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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高新区渐成区域经济发展引擎

所长嘴边的“关键词”

新华社电 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水平直接关
系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也影响着
创新供给水平。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日前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
家高新区共 146 家，依托实力较强的国家高新区建
设的国家自创区 17 家。2016 年 146 家国家高新区营
业收入预计达 2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5％；工业总
产值 2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

目前我国 146 家国家高新区发展势头强劲，发展
态势良好。阴和俊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高新区营
业收入保持年均 17.4％的增长速度，尤其是 17 个国
家自创区对所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带
动作用。武汉东湖、湖南长株潭、四川成都等国家自创
区主要经济指标连续数年保持 30％左右的增速。
2016 年 1 至 11 月，张江自创区税收同比增长 25.5％，

苏南自创区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9.7％。
据了解，近年来科技部与地方党委和政府一道，

着力加强国家自创区、高新区建设，强化机制创新和
政策先行先试，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加强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建设，对区域经济以及产业牵引能力
日益增强，已成为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为实现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和“全
面提高创新供给能力”的任务，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
化肩负着重要使命。阴和俊表示，科技部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构筑国家先发优势为中心任务，
持续推动高新技术攻关和重点产业升级，积极打造
产业化载体和环境，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增加高水平科技供给、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创新
发展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芳、胡喆）

中国首台高能加速器的华丽变身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余巍
课题组研究发现乙酰化修饰对氨酰 tRNA 合成酶的
调控及抑制超氧应激的分子机理。相关研究成果近
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

氨酰 tRNA 合成酶是一个进化上非常保守的酶
家族，其经典的功能是作为蛋白质翻译的一部分，催
化氨基酸与其对应的 tRNA 之间的氨酰化反应。许
多氨酰 tRNA 合成酶的某些位点突变可导致神经退
行性疾病。研究表明，这些氨酰 tRNA 合成酶具有特
定的“非经典”功能，如酪氨酸氨酰 tRNA 合成酶

（TyrRS）被报道可以作为白藜芦醇的靶点，在应激
条件下转移至细胞核，影响 DNA 损伤修复。但在超
氧应激下如何调控 TyrRS 入核并不清楚。

余巍课题组首次发现了乙酰化修饰在调控
TyrRS 入核中的意义，证明了在超氧应激下，位于
TyrRS 核 定 位 序 列 的 K244 位 点 被 乙 酰 转 移 酶
PCAF 修饰，进而改变 TyrRS 构象并促进其转移至
细胞核。入核之后的 TyrRS 激活转录因子 E2F1 从
而上调 BRCA1、RAD51 等与 DNA 损伤修复相关的
基因转录，并且促进了 DNA 损伤之后的同源重组
修复，这一结果也在斑马鱼模型上得到验证。

同时，SIRT1 作为定位在细胞核的去乙酰化酶，
对 TyrRS K244 位点进行去乙酰化，促进其转移至核
外。这是首次揭示乙酰化修饰在氨酰 tRNA 合成酶
功能调控中的意义。

这项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氨酰 tRNA 合成酶这一
古老酶系的认识，而且丰富了 SIRT1 调控 DNA 损
伤通路的了解，并有可能发展针对 TyrRS K244 位点
的药物抑制 DNA 损伤引起的疾病。

2 月 20 日，在北京市第 165 中学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几位学生在试驾同学组装的新能源小车。
当日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在北京市第 165 中学，学校在开学典礼上启动“绿色能源”项目，现场

演示了老师带领部分学生组装的新能源车，并邀请学生试乘试驾。据介绍，在新学期，第 165 中学的老师将
带领学生对新能源车相关课题进行研究，锻炼学生动手能力，推广绿色环保理念。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本报记者 倪思洁

还记得中学课本里描写的“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吗？这个英文名为 BEPC 的装置，是我
国第一台高能同步加速器，也是共和国首台大
科学装置，它的酝酿与诞生曾让每位中国人铭
记于心。

最近，这个让国人骄傲并被写进历史的大科
学装置再度笑傲江湖。不过这一次亮相的是它的

“升级版”。
2009 年，历时 5 年、耗资 6.4 亿元，BEPC 实现

华丽变身，经过重大改造工程升级为 BEPCII。
BEPCII 建成并开始为用户供束时，整体性能已经
提高至原先 BEPC 的 30 多倍，是美国康奈尔大学
的加速器 CESRc 在这个能量区域里曾创下的世
界纪录的 4 倍多。2016 年 4 月，BEPCII 在设计能
量下，峰值对撞亮度达到设计指标，为原 BEPC 的
100 倍，再创此能区对撞亮度的世界纪录。

今年 1 月，这项重大改造工程获得了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高能物理领域引

领国际科技前沿的利器实至名归。

国际竞争：没有硝烟的战场

1989 年，BEPC 刚开始运行不久。那时，现任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秦庆还是一名研究生。
在 BEPC 项目经理、中科院院士方守贤的建议
下，秦庆参加了 BEPC 的运行与改进工作。没想
到，此后的 28 年里，秦庆的高能物理生涯与这个
大科学装置难解难分。

“我的工作主线就是 BEPC，以及此后重大
改造项目的设计、建造、调束和运行。”秦庆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
当时，为了帮助年轻科学家深度参与对撞

机国际前沿研究，该所将年轻科学工作者派到
各个国家的顶级对撞机实验室进行交流学习。
秦庆被派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参加大型强子
对撞机的设计研究工作。后来又被派往康奈尔
大学威尔逊实验室，那里有著名的正负电子对
撞机 CESR。

BEPC 和 降 低 能 量 至 粲 能 区 运 行 的
CESR，即 CESRc 一度成为了竞争对手。1988
年，BEPC 建成后在粲能区一直是性能在国际
上领先的对撞机，取得了诸如陶轻子质量精确
测量、R 值测量和新粒子 X（1835）的发现等举
世瞩目的物理成果。

为了在粲能区争夺物理成果，CESR 从 2000
年起就着手转入粲能区的研究，提出了 CES-
Rc/CLEOc 计划，把束流能量从原来的 5.6GeV
降低到 1.55—2.5GeV 运行，它的降低能量运行，
将全面超越 BEPC 及最初提出的 BEPC 升级改
造目标。

从 2004 年开始，BEPC 的领先优势已让位
于 CESRc。

其实，早在 1998 年，BEPC 就提出了改造方
案。但 CESR 改造成 CESRc 后，其设计对撞亮
度比最初 BEPC 提出的改造方案的亮度还要高。

“在此情况下，我们就算建成了也没有意义。于是
我们修改了方案，将原先的单环对撞方案改成双
环方案，并追加一定的投资。”秦庆说。

极限挑战：设备性能发挥极致

方案的改变，意味着难度的增加。“BEPC 改
造的难度，比当初建造时的难度要大得多。”
BEPC 重大改造工程第一完成人、项目经理、中
科院院士陈和生不禁感慨。

难度究竟有多大，每位参与者都有切身体会。
该所研究员、现任加速器物理组组长及对撞

机亮度调试负责人于程辉就是其中之一。他参加
了 BEPCII 前期的物理方案设计、中期的设备安装
和调试，以及后期整个机器的集成和性能优化。

“当时的压力是我们不仅要升级自己，而且
还要胜出对方。”于程辉心里明白，在同一个能区
的高能物理领域，两个同样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是
无法共存的，只能是一个最好的生存下来。

在于程辉的印象中，2012 年左右，BEPCII 的
调束和运行遭遇过一个“大坎”。“当时，我们反复对
束束作用参数调试了两年多，却一直没能实现理论
预期，那个时候真是挺担心的。”于程辉说。

日前，国家教育部发布
《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
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
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学校
党委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坚
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等。
在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
方面，该通知强调，高校高层
次人才流动要服从服务于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和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从服
务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和“一带一路”等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人才竞
争要有国际眼光，突出“高精
尖缺”导向，注重引进海外高
层次人才，不鼓励东部高校
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
进人才。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从古至今，大至国家，小至
一个机构，优秀的人才从来
都非常重要。尤其在商业竞
争高度激烈的现代社会，对
众多志在创建“双一流”的
高校来说，人才更是一种稀
缺资源，需要积极争取。正
因如此，很多知名高校对于
国内外的人才有着浓厚的
兴趣，经常不惜血本，用房
子、启动经费作为手段，试
图招纳更多的人才。

而对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的中西部来说，往往拿不出
更优厚的条件提供给本地高

校的优秀教授、科研人员，以至于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才东南
飞”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中西部高校的管理
者坦言，一方面他们非常希望本校的老师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等国家级荣誉，一方面私底下又对此表示担
忧———因为这种优秀人才正是北上广乃至
东南地区高校的引才目标。故此，从这一方面
来看，教育部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引才，
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国家的现代化一定是沿海和
内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均衡发展。要打
造现代化的一流教育体系，中西部高校的发
展也需要更多的人才。如果中西部高校、企业
的人才都热衷于前往发达地区，那么这些地
区未来的发展势必受到影响。但是，对于高校
而言，抛开是否公平的问题不谈，光靠一味推
出强制性的通知或者行政命令，并不能彻底
解决“人才东南飞”的问题。

笔者认为，中西部地区要想留住人才，
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及措施。比如，在市场
经济的大潮下，有关部门理应加大对于中西
部高校的经费支持。我国此前的“985”“211”
高校往往都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高校得到
的支持十分有限，这种局面应当得到改变。

此外，中西部高校也应积极实施“事业
留人”，通过各种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计划，
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促进本地年轻人才的成
长。否则，“不鼓励从中西部高校引才”的行政
命令终将成为一纸空文。

不
鼓
励
高
校
西
部
引
才
只
是
第
一
步

姻
彭
科
峰

新华社电 近年来，巴西等美洲国家频发新生儿
小头症。科学界已证实寨卡病毒感染与小头症发病
存在关联，却不清楚病毒怎样影响胎儿脑部发育。德
国研究人员日前表示，他们已经找到寨卡病毒导致
小头症的科学证据。

德国科隆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细胞—干细胞》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将健康人的皮
肤细胞“重新编程”，培养成诱导多能干细胞，进而培
养出神经前体细胞。神经前体细胞可分化出多种神
经细胞，可谓脑部发育的“起点”。

在特定实验条件下，研究人员让许多神经前体
细胞聚集为大脑类器官，即几毫米大小、具有三维立
体结构的脑神经组织块，这一过程模拟胚胎大脑的
早期发育，并借此观察病毒感染对胚胎大脑发育的
影响。

结果发现，寨卡病毒会让参与细胞分裂的细胞
器———中心体出现故障，让神经前体细胞过早分化
为成熟的神经细胞。这种“早熟”看似没什么危害，但
会使大量神经前体细胞不再参与大脑类器官成长为
完整大脑的过程，导致胚胎出现小头症。

研究人员介绍，他们在实验中使用了从小头
畸形胚胎中分离出来的寨卡病毒毒株，实验结果
为寨卡病毒导致小头症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科学
证据”。

寨卡病毒主要通过埃及伊蚊传播，也可性传
播。人感染寨卡病毒后可能出现发热、皮疹、关节
痛等类似登革热的症状。绝大多数感染者病情温
和，但孕妇需格外小心，一旦感染可能导致胎儿出
现小头畸形。

干细胞研究揭示寨卡
病毒如何引发小头症

■本报记者 李晨阳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致辞和白春礼
院长的院工作报告，都提到了近年来中科院一系
列重大科学进展，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中科院
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说。在
日前召开的中科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 2017 年度
工作会议上，京区 40 余家科研院所的领导齐聚
一堂。“振奋人心”成为一个屡屡被说起的词汇。

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傅小兰说：“一方面，已
有的这些重大科学进展让我深感科学院作为科
研国家队，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
院里和分院都已经明确了 2017 年工作重点，这
为各个研究所在新的一年继续攻坚克难开拓创
新指明了方向。”

在各位所领导畅谈治所思路时，“事业”“人
才”和“特色”成为他们口中的“关键词”。

做大事业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中科院理化所所长张丽萍说：“在‘十三五’
期间，我们将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好的科
研，去影响国家层面的重大计划和决策。”

谈及过去几年理化所取得的成绩，张丽萍

颇感欣慰。去年，由科学院主导、理化所牵头，
联合院内多家优势单位，拿下了一个“共和国百
年献礼”重大工程项目；同年在科技部遴选出的
重点研发计划中，理化所又拿到“4+1”个牵头
项目，理化所“十三五”开局之年，在立项方面取
得的重大突破，无疑为后续“三重大”产出的实
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我国
科技体制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一年，各个科研
单位都在摸索前进。但思路始终清晰———在科
研方向选择上，要始终坚持“登高望远”的理念，
要始终围绕“三个面向”，顶层谋划和组织重大
科技活动。张丽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
们的经验就是，做大事业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不能光靠各个研究组单打独斗。”

分院工作会上，中科院党组成员、北京分院
院长何岩提出，全力支持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是 2017 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对此，中科
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感触颇深。去年以来，
生物物理所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
施”已进驻北京科创中心主平台之一的怀柔科
技城，目前正在筹划中。

“正如何岩所说，北京科创中心的建设是
一个百年难遇的重要机遇，我们要抓牢抓

好。”徐涛说。
徐涛认为，科创中心的建设需要战略性的思

想、前瞻性的谋划和国际一流的人才。“我们希望
用这样的宏伟事业，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

给人才归属感和成就感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 2017 年工作会议报
告中指出，“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是今年要
抓好的重点工作之一。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为人才创造更好的工作、成长环境，是每一
位所领导潜心思考的问题。

近期，生物物理所就在跟怀柔区政府商谈，
希望尽早解决随项目入驻这里的人才住房问题。

“汇聚人才离不开高水平的后勤保障。”徐涛说，
“我们希望与北京分院合作，进一步加强怀柔区
的‘3H 工程’保障力度，共同服务好科技人员。”

在北京分院 2017 年工作会议的交流环节
中，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动物所所长康乐与大家
分享了动物所颇具特色的人才激励制度。

动物所创造性地采用了职称评审的“代表
作”指标。也就是说，每个科研人员不管发表过
多少论文，都只能遴选自己最好的 5 项工作参
与评选竞争。康乐说：“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参

评者拿出的都是最能代表自己水平的论文。这
就鼓励科学家们不急不躁，专注做出大成果！”

动物所还建立了科研人才的分层次激励机
制，包括面向资深研究员的“杰出研究员计划”、
面向 35 岁以下青年人才的“星辰研究员计划”，
以及让资深研究员和新晋研究员“结对子”的

“伙伴研究员计划”。
其中，专为副研究员打造的“创新研究员计

划”令人耳目一新。由于每个研究所的研究员指
标都有限，许多优秀的副研究员暂时缺少晋升
之阶。在动物所，成绩突出的副研究员会被评选
为“创新研究员”。这不仅是对个人学术水平的
肯定，也让他们在进一步参评研究员时具备了
一定优先性。

“动物所的一系列激励机制，让科研人才更
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也让他们在每一个台阶上
都有继续提升的动力。”康乐说。

对心理所而言，“人才”也是 2017 年的重点
工作之一。傅小兰说：“2017 年，我们在人才工
作方面有两大目标，第一是充分调动全所科技
人才的积极性，特别是副研、助研等年轻科研人
才的积极性；第二是促进各个研究组间的交流
融合，进一步推动‘PI 研究组群’建设，鼓励团
队合作、争取重大产出。” （下转第 2版）

（下转第 2版）

科学家发现
合成酶调控新机理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