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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徐雁龙
美国学者 Daniel Joswiak博士在冰芯的同

位素分析和穆斯堡尔谱学分析方面作出了很杰
出的成绩。这位来自爱达荷州的青年学者在博
士后出站后，在中国科学院外籍青年科学家计
划的资助下来到中国开展合作研究。他深入藏
区，采集冰芯样本，研究环境变化。他与青藏高
原研究所姚檀栋关于青藏高原冰川的合作研究
成果，已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2009年，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外国专家
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下
称“两项计划”），Daniel Joswiak只是其中的一
位。3年来，先后共 773位外国专家特聘研究
员、295位外籍青年科学家获聘来到中国。他们
在中国这片科研热土所催生出的累累硕果，正
向公众无声地散发着“两项计划”进展顺利、成
效显著的芬芳气息。

科技合作结创新硕果

中科院实施“两项计划”的意图十分明确：
有重点地吸引外籍高水平科学家和优秀青年
学者来华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不断提高我国
科技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据介绍，中科院 3年来经严格遴选，这支数

量逾千的专家队伍，均来自国外著名科研机构，
具有较深学术造诣，与中科院所属研究所也建立
了较深的合作基础。中外学者精诚合作，优势互
补，共同推动了中科院研究所创新能力提升。
例如，来自法国的Olivier Maridet博士开

展了哺乳动物古生物学研究，合作发表 SCI论
文 3篇，现已成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新疆课题组的青年研究骨干。加拿大皇家安大
略自然博物馆的 Robert Ward Murphy教授在
昆明动物研究所与张亚平研究组进行的合作，
则推进了国际 DNA条形码在中国的开展。

与此同时，中科院有意识地引导外籍专家
与西部研究所开展合作，以提高西部研究所的
科研能力和国际合作水平。新西兰土地管护研
究中心 Roger P. Pech教授与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之间的合作即为一个典型案例：通过联合
研究，他们进一步完善了高原鼠兔种群调节野
外试验设计和标志重捕技术，为提高该研究所
的科研能力作出较大贡献。

此外，“两项计划”在推动和加强中科院研
究所与国外主要科研机构合作、联合争取国内
外重大项目等方向上，也取得阶段性进展。

言传身教作人才贡献

在科研工作之外，这些外国专家还承担给

研究生授课、修改学术论文等工作。通过言传
身教，他们的工作有效提升了中科院青年科研
人员和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国际视野以及英文
论文写作能力。
华南植物园的特聘研究员、Ernst Steudle

教授来自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他在开展合作研
究之余，倾力指导研究生，严谨的学风和精彩
的授课赢得了科学家和研究生的尊重，直到生
病去世前还坚守在授课讲台上。
来自美国加州科学院标本馆的 Peter W

Fritsch博士也是“好为人师”之士，每当他在昆
明植物园里观察到有价值的现象，就会通知实
习生去观察研究。

这些“外国导师”的名单还很长：美国斯坦
福大学 Scott Rozelle 教授培养了多名年轻骨
干，协助指导了研究生十余名；美国马里兰大
学心理学系教授 Steve E. Brauth联合培养研究
生 8名；荷兰地理资讯科学暨地球观测学院的
VANGENDEREN Johan Lodewijk教授联合指
导研究生 3名……

中西互动促文化交融

在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青年学者看
来，中国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这种看法
影响了他们来华工作的积极性。然而，“两项计

划”的实施，促使更多外籍专家和青年科学家
来中科院开展深入的合作，使他们切身感受到
中国科技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工作于国家
天文台的 Luca Naso表示，有责任把中国的真
实情况介绍给尚未到过中国、对中国不甚了解
的西方人。另一些受聘外籍专家表示，将结合
在中国工作的切身体会，向世界宣传一个创
新、开放、多元、包容、发展的中国。
德 国 Bayreuth 大 学 青 年 科 学 家

OCHUODHO Dennis OTIENO 在华南植物
园除开展学术交流外，还多次作相关非洲文化
报告，并将他在中国的科学体验介绍给他原来
工作的肯尼亚大学。这种双向的互动，促进了
文化的交流。

据了解，“两项计划”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
良好的反响，越来越多的外籍专家产生了来华
开展科研合作的意向，不少纳入“外国专家特
聘研究员计划”或“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已
在中科院工作一段时间的外国科学家，希望能
够留下来长期工作。中科院也开始考虑适度提
高资助规模，以进一步提升中国科技的国际化
水平。
一位在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从事环境污

染研究的外籍专家说，对于致力于迎接前沿科
学挑战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已经为他们铺
好了红地毯”。

院所长访谈

建设投入约 8亿元，使用寿命却
不到 10年。6月 3日，沈阳绿岛体育
中心被爆破拆除。这座曾经是亚洲最
大的室内足球场被拆除的原因是使
用率不高。（6月 5日《中国青年报》）

在笔者看来，公众是在关注沈阳
绿岛体育中心，但更是在关注何以有
越来越多的建筑陷入了短命之中。

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些“短命建
筑”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任何责任人
被问责，更没有一个部门承担责任，
决策责任统统归零。沈阳绿岛体育
中心只不过是给“拍脑袋决策”和
“权力决策”添了新注脚而已。

据媒体透露，2004年在对 10 家
央企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
告中，有两个对比数字耐人寻味：经
济犯罪金额 16亿元，决策失误、管
理不善造成损失 145 亿元。对比之
下，决策性失误损失巨大，却由国家
来买单，而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现
在，建设投入约 8亿元、使用寿命却
不到 10年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也
只是延续了同样的逻辑。

在我国，缺乏健全的决策失误
追究机制，导致对决策失误的责任

追究不力。一是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人难以明确。
有些政府决策形式上是通过民主方式进行的，实
际上却是个别领导的个人决策，即使决策失误也
很难确定是个别领导责任还是整个领导班子的责
任。由于责任人难以明确，决策失误造成损失往往
以“交学费”不了了之。二是决策失误追究的成本
过高。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要花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即使查清决策失误的责任人，因
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要决策者个人“买
单”也不太现实。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建筑“短命比赛”怪胎继续
蔓延的理由。无人对建筑“短命比赛”负责验证了学
者的判断———决策失误是“不落腰包的腐败”。管理
学家法约尔曾讲过：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
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
任。因此，只有强化监督、决策透明和责任追究制度，
才能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也只有如此，才能杜绝
建筑“短命比赛”怪胎的扩大化和蔓延。

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记者华春雨、顾瑞珍）今
天是世界环境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出席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圆园员员中国环境
状况公报》。《公报》监测结果表明，全国地表水水质总
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吴晓青表示，圆园员员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
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等十
大水系 源远怨个国控断面中，玉—芋类、郁—吁类和劣吁
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 远员援园豫、圆缘援猿豫和 员猿援苑豫。西南
诸河水质为优，长江、珠江、浙闽片河流和内陆诸河水
质总体良好，黄河、松花江、淮河、辽河总体为轻度污
染，海河总体为中度污染。

在监测的 圆远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湖
泊（水库）占 缘猿援愿豫，其中，轻度富营养状态和中度富营
养状态的湖泊（水库）比例分别为 源远援员豫和 苑援苑豫。

在监测的 圆园园个城市 源苑圆苑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
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 源缘援园豫，较差—
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 缘缘.园豫。

此外，吴晓青还表示，圆园员员年，我国管辖的海域海
水水质状况总体较好，但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一般。四大
海区中，黄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南海近岸海域水质一
般，渤海和东海近岸海域水质差。怨个重要海湾中，黄河
口和北部湾水质良好，胶州湾和辽东湾水质差，渤海
湾、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铺开对接世界科技红地毯
据新华社电（记者朱旭、吕

诺）6月 源日，在 圆园员圆年建立完善
康复医疗服务体系试点工作会议
上，卫生部医政司和中国残联康
复部发布了《全国康复医疗服务
体系试点评估工作进展报告》。该
报告显示，我国康复医疗资源较
少，医疗机构缺乏标准诊疗规范
与标准操作规程，缺乏康复急性
期和稳定期的衔接机制，所使用
的康复功能评估量表不统一，没
有质量控制标准与风险管理规
范。

圆园员员年 愿月，卫生部启动了
建立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的试
点工作。截至 圆园员圆年 缘月 猿员日，
有 员源个省 源猿个试点城市（城区）
参加体系建设。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多数试
点城市已建立起三级康复医疗体
系，缘圆豫的试点城市将康复医疗
体系试点工作纳入医改或卫生事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统筹考虑。

报告显示，目前，专科康复医
院的康复医疗学科建设、能力建
设和机构基本配置较好，服务种
类多且服务量大，效果指标达标
情况较好，床位周转率为 员苑援圆豫；二、三级医院的康复
科康复面积、床位、人员配置相对不足，服务种类相对
少，平均住院日时间长，床位周转率分别为 源猿援愿豫和
猿员援圆豫；一级康复医疗机构存在着人员不足和技术能力
弱的特点，服务量少且康复治疗有效率较差，明显缺乏
与二、三级康复机构间有效联系和转诊机制。

报告建议各地培养具有高技术水平、高管理能力
的康复医学学科带头人，组织相关康复医疗、卫生政策
和卫生管理专家针对存在的问题展开答疑和技术辅
导，尽快形成康复医疗体系建设总体思路，选择重点康
复医疗机构并积极探索建立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三
级康复网络。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朱丹萍）近日，中科院广州
生物医药与健康院陈永龙研究组与香港中文大学赵晖研究
组合作，通过在爪蛙胚胎中过表达单一转录因子 hhex，使预
定的肠道内胚层细胞转变成为腹部胰腺前体细胞，并且在
爪蛙蝌蚪中形成一个巨大的胰腺，其内部包含大量发育成
熟的胰岛β 细胞。该研究为体外定向诱导干细胞分化为胰
腺β 细胞的方法提供了新思路，日前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在线发表。

业内专家介绍，胰岛细胞移植是治疗 I型糖尿病最理想
的方法，但可供移植的胰岛β 细胞来源极其有限，严重制约
这一治疗方案的推广。

体外定向诱导分化干细胞，进而获得能够分泌胰岛素的
胰腺β细胞是解决该瓶颈问题的途径之一。然而，目前体外
诱导胚胎干细胞或者 iPS多能干细胞形成的类胰岛β细胞，
与体内成熟的胰腺 β细胞相比，无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还

是对血糖浓度的反应能力均存在很大差别，离临床应用还有很大
的差距。

基于此，上述研究团队以爪蛙为模型，应用基因芯片技术，获
得了腹部胰腺前体细胞的标记基因 vpp1。借助于该基因，研究人
员在爪蛙胚胎中揭示了预定形成腹部胰腺前体细胞的原因。在爪
蛙胚胎中过表达单一转录因子 hhex足以将大量将来形成肠道的
内胚层细胞转变为 vpp1阳性的腹部胰腺前体细胞，进而在爪蛙
蝌蚪中形成一个巨大的胰腺，其中成熟的、合成胰岛素的胰岛 β
细胞的发育与正常胰腺中的完全相同。反之，hhex敲减后，vpp1
阳性细胞急剧减少，最终导致腹部胰腺的缺失。

研究人员坦言，在胚胎原肠作用时期，hhex与 vpp1的表达有
部分重叠，非重叠部分的 hhex阳性细胞主要是预定形成肝脏的
前体细胞，但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在爪蛙胚胎中过表达 hhex只
能选择性地诱导形成巨大的腹部胰腺而不能使肝脏增大。他们希
望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阐明相关问题。

胰腺早期发育研究获重要进展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近日，由国际生命条形
码中国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中国—国际生命条形
码计划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在昆明举行。国际生
命条形码计划（iBOL）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 Pete
Hollingsworth和该计划中国委员会授权代表、中
科院昆明植物所所长李德铢共同签署了备忘录。

据悉，iBOL由加拿大科学家 Paul Hebert等发
起，于 2010年正式启动，目标是 5年获得至少 50
万个物种的 DNA条形码标准序列，并建立通用
易用的实验标准和数据平台。科技部基础科学司
司长张先恩作为该计划的中方代表，参与制定了
iBOL的战略和路线图制定。新合作备忘录的签订
将提升我国在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事务中的话语
权，并提高我国 DNA条形码技术应用水平。

签字仪式上，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
副局长苏荣辉表示，中科院作为我国生命条形码
计划实施的主力军，在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高
等植物、微生物、条形码标准制定等方面都有长足
进步。中加美欧四个中心节点应通力合作，早日实
现全球生命条形码蓝图。

中国与国际生命条形码
计划签署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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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李洁尉 通讯员朱丹萍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下称

生物院）是新时期由中科院、广东省和广州市三
方共建的产物，现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我国生
物医药领域的一支劲旅。近期，该院二期规划通
过了中科院院长办公会审议，也得到了广东省
以及广州市的大力支持。
针对如何做强做大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的

蛋糕，如何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等问题，
记者走访了该院院长裴端卿。

已步入收获季节

一见面，记者便发出这样的疑问：虽然生物
医药对治疗多种疾病前途广阔，但是成立尚不
足 10年的生物院，如何根据华南地区乃至我国
的实际需要来选择研究方向？目前又取得了哪
些成果？
针对记者的发问，裴端卿一一道来：自从

2003年开始筹建，2006年获得法人地位以来，
生物院在中科院党组和理事单位的领导和关怀

下，梳理出了一条以药物和疫苗研发为核心，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以及化学与合成生物学等前沿
基础研究领域为新生长点的发展道路。

目前，生物院的药物研发平台在抗白血病药
物、抗疟疾药物、抗老年痴呆和神经炎症药物，以
及抗肺癌药物方面开辟了新途径，已有两个候选
新药即将进入临床试验；在干细胞领域，理论和
技术成果则包括发现维生素 C能提升诱导多能
干细胞效率以及其表观遗传调控的作用机制等
一批国际瞩目的成果。另外，生物院在流感病毒
示踪、新型疫苗研制、铜催化、生物活性分子合成
等领域也有较高的建树。可以说，借助创新型平
台与高效发展模式，在历经多年的播种与耕耘之
后，生物院已经开始步入收获季节。

做好产业化这篇大文章

生物医药领域特别强调基础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生物院如何进行生物医药的产业化工作？

裴端卿认为，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是生物院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对“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最朴素的阐述。借助

市场的力量把知识与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形成人才、技术、资本互利共赢的机制，是生物
院实施科学技术产业化的主要原则。

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近 3年，生物院来自
企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等“四技”合同收入
约 6000万元，并逐年递增，拉动企业和社会资本
投入创新经费超过 2亿元；共实现直接转让技
术成果 5项，转让合同收益约 1亿元。其中，抗糖
尿病 1.1类新药候选物专利技术的海外开发权
以 1100万美元独家许可给落户于香港科技园的
卡施健医药公司。

生物院还分别与广州市开发区和佛山市南
海区共建两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目前已成功
孵化 25家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引进 100名高
层次人才，在地方政府投资仅 6000万元的基础
上，带动社会资本投资 12亿元。近日，南海中科
院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中心通过了广东省科学技
术厅的检查和验收，正式获批为“广东省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及“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这是
省院合作中科院推动地方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
的创新成果。

谈到这些，裴端卿表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在

某种程度上比科研工作本身要困难和复杂得多，
还需中科院、广东省、广州市在政策上多多予以引
导，鼓励和帮助科学家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优势明显大有可为

面对未来继续做大生物医药领域蛋糕的愿
景，裴端卿显得很有信心。

他介绍说，全面实施“创新 2020”以来，生物
院各项工作明显向前推进。在“135”驱动下，生
物院以重大产出为导向来部署全院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目前，该院在新药研发和干细胞领
域都形成了较好的人才梯队、研发项目和技术
平台优势，其他优势领域如疫苗等也有新型人
才队伍的加盟。他表示，在不远的将来，生物院
一定有能体现“135”部署优势、体现“创新 2020”
战略意义的重大突破。

他说，生物院将力争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开
辟公共健康和系统生物学与先进仪器研制领
域。这两个新领域将有力推动生物院新一轮的
快速发展。特别是健康与生物医药领域，生物院
优势明显，大有可为。

做大蛋糕为民生
———访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卿

本报讯（记者潘锋）记者日前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举行的“甘蓝显性雄性不育系大规模制种观摩会”上了解到，该所甘蓝
育种团队经过 30多年的努力，在甘蓝上首次发现显性雄性不育材料，
并研究和建立了甘蓝显性雄性不育育种技术体系，获得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创新性成果。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刘旭院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朱英国院

士、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方智远院士等出席现场观摩会。
在观摩会上，专家参观了甘蓝制种田，并就甘蓝雄性不育系制种

的创新性和制种关键技术、应用效果及存在问题等向制种企业和农户
进行了详细调研。

与会专家认为，甘蓝显性雄性不育育种技术为国内外首创，是
甘蓝育种技术上的一项重要变革，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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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显性雄性不育大规模制种获成功

http://www.sciencenet.cn

