美国国会和白宫
都受共和党控制，而共和党曾表示要削
减国内开支，并对涉及胎儿组织和胚胎
干细胞等的研究课题持反对态度。在欧
洲，英国退出欧盟的投票结果，将减少英
国参与欧洲研究项目以及往返英国和欧
洲大陆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流动。

不过文章也认为，最担忧的事件
是否会成为现实尚不明朗。

第二，突破胚胎培育时间限制。
2016 年，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让人类胚
胎发育至近两周，打破了之前 9 天的
纪录。这项研究成果有可能会带来新
的研究，但也掀起新一轮伦理争论。
几十年来，研究用胚胎发育时间不超
过 14 天的伦理限制已被广泛接受。
是否应该突破这个界限，允许科学家
研究 14 天到 28 天大的胚胎呢？一些
生物学家希望促进广泛的公众讨论。

第三，寨卡疫苗测试。寨卡疫苗的
效果将在 2017 年得到验证。迄今，接
受测试的几乎每一种候选寨卡疫苗都
能为猴子提供完全的保护，其中至少

有 3 种疫苗开始了小规模人体试验，
以评估它们的安全性与激发免疫反应
的能力。如果这些疫苗通过测试，那
么将在明年进行有效性临床试验。

第四，搜索太阳系第九大行星。在冥
王星遭“降级”后，太阳系只剩下八大行
星，但今年 1 月，天文学家宣布他们发
现了太阳系中可能存在第九大行星的
证据。这是一个像海王星大小的行星，
其轨道周期为1.5万年左右。科学家尚
未直接观测到这颗行星，而是通过太阳
系边缘的一些冰冻天体轨道所受引力
推算出来的，此后他们还发现了这颗行
星存在的更多迹象。现在，几个科研团
队正利用大型望远镜搜寻“行星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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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35与中国歼-20谁更强？

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屡
屡发生，且有大幅上涨趋势。

北京网安与 360 建立的全国首个
警民合租网络犯罪举报平台的首席
反诈骗专家刘洋总结说，信息泄露的
可能性有两种：一是技术方面，相关
系统有漏洞，“黑客”非法攻击获得了
相关隐私信息，最终被恶意利用完成
了整个诈骗流程；二是在买家购物的
流程中存在信息泄露，“其中每个环
节都可能涉及内部人员私自卖掉或
不经意泄露出去的风险”。

除了上述安全问题外，很大一部
分信息是来源于商家的第三方软件

系统。“大部分电商在处理大批量订
单时会使用第三方软件来简化仓库
管理、订单管理、订单打印等工作量，
第三方服务厂商或研发人员也能接
触到用户数据。”刘洋介绍，比如消费
者从电商购买商品时，会收到短信确
认，短信运营商就是第三方，一旦系
统存在漏洞或基础架构维护不到位，
用户信息也就泄露了。

专家表示，外出的时候大多数人会
选择使用免费公共WiFi，但这并不是一
件好事。网络罪犯劫持公共网络或设置
假热点,欺骗受害者登录,这样他们就可
以刷卡密码、信用卡号码和个人信息，可

以帮助他们清空自己的银行账户。
如果市民接到陌生电话，尤其是

涉及到资金转移的电话一定要保持警
惕，对 400 开头的电话也不可掉以轻
心，“400 开头的号码大多为企业提供
给消费者咨询的热线电话，一般情况
下不会用这个电话打出来”。此外，陌
生的 170 开头号码也要注意，“这个号
段的推销、广告、骚扰电话比例也比较
高”。刘洋提醒，凡是诈骗电话，最终
一个环节都是要求转账，“要求转账的
时候就要明白这是诈骗，千万要守住
自己的银行卡”。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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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禁种转基因作物有些误导公众（3版）

全球首段“太阳能公路”12月 22日在法国西北部图鲁夫尔欧佩尔什镇正式投入使用。这条太阳能公路由全长1公
里，由2880块太阳能电池板铺设而成，白天可吸收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用以为街灯提供照明能量，晚上为路人照明。这
段公路平均每天发电近800度，年发电量约28万度，可支撑一个5000人口小镇的日常公共照明用电。 《北京晚报》

你买药的钱近半成了他们的回扣！央视记
者历时8个月调查上海、湖南6家大型医院，发现
医药代表提成是药品价格的10%，医生收的回扣
则是药品价格的30%至40%！医药代表称，若医
院药品采购目录里有两种药治同一种疾病，医生
一般会开回扣比例高、金额大的药品。

部分医生收受药价回扣，已不是什么新闻。
可新奇的是，报道中那些医生能拿到高额的药价回
扣，竟是因为这些药品在地方的药品采购目录里，中标
价已是市场的几倍十几倍甚至更高。若没有虚假的
高中标价，这么疯狂的药价高回扣恐怕难有腾挪空间。

这让人惊愕：原本作为降低药价利器的地方
药品招标采购，却变成有些医院、医生药品收取
高回扣的工具，这是怎样的扭曲与畸形？

要遏止药价高回扣问题，根本上还是要拿虚
高药价招标开刀。这或可从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招标药品价格的严格比对机制。
时下很多地方的药品集中招标，就是掩耳盗铃般
地发布一个招标公告，邀请一些人参与招标，美
其名曰竞价中标，却单看所谓的初始报价和最终
的中标价，就认为这就是最低最优价，缺乏必要
的市场价格比对机制。

其次，健全药品招标尤其是中标药品信息透
明机制。严格实施“互联网+药品招标价”模式，
地方必须把药品招标中标药品的价格在互联网
公布，让药品招标黑幕无处藏身。

还有，建立虚高招标药价社会举报和奖励机
制。对于网络公布的虚高中标药价或实际中发现
的虚高中标药价，要明确丰厚的举报奖励制度。
对因此带给患者的损失，由招标组织的责任者或
单位等担负补偿，增加失职失责者的违规成本。

完善药品招标倒追严惩机制，也不可或缺。
对于地方集中招标采购的虚高价格药品，相关的
组织招标者若不能够及时有效说明或不说明，就
该倒查，有问题的，按失职渎职等追责。

本来破除“以药养医”是好事，可若虚高招标
下的高回扣成为通行潜规则，那明面上的“零加
成”还会通过暗地里的高回扣方式得以找补。

药价近半成回扣，是对医疗领域改革顺利开
展的掣肘。有关方面该痛下决心，对药品招标采
购机制多些约束，让其切实发挥降药价的作用，
而不是削减医改效果。 《新京报》2016.12.25

药价近半成回扣
虚高招标成“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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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将给医疗带来哪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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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泄露 到底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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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读者反映，社会上有人打着《科技文摘报》的名
义开展新闻采访，以代为宣传报道为名敛取钱财。他们声
称可以将报纸送入国家重要会议会场，还可以将文章上传
到所谓的科技文摘报官网“中国科技新闻网”，等等。

本报严正声明：上述行为与《科技文摘报》没有任何关
系，本报也没有设立过“中国科技新闻网”。对于有关人员
盗用本报名义开展采访活动，本报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
责任的权利。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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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段式生活带来
职场生态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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