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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
摆在突出位置。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
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

———《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2016年3
月13日），《人民日报》2016年3月14日

学习札记

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
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谁抢占了自主创新的
先机，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而一支军
队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优势做后盾。在新军事
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谁抢占了科技制高点，
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中的主动权、制胜力。

无疑，创新就是制胜力形成的加速器。十

九大报告指出，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
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
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事实证明，跟踪仿制，永远会受制
于人。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以它为
基础发展形成的火炸药仍是决定现代武器威
力和射程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一领域，我们不
能仅仅停留在过去，要敢于创新，继续对火炸
药理论进行系统、创新性的研究，进一步提高
新一代武器射程、射速和毁伤威力，为提高军
队战斗力贡献力量。这不仅需要注重原创，还
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国家强，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防。一个国
家的国防系统和武器装备是不是先进，除了
政治观念、经济基础、作战思想、历史传统等
因素外，还要有接受新生事物的文化传统和
国防体制作为支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清醒

果敢地接受新的系统观念、技术观念，并有能
力将其组织成新型装备系统，在概念创新、技
术创新、集成创新等方面“敢为天下先”，才能
构建起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为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后盾。

———王泽山
王泽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

学教授。主要从事含能材料及其装药设计
的研究。

融会贯通

世纪之交，一场世界性的新军事变革悄
然而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高新技术迅猛发
展并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武器装备在军事
斗争和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军
事领域，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会引

起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和军事理论的深刻变
革。科技创新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是战争
形态转变的技术动因。现代化战争的基本形
态表现为信息化战争，而信息化战争是科技
创新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产物，也为战斗力的
形成创造了空间。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新型军事
人才，必须不断更新理念，改进教学模式，营
造创新环境，努力走出一条培育创新型军事
人才的新路子。培养创新型军事人才，最终落
脚点是能打仗、打胜仗，将智力转化为部队战
斗力。而提高战斗力，动力在创新。坚持战斗
力标准，下大气力抓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科
学管理、人才集聚、实践创新，以重点突破带
动和推进全面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抢占未来
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充分培育战斗力新的
增长点。 （本报记者秦志伟整理）

创新是生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加速器

院士之声

还记得去年萌翻了全球的世界首批体细胞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吗？最近，两个姐妹有了 5
个“小兄弟”。

不过，跟它们的“姐姐”不同，这 5 只小克隆
猴身上所肩负的使命要更加特殊一些，它们将为
解开人类健康的未解之谜作出贡献。

1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在我国顶级综合英
文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在线发表两篇论文，首
次披露了世界首例生物节律紊乱的体细胞克隆
猴模型。

失眠是种病

雄鸡报晓，向日葵清晨开放……自然界中
的大部分生物，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到复杂的哺
乳动物，都拥有按时间节奏调节自身活动的本
领，称之为生物节律。

生物节律对生物体维持健康的生理状态至
关重要。生物节律紊乱与睡眠障碍、阿尔茨海默
氏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
糖尿病，肿瘤，以及心血管疾病等密切相关。

现代生活让人的作息时间很难遵循体内的
生物钟，加班、出差，甚至玩手机，越来越多的人
面临着生物钟紊乱的困扰，这使得对生物节律的
研究显得更加紧迫而重要。

可在实验室里，相关研究的进展却并不顺
利。传统研究使用的动物模型主要是小鼠、果蝇
等动物。但这些传统模型有着很大的缺陷，它们
与人类的昼夜活动周期、脑结构和代谢速率等存
在明显差异。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认
为，这也是当前脑疾病药物研发进展缓慢、失败
率始终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现在临床前药物
检测所用的动物实验模型都是小白鼠，但是小白
鼠跟人差异巨大，对小白鼠有效的药，对人往往
没用。”

因此，人们开始寄希望于跟人类最为接近的
非人灵长类动物———猕猴等大型动物开始进入
科学家的视野。

一代“失眠”猴

在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 类）“脑认
知与类脑前沿研究”等项目的支持下，中科院神
经所研究员张洪钧、孙强、刘真等合作，首次利用
CRISPR/Cas9 方法，敲除了猴胚胎中的生物节
律核心基因 BMAL1，在 2016 年中旬繁殖了一
批 BMAL1 缺失的猕猴。

“半年后小猴断奶，我们就从多个方面开始
观察它们的生物节律。”该所研究实习员仇佩缘
说，他们给小猴子戴上了“小米手环”，随时监测
它们的昼夜活动情况。

结果发现，这些小猴子不再按照 24 小时的
周期活动，在夜间活动明显增多，这说明它们可
能出现了失眠问题。

随后，研究人员通过手术，在猴子背部皮下
埋入了记录脑电和肌电的设备，之后分析其睡眠
周期发现，敲除猴的浅睡眠和熟睡期都明显减少。

另一方面，通过血液样本的测定，研究人员
进一步发现，小猴子体内帮助进入睡眠的褪黑素
分泌较少。而血液分析也表明，敲除猴大多数节
律基因表达异常，与炎症、睡眠障碍、抑郁等相关

的基因表达水平也显著上调。
“从这些小猴子的行为上看，这些猕猴不但

昼夜活动紊乱、睡眠障碍，还表现出类似焦虑和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张洪钧说。

他们发现，当把普通小猴放到一个新的环境
中时，它们会表现得很好奇、很兴奋，会到处蹦蹦
跳跳地探索；但敲除猴看上去却很“担忧”，一直
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看到有饲养员过来，便抱着
头躲闪，一副很紧张的样子。张洪钧认为，这是很
明显的抑郁和焦虑的表现。

然而，是不是敲除掉跟节律相关的基因就

大功告成呢？科学家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
简单。

失眠“五兄弟”

孙强表示，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获得的基因敲
除猴并不“完美”。这是由于这些猴子不光遗传背
景不一样，还属于“嵌合体”，也就是体内不同细
胞的基因型有差异，它们表现出上述症状的严重
程度并不一致，因此不能算是理想的动物模型。

（下转第2版）

克隆猴“五兄弟”失眠了！

本报讯（记者潘希）记者 1 月 22 日从中国
气象局获悉，《2017 年中国温室气体公报》日
前 发 布 ， 其 内 容 与 联 合 国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WMO）发布的《2017 年 WMO 温室气体公
报》相呼应，两份报告均指出，全球大气主要
温室气体浓度继续突破有仪器观测以来的历
史记录，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分
别达到 405.5±0.1ppm、1859±2ppb 和 329.9±
0.1ppb。

2017 年全球大气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也
达到新的高度，2016~2017 年增幅分别达 7ppb
和 0.9ppb。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温室气体指数分析结果，2017 年由大气长寿命
温室气体引起的辐射强迫相比 1990 年上升约
41％，而这其中二氧化碳的贡献超过 82％。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总工梁海河介
绍，目前中国气象局有 7 个温室气体地面观测

本底站，分别为青海瓦里关、北京上甸子、浙江
临安、黑龙江龙凤山、湖北金沙、云南香格里拉
和新疆阿克达拉。青海瓦里关站是 WMO 全球
大气观测网的全球 31 个大气本底站之一。

梁海河说，2017 年青海瓦里关站观测的二
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分别上升至
407.0 ±0.2ppm、1912 ±2ppb、330.3 ±0.1ppb，均
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甲烷浓度明显
高于全球平均值。2017 年北京上甸子、浙江临
安、黑龙江龙凤山站 3 个区域本底站温室气体
浓度也出现上升，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分别为
416.0±1.8ppm、419.5±1.9ppm、415.6±0.8ppm。

基于本底温室气体观测资料的“自上而
下”反演计算是评估 / 验证温室气体排放的
重要手段之一，已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方法学
报告。

2017 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升高

1 月 22 日，物联网
分拨机器人进行包裹
分拨展示。

当日，由阿里巴巴
旗下物流平台菜鸟网
络开发的物联网机器
人分拨中心在南京正
式启用。本次启用的物
联网机器人分拨中心
面积约 为 2000 平 方
米，共有 100 台物联网
分拨机器人，主要用于
中大件包裹分拨，机器
人分拨系统可以处理
超过九成商超类包裹，
预计比传统人力分拨
效率提升 1.6 倍。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我国首个移植子宫内
孕育宝宝出生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 月 23 日从空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了解到，中国首个移植子宫内孕育
宝宝日前在该院出生，标志着我国在生殖医学
子宫因素不孕治疗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同时
在子宫移植领域走在国际前列。

2015 年 11 月 20 日，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专家团队实施中国首例人子宫移植手术，成功
将母亲的子宫移植给先天无子宫的女儿杨华（化
名）。2019 年 1 月 20 日 18 点 19 分，伴随着一声
啼哭，26 岁的杨华在西京医院妇产科平安诞下一
名体重 2 公斤、身长 48 厘米的健康男婴。经陕西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检索，这是中国第一个、全
球第 14 个在移植子宫内孕育出生的宝宝。

据介绍，由于器官位于人体盆腔深部、血管纤
细，术中血管切取、缝合难度极大，排斥反应强烈
等原因，子宫移植手术至今仍是世界性医学难题。
国际上，也仅有个别国家尝试过数例。

西京医院妇产科主任陈必良介绍，目前团
队已成功实施 2 例人子宫移植，完成 4 项创新
技术。

陈必良表示，中国育龄妇女中，子宫性不孕
人群约有 100 万左右。借助系列创新技术，中国
首例在移植子宫内孕育宝宝的出生，将为众多
子宫性不孕女性带来希望。 （蔺娟）

我国自主研发磁性基
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据新华社电 一款由电子科技大学研发的高
磁导率磁性基板，打破了国外基板厂商垄断市
场的局面，不仅被华为、魅族、小米等手机采用，
产品还销至美国、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及地区。凭
借“高磁导率磁性基板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
目，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邓龙江团队近日获得
2018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高磁导率磁性基板是一类新型电子基板材
料，具有磁导率高、厚度薄、阻抗匹配效果好等
特点，被应用于近场通信、无线充电、抗电磁干
扰等领域。其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如何解决金属
发射对高频信号屏蔽传输难题，以及采取哪种
工艺能把材料制作得更薄，以满足电子设备薄
型化、小型化和集成化需求。

历时 10 余年，邓龙江团队发明出一种高磁
导率、低损耗磁性基板材料配方体系，并建立了
全相溶水性体系流延法工艺，实现了安全、环
保、高效、低成本生产。“目前我们从配方到工艺
实现了自主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
外技术垄断。”邓龙江说，通过自主研发的水性
流延工艺大幅降低材料制备成本，项目研发的
高磁导率磁性基板价格仅为国外产品垄断价格
时的十分之一。 （吴晓颖）

科学家揭示
“痛点”的神经指标

本报讯（实习生刘如楠 记者李晨阳）被开水烫
一下，有人疼痛难忍，有人毫无知觉。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差异呢？这都是因为每个人的“痛点”———疼痛
敏感性不同。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胡理研究组率先采用跨物种研究方法，探索出了能
刻画疼痛敏感性个体差异的神经指标，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研究人员首先招募了 96 名健康青年男女。这些
志愿者经受了不同强度的疼痛刺激，还要给感受到
的疼痛强度打分。同时，他们的脑电活动也被密切监
测和记录下来。通过分析他们的脑电信号，能够获得
疼痛诱发的脑响应信号，包括 N1、N2 和 P2 等多个
事件相关电位（ERP）的成分，以及低频 α 和高频
γ 等多个神经振荡信号。

研究显示，疼痛诱发的所有脑响应信号都能刻
画个体内疼痛敏感性，但只有 γ 频域的振荡信号，
又叫 γ 高频振荡信号，能同时刻画个体间的疼痛敏
感性差异。

为了验证结果是否可信，研究组又招募了第二
批志愿者。这次的 107 名健康年轻人，随机接受视
觉、听觉、触觉 3 种不同的感觉刺激，同时采集心理
物理测量和脑电数据。结果发现，γ 高频振荡信号
并不能预测由这 3 种刺激诱发的个体间感觉强度差
异。这表明它是疼痛的特异性指标。

“疼痛是一种主观体验，没人比你更了解自己有
多疼。”本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科院心理所研究
员胡理表示，“即使面对同等强度的刺激，不同个体对
疼痛的感知也会千差万别。既然人对痛感的主观报告
是不准确的，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个客观、可靠的生物
学指标，刻画这种个体疼痛敏感性的差异。”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空气污染
与情绪间的关联

本报讯（见习记者任芳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
你会感觉“心塞”吗？若真如此，那么你并不是一个
人。1 月 22 日《自然—人类行为》发布的一项研究显
示，空气污染的确与人的幸福感有直接关联。

既往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会对人的健康状况、劳
动生产率等产生影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郑思
齐等人通过分析 2014 年 3 月至 11 月中国 144 个城
市的微博数据发现，空气质量也会影响人们在社交
平台上的情绪表达。

文章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江浩表示，这项研究共分析了
2.1 亿条经地理定位的微博数据，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算法中的情感分析方法，对微博内容进行情绪判断。
再将当日每个城市的 PM2.5 与微博情绪数值进行对
比，采用计量模型分析结果发现，PM2.5 每增加一个
标准差，情绪值会降低约 4.3%。

研究还发现，女性、高收入群体及沿海地区居民
对空气污染的敏感度更高。居住在空气状况极佳和
极差城市的人更易受到空气污染带来的影响。“这可
能是因为那些特别在意空气质量的人会主动搬到环
境良好的地区居住，而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人们
更能意识到长期生活在污染环境中对健康产生的不
利影响。”郑思齐解释道。

“大数据越来越关注人的主观感受，通过大数据
研究人的行为是很有意义的方向，我们将继续开展空
气污染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方面的研究。”王江浩说。

相关论文信息：

节律紊乱的克隆猴宝宝 中科院神经所供图

■本报记者 丁佳 黄辛 何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